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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沐氏家族与明初谪滇诗人关系

李　超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６５５０１１）

摘要：明初，镇守云南的沐氏家族和谪滇诗人之间保持着一定的交往。沐氏家族礼贤下士，喜好风雅，谪滇

诗人则创作了很多歌颂沐氏家族功业的诗文，同时谪滇诗人的题画诗说明他们还可能参与了沐氏家族的品

画活动。谪滇诗人很多题咏佛寺的诗歌，更是沐氏家族重视佛教的结果。

关键词：沐英；沐昂；谪滇诗人；沧海遗珠；素轩集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６３９（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９７－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９１／ｊ．ｃｎｋｉ．ｋｍｘｙｘｂ．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９

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ｕ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ｉｌｅＰｏｅｔｓｔｏ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ＬＩＣｈａ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Ｑｕ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ｕｊ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６５５０１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Ｍｕｆａｍｉｌｙ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ｘｉｌｅｄｐｏｅｔｓｔｏＹｕｎｎａｎ．ＴｈｅＭｕｆａｍｉｌｙｒｅｓｐｅｃ
ｔｅｄｔｈｅｔａｌｅｎｔｅｄａｎｄｗａｓｆｏｎｄ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ｅｘｉｌｅｄｐｏｅｔｓｃｒｅａｔｅｄｍａｎｙｐｏｅｍｓｔｏｅｕｌｏｇｉｚｅｔｈ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ｕ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ａｎ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ｏｍｅｓｉｎ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ｘｉｌｅｄｐｏｅｔｓｗｅｒｅｉｎｖｉ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ｕ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ｐｏｅ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ｔｅｍｐｌ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Ｍｕｆａｍｉｌｙｔｏａｔｔａｃｈ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ｕｙｉｎｇ；Ｍｕ′ａｎｇ；ｅｘｉｌｅｄｐｏｅｔ；ＣａｎｇＨａｉＹｉＺｈｕ；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ｏｆＳｕＸｕａｎ

