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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常山，，王阳明的情感驿站王阳明的情感驿站
王春国

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
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一生很是短
暂，才生活了57个年头，就告别人世，
然而，他得到了社会之评价，高高的、满
满的、长长的，似乎到今日到将来，依旧
为人们所拜敬。

“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拔乱反正
之才，展救世安民之路，功高不赏，联甚
悯焉！因念勋贤，重申盟拆誓。”“王羲
之‘以王守仁则，以人掩其书’。”等等的
成卷成篇的评价，可谓是舟车难载。

就这么一位奇人、伟人、名人，常山
县成了他一生不可或缺的驿站，并是充
满情感的驿站。

出生于浙江余姚的王阳明，他从公
元1472年12月31日来到人间，是幸
运的，因为，其父亲王华是明成化十七
年（1481）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故
而，王阳明的少年时代家世与学习环境
非常优越。不过王阳明本身也可说是
一位神童，尽管，开口说话很迟，然，5
岁就能默记祖父所读过的书，王阳明的
成长入仕之路，很是神奇多怪，是常人
所不会有的，也是丰富多彩的。

王阳明，本名王云，字伯安，号阳
明，又号乐山居士。其实他全名叫“王
守仁”。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进
士，仕于孝宗、武宗、世宗三朝，自刑部
主事起，历任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
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
接连平定南赣、两广盗乱及宸濠之乱，
因功获封新建伯，成为明朝军功封爵三
位文臣之一。晚年官拜南京兵部尚书、
左都御史，嘉靖七年十一月（1529年）
逝世，享年五十七岁。

王阳明短暂而充满神奇色彩的一
生，与常山有过十多次的交集，留下了
斑澜足迹和民间流传佳话，还有丰富的
诗篇。当然，在王阳明十多次途经常山
的情结之中，有许多次是充满其人生的
丰富情感的。

常山，这华夏大地的一域人类不可
或缺要隘，无论是从东海之滨，溯钱塘
之水，通赣闽湘粤桂黔滇川，还是北方
京杭大运河之来走钱塘去赣闽湘粤桂
黔滇川，常山都成万里古驿道上的水陆
交替，舟车交尽之要重要驿站地，要隘
走廊。故而，王阳明的一生无论是取亲
南昌，还是被贬贵州龙场，以及就职江
西都与常山有避不开的缘份。

十七岁的王阳明，在封建社会已背
上世俗之理，其实，还是个充满幻想带
有雅气的还未进入舞象之年的年轻人，
就从余姚踏上去南昌取亲之路。那是
公元1488年的七月，一路钱塘坐船，常
山城紫港上岸，常山这座山城、古城、商
贸繁荣之城，给了王阳明一个惊讶。穿
过县城，走在常玉古道上，山势列阵，铺
舍热闹，尤其是草萍驿站的档次，尽管
喜在心头新郎官赶路心切，然而，充满人
文底蕴与特殊特别社会景象的常山，可
说是留给王阳明人生第一次远足所感
受的有影响力的阅历。

也就是这影响力，烙下的印像，让
王阳明一年后的十二月，携妻诸氏芸

玉，从南昌回余姚老
家，好好地再重温一
番常山这域处在信
江与钱江之间浙江
西大门户，坐着轿，
一路陪着新娘，住草
萍驿站，逛铺舍小
市，歇凉亭品茗，游
常山古城，观古城风
土人情。要不是要
回余姚过年，这对年
轻的小俩口，说不定
还会在常山县城住
上几日。因为，常山
之风水人文与风俗，
余姚是不可能享受
的。

人有旦夕祸福，婚后的王阳明既求
得功名，又走上仕途，进了朝廷刑部主
事。未知年轻气盛，在官场上得罪权贵
被贬，还是贬至贵州龙场做个驿丞。这
样一来，常山这华夏万里古驿道上的要
隘之地，又成了王阳明人生别离浙江的
门户，而且是每每来回的驿站了。

