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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润诗（字钟雅，1906 年—1946
年），出生在北平一个普通的书香门第之
家。父李绍辰，是清末的秀才，颇善书
画；母亲是家庭妇女，贤惠温柔、善良。
兄李润书，毕业于中国大学会计系，解放
前经营会计事务所，解放后曾任同仁堂
中药店私方代理人之一。父母的言传身
教和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使从小就天
资聪颖的李润诗得以顺利地从小学、北
平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毕业，考入北
平大学医学院。从此，她与医学结下了
不解之缘。在医学院里，她攻读内科，成
绩优异，毕业后留校任教，开始为中华医
学事业的复兴献身。

1929年的中国，军阀混战，帝国主义
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益加深，到处是一片
黑暗落后的景象。李润诗被当时社会上
科学救国的热潮所感染，她同进步青年沈
其霞、林宝骆等人乘船东渡日本留学。在
日本，她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投
师于当时日本最著名的内科大夫稻田龙
吉，专门攻读内科、细菌科专业。在学习
期间，她发奋刻苦，取得了优异成绩，受到
了导师的赞赏。

1931年，她完成了3年艰苦的学业，
冲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重重阻力，毅然回
到了祖国。在北平开办了李钟雅大夫诊
所，专治内科、妇科、小儿科各种疾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政
府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使祖
国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
统治。李润诗面对这些现实，看透了腐败
无能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实质，
怀着一股救国救民的正义感，毅然参加了

“救死扶伤、发扬人道主义”的红十字协会
进步组织，试图实现科学救国。她积极呼
吁各界人士，要力求缩小贫富差别，进行
社会救济，发展民族教育，扫除文盲等
等。她在自己开设的诊所里，对穷人实行
减费或免费治疗。

是年，李润诗在参加“欧美同学会”进
步组织时，结识了共产党员、北平大学教
授王思华。在王思华革命思想的熏陶和
影响下，“马列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和军
阀官僚”“改善民众生活”等等就像入土的
种子一样，深深地植根在她的心里。李润
诗逐渐对剥削和压迫有所不满，对日本侵
占我国东北更是痛恨，对中国的前途有了
新的认识，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无产阶级革命，才是人民的希望。由于

她对革命的向往，与王思华有着共同追
求，于1934年同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王思
华结婚。钟雅医院从此成为他们开展革
命活动的掩护所。1937年“七·七”事变
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大规模入
侵，北平街头日本宪兵肆无忌惮地到处逮
捕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人士，北平处于一
片血腥恐怖之中。在对敌斗争中，王思华
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被日本特务列到逮
捕名单中。党中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
定让王思华撤离北平，只身前往延安。王
思华走后，钟雅医院被捣毁，各种医疗器
械设备全部被破坏，无法工作。李润诗目
睹“家破国亡”的悲惨状况，激起她对日本
侵略者和国民党的无比仇恨。她将两个
月的小儿子王童留给自己的护士，不顾产
后尚未恢复的身体，带着3个子女，冒着
生命危险，越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层
层封锁，长途跋涉，历尽艰难困苦，奔向革
命圣地——延安。

李润诗到达延安后，在革命的熔炉中
锻炼成长，开始新的革命生活。一次，她
接到林宫骆从广西的来信，信中说出他决
心赴延安的心情。她及时地把此事报告
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我们欢迎这样的
名医参加抗战。”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李润
诗还用书信动员说服当时北平的著名医
生投奔延安。

