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南进士林时与汝南进士林时与《《介立诗集介立诗集》》
□□ 王太广王太广 赵新春赵新春

林时，字懋易，号介立山人，祖籍直
隶休宁县（今安徽休宁），祖父林志贤因
为经商于成化年间落户汝宁府汝阳县，
也就是今天汝南县，之后世代居此。明
代驻马店地区进士有 120人（含寓寄进
士 5人、卫所双籍进士 9人），不少人都
有自己的诗文集，但留存下来的并不
多，现今留下诗集的除了“后五子”之一
的张九一的《绿波楼诗集》，便是林时的
《介立诗集》。

一

林时生于弘治四年（1491年）十二
月十一日，他的同榜进士马汝骥为他撰
写的《中顺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介
立林公时行状》说他“幼奇嶷，颖悟绝
人，六、七龄读书，一目成诵”，9岁被选
入汝宁府学习读书。林时家虽言经商，
估计也是小买卖，仅能维持全家人衣食
无忧。到了弘治十二年（1499 年），随
着林志贤的去世，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
境。林时的父亲林云，字松轩，靠着给
汝南一户张姓人家做私塾先生维持生
计，这样林时也能跟过来给张家儿子做
个伴读，有吃有住。可是好景不长，由
于张家儿子不爱读书，林父失业，林时
便没有了读书吃住的地方。无奈，他便
与郡学同学倪子聪、李子松、熊子选等
约以文会，互相蹭饭。不久，又跟随他
的老师、弘治十八年进士熊遇寄寓在今
天驻马店市区朱氏桥附近的延禧寺后
的关王庙，靠寺院施舍学习读书十年。
后来，他考中进士居官奔丧回家，重游
延禧寺，在《秋行诗十二首》序中回忆了
这段经历，说：“予故从朗崖熊（熊遇号
朗崖）先生学于小集，初寓延禧寺后，即
关王庙，居焉十年于兹矣……抚省前
迹，恻然有怀，随在诗以道人。”

长大后林时娶毛氏为妻。成亲后，
毛氏变卖自己的金银首饰，在汝南县城
买了草屋三间，林时才算有了读书居
处。正德五年（1510 年），林时以河南
乡试第二（亚元）中举，得到了汝宁知府
毕昭帮助，生活才逐渐好转。正德十二
年（1517 年），27 岁的林时以会试第
298名的成绩参加殿试，成为丁丑科舒
芬榜三甲第 96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
士。正德十四年（1519 年），升翰林院
检讨，以内艰归。守制三年后，嘉靖元

年（1522年）起复，官复原职。此时，正
德皇帝已经去世，刚由藩王入继大统的
嘉靖皇帝正与朝内大臣因为他父亲兴
献王朱祐杬的称号闹得不可开交。嘉
靖三年因为参与“会议大礼忤旨”，林时

“与同官俱逮狱，杖三十”。他的《介立
诗集》卷一收录的《秋闷八首》诗序中说

“余时被杖，伏枕与方池余子（即四川青
神人余承勋）往还赓和，故以记事，不计
工拙云”，指的就是这件事。在此期间，
他参与了《武宗实录》的修纂，针对当时
朝廷和民间传得沸沸扬扬的嘉靖皇帝
迎立上位和诛杀正德皇帝宠臣江彬由
谁主谋之事，林时上书《武宗实录》副总
裁董玘，认为“昨闻迎立一事，或云由中，
或曰由内阁。诛贼彬，或云由张永，或云
由杨廷和，疑信之间，漫然无据。史，万
世是非之权衡，固不可以偏重……幸执
事裁择轻重之，固是非之权衡也”。希望
在《实录》中给一个准确的官方说法，以
正视听，得到了《实录》总裁费宏的认可
和采纳。四年书成，林时升翰林编修、经
筵讲官，负责给朝廷和皇亲国戚讲课。
嘉靖六年（1527 年），林时擢国子监司
业，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副长官，在教学
中他坚持“非公亡以服人，非明亡以辨
类，非严亡以警隋，非恕亡以悉情”，科条
严整，门无私谒。嘉靖十年（1531年），
因拒绝阁臣在国子监立唱和诗碑和监
学上孔子祀典谢表，招人嫉恨，自请辞
职，迁南京通政司右参议。嘉靖 十三
年（1534年），升右通政。林时为人刚方
直正英敏，居官清正廉洁，从来不在背后
议论人，不善谀人，也不喜欢人谀，为官
二十余年，所居草舍如故。尝自署其门
曰“厅事前仅容旋马，草庐中原有卧
龙”。严嵩称其“文擅国华，学探幽赜，其
行有常，其仪不忒……颜面晬然，衣冠
颙若，百世高风，闻者可作”。

