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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星版4 伟伟吴：辑编 州汝化文

明代江南进士方应选，曾在万历十七年（1589年）
至二十年（1592年）担任汝州知州。关于方应选，清道光
二十年印行的《直隶汝州全志·名宦》称其“文章政事卓

绝一时”，可见其不仅政声斐然，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

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他“其诗古体颇清丽，文笔亦

劲健”，可谓中肯之评。

方应选，字众甫，号明斋，明代浙江松江府华亭县

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官至卢龙兵备副使。在
汝州任知州三年。在政务之暇，他十分重视文化建设：

经常光临学宫，亲自为生员们讲解经典，提高其教学质

量；带头捐俸重修二苏祠；巡察中见郏县儒学“钟簴不

移而庙貌多圮”，督促县令在“岁比不登”的情况下“损

而用萃”，修缮儒学，并且自掏俸禄赞助之；见前人编写

的州志未能付梓，便与汝州籍官宦、学者张维新联手，

重新编纂而成万历版《汝州志》……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任职期间，写下了不少“清丽”

之诗和“劲健”之文，为汝州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遗

产。

汝州旧方志选载的方应选的诗作，有《风穴八景》

《和汝州八景》《从参藩于公兵宪王公学宪周公游风穴

寺次于公韵二首》《诗成复辱周公见示二律再次》《秋日

邀张宪周同游风穴二首》《和前题二首》《鲁山八景》《郏

县八景》《游香山同姜永明》《宝丰八景》《游云梦山》《伊

阳八景》《汝上有怀》《娄水道中送徐孟孺游西湖》，共计

59首。
方应选对中原名刹风穴寺情有独钟，在州志载的

59首诗中就有 12首是歌颂风穴寺的。其中《秋日邀张
宪周同游风穴二首》其一写道：

何来葱茜削天中，秋色离离洗碧空。

半刹白云应我待，一尊明月借君同。

笙歌水沸游鱼出，舄影岩飞过鸟通。

乘兴不妨归路晚，醉题枫叶万山红。

他还为风穴寺八景一一配诗，道是：

锦屏风

孤亭窈窕锁苍苔，峭壁摩空绮作堆。

倚槛横交青玉案，当筵飞落紫霞杯。

珍珠泉

千丈悬崖溅碧流，随风飞卷到溪头。

分明贝叶翻珠树，化作湘帘缀玉楼。

吴公洞

岩栖咫尺隔红尘，抱膝长吟乐自真。

人共白云留不住，只今洞草暗生春。

仙人桥

行来涧畔雪珠跳，共诧神仙白玉桥。

一自壶中寻日月，空留片石引渔樵。

大慈泉

流沙一派自西方，半壑能将慧水藏。

倒浸芙蓉青不断，错疑云影共天光。

玩月台

层峦翠积望无边，一榭凌霄更窅然。

为近诸天先得月，空山无夜不娟娟。

悬钟阁

缥缈层楼跨玉鲸，十方空处起禅声。

寒山夜半无尘到，清漏沉沉伴月明。

翠岚亭

遥看州郡隐松萝，叠叠青螺涌碧波。

苍狗白衣吟不尽，万峰秋色拥来多。

他与张维新唱和，分别咏汝州八景，各有一番韵

味。方应选的《和汝州八景》如下：

岘山叠翠

谁将黛色点秋空？削出芙蓉千万丛。

一自翠华传御跸，山山萝薜借青葱。

妙水春耕

山泉不断四时流，春到农家绿满畴。

雨后扶犁归陇上，月明横笛弄溪头。

春日桃园

东风不散艳阳天，万树明霞烂欲然。

指点仙源何处是，家家春色只墙边。

汝水横舟

碧天淡荡水长流，曲曲滩头不系舟。

坐到夜深山月白，一苇高挂半轮秋。

温泉晓霁

何来一壑凿昆仑，滴水长分太液春。

倒挂扶桑蒸晓日，溶溶闪出数金轮。

玉羊晚照

一壁崚嶒踞玉羊，苍苍千尺散琳琅。

秋深积翠浑如洗，留得残阳倩晚妆。

龙泉夜月

秋婵无处不堪怜，照入龙泉色倍妍。

疑是骊珠长放彩，空潭一颗夜光圆。

崆峒烟雨

半岭高标几洞天，氤氲非雨亦非烟。

丹砂不散千年火，化作青空片片悬。

不仅如此，方应选还分别为四个属县的“八景”

