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博昌7岁进私塾，15岁考入
济南正谊中学读书。他勤奋好学、
生活俭朴、成绩优良，尤其善长诗
赋，深得同学们的赞誉和老师的赏
识。1925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取
中国最优秀之法科学校朝阳大学。
当时，中国北方正处在北洋军阀段
祺瑞的反动统治之下。作为国家政
治中心的北平，在政治上受到国共
合作及五四运动的深刻影响，各种
进步思想、革命思潮在各大学校园
里传播。

王博昌不仅系统地学习了法
学、经济等专业知识，还通过阅读各
种进步书刊、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在
思想上受到新文化运动、新三民主
义和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中国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及其形成
的根源有了一定认识，并决心为改
变这种状况而奋斗。

王博昌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
既能写一手好文章，又能娴熟地利
用诗词歌赋抒发情怀。上学期间，
他兼任《北京时报》编辑，经常发表
文章以针砭时弊，唤醒民众，同时也
赚得稿费，维持学业。

纵观写作内容所表达的事项和
情怀，王博昌遗稿大体可分为两个
阶段。一是1930年之前读书阶段

的诗稿，二是1931年走上革命道路
直至1938年11月9日（农历九月十
八日）壮烈牺牲期间创作的诗稿。

桃花带雨浓赋
（以题为韵）

则见浓艳共含，浓香尽吐，浓粉
千枝，浓阴万户。滴浓露于清晨，飘
浓香于卓午。值此春回金谷，赏花
而座设桃源，伊谁春买玉壶。看雨
而门开桃坞，颜姿绰约。曾看树树
摇风，珠露淋漓。更见枝枝著雨。
彼夫梨花烟锁，药花云封，非不清香
漠漠，艳冶重重。曷若此烟霞其质，
粉黛其容。花因雨而飘香，比初花
而犹好。雨催花而破蕊，较未雨而
更浓。未几，林煦新晴，溪溶宿雾，
红雨盈堤，绿阴夹路。指霭霭之桃
花，看浓浓之雨露，既乐吟赏雨之
诗，更思作看花之赋。

解读：
过完一个沉睡的冬天，当周边

还是沉睡的枯枝和荒坡时，桃花率
先含苞吐艳。当人们还没有反应过
来，桃花便铆足了劲铺天盖地地盛
开，最先给乡村带来惊艳和生机。
细细的春雨随风飘落林间、洒向村
庄，孩童雨中追逐嬉戏，大人们便在
桃园中设桌椅把玉壶品琼浆玉液，
一番犬吠水声中，好一副桃花带雨
浓的景致。短暂的惊艳过后便是花
瓣的飘落，然而绿珍珠般桃芽的笑
脸呼之而出。桃花从生到死是一场
美丽与惊艳的演绎。

该赋写成于1920年前后，是王

博昌在叔父王崇昆开办的私塾读书
时所创作。作者用敏锐的眼光和积
极的心态，在荒芜的旷野中发现美
的新生命的萌动，展现了王博昌幼
时的诗赋功底和敢于冲破桎梏向往
美好生活的襟怀。王博昌的爷爷王
一时生有三子，大儿子王崇山幼年
早逝，二儿子王崇岳（王博昌的父
亲），三儿子王崇昆开办私塾。王家
世代务农但很重视教育，属于典型
的诗书耕读勤俭之家。王博昌的叔
叔王崇昆，贡生，私学功底扎实。王
博昌与马千里同在王崇昆家的私塾
学习，王博昌自幼聪慧，诗词歌赋一
点就透，藻思泉涌，是周边几个村子
较有名气的小才子。这首田园美景
诗应是王博昌私塾将要毕业时所
作，体现了王博昌热爱生活、热爱家
乡、赞美家乡的积极向上的品格。

荷喧雨到时赋
（以题为韵）

时则香浸沾衣，风催落帽，吟雨
畅怀，尝荷寄傲。荷喧雨而横斜，雨
喧荷而颠倒。忽见轻衫薄袂，相逢
避暑人来。遥看绿笠青蓑，恰值钓
鱼翁到。既而烟收云敛，露滴粉披，
埃尘难染，冶艳倍滋，香风阵阵，蕊
挺枝枝。招来书舫闲游。衣湿荷花
之际，折绿碧桶小饮，诗成雨霁之
时，况复密点才过，奔泉交清。雨足
霏烟，荷阴蒙雾，书堪留客。何须竹
外微风。尚欲烹茶，可取茶间清
露。正荷净纳凉之候，饮酒赋诗。
待雨霁棹之余，挥毫作赋。