在延安时期，李润诗曾先后任中央党
校校医，华北医院小儿科主任，中央办公
厅医务主任。1940年，又转到延安白求
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任小儿科主任，并
兼任中国医科大学小儿科教员。当时根
据革命工作需要，她的工作调动较频，但
每到一处，她对承担的工作都尽心竭力地
完成。李润诗有高超的医疗技术，不论工
作条件的好坏，不分昼夜地为伤病员服
务，奋不顾身地为党工作。她身患严重的
高血压，对此，她全然不顾，常年冒着酷暑
和严寒，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沟梁之中，
起五更爬半夜地为军政人员及家属，为老
百姓和儿童治病。从没有出现过任何事
故和差错。凡是经她治疗的病人都予以
她很高的评价，群众称她为“革命后代的
慈母”。她还经常给毛泽东、王稼祥等中
央领导看病，受到党中央领导的赞扬。
1942年的一天，毛泽东特地约见了她，并
一起合影留念。李润诗平时很重视自己
的政治修养和思想改造。1943年，在延
安经过党的整风运动，使她系统地接受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进一步确立了无
产阶级世界观，得到了锻炼，更加坚定共
产主义信念。1944年整风运动的后期，
经黄树则和李亭植二人介绍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面
临着争取和平民主和夺取全国胜利的新
形势，李润诗与王思华一起奉命从延安转
赴东北，为党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
而斗争。1946年 1月，他们到达通辽。
党组织安排王思华担任辽吉省委秘书长，
留在通辽。李润诗随李富春到刚刚解放、
斗争形势复杂的哈尔滨西满分局工作。
她没有任何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同时
为减轻王思华的负担，她欣然带着几个孩
子来到西满后方医院任院长兼政委。不
久，她又被调到齐齐哈尔市陆军医院做院
长工作。

当时正值东北鼠疫猖獗，严重地危害
着解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直接影响着东
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进行。党和初建的各
级政权在斗争形势紧迫的情况下，及时派
出大批医务工作者来到辽北解放区疫源
地，为人民防治鼠疫。早年在白城子成立
了辽吉防疫委员会，领导群众开展防疫灭
疫工作。同时，辽吉军区卫生部决定在白
城子建立卫生技术厂，制造鼠疫疫苗，以
防治鼠疫的蔓延，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
在鼠疫发生的高峰时期，李润诗又被派到
辽北省政府所在地——白城子，任辽吉防
疫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辽吉卫生学校校
长和辽吉军区卫生技术厂顾问职务。

李润诗在领导辽吉军民防疫和筹建
辽吉卫生学校和卫生技术厂的繁忙工作
中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往返于白城与洮南
之间，为了早日控制鼠疫的蔓延及其他传
染病的流行忘我工作着。

为了提高防疫水平，扩大卫生技术厂
的规模，李润诗不畏艰难，亲自去哈尔滨
联系收集制造疫苗所必须的各种设备。
经过紧张的奔波运筹，她先后将高压消毒
柜、白金耳洗机等器械运回白城。她还从
佳木斯卫生技术厂录用了几名未返回日
本国的日籍技术员，又从长春等地录用了
技术员和技术工人，解决了卫生技术厂生
产所需的设备和技术力量。经过李润诗
千方百计的努力，百斯笃、霍乱、百日咳等
疫苗在辽吉卫生技术厂很快投入了生产，
为辽北解放区军民的卫生防疫工作作出
了积极的贡献。李润诗对工厂的生产关

心倍至，她每星期坚持定点、定时到工厂
检查指导，研究解决生产技术方面的难
题，保证了工厂生产的正常进行。

由于繁忙艰苦的工作，李润诗的高血
压病日益恶化，时刻威胁着她的生命。
1946年10月28日上午，李润诗感到身
体不适，战友和亲人们劝她休息一下，但
她不肯，下午照常到厂工作。警卫员刘柏
元对她百般劝阻也制止不了，只好随从她
一起去上班。下午，在卫生技术厂办公室
研究工作时，李润诗感到阵阵不可控制的
眩晕和胸闷，她自己走到办公室门外想透
口气清醒一下头脑，以便再继续工作。当
她刚刚走到门口，就因突发高血压并发脑
溢血跌倒在地，口鼻出血、昏迷不醒。办
公室的同志们迅速将李润诗抬进屋内。
技术厂医务所的大夫久恒（日本人）闻讯
后立即赶来，采取了急救措施进行抢救。
辽吉行政公署主任朱其文、辽吉省委秘书
长王思华也先后闻讯前来探望。但终因
病情严重，抢救无效，于1946年10月28
日晚8时逝世。李润诗为人民卫生事业、
为东北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终年只
有40岁。