（鲁山县的“鲁山独秀”“沙禳双澄”“汤谷温泉”“黑山回

照”“商余灵药”“琴台善政”“南华夜月”“大胜晓钟”，郏

县的“蓝桥春涨”“汝水秋风”“扈涧晓烟”“灵泉夜月”

“钧台晚照”“苏坟夜雨”“刘山雨霁”“紫云晴雪”，宝丰

县的“白雀异槐”“石渠仙蒲”“香山聚奎”“五朵连屏”

“朱砂空洞”“甘罗古台”“酒务春风”“沙河晓渡”，伊阳

县的“桃源胜迹”“云梦仙境”“凤山朝阳”“龙崖夜雨”

“瑞云屏障”“紫逻石潭”“岘山叠翠”“汝水拖蓝”）全部

配以诗歌，为宣传各属县的文化付出了心血。

当然，作为远离家乡的游子，方应选的思乡怀友情

绪也会不时形诸笔端。他的五言古风诗《汝上有怀》，凡

16韵，以“故园日以疏，故人日以隔”“奈此头上冠，负却
山中屐”“而我徒索居，流光坐愁惜”“白云何处寻，桃花

空脉脉”“蹇余周南留，天涯怜转蓬”等句，抒发了诗人

在汝州为官期间对故乡、旧友的思念之情，同时“汝水

清且纡，明霞生远空”“延津会须合，长啸倚崆峒”等句，

情不自禁地歌颂了汝州的胜景幽境，发出“升沈各异

趣，幽事总相同”之感叹。

在他任职的第三年（万历十七年）大年初一，他在

春节的喜庆气氛中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写下《辛卯元

日》诗一首：

惠风开献岁，旭日起层霄。

客邸频簪柏，王春正转杓。

看山青落颍，酾酒碧浮椒。

拥雪翻新历，攀梅忆去朝。

遐踪聊自寄，侠气未全销。

吏隐耽残蠹，官寒抚敝貂。

斗间龙剑动，天外雁书迢。

入洛名非陆，歌衢路是尧。

但能宽宓肘，宁敢爱潜腰。

到处堪携鹤，何枝可息鹩。

占年饶雨露，访道问渔樵。

万木琴中调，三花舄上飘。

焚香迟白昼，刻烛赋清宵。

我已齐喧寂，何须厌世嚣。

诗的最后两句“我已齐喧寂，何须厌世嚣”，颇耐人

回味。

方应选既是诗歌高手，同时他的文章也“卓绝一

时”，在汝州任职期间留下的文章，仅州志所载的就有

《游风穴山记》《无祀祭文》《颜鲁公祠堂记》《节妇张氏

祠堂记》《敕封文林郎凤山张公行状》《汝乡先达宪副张

公生祠记》《重修二苏祠记》《重修林公祠记》《前郏令赵

公小传》《重修郏县儒学记》《明道先生春风祠记》《重修

文庙记》等十数篇。这些文章风格清俊，笔力劲健，读起

来颇有余味。

他在《游风穴山记》中描写风穴寺道：

“甫出郭里许，葱珑叠嶂间，苍烟一抹。……十余折

而薄寺门。两峰罨画，行人在碧落中，较昔游胜甚。嗟

乎！山川草木，故自不殊，岂景因趣别耶！……循方丈以

西，复悬崖东上，陟一亭，峭壁横空，如罘罳玳瑁。老衲

指点，是锦屏峰也。凭高试骋，飞翠欲流，襟裾尽碧，郡

雉楚楚。眉睫间，一名望州，一名翠岚。……逶迤数武而

之御风亭。亭斗绝，黄叶乱坠，凉吹萧飒，令人有郑圃濠

梁间想。……于溪壑最幽处得一涧，夹陡石数百丈，绝

顶瀑布如雪如丝。……泉声泬寥相答，落木纷然而逝。

……临流间，仰见一鹫如鸟道亭，殊缥缈。问之，则玩月

台。递子午而上，凡几登跻焉。盖太空中仙掌峥嵘，岚霭

松烟，半衔落日，掠双鬓而过。想得月之景并复如是，惜

不当于夜一赏，令冰轮寂寞……”

宝丰县为在商酒务监酒的程颢先生建成明道先生

春风祠，方应选挥笔而就《明道先生春风祠记》一文，大

发感慨道：

“……先生春风，岂唯门墙桃李？而盎然太和元气，

披煽菁菁，直薄江汉、汝坟间。今去先生数百载，读先生

书而光霁可挹，礼先生遗像俨如当年，令人鄙吝顿销。

广矣，先生之风也！”

在那灾荒频发的年代，许多百姓因饥饿而死于荒

郊野外，无人祭祀。面对此情此景，方应选痛彻心扉，

不能安枕。他特此写了一篇《无祀祭文》，献给那些含

冤死于他乡的“孤魂野鬼”。文中写道：“岁比不登，民

遭无禄。饿莩盈城，积骸满谷。爨火林空，轔烟野哭。”

“士死藜藿之空，女死糟糠之缺。子弟枵腹而颠踣，父

兄抱头而决绝。”最后，作者向那些客死无祀者呐喊

道：

“享尔以牢，酧尔以酎。彷徨尔忽荒，逍遥尔宇宙。

毋遏我滂沱，毋伤我耕耨，毋贼我黔首。今生者之粒新，

而死者之血食如旧。”