王阳明，也许是他的人生之路注定
与华夏西南一路结缘，从迎亲到贬谪，
赴龙场驿站之外，又于嘉靖六年，也就
是公元1527年，王阳明五十六岁的那
年，被朝廷派往广西平乱，其实，这也是
王阳明抱病出征，忠心报国的典例。这
年九月，从绍兴老家出发，似乎上苍告
知众友与弟子，是与阳明生生最后见面
的一次，一路上都有弟子或友人送迎，
当然，常山自然也是。

九月末的常山，王阳明在其弟子方
豪的陪同下，游览了初秋的常山胜景西
峰寺，也就是常山古城西门外西高峰美
景，并在寺中互赠诗情，成了历史上一
段影响颇大佳话。

其实，王阳明被启用以后，又在江
西担职，可想担职江西期间，常山也是
其经常往来不可或缺的驿站，最有典型
意义的就是其中一次，王阳明人生最为
有影响力的，也是大明朝最具笑话的政
治生态案例，就是平定宁王朱宸濠的这
次。即公元1519年九月，王阳明在江
西生擒宸濠后献俘北上，就住在常山草
萍驿。这也是阳明先生人生感到很为
不惑也很为疑惑的一次，也让王阳明先
生奋笔疾诗的一次。

是啊，短短人生，就是这么多彩多
变，让人让己难以诠释。常山驿站地，
就记下他那足迹斑澜，人生起伏多彩。
从十七岁到五十七岁，一去一回，去时
坐轿，归时灵柩，常山驿站，读到多少阳
明先生的人生烙印。常山的《志》书与
典籍里，民间耳熟能详的阳明故事中，
还有那意韵文采炳辉的诗歌中，都是王
阳明先生在常山伟大影响。

是啊，今天走进常山，无论是浙西
门户草萍驿站，还是古县城文化场馆，
甚至多个“诗和远方”文旅打卡地，都会
让人们再次读得阳明先生及其弟子的
诗歌。当然，还有许多研究阳明先生学
者与喜好者，寻找阳明先生足迹，特地

来常山，咏读阳明先生留下诗歌，并从
诗中谙悉读懂阳明先生。

如王阳明在常山作《长生》诗：“长
生徒有慕，若乏大药资。名山遍深历，
悠悠鬓生往。微躯一系念，去道日远
而。中有觉，有还乃在兹。非炉亦非
鼎，何坎复何离？本无始终究，宁有死生
期？彼哉游方土，诡辞反增疑。纷然诸
老翁，自传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
求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是对
其心学的进一步诠释。

正是，王阳明有如此深度地心学之
悟，才见证他后半生的情感表露，以及
其诸多诗篇的思想流露。王阳明之常
山留诗，都充满其内心的情感折射，都
让我们能积极地品味到王阳明人生之
品位。除《长生》诗外，我们还可读先生
常山草萍驿献俘北上时之作二首《书草
萍驿二首》：“千古良知谁可当，万山秋
色送归航。堂垂双白虚频疏，门已三过
有底忙。羽檄西来秋黯黯，关河北望夜
苍苍。自嗟力尽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庙
堂。”“一战成功未足奇，亲征消息尚堪
危。边锋西北方传警，民力东南已尽
疲。万里秋风嘶甲马，千山斜日度旌
旗。小臣何尔驱驰急，欲请回銮罢六
师。”还有一首《草萍驿次林见素韵奉
寄》：“山行风雪瘦能当，会喜江花照夜
航。本与宦途成懒散，颇因诗景受闲
忙。乡心草色春同远，客鬓松梢晚更
苍。料得烟霞终有分，未须连夜梦溪
堂。”

其实，王阳明过常山与弟子方豪相
聚相别一首《过常山别方棠陵》：“行役
空屡屡，过眼被尘迷。青林外延望，中
閟何由窥？方子岩廊器，兼已云霞姿。
每逢泉石处，必刻棠陵诗。兹山秀常
玉，之子囊中锥。群峰灏秋气，乔木含
凉吹。此行非佳饯，谁为发幽奇？奈何
眷清赏，局促牵至期。悠悠伤绝学，之
子亦如斯。为君指周道，直往勿复疑。”
都是其内心世界的情感，倾泻于常山，
倾泻于人世。