嘉靖十四年（1535 年），林时调任
南京提督誊黄右通政。在南京期间，林
时尝署篆南京工部，又署南京太常光
禄，虽然都是临时代管，仍做得有声有
色。南京政事不多，政暇之余，他喜欢
作文赋诗，着手编著《介立子》文集，因
继母去世还乡而未完成。由于林时在
这次奔丧途中积热，十月染病，十二日
后英年早逝，时年 45岁，留下了“国家
事平生尽有志，卒不能一为，命也”（李
本固《汝南志·林时传》）的遗憾，葬在汝

南县城西十里，费寀为他撰写了墓铭。

二

万历年间，李本固撰写《汝南志·林
时传》说林时“所著诗文若干卷，今已散
失。其奏记一首，余得之陈眉公秘
籍”。陈眉公即明代著名文学家、画家
陈继儒。这说明到明万历年间，林时的
作品和著作在驻马店本地已经散佚，林
时的《介立诗集》李本固并未见到。

现存明刻本《介立诗集》，具体刻印
时间不详，为两本六卷本。诗集以卷一
《登樊氏楼》开篇，至第六卷《遣兴二首》
结束，存诗 519首。其中，卷一、卷二为
七言律诗，卷一录诗 84首、卷二 77首，
卷三、卷四为五言律诗；卷三录诗 86
首、卷四 97首；卷五为长篇和排律，长
篇 34首、排律 23首；卷六为歌，七言、
五言绝句和杂著共 116首（篇），包括歌
40首、七言绝句 59首、五言绝句 10首
和杂著 7首。江津《书城挹翠录·明刻
本〈介立诗集〉》称其版本有“所见台湾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之一部，乃
原藏北平图书馆者。是本字体方正，纸
白如玉，明刻之佳臬。钤有‘梅花草堂’

‘沈氏粹芬阁所得善本书’‘研易楼藏书
印’”。而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刻本则
只有“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钤印。林
时的这本诗集因《明史·艺文志》和《四
库全书总目》均未著录，知名度并不高。

近代学者、藏书家罗振常于 1920
年 2月收集到这本诗集，在为该书所写
收藏跋中做了一个简短的考证：“《介立
诗集》六卷，范氏天一阁藏书、《天一阁
书目》及《天一阁见存书目》并云不著撰
人。按此书为明林时撰。时字懋易，汝
阳人，正德丁丑科进士，南京右通政，自
号介立山人，见《千顷堂书目》，故书端
书‘林介立诗集’。阮氏、薛氏均未深
考，又不见书端之字，亦云疏矣。”

《介立诗集》所收录的是林时在两
京做官时创作的作品，有《秋闷》《咏古》
《伤薄命》等感时伤物的内容，有《张良》

《陈涉》《吴起》《商鞅》《李斯叹》等借古
讽今的感慨，但更多的则是赠友人、亲
人的歌颂亲情、友情的作品。林时在正
德、嘉靖两朝为官，是一位颇富名气的
诗人，与当时达官名宦都有唱和诗，严
嵩、陆深、湛若水、崔桐在自己的诗文集
中都收有与林时的赠诗或唱和诗。嘉
靖十四年，林时去世，作为友人和同榜
探花的崔桐挥笔写下了《哭林介立太史
时》：“十年曾共云霄路，别尔相望又十
年。正忆苦心归白屋，忍闻埋骨已黄
泉。各飞龙剑终难合，细检鱼书可再
传。回首悲欢皆涕泪，万行遥对汝南
天。”（见《崔东洲集》卷六）。

家在河南，根在汝宁，《介立诗集》
收录的与家乡人、家乡事、家乡风物的
作品也不少，主要是正德十四年他因丧
守制在家的作品。除了给汝南进士孔
辅的《赠孔道充辰州守》，给汝南举人强
晟的《酬强借山雪中见简》《简借山》，给
汝宁知府冯志的《迎春答冯太守周韵》
《正月十三日答冯守（辛巳）》《再答冯
守》《冯心斋雨中率群僚至，适有城佳会
留酌不遂》，给汝宁府推官张淮的《书舍
成，张推官许枉驾不至，以诗见贻。闻
其病肺，聊以此问讯，并道己意二首》
外，便是与本地风物有关的作品。如与
汝南县城内祠观相关的《纳凉崇真观》
《纳凉三公祠》，与今天驻马店市区延禧
寺有关的《秋行十二首》《延禧寺雨》《诸
故人宴集》《晴书贤上人禅房》《关庙留
赠旧僧道明》，到今天驻马店周边旅游
的《过烧山寺》《登花山》以及与确山北
泉寺相关的《望北泉寺》《至北泉》《宿北
泉》《赠古田（北泉寺和尚）》《泉渠流觞》
《归》等。特别是有关延禧寺的诗序和
诗歌是研究今天驻马店市区历史和驻
马店驿站文化的重要资料。

