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9

摘要：明代云南谪宦的生活状况，主要表现于他们在戍地的际遇与交际网络

圈。然而，这一另类的官员群体，背景、才情各异，个人际遇亦殊。从官员

到 “罪员”，谪宦身份地位降低，远谪边陲，限制了他们交际网络圈的范围。

谪宦在云南的交际圈主要在与云南地方官僚、文士以及僧、道间，他们相互

唱和、交游、讲学与创作，反映了其精神世界，推动了云南文教的发展，传

播了中原文明。谪宦的生活状况与精神世界，既是他们这一群体的真实写

照，也是明朝谪充制度运行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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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Pleiades, restrict their lifestyle choi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network circle. However, this unique group of officials has a social background, 

with different talents, different encounters, and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banned land show diversification, showing different spiritual 

worlds. The life state and spiritual world of the exile officials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s banished system, 

but also a true portrayal of the group of exile officials. Thei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with Yunnan province also reflects the imperial power of 

that era. Under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and the reality of frontier societ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the exile officials of Yunan province; living condition; 

spiritual world; frontier society

　　明代（1368‒1644）的云南地区开发程度较低，社会经济条件落后，长

期被明人视为边陲蛮荒的烟瘴之地。谪宦作为 “罪员”，他们多被贬谪边远，

地处边陲、经济文化落后的云南便为其一。吴艳红《明代充军研究》一书表

明：“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文臣充军基本没有受到明代定卫规则变化的影

响，总体而言，文臣充军以边方为主。”1在明代的近三百年间，形成了一批

谪宦群体，这种另类的官员群体，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是值得关注的。

　　目前学界对明代谪宦的研究，多集中在官员贬谪的原因以及他们在谪戍

地的作为等2，而对谪宦在戍地的生活、精神层面的研究，仍有欠充实。3谪宦

多士人出身，他们在边地云南拥有巨大的文化优势，部分谪宦颇具治理才干

1  吴艳红：《明代充军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9页。
2  参见杨旸，孙与常，张克：《明代流人在东北》，《历史研究》1985年第４期；古永继：

《明代云南的谪流之人》，《思想战线》1992年第２期；陶建平：《明代谪宦的典型心态与
作为述论》，《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５期。

3  可参见李德芳：《论 “龙场谪居” 对王守仁思想发展的作用》，《贵州社会科学》1981

年第４期；陶建平：《明代谪宦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

５期；王路平：《论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孔子研究》2000年第６期；刘青衢：《邹
元标都匀证道及其前后思想衍变》，《贵州文史丛刊》2017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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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验，久处边陲，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明代云

南谪宦的生活状况进行探究，进而剖析他们的精神世界，从侧面反映出谪宦

这一另类的官员群体在边陲云南地区的真实写照以及明朝谪充制度在边疆地

区的运行。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谪宦在云南的际遇

　　谪宦在云南的际遇，直接关乎他们的生活状况，包括戍地的自然环境、

生活条件与他们的遭遇等。明朝时，云南 “边地久荒，榛莽蔽翳。”4社会经

济凋敝。在明朝人眼中，可谓蛮荒化外之地，“今天下诸省荒远者，必曰：

‘云、贵、广西。’”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云南古蛮瘴之乡，去中原

最远，有事天下者，势不能先及于此。”6外来人群至西南 “烟瘴之地”，会水

土不服，感染 “瘴病”。7也有研究表明中原士人对西南地区 “烟瘴” 的偏离

认知与描述，加剧了外来人士赴滇的精神压力。8因此，对于谪滇官员而言，

他们必须克服边陲云南荒远、烟瘴的生理不适与心理障碍。

　　另外，谪宦身为 “罪员”，社会地位降低，当地官员可能会对他们进行

刁难和迫害，如谪发 “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9，需承担军役。另充

军人士 “至所充之卫，卫官必索常例。” 明制充军律最严，“盖降死一等，唯

流与充军为重……犯者亦最苦。”10可知，谪宦需面对地方守臣与谪充制度的

双重约束。

4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洪武十九年九月庚申，台北：“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校
勘影印本，1962年，第2710页。

5  汪森编：《粤西诗文载》卷五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466册，台北：台湾

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36页。
6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三《云南方舆纪要序》，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2005年，第5026页。
7  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8  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

2005年第３期。
9  《明史》卷九〇《兵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８册，第2193页。
10  《明史》卷九三《刑法志》，第８册，第2301‒2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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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因谪宦的社会背景、才情、时运迥异，个人际遇亦殊。笔者且将谪宦