解读：
盛夏酷暑，作者书舫闲游，看到

碧绿的荷叶长满荷塘，香风阵阵，蕊
挺枝枝，风催落帽，吟雨畅怀；轻衫薄
袂，避暑人来；绿笠青蓑，垂钓鱼翁；
荷净纳凉，烹茶饮酒。作者写景状
物，荷塘之荷叶、荷花、纳凉人、垂钓
翁等，美好的景致勾起作者的诗意。

景致描写栩栩如生且人、物、景
融为一体，宛如一幅生动的油画映
入读者眼帘，赋中有画，画中有诗，
展现了作者的才思灼灼和才华出
众。该诗与唐代温庭筠的《卢氏池
上遇雨赠同游者》有异曲同工之
妙。其诗曰：“簟翻凉气集，溪上润
残棋。萍皱风来后，荷喧雨到时。
寂寥闲望久，飘洒独归迟。无限松
江恨，烦君解钓丝。”

松涛赋
（以松含风里声为韵）

枝高眠鹤，干老蟠龙，风吹气
爽，雨过烟浓。阴添数尺，盖叠千
重。涛发空林，翠梳环而滑滑；涛流
曲径，绿盘髻而松松。杂竹间煮茗
之声，飘来短榻。举石上调琴之韵，
吹落遥峰。涌三篙之碧涨，响一院
之青松。盖有雕栏一一，芳径三
三。或携觞而酣饮，或挥尘而高
淡。窗敝则松村翠滴，帘开则松阴
烟涵。碧浪于亭前亭后，绿波于舍
北舍南。径畔坐听，枝缭绕而连碧
汉。风前眺望，干葱茏而映澄潭。
一林音送，万树声应。

解读：

《松涛赋》写于 1921-1925 年
间，是作者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
所作。济南正谊中学始建于1913
年，其创始人鞠思敏1906年加入同
盟会进行反清革命，后来选定教育
为终身事业。1913年9月8日，鞠
思敏与蒋衍升、高彭年、王祝晨等人
共同创办的济南私立正谊中学正式
开学。校址设在大明湖畔的阎敬铭
废祠内。由于收费低廉，正谊中学
吸引了大批贫寒人家的孩子，其鼎
盛时期在校生达到1700多人，居济
南私立学校之首。1921年王博昌考
入济南正谊中学。阎敬铭旧祠院内
古松林立，松枝层层叠叠相互交叉，
左右伸展遮天蔽日。松鹤栖息于高
高而苍翠的枝端；沧桑的枝皮犹如蟠
龙附上，风吹气爽，雨过烟浓。推窗
揽胜，树下听涛。幽静的环境中却孕
育着无限的生机。作者写松言志以
表情怀，对人生和未来充满希望。

悼白丁香花文

随杨花而沾地，美人无寿，骚客
奚疑。清白无福，笔墨奚辞。春去
无情，我性奚痴。春来无日，我恨奚
移，已矣哉！天荒地老兮何芷君身，
海枯石烂兮何绝我心。丁香丁香之
无香兮，文悼之而句辛。彼苍真不
怜贫士兮，忍使枯园之余兮。此意
惟吁之于花兮，何日重丽而一新。

解读：
白丁香属亚乔木，树干紫灰黑

色，有细裂纹，单叶对生，高可达十
米以上，木质具有特种清香气味。
丁香花因花筒细长如钉且香得名，
它的花、枝、叶可入药，是著名的庭
园花木。其花序硕大、开花繁茂，花
色淡雅、芳香，习性强健，栽培简易，
因而在园林中广泛栽培应用。古代
诗人多以丁香写愁。20世纪30年
代的正谊中学，校长鞠思敏支持学
生的进步爱国活动，该校成为学生
运动、地下党组织活动基地，成为传

