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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昴英《文溪词》以咏物、酬唱为主要内容，多抒怀放旷之作，虽兼有绮词丽语，但仍以豪迈雄放

为主体格调，是苏辛豪放词风的后继。《文溪词》辞采丰茂，气韵天成，于宋代岭南词坛独树一帜，乃词中翘

楚，其词史地位不容忽视，堪称“粤词巨擘，岭外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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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昴英 ( 1201 － 1257) ，字俊明，号文溪，南

宋广东番禺 ( 今广东广州) 人。宋理宗宝庆二年

( 1226) 以殿试第三名进士及第，成为广东历史上

首位探花，名传天下。此后 30 年间，李昴英置身

宦海风波之中，历经沉浮起落，仕途跌宕坎坷，但

其人秉性刚直，为官清正廉明，忠君爱民，不论境

遇顺逆、官位高低，总是力争有所作为。他曾协助

崔与之平定广东“摧锋军”兵变，缒城亲往叛军

大营劝降，忠勇上达帝聪; 前后三度赴京任职，始

终嫉恶如仇，直言敢谏; 多次上疏弹劾史嵩之、董

宋臣等权倾一时的巨奸大蠹，甚至在理宗不听劝谏

之时扯住理宗衣袖继续进言，惹得皇帝龙颜大怒。

正直无私的个性有时令他得到理宗的赏识而加官进

爵，有时却又令他树敌于外而屡遭贬职。身在朝堂

之内，则夕惕若厉，勤勉为国; 远居乡野之中，则

登山临水，挥翰咏怀。晚年归隐文溪之后，更是笔

耕不辍，写下大量诗文。只可惜迭经宋末兵燹，多

有散失，流传至今的《文溪存稿》，乃由其学生及

历代子孙不断搜集刊刻而成。

《文溪存稿》全书共 20 卷。其中，文 12 卷，

共 113 篇; 诗 5 卷，共 159 首; 词 2 卷，共 30 首;

家书 1 卷，共 5 封。［1］132 －133 《文溪词》虽仅存 30

首，但瑰辞丽句，佳构迭出，是宋代岭南词的杰出

代表，应当引起词学研究的重视。下文拟从内容、

风格、词史地位等三个方面对《文溪词》加以论

析，或能对将来之深入研究稍有裨益。

一、托物言志，酬唱抒怀——— 《文 溪

词》之内容

30 首存世《文溪词》中，有《贺新郎》7 首，

《摸鱼儿》、《水调歌头》各 4 首，《水龙吟》3 首，

《念奴娇》、《满江红》各 2 首，《兰陵王》、《瑞鹤

仙》、《沁园春》、《菩萨蛮》、《渔家傲》、《西江

月》、《浣溪沙》、《城头月》各 1 首。通过词牌便

可看出，慢词比例远高于小令。潘飞声《粤词雅》

曰: “文溪集慢体多而短调殊少。”［2］4885 从词史发展

而言，词的诞生固然以小令肇始，不过，历经柳苏

周辛等人的不断革新，到了南宋后期，慢词早已后

来居上，与小令各展雄长，词人别集中慢词多于小

令的情况可谓在在皆是。《文溪词》小令偏少，一

来，是与词坛前进趋势相吻合; 二来，也与其自身

内容紧密相关。文溪一生宦途蹭蹬，杨芷华《李昴

英》第五章曰: “李昴英自二十六岁中进士至五十

七岁病终，其间三十二年，除待官居里两年外，实

际三度出任地方官约计七年，三次入朝任职约计六

年，四次退居故里、投闲置散约十七年。”［1］82 －83 细

算下来，还是为官出仕时少，罢官居家时多。不论

得志或失意，李昴英均勤于笔墨。以词而言，则是

归隐期作品多，仕宦期作品少。远离庙堂，有志难

伸，自然唯有借如椽之笔倾吐心怀，故而书写颇

多; 即使为官用事，政务鞅掌，也仍然心系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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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要寻暇诉诸笔端。李昴英存身于江山飘摇之