在戍地的际遇归为以下二类：

　　其一，颇受礼遇，宠遇优渥。明初云南布政使张紞，“在滇凡十七年

……朝士董伦、王景辈谪其地，皆接以礼意。”11守御云南的西平侯沐英，“好

贤礼士”12，也较为善待云南地区的谪宦。如洪武时，杭州人平显 “知藤县”，

谪云南昆明永淳县任主簿，因 “博学能文”，沐英为之 “请于朝，除伍籍，

为塾宾”13，平显得以免去军伍之役。在平常日居中，沐氏对平显也颇为照料，

平显有诗《人日谢素轩大人赐贺礼》：“可是谢家真玉树，终惭韩氏误金根；

执鞭能从旌麾后，或拟壶飱一报恩。”14对沐氏的恩德甚为感激。平显又作有

《奉谢国公大人赐两童》《素轩大人赐鱼》《谢毡衫》等诗，可知沐氏对平显

的优遇，细致到了生活的层面。

　　洪武间，周府长史程本立，“坐累谪云南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15。在

谪期间，土酋施可伐 “煽诱百夷为逆”，程本立 “单骑抚定之”，西平侯沐

英、布政使张紞 “皆礼重之”。16苏州知府费良弼谪戍昆明，“每旦擐甲执殳

登陴，风雨罔懈”。时西平侯沐春 “礼遇之。为建庖室于城铺之侧，以幼军

一人执爨”17，颇为照料。永乐时，刘有年因未迎 “靖难师”，被安置昆明，

时黔国公 “知其贤，遣子就学”，纵然刘有年因政治问题谪云南，黔国公仍

不避忌讳对其礼遇有加。18

11   《明史》卷一五一《张紞传》，第14册，第4176页。
12  《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第12册，第3759页。
13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 ·云

南省志辑２》，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14  平显：《松雨轩诗集》卷五，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合肥：黄山书社，

2013年，第21册，第324页。
15  《明史》卷一四三《程本立传》，第13册，第4051页。
16  査继佐：《罪惟录》卷一二上《致命诸臣列传上・程本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年，第1819页。
17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 ·云

南省志辑２》，第62页。
18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 ·云

南省志辑２》，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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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四年（1525）正月，翰林编修杨慎因争 “大礼” 触怒明世宗，被

谪云南永昌卫。在戍地，杨慎得到了部分官员的照料，如永昌知府严时泰

安排杨慎在军中担任文书工作，免去其军役。杨慎为此作《伏枕行 ·赠严应

阶》：“慎也投荒今五年，竭来卧病左足偏……肉黄皮皱形半脱，喜一见子日

周旋。”19感激严知府的照料。时任巡按云南御史郭楠也上疏为杨慎求情，言：

“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颜者未必悖。……乞复生者之职，恤死者之

家，庶以收纳人心，全君臣之义。”20并修葺云峰书院，供其修养、讲学。

　　其二，遭受刁难，隐而不发。洪武间，起居注高莘，谪戍金齿卫，“时

武臣强横，累欲延为馆宾，免其从役。莘不从，因令之守门，终日执殳，乃

至辱于泥涂，衣履狼藉，殊无戚容”。21高莘不屈服于武臣的淫威，饱受刁难、

侮辱。

　　天顺间，武功伯徐有贞受曹吉祥、石亨等诬陷，诏徙云南金齿卫为

民22，“介时有守臣胡某诋罪，或迎庵意辞连有贞”。23徐有贞为避祸自保，以

阴阳术交好守臣，“谓守臣曰：‘太保山北为崇岗，而南渐卑。若树之以松，

如北之崇，他日当有官于朝者。守臣如其言，后果验。’” 获其信任。徐有贞

又行事谨慎、低调，“居归休庵一小室，执殳守城，不异行伍……在金齿时，

士民咸敬慕之。”24隐忍保全。

　　总之，谪宦在云南戍地的自然环境、生活条件多是恶劣的，他们有着不

同的际遇，或受礼遇，或遭刁难。谪宦的际遇表现出相当的差异，反映了他

们的生活状况与谪充制度的运行。

19  王文才著：《杨慎学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20  《明史》卷一九二《郭楠传》，第17册，第5104页。
21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 ·云

南省志辑２》，第66页。
22  《明史》卷二一七《徐有贞传》，第19册，第4564页。
23  牛若鳞修、王焕如纂：《崇祯吴县志》卷四〇《人物志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303页。

24  刘文征撰：《滇志》卷一三《流寓》，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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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谪宦在云南的交际网络

　　谪宦的交际网络是他们生活状况的重要表现。谪宦身为 “罪员”，远戍

边陲，在古代不发达的交通、通讯条件限制下，以往的交际网络被割断，他

们的交游范围主要被限定在谪戍地。然而，谪宦在云南的际遇各异，部分谪

宦受地方官员礼遇，除伍籍，遍游滇省各地，与地方官员、士人、僧、道以

及其它谪宦往来、交游、唱和。

（一）谪宦之间的往来共鸣

　　“同是天涯沦落人”，谪宦之间的交游，在戍地最为常见，是他们交际网

络中的重要一环。笔者且将谪宦之间的往来表现归纳如下：

　　其一，相逢共游。洪武时期，应天府推官史谨，谪居云南，与谪宦王景

彰相逢共游。史谨 “与王学士善，用景荐为应天府推官，性高洁多才，耽吟

咏，工绘事”25，在戍地，故友重逢，欣然共游。如史谨诗《陪景章诸公游城

南兰若》云：“钟山之南山上头，兰若倚空金碧浮……座中之人五云吏，醉

赋登楼立云际”。26记录了与王景彰等好友们登楼赋诗、畅饮高歌的欢快。

　　史谨与谪宦曾日章相逢滇池。曾日章，翰林学士，洪武年间被安置昆

明。27史谨与曾日章同谪云南，相逢滇池，有诗《卧游轩为曾日章赋》曰：

“（曾日章）先生足迹半天下，行高翻觉交游寡；万里相逢滇海滨，华发萧萧

不盈把。”28盛赞曾学士遍历天下，卓然不群的风采，也透露了远谪边陲交游

寡少，友朋相逢的不易。

　　其二，离别相送。洪武时，谪宦平显以诗送别即将赶往戍地姚安的胡

25  阮元等修、王崧、李诚纂：《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七〇《人物志九・寓贤》，道光十
五年（1835）刻本，中国数字方志库・影像版，叶2a。