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鞠思敏被
誉为“山东的蔡元培”。1925年“五
卅惨案”发生，正在正谊中学读书的
王博昌和正谊中学其他师生一起参
加了济南商界、学界等13个团体的
10万市民声援上海的群众集会，校
长鞠思敏被选为大会主席上台演
讲。在教育家、革命进步人士校长
鞠思敏及先进分子的教育引导下，
王博昌如沐春风，拨云见日，看到了
丝丝光明。王博昌一方面潜心学习
文化课知识，一方面广结良师益友，
学习进步思想，渐渐萌生了家国情
怀和民族气节。这首诗是对上海

“五卅惨案”死难的同胞而作。

桃花源诗

源出羲皇世，桃花送眼前。
男耕无事日，女乐太平年。
阡陌青桑曲，原畴绿树鲜。
往来老与少，名利讵为缘。
境是殷周上，时殊蟹豸连。
谁知佳世界，独写古山川。
人物凭心造，风光现指旋。
有丞如迹著，身或化为仙。
解读：
本文写于1930年6月，是作者

借东晋文学家陶渊明《桃花源诗》诗
韵赞美家乡，意欲建设家乡的一首
诗。1925年，王博昌以优异成绩考
入北京朝阳大学。王博昌与刘顺元
（北京师范大学学子）、王绍堂（北京
大学学子）被称为“博兴三才子”。
1930年6月，王博昌在北京朝阳大
学毕业，很多同学留北平或到省会
城市工作。像王博昌这样毕业于著
名法科学校的学生到省会城市或司
法机要部门谋职是非常容易的，但
王博昌却执意回原籍建设家乡。该
诗表达了他热爱家乡，决心回原籍
建设家乡的志向和决心。

（作者系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文
化研究所综合办公室主任、副教授，
王博昌革命文化研究项目负责人）

早有鸿鹄志 初心为人民
——博兴县早期革命者王博昌诗赋解读（上）

姚吉成

王博昌，滨州博兴人。1906年生于今（滨州市博兴县）博昌街道王楼村，1925年考入北平朝阳大学。1930
年毕业回乡加入中国国民党，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担任中共博兴后备县委书记，1938年6月任博兴
县委复建后第一任县委书记。1938年11月，王博昌在与日军战斗中为掩护部队安全撤离壮烈牺牲。

2020年，由博昌街道发起，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滨州日报·滨州网联合中共博兴县委党史研究中
心、博昌街道成立了“初心使命与担当——王博昌革命文化与后世影响”课题组，旨在挖掘王博昌革命烈士生前事
迹及革命精神。经过近一年多时间的挖掘和研究，现将王博昌烈士生前部分遗作诗稿研究成果进行展示。

编者按

明朝二百七十六载，无棣县出
了三个尚书，户部尚书王佐、吏部尚
书杨巍和署理兵部尚书谷中虚。明
初，王佐在“土木之变”为国捐躯。
明中叶，杨巍和谷中虚因同乡同榜
同朝且志同道合，遂成为挚友，留下
千古佳话。

同榜中举，先后及第

杨巍（1517-1608），字伯谦，号
梦山，世犹传称“二山先生”，明朝山
东济南府武定州海丰县（今山东省
滨州市无棣县）人，出仕四十余载，
忠君爱国，仁德清廉，文韬武略，朝
野相颂，仕至吏部尚书，诰授荣禄大
夫，封太子少保、升太子太保、晋上
柱国，追赠“少保”，赐“少牢”，宦绩
扬名中外，文章称奇今古，《明史》有
传。

杨巍先世不是无棣本地人，其
先祖杨子荣于明永乐二年（1404
年）由江苏山阳县（今淮安市淮安
区）始迁无棣定居，视为“海丰杨氏”
一世。杨巍曾祖父杨麟、祖父杨斌、
父杨光祖，因杨巍官均被特赠为光
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赐建