李润诗的一生是中国妇女、老一辈革
命知识分子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真
实写照。她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瀚海人
民心中，万古流芳。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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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智慧、便捷的新技术，高校替学生多
想一点，服务就会更精准、更靠前、更贴心

今年的寒假十分特殊，如何让闲不住的
大学生安全又安心？不少高校探索使用云技
术，更便捷、智慧地做好工作。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云沟通是疫情防
控工作的重要渠道。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一
些学生难免无措，“南航范”微信小程序让3
万名学生感受到来自学校的实时关心。辅导
员在线值守，为学生答疑解惑更快；家长会线
上举行，校方与家庭联系更紧；心理咨询专家
远程疏导，学生保持更理性的心态。屏幕这
边的一声保重，凝聚着老师的守望；云端那头
的一句平安，则是学生给学校最好的宽慰。

借助智慧、便捷的新技术，高校替学生多
想一点，服务就会更精准、更靠前、更贴心。

假期本就是同学们查漏补缺、学习充电
的宝贵时期。寒假延期，“停课不停学”，要根
据具体实际适时适度地开展云课堂。这其
中，少不了新技术的助力。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的课程《物理与艺术》视频收看二维码被大
量转载，上传到云盘的《高数积分公式推导讲
解》很受欢迎，云辅导发展综合素质、云听课
营造网上学风等形式丰富的教育新途径应运
而生。5G技术也派上了用场，通过实时信息
感知、全面数据整合等方式，精准分析不同学生的学习特点，从“人找
课程”转向“课程找人”。这样一来，学生可以遴选更匹配专业特性和
个人特点的学习资源，提高自主学习、创新学习、智慧学习的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每年春季学期都是招聘旺季。今年，不少线下招
聘会暂时取消。与此同时，多地推出空中招聘会平台、在线“双选
会”、校内外职业导师的线上“一对一”帮扶……有了云招聘，同学们
足不出户就能获取招聘信息，咨询就业服务政策，与用人单位无障碍
沟通。

目前，通过云技术开展教育教学等工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春季
学期特别的“打开方式”。这是对防疫要求的努力适应，也是对新技
术的探索应用。及时总结经验、发现短板死角，定能跑出高校战“疫”
加速度。

今天的人们，对“九省通衢”的概
念不太有直观的体会。尤其是现在，
十八线小县城也有高铁，地级市就直
飞新马泰，世界是大是小，似乎只是余
额是多是少的问题。

四通八达，是种什么体验？李白
可能比较适合解答这个问题。

李白不仅喜欢写诗，还喜欢送
诗。谁来到了自己的城市，谁明天就
要去远方，他就像个短信提示，定点准
时送一首诗。通过这些，就能看出一
个地方的地理格局。比如定位武汉，
李白在这都写过什么？首先当然是那
首小学生必背之——《送孟浩然之广
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
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
流。看题目就知道，孟浩然要去广陵，
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天下三分明月
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这么个好地方，
从黄鹤楼一片孤帆就过去了。

此外，他在这里还写过：《江夏送
林公上人游衡岳序》，一位僧侣要去衡
山；《送黄钟之鄱阳谒张使君序》，这位
要去鄱阳，在今天的江西；《峨眉山月
歌送蜀僧晏入中京》，这位要去京城长

安，进京方向；《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
之东都序》，这位去的是洛阳；《送张舍
人之江东》，这位去的是江南；《博平郑
太守自庐山千里相寻入江夏北市门见
访却之武陵立马赠别》，题目看着有点
复杂，看前面几个字大概就明白了，郑
太守从庐山千里来寻他，看着就有点
感人。