际，以耿耿之忠心矢志匡扶社稷，却时常逢危遇

阻，胸中自有块垒难平。小令之体长于儿女闺情，

慢词长调适于抒怀言志，既然有志待抒，多写慢词

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内容划分，《文溪词》主要可归为咏物与酬

唱两大类，二类相加占到全部词作的一半以上。咏

物则托物以言志，酬唱则述事以抒怀，词句间寄意

深远。文溪咏物之作，以 《贺新郎·赋菊》一阕

为佳:

细与黄花说。是天教、开遇重阳，玉裁金

屑。老行要寻松竹伴，雅爱山翁鬓雪。任满

插、追陪节物。惟有渊明吾臭味，傍东篱、盘

薄芳丛撷。便无酒，也清绝。

芒寒色正孤标洁。惯平生、餐霜饮露，倚

风迎月。不比芙蓉偏妩媚，不比茱萸太烈。似

隐者、萧闲岩穴。至老枝头犹健在，笑纷纷、

红紫尘沙汩。香耐久，看晚节。［3］3640

此词题咏菊花，乃其晚年归隐文溪之后所作。

作者以菊花自比，借菊花之咏抒自身之慨，表明自

己也同菊花一样不惧风霜，不输晚节。《贺新郎·

同年顾君景冲云翼经属官舍白莲盛开，招饮水亭》

一词，以歌咏白莲之凝远清淑暗喻友人的高尚品

格; 《水调歌头·题舫斋》则通过描写自己乘舫斋

遨游江海的闲适情趣表现乐观旷达的生活心态，末

句“日 月 荡 双 桨，天 地 一 虚 舟”［3］3642 尤 为 精 警;

《水调歌头·题登春台》的题材、感情均与前首相

仿佛，借题咏登春台之胜景表达旷远襟怀，末句

“沧海一 杯 酒，世 界 眇 鸿 毛”［3］3642 也 有 异 曲 同 工

之妙。

文溪酬唱词，首先当举宝祐元年 ( 1253) 其

在江西宪使任上时，与途经江西的广东宪吴燧诗酒

酬唱时所写下的《水龙吟·和吴宪韵，且坚郁孤同

游之约》、 《贺新郎·饯广东吴宪燧时持节宪江

西》、《贺新郎·再用韵饯吴宪》等 3 首作品。一

番相逢，饯而又饯，二人情重可见一斑。《贺新郎

·饯广东吴宪燧时持节宪江西》词曰:

元日除书湿。到而今、西风老矣，贺轺初

入。自是龙颜深注想，孤凤翔而后集。久父

老、攀留原隰。庾岭经行梅亦喜，小奚奴、背

底惟诗笈。冰雪操，又谁及。

昨来容易风云翕。便三台两地，也只等闲

如拾。天马不鸣凡马喑，百步何如五十。况汹

汹、波涛方急。此去一言回天力，著高高、百

尺竿头立。浇磊块，快鲸吸。［3］3640

词中称美吴燧高风亮节，直言敢谏，并对其深

深期许，希望他能以忠言匡正天下，借赞赏吴燧之

贤抒发爱国忧时之念。 《满江红·和刘朔斋节亭

韵》一词语言清新可诵，亦是酬唱上品。此外，

《念奴娇·宝祐丁巳闰四月，偕十友避暑白云寺》、

《摸鱼儿·送王子文知太平州》、《沁园春·监司元

宵招饮不赴》等数词，虽非严格意义上的酬唱之

作，但或是与友人共游，或是为友送别，或是因僚

友之事起意而作，词中各有寄寓，略提于此。就中

《沁园春·监司元宵招饮不赴》一阕可称妙笔，全

词无绮句丽语，平常写来，却饱蕴哲理，语淡而思

长，传达出作者在经风历雨之后平静恬然、安定自

处的人生态度。

除去咏物与酬唱， 《文溪词》另有少量作品，

或拟写闺情，或指点山水，或自寿诞辰，风姿各

异，性灵独标。如《渔家傲》: “重著夹罗犹怯冷。

隔帘拜祝团圆镜。取片龙涎安古鼎。香閤静。横窗

写出梅花影。寒鹊颤枝飞不定。回纹刺就更筹永。

小玉欣眠呼不醒。霜气紧。丽谯吹动梅花引。”［3］3644

词美字丽，神韵飞动。又如《贺新郎·丙辰自寿、

游景泰小隐作》，写放怀山水，闲适自得。此类作

品虽量少题繁，却饶有胜致，亦是 《文溪词》之

一端。

二、豪婉兼美，苏辛后劲——— 《文 溪

词》之风格

前人关于《文溪词》风格的论述，以毛晋与

杨慎所言影响最为广泛。毛晋《文溪词跋》评李

昴英《摸鱼儿》曰: “余读《摸鱼儿》诸篇，其佳

处岂逊‘杨柳岸、晓风残月’耶?”［4］杨慎《词品》

卷 五 曰: “其 《兰 陵 王》一 首 绝 妙，可 并 秦、

周。”［5］513毛晋以李词与柳永比论，杨慎以李词与秦

观、周邦彦比论，且均认为李词妙处不减前贤。柳

词铺叙展衍、慢曲新声，秦词凄艳伤感、情韵兼

胜，周词低沉婉转、音律严整，此三家皆为婉约词

风的典型代表，毛、杨二人将李词与柳秦周并列，

遂使其在某种程度上也打上了婉约的烙印。但是，

李昴英生活于南宋后期，其逝世仅 20 余年，宋朝

便被蒙古铁蹄覆亡。当此之时，家国飘摇，社稷动

荡，李昴英作为一位有着高度民族归属感且忠君恋

阙的朝廷命官，写诗填词便很难彻底脱离整个社会

大环境，而不仅仅只是沉湎于缠绵雅丽的艺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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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身处庙堂，食君俸禄，眼见国势日倾，奸邪当

道，李昴英必定感愤于心，自己虽有满腔报国热

血，却又时常因群小诬陷而遭贬逐，在此情此境之

下所创作的《文溪词》，其风格倾向绝非“婉约”

一面所能涵盖。实际上，考察过李昴英全部词作之

后便可发现，婉约词风固然在《文溪词》中占有

一席之地，但仅是一个侧面，《文溪词》的主体风

格，正是由苏轼肇端、至辛弃疾而臻于极盛的豪放

之风。

先来看被杨慎认为 “可并秦、周”的 《兰陵

王》一词:

燕穿幕。春在深深院落。单衣试，龙沫旋

薰，又怕东风晓寒薄。别来情绪恶。瘦得腰围

柳弱。清明近，正似海棠，怯雨芳踪任飘泊。

钗留去年约。恨易老娇莺，多误灵鹊。碧云杳

渺天涯各。望不断芳草，更迷香絮，回文强写

字屡错。泪欲注还阁。孤酌。住春脚。便彩局

谁忺，宝轸慵学。阶除拾取飞花嚼。是多少春

恨，等 闲 吞 却。阑 干 猛 拍， 叹 命 薄， 悔

旧诺。［3］3637

陈廷焯《云韶集辑评》卷七评此词曰: “ ( 上

阕眉批) 曲折深婉。凄艳。 ( 下阕眉批) 情词并

茂，合秦、柳为一手。遣词押韵，字字精炼，一片

神行。”［6］也是以秦观、柳永作比。潘游龙辑《精选

古今诗馀醉》卷四评此词曰: “词极艳丽，至嚼花

吞恨句犹鲜妒。”［7］表面上看，《兰陵王》似是一首

思妇词，写一位闺中女子思念远游的夫君。春日燕

飞，女子独自试穿薰香华服，却饱受离别之苦。怕

晓寒，情绪恶，人瘦损，皆因离别而来。去岁曾相

约重会，如今依旧天涯两隔。女子满怀愁苦，欲学

苏蕙以回文诗寄托思念，又因心神不属而屡屡写

错，以致落泪。于是她借酒浇愁，百事慵懒。最后

以“阑干猛拍”四字将情绪发泄而出，既痛伤薄

命，又恨远人不归。全词思想感情的着眼点，便在

于“阑干猛拍，叹命薄，悔旧诺”三句。历朝思

妇诗词，甚少有以“拍阑干”的方式表达思妇感

情的，思妇伤怀，幽怨居多，而恨意强烈到了要用

纤纤玉指去击打阑干的程度，殊不多见。而且，这

三句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辛弃疾的名句 “把吴钩看

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二者字里行间

皆充满了不甘与愤懑。辛弃疾是壮志难酬，李昴英

呢? 与其说《兰陵王》纯是一首婉约伤感的思妇

词，我更相信这是作者在以夫妻喻君臣，以夫离妻

喻君远臣，表达的是其宦途遇阻、报国无门的悲慨

之情，辞 虽 婉 约 而 意 实 沉 痛，词 骨 清 雄，掷 地

有声。

被毛晋认为佳处不逊 “杨柳岸、晓风残月”

的《摸鱼儿》共有四阕，以 《摸鱼儿·送王子文

知太平州》一阕最为知名，词曰:

怪朝来、片红初瘦，半分春事风雨。丹山

碧水含离恨，有脚阳春难驻。芳草渡。似叫住

东君，满树黄鹂语。无端杜宇。报采石矶头，

惊涛屋大，寒色要春护。

阳关唱，画鹢徘徊东渚。相逢知又何处。

摩挲老剑雄心在，对酒细评今古。君此去，几

万里东南、只手擎天柱。长生寿母。更稳步安

舆，三槐堂上，好看彩衣舞。［3］3638 －3639

毛晋《文溪词跋》曰: “ ( 李昴英) 因送太平

州太守王子文词得名，叔旸亦止选此一调，称为词

家射雕手。”［4］叔旸，指《花庵词选》的编者黄昇。

今本《花庵词选》只见所选之词，不见 “词家射

雕手”的评语，但此阕 《摸鱼儿》乃李昴英扬名

之作当无疑问。王子文即王埜，是与李昴英同时的

主战派官员。此时，他即将赴任太平州 ( 治今安徽

当涂，为当时宋元争战前线) 太守，文溪赋词相

送。上片用笔婉丽，写风雨摧花，山水含恨，乃为

春阳即将离去之故。 “有脚阳春”，典出唐代贤相

宋璟，后世代指贤臣惠政。“难驻”，即不能停留，

喻王埜即将卸任他去。于芳草渡头送别，黄莺啼鸣

似乎在请求春天不要离去，喻不舍王埜之离。而采

石矶 ( 临近当涂) 浪险凄寒，更需要春阳的守护，

虽然不舍，却不得不舍。过片承上启下，由景入

情。唱起送别的《阳关曲》，航船徘徊待发，一别

之后，后会无期，你我举杯痛饮纵论今古，为国为

民雄心如虎，愿你此去成为社稷支柱，护卫国家东

南的安危。最后四句是作者为王埜母亲贺寿之辞。

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曰: “今按其词有‘长生

寿母。更稳步安舆，三槐堂上，好看彩衣舞’句，

乃献寿俗套谀词，不知当日何以得名。”［8］结合全词

来看，末几句没能承接起前句拔高的豪气，使得下

片气格顿衰，确实有狗尾续貂之嫌。除去结尾落入

俗套，此词上片以婉约笔触抒写送别之景，情辞俱

佳; 下片借景抒怀，语势由平稳转入昂扬，情绪由

低沉转入高亢，表现出对家国安危的巨大关怀，字

里行间豪情难掩。此阕而外，《摸鱼儿·用古“买

陂塘旋栽杨柳”韵》中“惯松径穿云，梅村踏雪，

朗笑自来去”［3］3638之句，饶有气势; 《摸鱼儿·五羊

郡圃筑壮猷堂落成》中“便整顿乾坤，经营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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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国要元老”［3］3638 之句，倾吐伟志。概括言之，此