虽然林时著有《介立诗集》，尝撰
《介立子》文集，但其作品流传并不广。
除了存世极少的《介立诗集》，现今文献
中能见到的只有清《汝阳县志》收录的
诗《望北泉寺》、清《汝宁府志》收录的文
《汝阳县学碑记》。③3

繁阳故城遗址位于新蔡县
城北 15 公里，以韩集镇政府所
在地为中心，东至吴桥、西至韩
王庄、北至姬庄、南至李湾的一
个方形地块，面积约 1 平方公
里（约 是 明 清 新 蔡 县 城 的 2
倍），属春秋故城遗址，也是隋
唐州、县遗址，沿用时间约在千
年 以 上 ，文 物 遗 存 十 分 丰 富 。
《左 传》周 灵 王 三 年（公 元 前
569 年）“楚因陈叛，驻军繁阳
镇之”、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前
504 年）“四月，吴楚大战，楚军
败于繁阳”即指此地，权威著作
《史 记 地 图 集》对 此 有 明 确 标
注。

但 2012 年以前，繁阳故城
遗址未引起文物部门和文史工
作者重视，既未列入文保单位，
也罕有研究者提及。

2012 年 3 月 4 日 ，时 任 新
蔡县文联主席的笔者在研读史
料的基础上，主动约请县文管
所负责人一同到繁阳故城遗址
考察，并请老家在韩集街上的
老朋友王瑜做向导，得到韩集
镇 政 府 的 大 力 支 持 。 这 次 考
察收获很大，极大提高了我们
対繁阳故城建筑规模、历史地
位的认识。

2012 年 8 月，该遗址被公
布为新蔡县第二批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14 年，升格为驻马
店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繁阳故城在隋唐时曾为舒
州 和 舒 城 县 治 所 。《大 清 一 统
志》载 ：“ 舒 城 ，废 县 ，在 新 蔡
北。”1994 年版《新蔡县志》载：

“舒城遗址，城址失考，似在县
北 15公里韩集。隋开皇十六年
（公元 596年）置舒城县，兼置舒州。隋大业二年（公元 606年）废舒州，
省舒城、澺水二县并入新蔡县。唐武德四年（公元 621年）复置舒州，治
新蔡；重置舒城县，治繁阳。唐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废舒州，舒城县
省入沈丘县（治今临泉县城沈丘集）。”今新蔡县文化艺术中心门前，有
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路名舒州路，即源于此。这个路名是 2009年新蔡县
民政局邀请笔者参与城区新修道路命名时建议取的。

历经战乱，繁阳城曾长期衰落。至明朝，始有韩姓人在此定居，逐
渐形成村落、集市，名韩家集，简称韩集。清初以来，又有王姓、李姓等
陆续迁入，繁衍日盛，使韩集成为明清以来县北重镇。代表人物有明
代进士、四川兵备副使王惟善，清初拔贡、黄州府知府王猷著等。其境
内还有商周早期文化遗址、县级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闹天寺，又称
北泉寺，位于韩集镇彭庄东侧，遗址高 1.5 米、长 55米、宽 46米，文化层
较薄，地表流散器物、残片较多。1969 年，闹天寺被拆毁，改建为村小
学。现已恢复旧观。寺内有一古槐，为明代所植，高 3.4米、冠径 15米、
围 5.1米，干空枝茂，为新蔡一奇。

繁阳故城出土的文物有兽骨化石、陶纺轮、蚁鼻钱及模具、灰陶、
红陶、制铜钱、铜箭头、瓦当、汉砖、汉磨、骨簪、石辗盘、鱼纹砖、陶罐、
井券、制砖、古井、古排水道、花纹地板砖、筒瓦、二龙戏珠碑座等。文
物层厚达 3 米，古井特别密集，显然不是生活所需，而是加工业需
要。当年我们去考察时，多数群众愿意把他们收藏的红陶、灰陶制品
（多是汉以前的东西）无偿捐给县里，让我们带走，由于种种原因未能
带回，所幸我当时带了相机，全都拍了照。