　　明代沐氏家族世代镇守云南，尤其沐英及其子
沐春、沐晟、沐昂等，为明初云南的文教事业发展奠

定了基础。当时的云南，还活跃着一批谪滇诗人。

按四库馆臣说法，沐昂《沧海遗珠》一书所收皆谪滇

诗人诗作。就目前来看，该书所录确考有谪滇经历

的有楼琏、王景、张洪、平显、逯昶、曾?、周窻、韩宜

可、胡粹中、杨宗彝、刘叔让、杨子善、范宗晖、施敬等

人。据其他史志，与沐氏家族有往的谪滇诗人还有

史谨、袁宗等。可见，沐氏家族与谪滇诗人的交往是

密切的，本文就他们的交往关系作一梳理。

一、沐氏家族与谪滇诗人的诗歌交往

首先了解一下沐氏家族。沐英是朱元璋养子，

与蓝玉，平定云南后镇守云南，封黔国公，追封黔宁

王，谥昭靖。《明史》有传，生平事迹详见《大明西平

侯追封黔宁王谥昭靖沐公圹志》。其子沐春、沐晟、

沐昂、沐昕皆于《明史·沐英》之后有传。沐春，字

景春，镇滇七年，卒，年三十六，谥惠襄。沐晟，字景

茂，继沐春之后镇滇，论功封黔国公，赠定远王，谥忠

敬。沐昂，字景高，佐沐晟治滇，赠定边伯，谥武襄。

沐昕，封驸马都尉，尚常宁公主。沐英及其子孙喜好

风雅。陈田《明诗纪事》录沐英《赠掌记刘彦籨之东

阿》一首，并认为该诗：“亦彬彬乎雅音也。”［１］８３５沐

晟有《寄住持佛灯》［２］１４９一首。而沐昂，出土的《沐

昂墓志》称其“退则博观经史，而于七书韬略尤所究

心。客至则相与觞咏琴奕，无异儒者，有雅哥投壶轻

裘缓带之风”［３］；他存世文集有《素轩集》，内有大量

的诗歌。

平显，字仲微，钱塘人，以荐授广西藤县知县，谪

戍云南，是谪滇诗人中较重要的一个，柯逻为平显



《松雨轩集》所作序称：“定远忠敬王时为西平侯，总

兵滇南，礼贤不苟，惟遇先生为特隆，复请诸朝廷，于

西塾王之西塾图画山，积先生安之于此。”［４］３３３这反

映了平显深得沐英的赏识。平显与沐英的几个儿子

都有密切交往，在《松雨轩集》中，有写给沐晟的《太

傅大人回滇》《奉谢国公大人赐两童》《八月十七日

送国公大人回云南》等诗十余首；有写给沐昂的《奉

次素轩大人钧韵》《奉寿素轩大人》《奉送素轩大人

回滇》《素轩大人过小斋》《素轩大人赐鱼》《奉次素

轩大人韵》等诗五十首；有写给沐昕的《寄呈驸马大

人时董工武当山》《奉谢驸马大人松雨二字》《五月

三日奉驸马大人》《呈谢驸马大人》等数诗。给沐

晟、沐昂的诗绝大多数作于平显离开云南之后，又恰

逢沐晟、沐昂回京之际。从平显诗作来看，沐氏兄弟

非常关心这位昔日的沐府西席，特意为其从滇南带

回两位童子。他们在南京的日子里，经常有诗歌唱

和。沐昂《素轩集》中也有十余首诗是写给平显的，

如卷一《谢松雨先生惠食芝》、卷六《和平先生寄来

诗韵》，这些诗流露出了沐昂对昔日老友的思念之

情。而平显与驸马都尉沐昕的交往当作于沐昕总调

武当山之际，有诗《寄呈驸马大人时董工武当山》诗

为证。在这期间，沐昕还为平显题“松雨”二字，平

显的《寄题武当八景》也应该是和沐昕有关。平显

在沐氏家族有如此高的地位，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

他是沐府家族的西席，二是他的儿子平宣“复登黔

国西席”［４］３３３。平宣，《成化杭州府志》载：“宣，显

子，亦工诗。仕至蒙化府通判。致仕归。”［４］３９１另，沐

昂有诗《寄平宣》，诗云：“万里遥相忆，能无寄八

行。”［５］１５８

逯昶，字光古，怀庆人，洪武初戍滇，其在沐昂

《素轩集》中出现频率最高。《素轩集》中，赠逯先生

的诗如《覃怀光古逯先生素以诗鸣于世，方今作者