26  史谨：《独醉亭集》卷上，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18册，第314‒315

页。
27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24《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 ·云

南省志辑２》，第63页。
28  史谨：《独醉亭集》卷上，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18册，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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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潜，如《送胡思潜谪姚安》云：“落月衘碧鸡，光影照滇水；驱车上姚安，

更远一千里；千里万里总莫论，慈母手缝衣尚存；垂髫读书鬓成霜，涓埃未

补君亲恩……功名不作青云梦，先到沧洲白鸟边。”29勉励思潜珍重君亲恩，

来朝功名再振。

　　史谨送别同为谪宦的友人程本立。史谨与程本立同谪云南，离别之际，

赋诗送之，作《送程原道》一诗曰：“一剑东还旧路微，寸心遥逐五云飞

……悬知别后怀君处，吟倚层楼送夕晖。”30表达了对友朋离去的不舍。

　　其三，诗词往来。洪武间，山西参政王景彰，“以事谪戍临安”。山西

布政使韩宜可，“以事同王景彰谪戍”31，二人在戍地诗词相和。如中秋之日，

王景彰作《瑶台玩月》一诗：“瑶台台上秋月明，瑶台台下秋水清……微霜

漂漂沾人衣，城上乌啼知夜半”。32借秋月清明，夜半乌蹄，表达了政治失意，

漂泊他乡的悲切。韩宜可诗《和王太原中秋韵》：“未忍他乡死便休，每依南

斗望中州；青天有月来今夕，白发无家度几秋。”33回应了王景彰，同表难忍

漂泊、思念故园的悲切。

　　史谨与谪宦平显之间的诗文往来。平显谪居云南，著《松雨轩集》。史

谨为之作《寄题平仲微松雨轩》：“绕屋长松数里深，楼船载雨忆登临……欲

期剪韭思重到，三十年来负此心。”34表达了故友之思。

　　谪宦在戍地，或重逢故友、或离别相送、或同悲伤秋，他们同贬谪，共

患难，诗词相和，共谱了一首首心灵的交换曲。

（二）谪宦与云南地方官僚的交游唱和

　　谪宦远谪边陲，沦为政治 “弃子”，地方官员往往轻视之，甚至对他们

加以刁难和迫害。然而，部分谪宦的经历与才华也会引起地方官员的怜悯与

29   平显：《松雨轩诗集》卷三，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21册，第316页。
30  史谨：《独醉亭集》卷上，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18册，第320页。
31  刘文征撰：《滇志》卷一三《流寓》，第430页。
32  朱蕊注：《沐昂 <沧海遗珠 >注》，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2页。
33  朱蕊注：《沐昂 <沧海遗珠 >注》，第56页。
34  史谨：《独醉亭集》卷中，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18册，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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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识，他们之间也会进行交游唱和。

　　洪武时，谪宦史谨谪昆明，颂赞布政使张紞的抚滇之功。洪武朝，云

南布政使张紞抚滇十七年，在任期间，礼贤下士，对贬谪至滇的官员多有照

料。史谨谪滇期间，目睹了布政使张紞抚滇的功绩，云南 “土地贡赋、法令

条格皆所裁定。民间丧祭冠婚咸有定制”。35史谨为此作《日晷为布政张紞赋》

一诗：“刻石为盘肯趣深，循环消息系分阴……阳城旧制今零落，谁识周公

苦用心。”36歌颂了张紞建设云南的功绩，堪比周公。 

　　史谨与云南其它官僚的交往。如《次袁外史病中韵》：“金门袁外史，一

病近如何？药里关心久，霜华点鬓多……松下时行乐，逢人强笑歌。”37史谨

表达了对袁外史病情的慰问，劝勉其及时行乐、珍重，可知他们之间关系的

密切。另外，史谨又作有《送布政李昌祺之广西》《送邓太守》《送杨参政之

广东》《送御史周叔冶重使西蜀》《山居和茅山张外史韵》《到任席间呈府中

僚友》《寄滁州陈太守》等与云南官员往来的诗作。可见，史谨与云南地方

官员存在广泛的交往。

　　洪武时，山西参政王景彰谪临安，对沐氏平滇之功也颇为赞颂。如《贺

西平侯大人平越州》：“元戎承制扫蛮方，踏遍先王旧战场；又见孔明擒孟获，

何殊充国破西羌。”38称赞沐氏驱逐元朝遗孽，安抚地方的功绩。

　　谪宦平显与云南沐氏之间的诗词唱和。洪武十五年（1382）明廷平定

云南，太祖朱元璋留沐英守滇，沐英 “子春、晟、昂皆镇云南”，世代居滇。

洪武时，平显谪昆明，即受沐英恩遇，“除伍籍为塾宾”39。沐英第三子沐昂，

编《沧海遗珠》，有《素轩集》，与平显的往来尤为密切。如平显 作有《题

朱寅仲画呈谢国公大人》《奉次素轩大人钧韻》《次韻素轩大人峡中见寄四

首》《奉和素轩大人九日见怀诗韻四首》《十二月二十二日国公大人下马偶成

35  《明史》卷一五一《张紞传》，第14册，第4176页。
36   史谨：《独醉亭集》卷上，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18册，第320页。
37  史谨：《独醉亭集》卷上，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18册，第318页。
38  朱蕊注：《沐昂 <沧海遗珠 >注》，第65页。
39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 ·云