目前所知的繁阳文物最著名的是繁阳青铜剑，国家一级文物。
据《河南省志·文物志》载：“（该剑）1974 年，出土于洛阳市西战国墓
地，长 45 厘米、宽 4 厘米，上刻篆字‘繁阳之金’，刃部甚锋利，有象牙
鞘。繁阳城战国时属楚地，在新蔡县北。此剑的出土，证明繁阳是古
代冶铜基地之一。”

至于繁阳名字的由来，我曾与安徽阜阳文史界朋友多有交流。
我认为，繁阳应是繁水之阳的省称。古时山之南、水之北皆为阳，阜
阳学界均表赞同。但韩集附近并无大的水流，繁水在什么位置呢？
阜阳学友胡天生告曰：繁水即今阜阳流鞍河上游，发源于临泉县庙岔
镇境内，当地人至今仍称为繁河。繁在这里读婆，一如开封繁塔的读
音。

进一步查阅史料得知：古时的繁水发源于葛陂（发音碑）下游，初
称陂水——葛陂之水，春秋时改称繁水，俗称繁河，现在统称流鞍
河。据安徽鲖城籍临泉县学者左天云介绍：“流鞍河和繁河是同一条
河，春秋以前称繁水，战国时期有繁阳邑，战国末期改称鮦水，后有鮦
阳。明朝地方志出现流鞍河，源于刘秀征王寻的故事。但究竟什么
时候改名流鞍河？暂无考论。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当地群众一直称
谓繁河，上世纪 90 年代大范围治理后，官方的名字，加上年轻人对古
代河流的遗忘，流鞍河的名字便保留了下来。其分界点很不明确，大
概以姜寨北、鮦城南的鮦姜河以东称流鞍河，以西部分现在年龄大的
人仍称繁河。”

陂水何以改称繁水？目前不太清楚。或许因陂是多音字，其中
有婆的读音，亦或许与繁水古时发源于葛陂下游的三丈坡有关（陂、
繁同音）。

至于流鞍河的来历，《临泉县志》有这样的记载：“（流鞍河）源于
与河南省平舆县交界处的 0911 公路东侧丁店南……至（临泉）县城
西入泉河。全长 42.5 公里。流域面积 406 平方公里。”又载：“汉光武
征王寻，战于此河上游。失利。退时渡河，水流湍急，没马流鞍，至数
十里的清杨馆（今李桥一带），方收散兵驻扎。继战之，取胜。呼此河
为流鞍河。”

繁阳邑乃春秋时期的新蔡古地名，二千多年来，该处地形地貌多
有变化，而安徽省临泉县庙岔镇与河南省新蔡县韩集镇虽然分属两
省，却毗邻而居，都属于秦汉以前的古新蔡辖区。现在发源于庙岔
镇境内的繁河，会不会是秦汉以前流经韩集镇境内的繁河改道北
移？因汉唐以后，曾经方欲数十里的葛陂大湖逐渐萎缩，其下游的
出水口也应该有所变化。虽然出水的大方向不变，但连接葛陂出水
口的繁水上游河道因自然因素或人为诱导而有所变化，还是完全有
可能的。

新蔡本不产铜，繁阳何以成为举世闻名的春秋冶铜基地、隋唐
州、县治所？盖古时以漕运为主，繁阳邑位于葛陂下游、繁水之阳，交
通很方便；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修通的西起咸阳、东经南
阳、新蔡等地至安徽寿春的东西大驰道，也是从繁阳之侧通过。见于
《左传》的繁阳战事就有 3处之多，可见此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总之，繁阳故城规模宏大，历史悠久。愚目所见，不过冰山一角
而已，关于她的神秘面纱，还需要花大力气去探索、追寻。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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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庭芳 江湖