数阕《摸鱼儿》豪婉兼美，而豪犹胜婉。

李昴英的其余词篇，则以豪放一路为多。如名

作《水调歌头·题斗南楼和刘朔斋韵》:

万顷黄湾口，千仞白云头。一亭收拾，便

觉炎海豁清秋。潮候朝昏来去，山色雨晴浓

淡，天末送双眸。绝域远烟外，高浪舞连艘。

风景别，胜滕阁，压黄楼。胡床老子，醉

挥珠玉落南州。稳驾大鹏八极，叱起仙羊五

石，飞 佩 过 丹 丘。一 笑 人 间 世， 机 动 早

惊鸥。［3］3642

此阕极 称 广 州 山 水 之 胜。上 片 以 “万 顷”、

“千仞”起笔，气势非凡。作者登临斗南楼，尽览

远近诸景，心神顿觉清凉。潮涨潮落，时雨时晴，

遥远天边的美景也被 “送”来眼底，胸怀大畅。

而在那微茫的烟涛之外，还有着数不清的别国异

邦，惊天的波浪中却航行着他们辐辏的商船，词境

至此阔大。下片承上，对广州之形胜继续称扬，认

为斗南楼之胜景甚至比南昌滕王阁和徐州黄楼还要

高出一筹。“胡床老子”典出东晋庾亮，以庾亮代

指原词作者刘朔斋，赞美他醉中命笔，写下精彩词

章。此后，作者逸兴遄飞，笔势腾跃，想象自己乘

着大鹏遨游地表八方，叱醒化为石头的五只仙羊飞

往仙境，奇思壮采，扑面而来。结尾二句，以《列

子》中“海上鸥鸟”的典故表达自己无欲无求的

淡然态度。全词气韵雄放，境界恢宏，读来酣畅淋

漓，可谓字字珠玑，落笔如神，笔者以之为《文溪

词》压卷之作。周笃文《宋百家词选》称其“可

与柳永西湖之词，东坡赤壁之咏，鼎足而三。”［9］

《贺新郎·饯广帅马方山赴召》、《水调歌头·寿参

政徐意一》等词也均写得豪气横飞，用意当世。

虽然“豪放”是《文溪词》的主调，但李昴

英的婉约之笔也同样出色。如《浣溪沙》: “笋玉

纤纤拍扇纨。戏拈荷叶起文鸳。水亭初试小龙团。

拜月深深频祝愿，花枝低压髻云偏。倩人解梦语喧

喧。”［3］3645 《粤词雅》认为其 “似五代之作”［2］4885。

五代小令以写相思闺情见长，文辞绮丽，李昴英此

阕《浣溪沙》以香闺女性作为描述对象，写她执

扇、戏荷、品茗、祈祷、释梦等一系列情事，兼有

温庭筠之密丽与韦庄之清疏，为婉约佳制，潘飞声

“似五代之作”的评语可称确当。

李昴英所处时代正值以姜夔为宗的 “格律词

派”方兴未艾，而李昴英却能超然独立于词坛大势

之外，写出自己的特色，殊为不易。陈永正《粤词

概述》评价曰: “宋理宗时番禺人李昴英，其词作

高华伉爽，沉郁苍凉，自成格调，完全摆脱了南宋

后期姜夔、吴文英的格律词派的影响。”［10］综观以

上所论，《文溪词》的风格特征可说兼具豪放与婉

约二者特质，既有豪放之作，也有婉约之章，更有

作品一词而兼二美，但总体以豪放为主、婉约为

辅。李昴英实为“苏辛后劲”。

三、粤词巨擘，岭外一家——— 《文 溪

词》之词史地位

有宋一代，词坛之繁荣旷古绝今。300 年间，

佳作迭涌，名家辈出。如果以地域为维度来进行观

照，则会发现词的创作以江南为盛，而岭南地区处

于词坛边缘。唐圭璋先生在 《两宋词人占籍考》

中统计，两宋时期，浙江省有词人 216 人，江西省

有词人 153 人，福建省有词人 110 人，为词人最富

省份; 而岭南之广东省仅有词人 6 人，广西省仅有

2 人，海南省则一人也无。［11］岭南词坛虽然不似浙

赣闽那样人丁旺盛，但是，作为岭南文化的传统载

体之一，岭南词自有其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广西

的二家词人石安民、张仲宇均只有 1 首作品传世，

且平淡无奇，在此不予多论。下文主要以宋代粤词

为观照对象，考察《文溪词》的词史地位。