列了几首，看着李白迎来送往，大
概就知道九省通衢是个什么概念了。
在没有高铁飞机的时代，大家东南西
北地一通跑，都要从这里过一下。在
这里，流向四面八方的江水滔滔不绝，
李白人人有份的诗文滔滔不绝。

武汉，作为九省通衢，有一个抽象
评价：武昌之地，襟带江、沔，依阻湖
山。左控庐、淝，右连襄、汉，南北二
涂，有如绳直。

这段话看着就有点儿燃，读起来
就有一种仿佛自己是诸葛亮，正在隆
中对的感觉。大意就是，长江、沔水、
汉水、淝水，都在辐射范围内，南北之
间，被这里拉成了一条直线。所以，去
哪的人，都容易在这里遇见李白。正
是这样的地位，这里有过文人吟咏，士
人辗转，商贾辐辏，光华璀璨。无论是
唐诗还是宋词，这个地方都绕不过去
的，这里也是文化里的九省通衢。从
疫情发生之初直到今天，都偶有来自
这片土地的人被歧视的新闻，这让人
看了不是滋味。有诗的地方，就是有
文化的地方，有文化的地方，就是有尊
严的地方。安顿过王维、孟浩然、李白
的地方，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应该有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的傲气，在一些新闻里却是战战兢兢，
看着让人有些难过。

李白和他的朋友们，都没绕开过
武汉，其实今天的人们何尝不是？这
个靠着长江、开着樱花、做着热干面的
城市，有多少人会从这里经过？实在
应该善待来自这里的人，因为有很大
概率在某一天，这里也将接纳我们。

听闻武汉已有些春意，用一首李
白的诗结尾：待取明朝酒醒罢，与君烂
漫寻春晖。愿春风吹拂这里，愿春光
撒向大地。

子年一到，说鼠气氛骤然火爆。文人
学士纷纷操觚染翰，佳作迭出；受到世风裹
挟，我也不禁炮制了一篇拙文凑个热闹，但
求在这一主题下说点不同的内容。

老鼠形态猥琐，咬啮家什，传播疾病，
与苍蝇、蚊子以及蟑螂并称为“四害”，俗语
中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说。在文学作
品中，老鼠的口碑也不好。《诗经·硕鼠》中
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
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
爰得我所。”唐人曹邺《官仓鼠》一诗道：“官
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
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鲁迅在
《狗·猫·鼠》一文中说：“几百年的老屋中的
豆油灯的微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飘忽
地走着，吱吱地叫着，那态度往往比‘名人
名教授’还轩昂。”“祖母她们虽然常恨鼠子
们啮破了箱柜，偷吃了东西，我却以为这也
算不得什么大罪，也和我不相干，况且这类
坏事大概是大个子的老鼠做的，决不能诬

陷到我所爱的小鼠身上去。这类小鼠大抵
在地上走动，只有拇指那么大，也不很畏惧
人，我们那里叫它‘隐鼠’，与专住在屋上的
伟大者是两种。”鲁迅对于老鼠的态度，虽
然不同于流俗，但明显存在着“以小为美”
的价值取向，并不是无差别的博爱。

然而，真正的护生主义者对老鼠却持
“同情的理解”，甚至洋溢着一种好感。

刘义庆《世说新语》中记载，“晋简文帝
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
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板批杀
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
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
乎？’”简文帝有情及鼠，故不愿下属戕杀老
鼠；而当杀鼠之人因此受到弹劾时，简文帝
更不愿意“以鼠损人”。这则故事见于《世
说新语》“德行”门，可见在编撰者眼中，这
是简文帝护生有德的表现。

苏轼曾经在诗歌《次韵定慧钦长老见
寄八首》其一中写道：“钩帘归乳燕，穴纸出
痴蝇。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定慧长
老守钦常常忍下食物作鼠饭，这不但是对

老鼠怜爱有加，简直是“鼠饥己饥”式的体
贴入微了。这在世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
于一个得道高僧而言，也许就是浑闲事吧。