作者的恻隐之心溢于言表。

方应选在汝州时的作品，辑有《汝上诗文》两卷印

行。离开汝州后，方应选迁任卢龙兵备副使。一生著有

《方众甫集》十四卷。

汝州文学人物———方应选
◎陈建国

严光（生卒年月不详），东汉时期著名隐士，字子陵，原名庄遵，会

稽余姚人，曾隐居汝州。

严光年轻时曾和光武帝刘秀一同游学。他不仅气宇轩昂，神采超

俗，且博学多才，见识卓远，深受刘秀赏识。公元 25年，刘秀推翻王莽
政权，建立东汉王朝。尽管朝中人才济济，但“曾经沧海”的刘秀固执

地以为只有庄遵才是经天纬地的栋梁，非常渴望得到庄遵的辅佐。于

是，派人到南方访求庄遵。

庄遵虽然胸怀乾坤，但早已看透了人间冷暖，尤其是朝堂之上的

蝇营狗苟，只愿躬耕，坚决谢绝去朝廷做官。刘秀求才心切，派钦差再

次前往邀请，并声言如若再不到京将亲往相邀。庄遵无奈，只好随钦

差前往洛阳。刘秀把庄遵留在宫中，与自己同席而餐，同榻而眠。庄遵

深入分析了时局，并针对当时实际提出一系列安国之策，刘秀深为折

服，当即就要拜其为相。庄遵不便当面拒绝，请求三日后再为回复。刘

秀非常高兴，特许庄遵出京仙游三日。

庄遵出宫后，连夜溜出洛阳，买一头毛驴作脚力，一路奔东南而

来，沿着古道走了三天，涉过汝河，来到汝州虎狼爬岭。他深知刘秀的

禀性，一旦发现自己逃跑，定然派兵追杀。到达今王寨乡寺湾附近时，

见那里山清水秀，环境幽雅，酷似老家余姚的富春山，顿生恋意，决定

埋名于此。于是，他改名严光，在一个石洞中安下身来。他用仅有的一

点盘缠,置办一些简单的农具、家具，开了二亩荒地，耕作之余读书垂
钓，过起了清贫但悠闲的隐居生活。周围山民见他很有学问，一派仙

风道骨，非常敬仰，遇到疑难问题都来向他请教，甚至生病时也找他

把脉问诊。

后来，名声越来越大的严光终于被朝廷发现了。刘秀得知严光就

是庄遵，并且为了辞官深居幽谷之中十几年，简直就是许由再世，精

神和毅力让人钦敬，便派丞相亲往富春山慰问。刘秀让丞相带话给严

光：若愿做官，朝中文官任其挑选；着不愿为官，就送他返回原籍。严

光明确表示愿回原籍为民。于是刘秀赐予重金，派人礼送严光回到会

稽余姚老家。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严光的高风亮节，就把严光经常垂钓

的那条河称为严子河（今燕子河），把严光住过的山洞称为严子洞。

郦道元，字善长，北魏范阳涿鹿人（今河北涿

州）人，生于公元 466年，死于公元 527年。其好学
而博览群书，撰《水经注》40卷，文辞优美，为古代
地理名著。《北史》《魏书》中均有其传。因他为政严

酷，曾一度被罢官，因此其传被列为酷吏传中。

宣武帝元恪永平年间（508年—511年），郦道
元出任鲁阳郡太守。鲁阳郡所辖，相当于今天以鲁

山县为中心，包括四周宝丰、汝州、嵩县、南召各一