“三世褒德坊”；杨巍曾祖母崔氏、祖
母张氏、母安氏因杨巍官均获赠“一
品夫人”，赐建“姑妇双贞坊”“荣寿
双全坊”。

杨巍（“海丰杨氏”七世）兄弟三
人，其兄杨崇（早逝），其弟杨岩（太
学生，出任河南汝州知州，借补颍州
知州，诰授奉直大夫）。

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五月十
四日，杨巍出生于海丰县尚义里村
（今无棣县杨三里村），幼时境况清
苦，知父母抚子辛苦，晨昏定省，寒暑
无间，对兄对弟，亦恭敬友爱备至。5
岁始在家塾读书，学习刻苦，早有文
名。17岁院试入庠，成为秀才。

杨巍从9至14岁时，在外塾读
书。此间，他与同乡谷中虚成为同
窗好友。此后，二人志同道合近半
个世纪。

谷中虚(1525-1585)，字子声，
别号“岱宗”，宦游二十余载，秉公执
法，直言敢谏，捍卫疆土，仕至兵部
左侍郎、署理尚书，诰授通议大夫。

谷中虚先世于杨巍先世一样，
也不是无棣本地人。明朝初洪武年
间，谷中虚先祖谷德明为躲避兵乱，
遂举家由河北三河县（今廊坊市三
河市）迁入无棣定居，视为“海丰谷

氏”一世。谷中虚曾祖父谷文友、祖
父谷强、父谷通均以务农为生。谷
强、谷通因谷中虚官，获赠通议大
夫、兵部左侍郎。

谷中虚（“海丰谷氏”六世）兄弟
三人，其兄谷中悦，其弟谷中涵。

明嘉靖四年（1525年）六月二
日，谷中虚出生于南门里（今无棣县
城里村），天资聪慧，勤勉好学，7岁
时就能写文章，12岁时参加邑考，受
到最高奖赏。因家境贫寒，谷中虚
益自奋励，手不释卷，恒读至夜分，
瞑目拥膝而坐。无棣县城世家大族
杨天宠得知谷中虚勤奋好学，不禁
赞叹道：“他日必为国器！”于是，将
爱女许配给谷中虚，还专门把谷中
虚请到家塾里学习。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秋，三
年一次的乡试时，无棣县共有二人
秋闱中式，成为举人，这两个人便是
谷中虚与杨巍。那一年，谷中虚19
岁、杨巍27岁，杨巍为此特赋诗一
首《乡试场屋中作》（载钦定《四库全
书》）：“明远楼头星斗稀，三声画角
雁南飞。此时父母应相说，共喜儿
郎入棘闱。”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二月，
刚刚参加秋闱中举半年后的谷中虚
和杨巍结伴入京，参加由礼部主持
的春闱（会试）。谷中虚一举中式，
成为贡士。随后，他在紫禁城参加
由皇帝亲自御殿的殿试，登第三甲
第十七名，赐同进士出身。这一年，
谷中虚年仅20岁，可谓大器早成。

杨巍赴春闱应试不获隽，回故里
读书于县城北八十里张仲桥旁楞严
寺，就学于古寺僧人海洁上人。3年
后的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月，
31岁的杨巍再赴春闱应试，中式，登
中进士第三甲第一百二十一名。

初仕知县，声名鹊起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谷中
虚出任河北高阳县知县。嘉靖二十
七年（1548年），杨巍出任江苏武进
县知县。二人都是从基层干起，后
来成为国家之栋梁。

谷中虚上任后，清理积案，平反
冤狱，数十年不能结案者，鞫得其
情，竟以枉释。谷中虚在高阳，省费
剔蠹，发奸摘伏，政事顺遂，人民和
乐。在例行三年一度的官员考核
中，胡姓御史微服私访，见高阳政通
人和，非常满意。胡御史又当面令

谷中虚审理疑难案件，谷中虚迎刃而
解。胡御史赞叹：“老吏不如也！”胡
御史回京后，遂向吏部重点推荐谷中
虚给以提拔重用。因当时谷中虚实
在是太年轻又任职年限太短、资历太
浅，只被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