丰子恺有一幅《昨夜的成绩》的漫画，表
现了世人以抓到老鼠为成绩，以玩赏老鼠的
痛苦为乐的心理。但是弘一法师在题画诗
中却对这种所谓的成绩进行了消解和否定：

“是为恶业，何谓成绩？宜速忏悔，痛自呵
责。发起善心，勤修慈德。”世人因为执迷不
悟，弘一法师的题画诗到底有多大影响不好
说，但作为弟子的丰子恺对法师可谓拳拳
服膺。在现实世界中猫见老鼠，“面目忽狰
狞，张牙且舞爪，残杀又噬吞”，但是在
《护生画集·解放》一画中，丰子恺发奇思妙
想，描绘了一只猫开笼放鼠的情形。题画诗
写道：“至诚所感，金石为开。至仁所感，猫
鼠相爱。”在丰子恺看来，仁爱到了极致，猫
与鼠可以化敌为友，和乐融融。

唐代柳宗元在《永某氏之鼠》一文中
说，永州有某氏者，“因爱鼠，不畜猫犬，禁
僮勿击鼠。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由
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

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馀也。昼
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
不可以寝，终不厌。”永州某氏之爱鼠，柳宗
元解释说因为是子年生人，以鼠为生肖之
神，有把鼠神话的倾向；在我看来，其潜意
识中的护生情结也起了作用，这一点似乎
更重要。与此相似的，还有唐代牛肃《鼠救
缢妇》一文：“姑苏阊门外，某商妇逋欠客
钱。客告官禁追。妇无措，闭户自缢。自
早至晚不出。邻家怪之，排户入，见妇绳断
仆地。又见大鼠无数，群聚叫噪焉。急救
得苏。盖其家素不畜猫，又常以米谷供鼠
食也。”老鼠以咬断绳子的方式拯救自缢的
商妇，意在报答她平日的施舍。可见只要
心怀悲悯，便足以消彼犷心，使得老鼠也能
以德报德。柳宗元《永某氏之鼠》是一篇寓
言，尽管房屋易主后老鼠悉数被歼，但恰是
前屋主的爱鼠情结，使得老鼠产生了“饱食
无祸为可恒”的错觉。牛肃《鼠救缢妇》是
一篇小说，收录在《纪闻》一书中，该书多记
传奇故事，这篇小说也不失传奇色彩。

世人对老鼠百般排斥，而护生主义者
对老鼠却有无限爱怜。需要指出的是，护生
主义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的儒、
道、释有密切关系，追溯起来，儒家的仁民爱
物、道家的因任自然和佛教的慈悲为怀，乃
是护生主义隐伏的思想资源。护生主义消
除了对老鼠的嗔恨，把老鼠与其他生灵——
甚至与人类无差别对待，既保全了好生之
德，也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解落三秋叶，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竹万竿斜。
[赏析]
李峤是唐代诗人，曾经做

过宰相，能诗善文，与苏味道、杜
审言、崔融合称“文章四友”，晚
年被称为“文章宿老”，学者争相
模仿、取法。李峤是咏物诗的大
家，写过120余首《杂咏诗》，均
为五律，每首以一字为题，歌咏
一物，如《日》《月》《江》《舟》《屏》
等，多用典故，带有类书的性质，
可供童蒙学习诗律、积累典故之
用。后来流传至日本，在平安时
代成为贵族及士族阶层重要的
幼学读物。

《风》也是一首咏物诗，但
并非《杂咏诗》中的一首，相比而
言，因未用典故，多用描写，轻浅

易懂，对仗工整，更适合儿童记
诵。风是我们习见的自然现象，
本质是空气的自然流动。秋叶
黄落，春花绽放，本是自然界气
候变化带来的新陈代谢现象，但
因其中往往伴随着北风的呼啸
和东风的轻拂，似乎也就被当成
了风的功劳。所以诗人说风能
吹落“三秋叶”，也能催开“二月
花”。我们仿佛能看到北风摧枯
拉朽，木叶簌簌而落，春风化育
万物，万物欣欣向荣的景象。风
能催陈迎新，功莫大焉。