咸推为先登，予每读其诗，未尝不深玩之，因思中山

刘禹锡有诗豪之名，今观光古之诗，盖有得于刘者，

予遂亦以诗许之，兼赋诗如左云》《和逯先生苦雨

诗》《题逯先生诗集序》，达二十余首。数量如此之

多，而且很多都是和诗，可见两人的交情。不仅如

此，沐昂《素轩集》还有十九首写给车轩的诗歌，如

《和车轩病中诗韵》《和车轩闲中杂咏》《怀车轩》

《和车轩闲望韵》。从卷六《和车轩先生岁暮即事》

中的“欣知逯子言无鮋，耿耿情怀不厌贫”，可知车

轩就是逯昶。另，陈田《明诗纪事》甲签卷二十称逯

昶：“有《清华》《车轩》《方外》等集。”［１］８２９沐昂还作

《题逯先生诗集序》，对逯昶的诗歌作出了高度

评价。

其他，如袁宗，字宗彦，以字行，松江人。洪武

中，袁宗官王府长史，谪戍滇南，有《菊庄集》三卷。

沐昂有《题袁菊庄卷》《雨中柬菊庄》《寿菊庄袁先

生》等诗。如周窻，字原亮，新城人，周窻有诗《寄素

轩公》。如曾?，字日章，翰林学士，洪武年，昆明安

置，《景泰云南图经志》收曾?《陪西平侯游太华即

事二十韵》。沐昂《怀曾先生》诗云：“常时绛帐侍谈

经，别后滇南万里程”［５］２２４；《得曾先生诗遂用韵以

和之其二》云：“绛帐辉辉听讲书，文章应得亚相

如。”［５］２０６说明沐氏子弟曾听曾?讲说并崇敬其文

章。另外，诚如袁嘉谷《滇绎·沧海遗珠考》云：“宗

晖之诗题曰《谢赐衣》，方行之诗曰《谢山中惠碳》，

杨宗彝诗之题曰《谢惠华阳巾》，平显之诗题曰《谢

惠朱寅仲画》《谢寄符》诸类，皆不言所谢之人。细

玩诗意，即谢沐氏。”［６］很显然，沐氏除欣赏谪滇诗

人的学问和诗歌外，还多关心他们的生活。

二、谪滇诗人对沐氏家族功业的铭颂

如果说诗歌来往只是彼此之间的兴趣爱好，那

么谪滇诗人一些记载沐氏家族文治武功的诗文，则

反映了他们跟随沐氏参与云南的政治活动，并应沐

氏之命撰文或自发作诗歌颂。对于沐氏来说，这是

一种统治的需要，对于谪滇诗人来说，其不乏感恩。

平显关于沐氏兄弟的诗歌除了对滇南生活的回

忆，就是对沐氏家族功业的称赞。而逯昶存诗不多，

其收录在《沧海遗珠》中的《喜总戎班师》云：“大将

征夷去，夷归堂府中。干戈如不息，勋绩有何公。兵

洗古交雨，马嘶南诏风。若论功第一，比者孰能

同。”［７］４７１可知，所写对象应该是沐晟。王景是谪滇

诗人留存记文最多的，他字景常，初名景，字景章，松

阳人。王景应沐氏家族要求，作了很多与沐氏家族

有关的大事记文。《天启滇志》卷十八收录其《平云

南颂》一文，卷十九收录其《云津桥记》，卷二十一收

录其《龙泉山道院记》《重修涌金寺记》《?峨如是庵

记》，卷二十四收录其《云南图经志书序》，其中很多

是奉沐氏之命而作。王景《贺西平侯大人平越州》

云：“元戎承制扫蛮方，踏遍先王旧战场。又见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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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孟获，何殊充国破西羌。捷书入奏风云动，凯骑扬

尘日月黄。圣主万年垂大统，海山无地不梯

航。”［７］４６６诗中的西平侯应当是沐春，此事发生在洪

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明史载：“已，出不意捣其
巢，遂擒阿资，并诛其党二百四十人，越州遂平。”诗