南省志辑２》，第62页。



147

殊方日落（马）

二首》《呈谢国公大人三首》《江上奉饯国公大人回滇》《奉呈国公大人》《贺

黔国大人》等与沐氏交往的诗作。反之，沐昂回作《和平先生寄来诗韵》诗

曰：“久慕先生深造道，已闻佳婿遂联姻；明年果有旋归意，畅饮高歌忘主

宾。”40表达了对平显才华的敬慕，再约高歌共饮。

　　平显与云南其它官僚的广泛往来。如其诗《九月十七日闻郑员外、许主

事同溺》：“天亦何心负所亲，清秋老泪并沾巾；一双白璧沉知己，千载黄金

却故人。”41表达了对郑员外、许主事溺水亡故的悲泣。平显另有《正月十三

日谢董秋官》《谢韦挥使惠荼》《赠别韦指挥》《送马宜斋挥使之平凉》《送林

光禄秩满行卷》《次韵答叶助教和盆梅》《次韵答叶助教》《正月四日简张宜

镇助教》《挽蒋员外》《寄汀州学宋训导》等与云南地方官僚往来的诗作。

　　谪宦程本立与临安府官僚间的交游。程本立因平乱有功，被任命 “典兵

事”42，守御一方，平昔与云南地方官僚多有交往。如其诗《陪临安府官僚游

龙潭》：“临安山水似江南，天气况当三月三；往往挥毫逢鹤野，行行骑马过

龙潭。”43抒发了与临安官僚们初春畅游的喜乐。 此外，程本立还作有《发中

都水驿，次韵金应奉、李编修纪行倡和诗》《过凤县简主簿徐敏》《鹤庆驿会

吴人冯广文、闽人林税使》《送景德辉教授归越中》《送韩县丞之官》《送洧

川李主簿被荐赴京师》《送欧阳太守之官东昌》《送李学正之易州为赋桃花

俺》《送云南刘推官赴京师》《送庄浪王镇抚》等诗作。可知，程本立与云南

地方官僚的交往可谓广泛。

（三）谪宦与云南文士的交往互动

　　谪宦多为士人出身，在边陲地区具有巨大的文化优势，云南地方文士或

思慕其才学，或折服其品洁而乐于与他们交友往来。

　　洪武朝，谪宦程本立与云南松陵文士曾日庒相逢滇池，互品名山，同

40  沐昂：《素轩集》卷六，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34册，第62页。
41  平显：《松雨轩诗集》卷七，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21册，第339页

42  《明史》卷一四三《程本立传》，第13册，第4051页。
43  程本立：《巽隱先生诗集》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20册，第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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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山河。如程本立《具区林屋图记》载：“具区三江之间，邑曰：‘松陵友人，

曾日庄氏居之。’ 盖三吴之美在具区三江，而松陵则据有具区三江之美者也。”

又载洪武壬申（1392）岁冬，“西平公嗣镇西南夷，日庄实从之来。明年春，

余与日庄握手滇池之上。” 二人携手共游：

　　　　余得与子出三峡、下九江、上京口以达姑苏。于是谒三高之祠，登

垂虹之桥，然后过所谓具区林屋者，而观北苑晁钱之遗墨，以偿所愿

焉。则余虽老，尚能与子赋之。44

程本立与云南松陵文士曾日庒游三峡、九江、京口、姑苏等地，品山川奇

峻，赏晁钱遗墨，赋诗咏之，不胜畅快。

　　谪宦王景彰与韩宜可，俱贬谪至云南临安，“初临安人不知学。自二公

来，相与讲论赓唱，郡中子弟翕然从之”45，吸引了云南地区众多士子与之向

学。永乐时期，刘有年被安置昆明，“与王忠文子绅，道义相许。”46成化时

期，四川丹稜教谕杨明哲左迁云南石屏，“益肆力于文，诸生执经问字，屐

常满焉”。47嘉靖初，御史高公韶谪富民典史，“置馆延师教其子弟，风俗为

之一变。”48

　　嘉靖时，杨慎谪滇，因才华出众吸引大量滇人与之交游往来。如杨慎游

晋宁，“多与州人段承恩、唐锜往来倡和。于锜尤莫逆，每至州必住其家”。49

游历安宁州，“遍历湖山，喜安宁山水清旷，遂侨寓焉……从游甚众，若丘

月渚、杨墨池、张松霞辈，皆出其门”50，为众多的云南士人所追捧。杨慎

44  程本立：《巽隱先生文集》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20册，第
120‒121页。

45  周季凤纂修：正德《云南志》卷二〇《流寓》，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
824页。

46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 ·云

南省志辑２》，第63页。
47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 ·云

南省志辑２》，第64页。
48  刘文征撰：《滇志》卷一一《官师志》，第378页。
49  朱庆椿修、陈金堂纂：《道光晋宁州志》卷一〇《寓贤》，《中国地方志集成 ·云南省志