部。

任鲁阳郡太守时的郦道元，年近不惑，正为撰

写一部地理学巨著搜集资料。他发现从东汉班固所

著《汉书·地理志》到西晋张华《博物志》对汝水源头

的记载纷繁不一，出入甚大。为了弄个究竟，他打算

利用在此地为官之便，进行一番实地考察。期间正

遇上北魏朝廷明令各地太守详绘所辖区域山川地

图上报中央。郦道元名正言顺地带领随员、仆人，踏

上了探寻汝水本源的路程，并沿汝河进行了考察。

当时的豫西山区森林密布，人烟稀少，野兽出没，荒

无路径。郦道元不畏艰险，逆汝水而上，在深山老林

中穿行，在峡谷绝壁上攀登，风餐露宿，沿途详细记

录了汝水流向，支流水口，地形地貌，历史遗迹，终

于探清汝水正源始发河南梁县勉多大盂山黄柏谷。

郦道元花费巨大心血写成的我国古代地理学名著《水经注》中，

最完整、最准确地记载了汝水发源和流向，汝水流经地区的山岳、丘

陵、陂泽，重要的关亭、古城、水利设施，河道变迁等，对古书的记载也

有引用。他在《水经注·汝水》序中对《地理志》《博物志》对汝河源的说

法颇有微词，称“余以永平中，蒙除鲁阳太守，会上台山。列山川图，以

方志参差。遂令寻其源流。此等非学徒，难以取悉，既在径见，不容不

述”。他考察汝水源头所得：“今汝水西出鲁阳郡之大盂山黄柏谷，岩

鄣深高,山岫邃密,石径崎岖,人迹裁交。西即卢氏界也。”“历蒙柏谷，左

右岫壑争深，山阜竞高，夹水层松茂柏，倾山荫渚，故世人以名也。”

郦道元《水经注·汝水》从西到东记载的古城有麻解城、周平城、

阳人聚、霍阳聚、注城、治城、惮狐聚、梁城、成安城、承休城，对成安、

承休两个侯国的来历进行了表述。记广成水是引用东汉马融《广成

颂》里的章节。对古代水利工程黄陂的位置明确定位在成安国一线，

与唐代李吉甫所撰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述的黄陂在州东 25里是一
致的，不是在温泉西的广成泽。

由于郦道元与汝水的特殊关系，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准确的地

理资料，是研究汝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美丽风穴 张锦娜 摄 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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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隐士严光
◎尚自昌 黄峻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