歌将沐春平越州的功绩比作三国诸葛孔明。

谪滇诗人范宗晖，生平不详，《素轩集》卷十一

《题讷庵诗序》称：“四明范宗晖氏出所作《讷庵集》

示予，且求序。”［５］２２４范宗晖《鸣凤歌》诗云：“黔宁公

子国之祯，远镇南服为干城。奇材异汇重题品，山川

草木俱增荣。近从滇池得紫榆，锦纹玉质含霞鶁。

斫成琵琶极华丽，宝之不异金与琼……开元玉环未

足数，大和忽雷空有名。何如公子制鸣凤，坐令六诏

闻韶閤。请从席上赋长句，愿备乐府歌升平。”［７］４８２

诗歌将黔宁公子得到一块紫榆木并斫成琵琶，弹奏

出美妙的音乐，比拟为天之韶英，从而肯定沐氏文教

对滇南产生的重要影响，言辞中难免谀颂的成分。

范宗晖还有《题春山胜览图》一首，其与沐昂《素轩

集》卷一中的《春山胜览》比较，很显然，范宗晖此作

也是为黔宁公子作，意在歌颂沐氏家族统治下的边

疆人民安居和乐，政化厥美。范宗晖《送素轩公迎

总戎自交址回》也是歌颂沐氏兄弟功名事业的。还

有韩宜可（字伯时，山阴人），其《除夜呈总兵官》：

“将军报国赤心肠，万里南驱定大荒。不许血腥污

剑戟，从教田野乐耕桑。角梅调转迎春信，爆竹声残

散曙光。遥望天东云五彩，蕃厘端为祝吾皇。”［８］这

首诗也是对沐氏家族安定边疆、教民耕桑事业进行

了赞扬。

沐英死后，谪滇诗人还用诗文来凭吊他。如平

显《五月初七日黔宁王坟上作》歌颂了沐英的功绩，

诗云：“功德先王名在世，阴森乔木暗交柯。丰碑实

纪明良遇，万古千秋永不磨。”［４］３５８。谪居云南的昆

山诗人史谨的《谒黔宁王庙》歌颂沐英的功业如同

马援和韩琦，诗云：“奕叶承恩重，平生出计奇。功

勋齐马援，德量并韩琦。”［９］。如张洪（字宗海，常熟

人，洪武中，坐累，谪戍云南）的《拜谒黔宁王庙》云：

“曾聆玉帐肃徽音，俯仰清祠感慨深。客袂尚余他

日泪，羁怀不改旧时心。耳闻种德都成玉，眼看栽松

尽作林。每岁骑箕滇海上，手分云液散甘霖。”［７］４８１

表达了对沐英的缅怀之情。陈田《明诗纪事》据李

文秀《黔宁王集》称：“王镇滇十一年，功德在人。歌

咏不辍。其薨也，远游词客，谪宦墨卿，多以诗挽之

……‘诸葛渡泸当五月，昆明归汉又千年。惆怅侯

门曳裾客，此时瞻望思茫然。则松阳王景彰句

也。’”［１］８２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载《钟鼎逸

事》一卷，称：“明李文秀撰。文秀，昆明人，黔宁王

沐英之阉竖也。”作为沐英的阉竖，李文秀所记应当

可信。大抵谪滇诗人对沐氏家族的感激，就如明人

王绂《送范宗晖归四明省亲》诗提到的：“到家拜舞

怡亲日，应说侯门待士深。”［１０］这里的侯门指沐氏不

言而喻。

三、沐氏家族与谪滇诗人题画诗

题画诗在宋元时期已经非常盛行，明初谪滇诗

人也有不少题画诗。如史谨本身就是一个画家，其

诗集《独醉亭集》中有不少题画诗，平显《松雨轩诗

集》题画诗也不少，而收在《沧海遗珠》中的谪滇诗

人题画诗数量非常多，这是值得玩味的选诗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谪滇诗人题咏的画作，有一些是