“粤词产生于迥异于内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中，抒写粤人的感怀，表现粤地的风情，构成了南

粤文化一个特别的组成部分，体现了粤文化特有的

精神品质。”［12］李昴英与崔与之、刘镇、赵必、陈

纪、陈楠等宋代粤词六家就正是粤地特有文化与风

情的先锋传达者。南宋名相崔与之为宋代粤词嚆

矢，被尊为 “粤词之祖”。李昴英与其有师生之

谊，交情笃厚。其词今存 2 首，以《水调歌头·题

剑阁》得名于世。《粤词概述》曰: “崔与之的词，

对后世岭南词人影响颇大，开创了以‘雅健’为

宗的岭南词风。”［10］崔与之存词绝少，但其为宋代

粤词导夫先路，功不可没。南海人刘镇被杨慎称为

“南渡填词钜工”［5］511，《花庵词选》选其词 22 首，

代表作为《沁园春·题西宗云山楼》、《水龙吟·

丙戌清明和章质夫韵》等。刘词风格明丽，情真意

挚。《粤词雅》称“其词格高气远，情致绵邈，而

才足以运之，为宋代词家特出”［2］4885，甚为赞赏。

赵必是太宗赵光义十世孙，南宋宗室，曾入文天祥

之幕助其抗元，宋亡后隐居不仕。其填词私淑清

真，所存 31 首词中有约三分之一追和周韵，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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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沉细腻，多伤怀之作，且“家国之思，时时流露

词间”［2］4890。 《风流子·别赣上故人用美成韵》、

《绮罗香·和百里春暮游南山》等作品可略表其词

风格。陈纪与赵必一样，也是遗民词人，其词仅存

4 首，但水平上佳。名作《满江红·重九登增江凤

台望崔清献故居》词句沉痛，借缅怀前贤崔与之抒

发亡国破家之悲愤，格高意远。陈楠是修仙炼道的

方外之人，乃粤词的一个特例，词中多丹药修炼之

语，字里行间仙气弥漫，艺术上则无甚可说。

前文曾言，李昴英被《花庵词选》的编者黄

昇赞为“词家射雕手”，贺裳在《载酒园词话》中

亦称其为“填词圣手”［13］。毛晋《宋六十名家词》

第五集收录《文溪词》，是此书所收唯一一家岭南

词人。这些都证明了前人对李昴英词艺的肯定。与

李昴英相比，上述五家词人中，崔与之、陈纪词才

颇高，但存词过少，虽有佳作，毕竟达不到《春江

花月夜》“孤篇压全唐”的程度，《文溪词》中亦

多有可与颉颃之作; 刘镇、赵必存词量与李昴英相

当，文才亦在伯仲之间，但刘、赵二人皆失于气格

偏弱，境界不宏，不若李词中含有大寄托、大感

慨。二人与文溪辞采相埒，唯输风骨。至于陈楠的

道家炼丹之作，与常词迥异，此处不再比论。综合

言之，李昴英可说是宋代岭南词坛成就最著之人，

其词史地位不容忽视，“粤词巨擘，岭外一家”八

字，庶几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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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guan people，and a symbol of their spirit and temperament．
Key words: Qu Dajun; agarwood culture; cultural connotation