辑７》，第52页。
50  段昕纂、杨若椿修：《雍正安宁州志》卷一七《流寓》，清乾隆四年刻本，中国数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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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滇二十三年，与滇之士大夫相倡和，放浪湖山，穷精著述”。51

（四）谪宦与僧、道的往来

　　僧、道往往具有一定的文化涵养，如谪宦史谨诗云：“逢僧尽是能诗客，

邀我同登选佛场”。52在边陲蛮荒之地，他们也是与谪宦往来的重要群体之一。

　　洪武时，史谨谪昆明，与僧人的交往。如其诗《笻竹寺看山茶》：“老僧

邀我看山茶，叶底枝头尽着花；雪后园林张绣幄，雨余颜色醉丹砂。” 记录

了与僧人共赏山茶的乐趣。又有《问湛上人病》：“一住烟霞岁月深，老来无

奈病魔侵……天地为棺终有分，死生如梦不关心”53表达了对湛上人病的问

候。史谨还作有《送立恒中上人》《送瓒上人住草堂寺》《送行上人住寒山

寺》《浮休室为颖上人赋》、《赠日本廉上人》《送羽士陆大年住院》等一批与

僧人交往的诗作。可见史谨在云南与僧侣的频繁交往。

　　史谨与道士的往来。如其诗《九日吴羽士招饮》：“野色轻笼雾，秋光不

染尘；兴来同一醉，何必正乌巾。”54描写了与吴羽士同饮的畅快。史谨又有

诗《赠吴羽士》：“风月情怀槁木形，飘然无碍亦无生；暂辞洞府来为客，不

道丹台已著名。”55称赞了吴羽士玄修的虔诚与盛名。史谨还作有《 游王羽士

山房》《送袁徐二真人之京此韵》《王真人雪中惠鹅》等与道人往来的诗作，

可见史谨与道士也颇多往来。

　　程本立与僧人的交往。如其诗《送日本僧游五台》：“中国有僧来日本，

铁船过海是耶非；三更地底金乌出，万里云边白鹤飞。”56表达了对日僧过海

礼佛的敬仰。另又有《题天竺云敷上人法华山房卷》《普洱西驿因过三塔寺》

等与僧侣交往的诗作。

志库・影像版，叶79a。
51  刘文征撰：《滇志》卷一一《官师志 ·郡县宦贤》，古永继校点，第431页。
52   史谨：《独醉亭集》卷中，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18册，第321页。
53   史谨：《独醉亭集》卷中，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18册，第321页。
54  史谨：《独醉亭集》卷上，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18册，第316页。
55  史谨：《独醉亭集》卷中，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18册，第322页。
56   程本立：《巽隱先生诗集》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20册，第

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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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本立与道人的往来。如程本立有诗《送终南道士还山》：“脱履都门骨

已仙，山中故物尚依然……一马看来齐万物，双龙化去历千年。”57表达了从

师玄修的愿望。又有《柏峰为希仙道士作》一诗：“何处仙家紫翠房，一峰

烟雨柏苍苍……头颅我已将华发，便欲传君却老方。”58透露了对仙家的向往，

老而不能的无奈。

　　平显与僧同游。如其诗《登聚远楼》：“五华山上香风起，万点菱花堕秋

水；僧游海藏受斋归，小笠轻袍船一苇。”59描述了与僧人同游聚远楼，悠游

共赏山景的闲情逸致。据平显《松雨轩诗集》统计可得，有关僧、道题材的

诗作还有《寄演此宗二首》《次韵答演此宗》《寄莲经演此宗园方田》《四月

二十四日奉怀此宗大猷诸僧》《道性庵住寒山寺》《和张真人诗韵三首为陈景

中作》《王处士哀词》《题张真人画雪景》《次陈景中游庄严寺韵》等，可知

平显与僧、道皆有相当广泛的交往。

　　此外，还有谪宦曾日章与日本居滇僧人演此宗的交往，如其诗《 赠日本

僧演此宗》。60楼琏，金华人，以明经历官宣宁、仁寿、大冶主簿，蓝田知县，

广东道御史，洪武间谪戍昆明。61在谪期间，楼琏送别居滇的日本斗南和尚，

如其有诗《送镜中照上人兼柬斗南和尚》。62胡粹中以事安置昆明。在谪期间，

胡粹中作《 挽鉴机先和尚》诗：“曾将一苇渡瀛洲，信脚中原万里游；日出

扶桑极东处，云归滇海最西头。”63表达了对机先和尚的敬仰。

　　综上，谪宦的交际网络，主要表现在他们之间以及与云南官僚、士人、

僧道间，当然也不乏与平民之间的互动。部分谪宦在云南广泛游历，诗词唱

57   程本立：《巽隱先生诗集》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20册，第
100‒101页。

58  程本立：《巽隱先生诗集》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20册，第92

页。
59  平显：《松雨轩诗集》卷三，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21册，第318页。
60   朱蕊注：《沐昂 <沧海遗珠 >注》，第50页。
61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 ·云

南省志辑２》，第62页。
62  朱蕊注：《沐昂 <沧海遗珠 >注》，第68页。
63  朱蕊注：《沐昂 <沧海遗珠 >注》，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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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因之多彩。同时，谪宦之间的诗词创作与著述，丰富