相同的。如曾?《西旅献獒图为居止善赋》称：“披

图细踀非花草，铁画银钩书法好。居公慎勿示常人，

留作传家子孙宝。”［７］４６１平显《西旅献獒图》称：“胡

为万里来南滇，使我见之心惘然。法书名画落边鄙，

故家乔木荒苍烟。”［４］３４１平显在云南一直待到永乐四

年（１４０６年），而曾?出使交趾在永乐元年（１４０３
年），平显有《喜曾翰林奉使交趾回二首》，很显然，

他们在云南有交往，这两首诗极有可能是他俩在滇

南的共同赏画活动。还有韩宜可的《题江南秋晚

图》：“钱塘江头潮正来，我时放棹胸次开。西风萧

萧木叶脱，夕阳渐低沙鸟哀。划然一啸海天碧，吴越

两山云尽白。图中风景偶相同，嗟我胡为久行

役。”［７］４６３王景的《题江南秋晚图》：“十年不踏钱塘

路，江上晴烟渺轻素。并刀谁剪秋半帘，夕阳正在西

陵树。对之便欲发浩歌，西风萧萧水增波。胥涛已

入乱山去，木落台空幽思多。”［７］４６５韩宜可和王景同

由山西任上贬谪云南，两首题画诗中的“钱塘”一

词，均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另外，平显的《次

张止庵韵题画》这个诗题，也反映了平显和张洪在

一起的题画吟诗活动。

尤其重要的是，谪滇诗人很可能参与了沐氏家

族的品画活动。有研究表明，沐氏家族酷爱收集字

画，现存沐氏收藏的画作多有“黔宁王子子孙孙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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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之”字样，如《夏皀溪山清远图》《米芾多景楼诗