如果说前两句说的是风的
“内功”，那么后两句说的就是
风的“外家功夫”。风吹过水
面，小则泛起涟漪，大则卷起千
尺波浪，滔滔冲天；风吹入竹
林，初则沙沙作响，继之以万竿
倾斜俯仰，宛如荡起层层绿
浪。千尺之浪，万竿之斜，以夸
张的方式，写出风的巨大威力。

这首诗更像一则谜语，四句
诗构成谜面，隐而不露，旁敲侧
击，不着“风”字，却暗含“风”意；
标题则揭示出谜底。 （雨果）

三月的昆明风软云白，滇池碧
波万顷，红嘴鸥上下翻飞，远山横
翠，美不胜收，而览今怀古，不禁让
人想起古代一位曾为滇池环境做过
贡献的人，他就是谪居云南三十五
年的明朝大才子杨慎。

杨慎（1488年-1559年），字用
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
都区）人，其父为首辅杨廷和，杨慎
自幼聪明过人，勤学善思，二十三岁
即考中状元，三十七岁时因“大礼
议”事件流放云南，直到去世。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
雄。”这一千古名句便是杨慎作于被
谪途中。到了云南后，杨慎逐渐调
整心态，不仅开始讲学兴教，还关心
人民疾苦，多次为民请命。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已是
花甲之年的杨慎得知有人借疏浚

“海口”为名，盘剥百姓，遂上书当地
官府，要求制止劳民伤财之举，并作
《海口行》《后海口行》长诗两首，痛
加抨击。

《海口行》云：“君不见，云南有
水称昆明，万山之巅一泓倾……建
议掘搰者谁子？人力可与神龙争！
板锸才动舟已覆，海丁百十冤号
声。利未锱铢害已大，民命讵比鱼
鳖轻。吾闻湖边有田之家十余姓，
纷纷哄议于台评，利在数家害百万，
无乃时诎而举赢……”

原来，滇池出水口被称为海口，
而有个别官吏豪绅借着滇池水位下
降之机，将湿地开发成农田占为己
有，后来，池水上涨，将田地淹没。
这些官吏豪绅竟以兴修海口的名
义，再次围湖造田，恢复自己的田

地。海口几年前刚进行了一次大修
工程，已经让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次
又要摊派六千丁夫，老百姓怨声载
道，杨慎直言：“乃二三武弁投闲置
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在《海
口行》中，杨慎批评滥用民力的做
法，揭露出“利在数家害百万”的真
相，在诗的结尾，杨慎呼吁“安得仁
人罢此役，亿兆歌舞如更生”，体现
了杨慎浓厚的爱民情怀。

随之，杨慎又写下续篇《后海
口行》：“今年太岁属壬子，海干赤
地盈千里，良田尽作龟背文……八
十迁叟向余说：人自作孽非天穷
……前年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
喜海夫怨。撒却金汁破银河，反向
台司诉干旱；台司肯听此辈言，开
塞应须日千变……”杨慎借老翁之
口谴责那些与水争利、破坏环境、
导致干旱的官吏豪绅，正是因为他
们存有私念，不顾民情，坚持修海
口，大肆疏泄滇池水，才给百姓带
来了悲剧。

当地官府在权衡利害得失之
后，最终听取了杨慎的意见，及时
停止了这场劳役，老百姓对杨慎感
恩戴德。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
杨慎卒于戍所，临终时，他以“临利
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评价自己
的一生，同时告诫子孙要传承发扬
这种重义轻利、见义勇为的家风。

杨慎为彩云之南所做的好事，
还有很多很多，他曾作诗云“花月春
城夜色悠”“春城风物近元宵”，是将
昆明称为“春城”的第一人，杨慎留
下的这份宝贵财产，已成为了昆明
享誉四海的美丽名片。

李 润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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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白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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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