了云南地域文化，传播了中原文明。

三、谪宦的精神世界

　　谪宦的精神世界与他们在云南的际遇及交际网络密切相关，并决定着他

们的生活状况。谪宦在戍地身受管束，又长期谪戍，身处瘴乡，直面不同的

地域风俗与习惯，他们需要重塑自己的价值观，存在着不同的精神体验。

（一）离乡的愁绪

　　洪武朝，史谨谪昆明，阔别故乡十年之久。史谨有诗《九日游云南太华

寺》：“滇阳十载过重阳，忘却登高在异乡……回首故园天万里，剑峰处处割

愁肠。”64重阳登高，远处的山峰像剑一样，挑起了史谨思乡的愁绪。收到亲

人寄来的书信，史谨又有诗：“万里来从青海头，开封未读泪先流；书中不

尽心中事，只恐看时我更愁。”65离乡的愁绪再次跃然纸上。

　　平显谪昆明，对亲人的思念萦绕心头。如其诗《风木思亲卷》：“乌鸟私

情岁月深，读诗空费蓼莪吟……梦回菽水余欢夜，不独清波泪满襟。”66睹物

思人，诗中弥漫着诗人对故乡的怀念，有家不能归的悲切。平显另有作《白

云思亲》《寄示诸弟侄》《二月八日寄仲权弟》等思亲诗作。

　　嘉靖朝，杨慎谪永昌。有诗《离思行》：“飞蓬无根株，飘摇随风起……

水流何潺湲，远游几时还。”67杨慎形容自己是无根的飞蓬，随风飘荡。又有

词《江城子》：“客中愁见菊花黄，近重阳，倍凄凉。强欲登高，携酒望吾乡。

玉垒青城何处是？山似戟，割愁肠。”68《渔家傲》：“千里有家归未得，可怜长

64  史谨：《独醉亭集》卷中，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18册，第321页。
65   史谨：《独醉亭集》卷下，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18册，第339页。
66   平显：《松雨轩诗集》卷七，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21册，第344页。
67  杨慎：《升庵全集》卷一六，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63页。
68  王文才辑校：《杨慎词曲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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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滇南客。……夜夜相思头欲白，心似结，五更梦破闻啼鴂”。69离家的愁绪

溢于言表。

　　谪宦一别数载、数十载，甚至终身不返，离乡的愁绪，是他们精神世界

的主题。

（二）无尽的创作热情

　　由于史料局限，笔者未能全面论述谪宦在云南的所有创作，且以个案为

例，探究他们在云南的著述。

　　洪武中，史谨谪昆明，彼时明军刚平定云南，战争的紧张气氛未散。史

谨作《东郊行》：“君不见，昆明池东一片土，半是桑麻半陵墓。”70描述了昆

明战后的肃杀与萧条。史谨谪滇终身未归，“以诗、画终其身”，有《独醉亭

集》留世。71

　　程本立坐贬临安，被任命 “属行县典兵事”，“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

昌、鹤庆、丽江，山行野宿，往来绥辑凡九年，民夷安业”，行踪遍布云南

各地。72云南的地域风情，给程本立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留有《巽隐集》。

如程本立登山望景，作诗《山行》：“山行到绝顶，野望豁平川；白见金沙雪，

青知铁冶烟。” 寄宿山野，作诗《野宿》：“野宿空山里，谁能不念家；巢枝

浑似鸟，藉草忽惊蛇。”73

　　洪武年间，刘寅谪永昌，穷究著述。如其言：“少游滹阳，老滞永昌，

道不遂其初志，心终焉而遑遑。研究典籍，著述文章，愧无补于名教，徒取

笈于大方。”74刘寅在云南创作有《武经直解》《伤寒脉赋》《摽幽赋注》等著

69  王文才辑校：《杨慎词曲集》，第36页。
70  史谨：《独醉亭集》卷上，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18册，第312页。
7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卷二《史淮阴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第200页。

72  《明史》卷一四三《程本立传》，第13册，第4051页。
73   程本立：《巽隱先生诗集》卷一，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20册，第

88‒89页。
74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
云南省志辑２》，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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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万历间巡抚陈用宾祀于会城，（刘寅）与汉王褒、本朝杨慎为三贤。”75

得到了后世人的敬仰。

　　嘉靖时期，杨慎谪滇，不灭其志。自励曰：“今之农夫，祁寒暑雨，深

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艺，作为器物，吾得而用之。甲胄

之士，批坚持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闲过日月，即是天地之一

蛀也。”76于是，杨慎遍游云南各地，考察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及气候

75  刘文征撰：《滇志》卷一三《官师志》，第431页。
76  杨慎：《杨氏卮言序》，载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上卷，昆明：云南人民