册》后都有平显的题跋。［１１］平显还有一首《次陈东

之韵题夏皀溪山清远卷》，其《谢惠朱寅仲画》虽未

明言所谢之人，但仍可看出其实就是沐氏家族。平

显《题朱寅仲画呈谢国公大人》诗云：“分我苍崖一

幅云，老病醒然致萧爽。”诗题诗意都表明沐氏家族

曾赠其朱寅仲的画作。朱寅仲是活跃在沐氏家族和

谪滇诗人中的一个重要画家，号适意道人，吴中人，

专学董源，得山水真趣。平显还有《为纪侯题朱寅

仲溪山小景》《寄朱寅仲》《题朱寅仲画》诸诗。沐昂

有《寄朱寅仲》《送朱寅仲回临安》《题朱寅仲所画小

景》《题朱寅仲斗方》《题朱寅仲山水清居图》等近十

首诗。沐昂《赠朱寅仲画记》对朱寅仲的书画大加

赞赏，称：“迨余来领云南藩阃之政，始得与之从容

谈论，凡古人书画之法，悉能窥其阃，及观所作，层峦

复涧，乔林巨石，而风雨晦暝，烟云掩暧，四时朝暮，

曲尽其妙。由其天趣深远，笔力精到，虽万里之外，

得于咫尺之间。”［５］２２６沐昂《题日东僧大用所藏朱寅

仲山水》亦表明谪滇诗人包括那些明初谪居滇南的

日本僧人都宝藏朱寅仲的山水画。可以说，朱寅仲

密切了沐氏家族与谪滇诗人的品画爱好。一些谪滇

诗人或多或少参与了沐氏家族诗画品鉴的活动，前

述范宗晖与沐昂的同题《春山胜览》就是显证。另

外，谪滇诗人大量吟咏滇南风景的诗作也和这个群

体对画艺的精通密不可分。

谪滇诗人还有一些题画马的诗作，也与沐氏家

族有关。如王景《题画马》：“天上房星烛地寒，故教

骏骨落人间。如今纸上空形影，曾在秋风十二

闲。”［７］４６６平显的《灰青马行》：“名驹堕地忽长鸣，万

马凡群俱辟易。苍精之胎真渥注，真宰遣畀黔宁家，

滇波潦尽见孤影。”［４］３４２诗人们题画马，皆是因为沐

氏家族爱马。朱謆有《花马歌》和《花马行》两首，其

中前者称：“我公平西复平南，子女玉帛俱不贪。独

有爱马成马癖，朝刷暮秣常亲近。”［２］１４７

四、沐氏家族与谪滇诗人佛寺诗

沐氏家族非常重视云南佛教事业。“在明王朝

及南明时期，沐氏家族成员曾因各种原因和动机，从

事过诸多与佛教、道教及其他宗教信仰有关的活

动。”［１２］“从沐英开始，镇守云南总兵官沐氏历代子

孙及当地官府对云南佛教也扶持有加，昆明众多寺

庙都接受过沐氏或官府的捐资修建。”［１３］时人郭文

在《重建玉案山筇竹禅寺记》中称：“洪武辛酉，黔宁

昭靖王率师南下，虽寺庙民庐一无所毁，故寺之香火

得以愈隆弗替。永乐已亥，复罹郁攸之灾，始荡然为

榛砾墟矣。总戎太傅黔国公偕弟都督公，克绍前烈，

因俗为治，乃召住山僧弘开、道诠，暨
(

耆王思孟、沈

希文、梁仲景等谓曰：兹寺之废兴，佛法之显晦，民之

惩劝系焉，尔等宁不思之耶，乃捐己赀为助。”［１４］沐

氏家族喜爱参禅礼佛，并在现在昆明圆通寺、筇竹

寺、太华寺等留下了足迹。沐昂《素轩集》中关于寺

庙的诗歌很多，如卷三《正月廿一日游圆通寺》《筠

竹寺赠玉峰老僧》《太华寺夜坐》，卷四《游圆通寺》，

卷七《奉陪太傅兄游太华寺》《奉陪兄总戎游筇竹

寺》等，足以说明沐氏家族与佛寺关系的密切。沐

昂《坐五华山聚远楼》云：“从来方外游，稍近烟霞

客”，更是道出了亲近山林方外的真实意图。

受沐氏家族的影响，谪滇诗人创作了大量关于

佛寺的诗歌。如关于太华寺的诗歌。史谨有《九日

游云南太华寺》，曾?有《陪西平侯游太华即事二十

韵》，胡粹中《游太华寺》云：“禅房花木闭幽深，胜日

清游值万金。露气未干闻点滴，日光不到觉阴森。

阶前老树知僧腊，石罅流泉和梵音。底用入堂参佛

祖，看山临水足安心”［２］１５１，范宗晖《陪蒋侍御游太

华》其二云：“暇日登兰若，悠然心迹清。山深群籁

寂，水落片帆轻。野衲思依远，邦人愿识荆。劳生多

扰扰，邂逅得忘情”［２］１５０。另外，五华寺在五华山上，

元时所建，明代迭修，是谪滇官员闲暇常去的地方，

关于五华寺的诗歌，韩宜可《五华山图》诗曰：“五华

之山山上头，俯视东海如浮沤。岂无四万八千丈，亦

有五城十二楼。翠渠影落中天晓，玉柱光含大地秋。

何日相逢陪仗履，西风林外一长讴！”［７］４６４胡粹中

《次韵晚入五华寺》诗云：“向晚寻幽寺，明霞飞远

林。四山新雨歇，一径绿苔深。松老齐僧腊，泉鸣和

梵音。阶前两驯鹿，去住识禅心。”［７］４７６还有筇竹寺，

如史谨的《筇竹寺看山茶》。这些诗均描写了佛寺

的清幽景色和心灵的宁静，说明诗人借助佛寺寻求

一个幽静之所在。郑《五华书院记》称：“总戎都

督继轩沐公先世之居适当其麓，公于训兵讲武之暇，

卜其居第之西偏，构屋数椽，蓄古书经史百氏之集于

中，题曰五华书屋，每宾客过从，或披卷相娱，或命琴

相乐，汲泉煮茶，对花行酒，襟怀洒然，天和叙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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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日之既曛而忘其归也。”［２］１６９其中的总戎虽是沐