就在谷中虚被外派镇守山海关
时，杨巍到江苏武进县就任知县。

当时，常州府诉讼案件甚多，武
进又是常州府首县，诉讼案件堆积
如山。杨巍从调查入手，认真剖析，
均能据实断案，其处理诉讼案件的
宗旨是：“以教为本，以德化之”。时
有周氏三兄弟因家产争讼，连年不
息。杨巍便教育他们珍惜手足情
谊，“兄弟义重，财产事轻”，使他们
愧悔罢诉。此事传开，诉讼渐少。
武进有一位豪强，历任知县都遭到
他的议论，唯独对杨巍恭敬有加。
特别是奉巡按委查勘无锡人华文林
状告顾尚书、尤府丞、王御史抢夺其
家财物时，因顾尚书居官京都，府县
官员俱不敢过问，巡按酆南湖无奈，
便把卷宗发武进问理。杨巍依法断
案，如实上奏，结果使被告二人充军、
二人服役，罚稻千石，所夺财物追还
华文林，巡按遂称：“苏松常镇无如武
进执法者。”如此，杨巍之清正廉明朝
野相颂，遂为“江南第一令”。

戍卫边关，智勇双全

谷中虚、杨巍二人虽为文弱书
生，却通晓军事，谷中虚防倭寇掠扰
海疆、杨巍阻北虏进犯中原，均有智
有谋，为捍卫疆土屡立战功。

在山海关长城城墙上，立着50
位在建设和防卫山海关历史上有功
的将军和大臣的塑像。这其中有两
位志同道合、同心协力御倭寇的山
东人，一个是在全国声名远播的戚
继光，另一个则是谷中虚。

明朝时期，山海关是朝鲜使者
进京的必经之路。按照惯例，朝鲜
使臣入京对守关将士多有馈赠。谷
中虚上任后，一改多年积弊，不但私
馈毫无所受，而且与使臣关系融
洽。为此，朝鲜国人立石于鸭绿江
旁江岸生祠之。谷中虚镇守山海关
三年，不畏强权，晋升为兵部车驾司
员外郎，再晋升为兵部武选司郎中、
兵部车驾司郎中。

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倭寇
屡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朝廷调时任山东都指挥

佥事的戚继光出任浙江都司佥书，
次年升任参将，镇守宁（波）、绍
（兴）、台（州）三郡，备倭浙江。此时，
已由浙江布政使司参政升任按察使
的谷中虚于公务之便多次至戚继光
军营探望，与其就一些军事部署、剿
除方略等促膝探讨，为保卫海疆、扫
平海波可谓呕心沥血。对江浙一带
风土民情了如指掌的谷中虚建议戚
继光组建一支采用营、官、哨、队四级
编制方法编成的新型劲旅。嘉靖三
十八年(1559年)，戚继光在谷中虚的
鼎力支持下，从浙江金华、义乌等地
招募慓悍民众近四千人，经严格训
练，编成名闻天下的“戚家军”。

隆庆元年（1567年），谷中虚升
任浙江巡抚。浙江宁波镇海为国防
重镇，谷中虚称之为“斯浙东之保
障，盖犹之西陵虎牢也……”，后人
又誉其为“东南屏翰无双地，万里海
疆第一关”。因此，谷中虚为防止倭
寇的侵犯，整练陆兵，亲赴海疆，饬
武备，授方略，创设外洋水师战舡，
以备倭寇，倭患以息。

隆庆四年(1570年)，谷中虚改
任湖广巡抚，因其在招抚黄中率众
饥民造反“平一方大难于笑谈，活数
万生灵于默运”，隆庆帝龙颜大悦，
赐赉甚渥，特晋升谷中虚为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陕西巡抚。因谷中虚
回家奔丧，未能到陕西上任。服孝
期满后，仍留任浙江巡抚。谷中虚
第三次在浙江任职期间，守卫海疆
有功，升任兵部右侍郎，又因促使蒙
古鞑靼俺答汗归顺有功，隆庆帝赐
其金币，升其俸一级。考满，封谷中
虚兵部左侍郎，署理兵部尚书事。

隆庆六年（1572年）七月，抗倭
名将谭纶升任兵部尚书，谷中虚辞
去了兵部左侍郎官职，回到故里无
棣。当年，杨巍因戍边有功，晋升兵
部右侍郎。那时，谷中虚48岁，杨
巍56岁。