出版社，1985年，第89页。

明代云南谪宦在滇著作一览表

谪宦 书名 年代

楼琏 《居夷集》 洪武朝

平显 《松雨轩集》 洪武朝

王景 《南诏玉堂稿》 洪武朝

毛铉 《澜沧江之诗》 洪武朝

韩宜可 《南云稿》 洪武朝

史谨 《独醉亭集》 洪武朝

胡粹中 《读史笔记》《元史续编》 洪武朝

范从文 《小学章诂》《宗谍谱》《遗后斋集》 洪武朝

袁宗 《菊庄集》 洪武朝

刘寅 《武经直解》《伤寒脉赋》《摽幽赋注》 洪武朝

程本立 《巽隐集》 洪武朝

郑旭 《诗经总旨》《初学提纲》《咏竹稿》 洪武朝

敖毓元 《钟彝集》 成化朝

张吉 《古城集》 成化朝

杨明哲 《述古集》 成化朝

阎闳 《正字堂记》 嘉靖朝

杨慎 《滇中集》《滇载记》《滇程记》《滇候记》
《滇产记》《南诏野史》《释藻集》

嘉靖朝

注： 表中所列著述，均为谪宦在滇期间所作，其史料来源为
康熙《云南通志》卷24《流寓》，道光《云南通志稿》卷
170《人物志》，刘文征《滇志》卷13《官师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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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潜心著述，创作出《滇程记》《滇候记》《滇载记》等一批作品。又

考寻原南诏国遗址，修成《南诏野史》。另外，杨慎又对大量的古字字音进

行考证，写成《沙漠、沙幕两音》《屈字四音》……《纂字训》《白字异训》

《琼字训》等著作。明人何宇度评价，“杨用修著述之富，古今罕俦”，一生

著作数目居明代文人之冠。77嘉靖初，吏科给事中阎闳谪云南蒙自县丞，“探

岩穴之胜”，作《正己堂记》。78

　　总之，部分谪宦在滇，创作了为数不少的诗文与学术著作，是一笔宝贵

的精神财富。反之，谪宦的创作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呈现出了他们的精神世

界。

（三）寄托于宗教信仰

　　因身处边地、赦归无期、政治失意以及追思故园而不能，部分谪宦会转

向释、道中寻求精神寄托。

　　洪武间，程本立谪滇，以佛教的梵音消解忧愁。如其过三塔寺，作有

《普洱西驿因过三塔寺》：“眼中城郭与山川，生我江南罨画船……最是禅房

听梵咒，此心能洗百忧煎。”79又有《题天竺昙敷上人法华山房卷》：“昙师法

华室，只在鉴湖边；白日开三竺，清光出五莲。海龙曾听咒，庭鸟亦知禅；

一月云床宿，吾生信有缘。”80该诗中程本立寄宿法华室，沐佛听禅，表达了

对佛的皈依。平显谪昆明，从佛教中吸取精神的养分。如有诗《灯雨斋诗寄

五华山演此宗》：“愿拔五难根，终焉学禅寂……坐令格斗俗，皈依率真性。”81

诗中平显表示愿拔去尘世五根的烦恼，向学禅寂。

　　嘉靖初，杨慎谪滇，向佛教靠拢。他走访各地寺庙，如感通寺、东岩

77  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92册，第750页。
78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
云南省志辑２》，第64页。

79   程本立：《巽隱先生诗集》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20册，第98

页。
80  程本立：《巽隱先生诗集》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18册，第87

页。
81  平显：《松雨轩诗集》卷一，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21册，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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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兴教寺，汇编有《释藻集》六卷。此外，杨慎又创作了一批有关释、道

的作品，如《无俗念 ·游仙二首》《于中好 ·己酉新春试笔》等。典型如杨慎

词《黄莺儿 ·道情》：“早早脱樊笼，住蓬莱东复东，紫芝白石皆清供。金门

九重，太仓万钟，回头看破黄粱梦。脱樊笼，洞天春永，岁岁有花红。”82表

达了其 “出世” 的情怀，愿脱离尘世，归蓬莱。

　　谪宦寄托于宗教信仰，使得佛、道思想得到信仰与传播。有研究表明：

“流人痴迷于佛、道，不仅对宗教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传播起了关键作用，而

且为理解宗教的深刻内涵特别是宗教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而生

动的事例”。83同理，谪宦对佛、道的信仰，也使得宗教在云南地区得以传播。

（四）指陈社会问题

　　谪宦从庙堂之高，到边陲民间，他们在与平民百姓一起生活中，目睹了

底层人民的苦难，对于社会问题会有更切身的体会。

　　洪武间，程本立谪马他龙郎甸担任长官司吏目，一次借宿在荣昌县田

家，目睹田家生活的艰辛，作有《宿荣昌县田家书所见》一诗：

　　　　田家无桑蚕不育，寒机不奈蛩声促⋯⋯小姑大妇不梳妆，日日探花

如采桑⋯⋯归来闭门月昏黑，燃薪代烛光照室。姑揺纺车妇在机，一夜

不能成一疋；松州茂州道路难，乌蒙乌撒雨雪寒。丁夫运粮给边戍，卖

布易米还输官⋯⋯何日边城罢转输，男耕女织万事足。84

该诗描述了田家种桑、养蚕、纺织的辛劳，民夫天寒冒雨，运粮输边、卖布

换米输官的艰辛，指陈当时的苛捐杂税、劳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

与苦难。

　　正统时，御史尚褫谪任云南虚仁驿驿丞，身在边陲，不忘国事。景泰五

年（1454）冬，尚褫 “因灾异上书陈数事，中言：‘……执政者格以条例，轻

82  王文才著：《杨慎学谱》，第288页。
83  何宗美：《“吴兆骞现象” 及其经典意义──兼论清初东北流人文学的历史内涵》，《求
是学刊》2009年第５期，第108页。