常山，王阳明的人生驿站、心灵驿
站、情感驿站，渴望更多的阳明学之研
究学家学者，莅临此地，深度探寻其斑
澜足迹。

林 华

何家乡长风村有个叫灯盏山脚的自然
村，2021年有11户，31人。因村处形似古
青油灯盏（农用照明灯具）之山麓，故名。说
起灯盏山的来历，有其一段传奇的故事。

传说很早以前，各地的山、河、湖、巨石
等自然景观尚未定型，仍在变幻莫测之中。
如《石氏星经》《开元占经》等古籍记载，其中
最重要的是标有“石氏曰”的121颗恒星的
坐标位置，其中一部分坐标值（如石氏中，外
星官的去极度和黄道内、外度等）体现了“天
体万物，奥妙无穷，纵观万象，尽在运动”的
玄妙。

很久以前，这里并没有像灯盏形的山。
有一年仲秋，金风送爽，秋高气肃，八仙中的
铁拐李和吕洞宾两仙游玩了黄冈山、石门坑
等地后，到灯盏山（当时不叫灯盏山）游玩，
他们边走边看，兴致勃勃，乐不可支。在周
边没人的时候一会儿飞到山顶上，一会儿飞
到半山腰，在山顶一平坦的石头稍坐片刻
后，觉得这是下棋的好地方，于是两仙摆棋
对弈，互相对战。因两者棋艺相当，伯仲之
间，从上午下到傍晚仍不分胜负。尔后夜幕
降临，天色渐黑，暮色苍茫，吕洞宾欲歇息，
铁拐李却说要分出输赢才罢休。铁拐李指
着一茶杯般粗的树根口中念念有词，树根瞬
间变成一青油灯盏。然后点灯继续对弈。

当天夜里，附近村庄有两个打猎人到山
上打野兔，他们远远看到山上的灯，觉得很
诧异。年轻几岁的人说：“那山上怎么有灯
亮着，莫非是鬼灯？”年长几岁的人说：“世上
无鬼怪，只有神明在。”年轻几岁的人听不懂
啥意思，反正他也不想明白什么意思。

他们朝灯亮的山顶走去，欲到近前，一
探究竟。到了距山顶一百多步处，见两个人
坐石头上似乎在下棋。年长几岁的说：“我
们返回吧，还是别去了。”年轻几岁的人因好
奇心的驱使下，很想到跟前看个明白，看谁
在夜里有此雅兴在山上对弈。此时铁拐李
和吕洞宾早已觉察他们两人，为了不让他们
俩走到近前打扰，铁拐李随手摘了几片树叶
往左下方掷去，并且口中念念有词，转瞬间，
几只野兔往左下方草丛中窸窸蹿去。两猎
人听见有野兔的踪迹，那还顾得上去山顶？
急速朝野兔追去。

次日早晨，铁拐李和吕洞宾仍不分胜
负。两仙为了到黄冈山顶看日出，不得不遗
憾地罢战息兵。离去时将灯吹灭，却仍让青
油灯盏留在原处。奇怪的是两仙刚离去不
久，一阵劲风吹来，天空突然黑暗下来，一片
乌云忽然笼罩着群山，并且狂风呼啸，遍地
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过了一刻钟左右，乌
云散去，天空明朗开来，此处却突然多了一
个山峰，形似灯盏，像模像样。众人不知所
措，大惑不解，从此将此无名的山叫做灯盏
山。位于山脚下的地方自然称做灯盏山脚。

当地村民很好奇，为什么一夜之间山上
突然会有座像灯盏的山呢？以前怎么没
有？那两位狩猎者说，他们夜里打猎曾看到
山上有盏灯，并且看到有两人在石头上下
棋。可是村民们没几个相信，说他俩是讹言
谎语。有位年长的老先生捋着并不长的山
羊胡子说：“他俩说的可能不会有假，夜间亮
着灯，两人在下棋，看些情形很可能是两位
仙人光顾此地。”另一位年长者说：“有仙人
来的地方肯定是好地方，山清水秀，顺水顺
风，代代子孙，人丁兴旺，实乃好山好水好风
光也。”

灯盏山脚的传说灯盏山脚的传说

王阳明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