瞞，但这种场景当是其祖、父与谪滇诗人亲近山林佛

寺的继续。

不少谪滇诗人还喜与高僧往来。在谪滇诗人笔

下，甚至有不少日本僧人。“国初，日本僧入供者，

多谪居滇南”［１５］。如平显《寄演此宗》《灯雨斋诗寄

五华山演此宗四首》。曾?《赠日本僧演此宗》云：

“达磨居嵩九载期，此宗寂寂有谁知。生从日本精

三藏，老向云南礼六时。香满墨池临旧帖，花明春

坞咏新诗。别来应有惊人句，好寄东风慰所

思”［７］４６２，平显《寄柏岩》有“沧海骊珠来日本”，杨宗

彝《谢斗南禅师惠竹杖》有：“扶桑禅子下蓬莱，携得

仙人竹杖来”［７］４７８。从诗句来看，他们交往日僧也多

是切磋诗艺和禅趣。另外，从沐昂《题朱寅仲山水

为柏岩和尚》等诗来看，这些日本僧人和沐氏家族

也多有交往，甚至得到沐氏家族的庇护。尤其日僧

斗南，曾住持昆明圆通寺，“永乐改元，总兵官太傅

黔国沐公偕弟都督公在镇□□□□，命住持斗南，创
建大佛殿、药师殿、天王殿、山门、斋堂、讲堂、东西两

廊，增□旧观，焕然一新”［１６］。所以说，沐氏家族、日
僧促进了谪滇诗人佛寺诗的创作。

五、结论

种种迹象表明，沐氏家族与明初谪滇诗人的交

往是不争的事实。从以上的考察发现，很多谪滇诗

人和沐氏家族保持着一定的交往，这其中的原因是

很明显的：其一，沐氏家族是云南地方最高行政长

官，这些诗人被贬谪到云南，直接受到沐氏家族的管

束；其二，由于沐氏家族的地位，一些贬谪诗人也希

冀在边远的地方得到沐氏家族的关照；其三，沐氏家

族礼贤下士，而且喜好风雅，与谪滇诗人有共同的爱

好。所以，沐氏与谪滇诗人的相互来往是自然而

然的。

沐氏与谪滇诗人的交往对于云南文化、文学的

兴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谪滇诗人参与

沐氏家族的文教事业中去，撰写了相关大事记，这些

记文铭记沐氏功绩，有益边疆的稳定和文化的发展。

如王景《云南图经志书》《云津桥碑记》，平显《汤池

记》等。另一方面，他们带动了一批当地诗人的创

作。如平显《寄云南朱友敬》《寄南宁孙应凤》所提

到的云南当地诗人，还有沐昂《素轩集》中频繁出现

的郭文、居广、陈谦，他们三人与平显的儿子平宣，永

乐年间（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在云南诗坛并称 “平居陈
郭”，影响不小。等到杨慎的到来，云南本土诗人如

雨后春笋般出现，云南文学高潮便真正到来了。

［参考文献］

［１］陈田．明诗纪事［Ｍ］／／明代传记丛刊：第１２册．台北：台

湾明文书局，１９９１．

［２］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Ｍ］／／续修四库全书：第 ６８１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华国荣．南京将军山明代沐昂夫妇合葬墓及 Ｍ６发掘简

报［Ｊ］．东南文化，２０１３（２）：４８－６５．

［４］平显．松雨轩集［Ｍ］／／丛书集成续编：第１１１册．上海：上

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４．

［５］沐昂．素轩集［Ｍ］／／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３２９册．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６］袁嘉谷．滇绎［Ｍ］／／李春龙，刘景毛．正续云南备征志精

选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７１１．

［７］沐昂．沧海遗珠［Ｍ］／／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３７２册．台

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８］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６卷［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０：３１１．

［９］史谨．独醉亭集［Ｍ］／／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３３册．台

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１０］王绂．王舍人诗集［Ｍ］／／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３７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１４１．

［１１］单国霖．米芾《多景楼诗册》考辨［Ｊ］．上海博物馆集刊，

２００５：２１－４１．

［１２］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Ｍ］．沈阳：辽宁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２：４０６．

［１３］古永继．元明清时期滇黔地区宗教的发展及其特点

［Ｊ］．西南边疆民族研究，２００３（２）：５７－６６．

［１４］关翼辅．昆明筇竹寺的明代碑刻［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１０

－２１］．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ｕ／１９７０８９００３４．

［１５］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８１５．

［１６］平宣．重修圆通寺碑［Ｍ］／／五华区文物志．潞西：德宏

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７８－１７９．

１０１第５期　　　　　　　　　　　　　　李　超：论沐氏家族与明初谪滇诗人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