Ｒesearch on Henry Fok Ying Tung’s Sports Thought ( by HU Hong － dong，LIN You － biao)
Abstract: Mr． Henry Fok considered sports as a great matter which could revitalize the Chinese nation and make it stand rock －

firm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He made painstaking efforts for and enduring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sports． Studying his sports
thought，summarizing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and evaluating his influence and value are of important illuminating implication
and reference value to the current sports theory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and to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China into a sports power．

Key words: Henry Fok; sports thought; practice; contributions; influence; value

On the Artistic Connotation of Guo Dushi’s Poems ( by HUANG Chun － mei)
Abstract: Guo Dushi was a famous poet of east Guangdong and also a renowned artist． His poems inscribed on his paintings ex-

pressed his sentiments and his aesthetic views and were unique． His poem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intings and in the meantime
expressed his subjective life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integrating poetic and artistic realms and greatly expanding the paintings’ar-
tistic conception and connotation． His works are of high artistic attainment and are examples of poetry and painting reinforcing each
other．

Key words: poems on paintings; Guo Dushi;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Ｒesearch on Li Maoying’s Wen Xi Ci and His Historical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Ci － poetry ( by WU Hao)
Abstract: Li Maoying’s Wen Xi Ci features praises of objects and responses in poetry to friends’poems． Many of his works ex-

pressed his wild abandoned passion． Though flowery language is occasionally used，his poetry was mostly characterized by a bold and
grand style，carrying forward the styles of Su Shi and Xin Qiji． Wen Xi Ci’s rich language and natural made it unique in the realm of
ci poetry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is out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ci and deserves the title of“Giant in Guangdong and U-
nique in Lingnan School．”

Key words: Li Maoying; Wen Xi Ci;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i

On the Acceptance of Tao Yuanming by the Lingnan School during the Early Ming Period ( by WANG Zheng)
Abstract: The Lingnan School litterateurs had overall formed wild and unorthodox mentality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and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m to adapt to the cruel and oppressive rule of the Hongwu perio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ynasty． They showed great
enthusiasm for Tao Yuanming the recluse poet． The hermit mentality can be traced in all their works and Tao poetry images and sto-
ries were frequently employed in their poetic creations． Their poetic style is also simple and unadorned．

Key words: the early Ming period; Lingnan Poetry School; hermit mentality; Tao Yuanming; acceptance

On the Number and Purpose of Cattle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 by GUO Jun － ran)
Abstract: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cattle in the Han Dynasty，but their number could decrease dramatically during war or

natural disasters． Cattle were used mainly for tilling land and pulling carts． Farming with cattle was widespread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advanced farming technique of“one person － one cattle － three plows”had emerged． The Qin and Han governments owned a
large number of bullock － carts and formulated specific and strict management 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m． In addition，cattle were
used for husking grain and fighting in wars． The Qin and Han governments attached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farm-
ing cattle with a view to protecting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Key words: cattle; bullock － carts;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farming with cattle

The Miners Problem on the Sino － Vietnamese Border as Ｒeflected in the Songxing Silver Mine Incident in Vietnam
( by PING Zhao － long)

Abstrac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many Chinese people entered Vietnam resulting in the border miners － related problem
haunting both China and Vietnam． The Songxing Silver Mine was the largest silver mine in Vietnam and employed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Because of the two large － scale brawls among Chinese miners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period，the Chinese and Vietnam-
ese governments jointly rectified miners in the border areas and caused large numbers of Chinese miners to flee back to China． As a
result，the Vietnam mining industry previously staffed by Chinese miners began to decline． At the same time，driven by the suprema-
cy of national interests，the Nguyen dynasty nationalized mines and Songxing Silver Mine started to decline． The two countries’ap-
proach to dealing with brawls among Chinese miners reflect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border managemen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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