84  程本立：《巽隱先生诗集》卷一，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20册，第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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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报罢，重则中伤，是言路虽开犹未开也。释教盛行，诱煽聋俗，由掌邦礼

者畏王振势，度僧多至此，宜尽勒归农’”85直陈朝廷言路堵塞，民间释道人

员过多侵农等弊端。

　　成化时期，林俊谪姚州判官。在谪期间，上疏奏 “德安、安陆建王府及

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财费巨万，民不堪命。乞循宁、襄、德府故事，一切

省俭，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阑，请着为例。”86指陈王府工程耗费巨大，百姓难

堪负担等问题。

　　嘉靖年间，朝廷为采办珠宝玉石，在云南过度征发人丁，重役驱使。杨

慎亲见平民百姓遭受采石重役的惨状，作《宝井篇》：“君不见，永昌城南宝

井路，七里亭前碗水铺，情知死别少生还，妻子爷娘泣相诉，川长不闻遥哭

声，但见黄沙起金雾。……安得仙人缩地法，宝井移在长安街！”87对底层

百姓的苦难表达了无限的同情，揭露了明廷重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综上，谪宦的精神世界是多面相的，或离别思乡，或纵情山水，或寄托

宗教，或怜悯民生，表现出了不同的心境与感受。

四、结语

　　通过对明代云南地区谪宦的际遇、交际网络圈及精神层面的梳理与探

讨，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谪宦在云南边疆的生活状况，尤其可以探究他们与

边地官员、士人以及僧、道间的往来互动和社会关系，进而对他们精神世界

的多样性、丰富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且还可进一步探知谪宦对推动边陲

地区文教与社会发展的作用。

　　首先，明代以流人戍边，边疆社会广泛分布着谪流之人，逐渐形成了官

僚中的另类群体谪宦。他们在谪所参与屯种、执役与操练，长期身处荒远、

烟瘴之地，无论在肉体还是精神层面，对于他们的损害都是巨大的。又作为

85  《明史》卷一六四《刘炜传》，第15册，第4456页。
86  《明史》卷一九四《林俊传》，第17册，第5137页。
87  王文才选注：《杨慎诗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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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员”，谪宦受到地方守臣的监视与谪充制度的管制，他们面临与不同素质

的地方守臣关系的处理，这直接决定他们在戍地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死。他

们需要适应与学习谪戍地区的风俗习惯，重朔自己的价值体系，寻找新的精

神寄托，如或交好守臣，或勤究著述，或遍游滇省，或寄托佛道，是他们

在边陲地区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有学者认为明代官员谪迁边地，当权者往

往一贬了之，对他们缺乏有效的监控、制约机制与激劝机制。88谪宦在戍地

的际遇，或宠遇优渥，或遭迫害，反映了明朝谪充制度在边疆地区的扭曲运

行。

　　其次，谪宦属于流人中的仕宦阶层，他们部分具有较高的治理能力与文

化优势，可谓流人中的精英阶层，谪宦和其它边地之人共同推动了边疆地区

的开发。89如谪宦在戍地讲学、交游和创作，他们相互之间，或与当地的官

员、文士、僧侣等往来唱和，游走于山林名胜间，边地独特的风光与地域风

情，反过来也激发了他们无穷的创作热情。谪宦在云南进行了为数不少的文

学与学术创作，反映了他们在戍地的生活状况与精神世界，是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同时，他们也将内地先进的文化、思想和观念带到边疆，推动了云

南地方文教的发展，传播了中原文明，丰富了云南地域文化。正如有研究表

明，云南 “贬流、寓居的官宦士人总体数量虽不太多，但却身份特殊，实为

外来移民中的精英一族，他们涉足云南不少偏远地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

力，有效地补充了官府儒学教育的不足，为改变当地落后面貌、培养人才做

出了积极贡献”。90

　　最后，谪宦从庙堂衙署，至边陲蛮荒，仕途沦丧，怀乡离愁，他们的内

心是沉郁的。正如在西南地区居官多年的明朝官员田汝成言，谪迁边陲的官

员多 “抱愤躁之怀”。91又如多年谪戍，赦归无望，行年六十多岁的杨慎，粉

88  陶建平：《明代谪宦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５期。
89  古永继：《明代云南的谪流之人》，《思想战线》1992年第１期。
90  古永继：《明代外来移民对云南文化发展的影响和推动》，《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0

年第２期，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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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簪花，自毁形象，“六十头颅雪满簪，老狂犹学少年吟；已消湖海元龙气，

只有沧浪渔父心”。92刘寅谪永昌，“道不遂其初志，心终焉而遑遑。”93程本立

谪昆明，“身今老春事，伤心思万端”。94唐人杜甫诗 “殊方日落玄猿哭，旧

国霜前白雁来” 可谓是对谪宦群体的精神写照。另外，也有部分谪宦，或致

力于文化与学术创作，或寄托于宗教信仰，推动了佛、道等宗教在云南地区

的传播，又或在与底层百姓的生活中，体民生之多艰，对社会问题有了更切

身的体会，指陈得失，他们的生活状况因之多彩，精神世界得以升华。

92  王文才选注：《杨慎诗选》，第130页。
93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 ·云

南省志辑２》，第66页。
94  程本立：《巽隱先生诗集》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１辑，第20册，第9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