杨巍戍守山西、陕西、宣府等地
十三载，“泽润生民，动树边疆”，成
为明政府倚重的“右臂长城”。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杨巍
由吏科给事中升任山西按察使司驿
传道佥事兼摄雁门兵备道，镇守平
型关。守关四年，宵衣旰食，练兵防
秋，日理万机，严饬边防。嘉靖三十
七年（1558年）七月，有北方少数民
族蒙古500余铁骑从北楼胡峪口入
侵繁峙县，此地离京师保定府的茨
沟仅30里。为防止蒙古兵惊扰京

师，杨巍亲率本部兵马张旗擂鼓，严
阵以待，放炮示警，敌寇闻风由旧口
落荒而逃。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二月，
杨巍以杰出的军事才能升任山西布
政使司口北道参议，驻防宣府西路
的左卫。七月秋防期至，杨巍利用
蒙古兵麻痹心理，设伏洗马林堡。
不久，有400余蒙古兵越境揉田，杨
巍率各营人马一拥而出，蒙古兵批
甲不及，2名首领被射杀，斩首级53
颗，夺获马匹200余匹，杨魏因此受
到嘉靖帝钦赏银二十两、官服一
套。第二年四月，蒙古兵大举侵犯
蔚州时，杨巍被派协助筹措军饷，经
巡抚批准亲自携带白银三千两到渡
口堡犒师，三镇之危变潜消，保证了
边防安全，再次受嘉靖帝钦赏金币。

3年后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四月，杨巍晋升山西按察司朔州
兵备副使，防守阳和县，精选士卒，
申明号令，修葺城堡，整修战具，严加
防守，对所辖十四堡派兵防守，严阵
以待。七月十五日，蒙古万余铁骑从
柳沟入侵，见阳和境内无隙可乘，随
即退去。由于杨巍屡建大功，嘉靖四
十二年（1563年）五月至隆庆二年
（1568年）十二月，他先后以都察院
右佥都御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
宣府、陕西、山西等地方兼理军务。

激流隐退，教育子侄

隆庆六年（1572年），明政府政
治腐败，财政枯竭，北虏乘机以向明
廷乞求互市窥视中原，谷中虚独曰：

“糜国费，而奉犬羊，非完策也！”谷
中虚在对外政策上不与宰辅高拱等
人步调一致，发生分歧，有人借机诋
毁、中伤他。深知宦海轻重、朝中端

倪的谷中虚，遂连上四封奏疏辞官
乞归田里无棣。

谷中虚隐退家居14年，从不干
预县里事务，闭门谢客，素食粗饭，
教育子侄，钻研学问，所作《戒子姪》
被传诵一时。《戒子姪》影响后世深
远，并作为谷氏家风被传承至今。
成帙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邑人
张守宣编手抄本《海丰乡土志》之
《氏族》载有无棣20家名门望族，谷
中虚家族位列第六：“谷氏，明朝洪
武间由三河迁海丰。万历间，讳中
虚者，以进士官兵部左侍郎。传至
今，二十三世。”

早在隆庆六年（1572年），也就
是谷中虚急流勇退那一年，56岁的
杨巍就在《辞兵部右侍郎疏》中乞休
致回故里养老。直到万历十八年
（1590年），74岁的杨巍经过四十余
次上疏恳请告老归田，终于该年二
月二十八日获万历帝恩准，并给予
月米岁夫，颁赐羊酒新钞。

杨巍家族与谷中虚家族一样，
都是无棣20家名门望族之一，杨氏
位列第十一：“杨氏，明永乐二年，由
淮安迁海丰。万历间，讳巍者，以进
士官柱国、少保、吏部尚书，建祠，春
秋祀。国朝乾隆间，讳纲者，以进士
官南漳知县。光绪间，讳修田者，以
举人官光州知州。传至今，二十二
世。”（张守宣《海丰乡土志·氏族》）

据《杨氏家乘》记载，杨巍科进
士后，开启了无棣“海丰杨氏”科贡
举仕之盛况。杨氏一门，有进士2
人、文武举人13人、贡生（监生、太
学生）67人；一品官4人、二品官4
人、三品官6人、四品官8人，五品官
以下者42人。由此，杨氏族望盛于
明清两朝长达400余年之久，实为
无棣乃至鲁北津南之望族。

同乡同榜同朝志同道合
钩沉明代杨巍与谷中虚的深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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