剑底星霜，刀头恩怨，万儿莫使湮

芜。但生涯里，匹马寄身孤。多少箫

催笛约，绝尘去，不计归途。回眸处，

烟帘雨幕，错过了蓬壶。 江湖。今

莫道，情牵一诺，天意偏辜。更秋水伊

人 ，泪 眼 都 枯 。 樽 酒 销 魂 甚 矣 ，如 相

忘，争断衣裾。浑应是，临风被发，入

梦有琼梳。

满江红 卒业廿年值母校百年庆

碌碌风尘，无从说、流光一掬。翻

只教，曩怀如许，但归蕉鹿。铁塔行云

犹自在，芸窗朗啸今谁属。剩迩来、对

影 忆 同 年 ，情 何 郁 。 龙 湖 月 ，慵 款

曲。隋岸柳，轻驰逐。更生涯罔计、鹤

岑鸿陆。酒胆微张迷永夜，诗心偶放

遗 玄 谷 。 漫 回 首 、秋 雨 正 萦 魂 ，倾 城

菊。

高阳台 秋

己 亥 中 秋 ，诗 友 朗 陵 雅 集 ，偶 言

新 体 ，心 波 微 动 。 昔 吾 从 学 时 ，新 体

挟 北 岛 、舒 婷 之 深 幽 ，仗 余 光 中 、席

慕 蓉 之 清 雅 ，卷 席 校 园 ，括 囊 学 子 ，

其 势 汹 汹 然 也 。 余 不 免 其 流 ，亦 偶

尔 涂 之 。 又 曾 以 两 岸 诗 家 相 比 较 为

研 究 ，遍 览 纪 弦 、洛 夫 、痖 弦 之 属 所

作 并 评 论 ，颇 欲 作 为 ，惭 乎 未 果 而

终 。 后 遂 复 归 于 旧 式 。 今 翻 忆 之 ，

恍 如 浮 梦 。 乃 作 高 阳 台 ，用 洛 夫《独

饮 十 五 行》句 意 为 结 ，以 赋 秋 时 ，以

感秋逝。

西陆蝉凉，北窗梦断，清愁偏恨连

霖。点滴无涯，夜声消尽愔愔。霜轮未

解谁人绊，更藏踪、向底驰寻？看虚茫、

兴绪阑珊，诗绪沉吟。 逐情犹记当春

夏，过隋堤宋苑，恣意何任。浮白呼卢，

等闲占得书林。曲停宴罢争由说，又今

宵、光影弥襟。且衔杯、一仰成秋，再仰

冬深。

八声甘州《加州旅馆》

是平怀诉与故人听，一曲动纤柔。

想逐尘梦断，归心无觅，雨脚风头。夜

色曾经几许，长路入荒幽。数笛残声

里，灯影沉浮。 我亦飘零日久，更向

来如寄，此去如囚。问何方逆旅，随处

得勾留。把平生、羞囊寒橐，漫换他、淡

淡只回眸。须呼酒、莫言杯浅，好作蜉

蝣。

水调歌头 九月望日谒三苏坟，归
来步坡公韵

我到君知否？长揖仰中天。看君

坟上秋色，草露复年年。此地松风流

水，万里游云聚散，君莫觉清寒。幽僻

适君卧，暂得别人间。 悲欢事，去来

想，且成眠。堪歌一曲，君我逢作月团

圆。今古文章何极，明日春花何限，无

计赖君全。但寄沉吟语，乘醉舞婵娟。

庆宫春 以宋杨万里“无那风光餐
不得，遣诗招入翠琼杯”诗意入词

风縠沉桥，云漪浮馆，绿池倒映春

光。试水新鳞，眠晴乳鸭，和莺唤取娇娘。

恼人残梦，醒时节、还如梦庄。抛书闲案，

玉轸慵调，谁为思量。 花开怕对梳妆。

梅落轻尘，桃隔重墙。细雨多情，青沾红

润，算来都付斜阳。欲笺丝柳，绾几瓣、摇

飏入觞。销魂却是，饮了黄昏，去了年芳。

八声甘州 无鸣版《哥哥你带我走》

任盈盈别泪几销凝，欲语乍还流。

恨吱呀门转，斗星斜坠，吹面风稠。塬外

天光破晓，鸡喔喔声浮。十里圪墚路，不

尽怀愁。 摇尾村前黄狗，忆撒欢溪

畔，坡草牵牛。想哥哥一去，只在妹心

头。到何时、再回峁上，剪蜡红、灯影照

乖羞。争如是、此行相伴，共信天游。

喝火令 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微云渡，风中鬓影斜。海之嵎

角寄生涯。多少蜜甜银夜，月色动心

槎。 莫扰鱼儿梦，休惊水面花。但愁

零落又残霞。教我如何，教我若何耶？

教我如何不想，心里那人她。

青玉案 戴望舒《雨巷》

谁 撑 油 伞 临 幽 旷 ，教 逢 这 、深 深

巷。怨结眉梢还恨怅。风中太息，雨中

凄惘，似个丁香放。 飘然已近痴凝

望，才待开言忽何向。欲觅芳踪情莫

状。烟消芬郁，尘消浅绛，直是丁香样。

唐多令 首夏

青碧和风稠，胭红著雨羞。又一

番、鸣了新鸠。去岁今朝成画里，难记

取、倩谁收。 廿载作诗囚，无非到白

头。算几时、曾少年游？消受春花秋月

事，空好句、不堪酬。③3

词十首词十首
□ 赵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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