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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梅之焕生活于明末，但他没有将创作视野局限于个人世界，没有沾染颓靡之风；相反，他的诗文始终以

朝中政事、边塞战事、乡里民情为主，以刚毅风格记录现实事件，以质朴语言上陈民意，秉公心方执笔

墨，毁家私以纾乡难。梅之焕诗文及其精神是明末乱世中的一声如洪钟般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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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i Zhihuan live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but he did not limit his creative vision to his personal 
world and did not pollute himself with decadence; on the contrary, his poems and articles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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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d on political affairs, the border wars, and the feelings of the people in the townships, rec-
orded real events in a resolute style, expressed the public opinion in simple language, wrote with 
an impartial heart, and dedicate his property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of his hometown. Mei Zhi-
huan’s poems, articles and the spirit are a bell-like cry in the chaotic world of the late Ming Dy-
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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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明朝末年，朝政更加腐败混乱，百姓生活艰难，边疆各部族蠢蠢欲动。即使明思宗朱由检有心作出

变革，但沉疴积弊之深，远远不是他所实施的各项政策能够改变。在如此混乱、压抑的时代氛围中，梅

之焕以政绩、战功著称一时，其诗文也有值得称道之处。 

2. 刚毅忠贞：梅之焕生平及思想简介 

2.1. 梅之焕生平简介 

梅之焕，字彬父，湖广麻城人(今麻城市)，生于万历三年(1575 年)，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 年)。其伯

父是侍郎梅国桢。梅之焕少年时就显露出不同于常人之处，万历十三年(1585 年)参加乡试，即获得主考

官赞赏。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中进士，后任庶吉士、吏科给事中等职。 
梅之焕性格耿介，直言敢谏。当时，万历皇帝朱翊钧已多年不理朝政，朝中事务由近侍、权臣把持。

针对这一局面，梅之焕上《通壅省嚣疏》，批评万历皇帝。梅之焕从政期间公正严明，有勇有谋。万历

四十三年(1615 年)梅之焕补广东参议。在此期间，他积极勘察民情、清理冤案，即使遇到疑难案件或者

权贵干涉也决不退缩。以袁八老为首的一伙海盗在潮州作乱，梅之焕主动请缨，前去剿匪。他先切断了

海盗补给线，又在海上投放数千块免死木牌，拾到者可凭此牌到地方官那里自首。于是，袭扰潮州的海

盗纷纷溃散。梅之焕一生热心教育，注重发掘人才。在担任山东主考官期间，他认真批改士子的文章，

所选士子皆一时才俊。梅之焕在退居麻城之后采取多种措施，热心帮助乡民，积极抵抗匪徒。1630 年，

由于朝堂斗争复杂，梅之焕被褫夺官职，返回麻城老家。但是，政坛失意并没有使他消沉。在家乡闲居

期间，他严惩贼人、救济贫民，为地方安定贡献了一份力量。 

2.2. 梅之焕思想简介 

忠君报国是梅之焕思想的主线。在他生活的时代，每个人都能切实感受到内忧与外患交织在一起，

但是，“鸟雀人情处处看”(《送王江防使者归里》)，太多人只顾一己私利，见到蝇头小利便凑在一起，

些许风吹草动便四散奔逃，这就是那个末世时代所有人都无法逃离的生存状态。梅之焕经历过几十年宦

海浮沉，对明末官场的种种黑暗有深切体会。但他依然竭尽全力忠于朝廷，《从军行三首》包含了诗人

对边塞困苦生活的切身体会、对战场生死未卜的惆怅、对朝堂旨意不可违的无奈等复杂感情，但是他仍

然强调“杖亦圣主恩，杀亦圣主恩”，君命是绝对不可违抗的！面对皇帝身边出现佞臣的状况，梅之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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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规劝“君王莫听鸧鹒舌，巧作如簧乱凤笙”(《赋得春深五凤城》)。作为臣子，“河伯应分圣主忧”

(《过黄河》)，无论如何，大臣都应主动承担责任，坚守阵地，为皇上分忧解难，“言事惟无一字欺”(《送

赵芝田明府入觐三首》其二)。今日看来，上述思想显然是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的，但是梅之焕的高尚人

格及出众的行事能力不能因此而受到否认。 
崇祯十四年(1641 年)，梅之焕逝世。《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有传。生平记载亦可见于万延《明故嘉

义大夫巡抚甘肃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梅公行状》、钱谦益《梅长公传》。有《梅中丞遗稿》传世。 

3. 抒末世忧愤：梅之焕诗歌创作特色 

据万延所作行状，梅之焕诗文在当时已受到关注，科场文章更是闻名遐迩。他的创作题材主要涉及

边疆战事、怀古怀人、乡村闲居、儒佛理义等。但是他本人对诗文持一种温和态度，不仅没有着力于此，

更未有意保存，因而现存作品数量有限。由后人编辑的《梅中丞遗稿》共八卷，包括奏疏、启、表等行

政文书，祭文、忏疏、碑文等日常实用文书，以及诗、序、论等文学作品。 

3.1. 梅之焕的边塞诗 

边塞诗在梅之焕的诗作中最受瞩目。这类作品以作者的实际生活为基础，摹写战场厮杀的悲壮惨烈、

边地生活的苦寒艰辛以及建功立业的欣慰欢喜，例如前文提到的《从军行三首》。相比之下，《白马篇》

更加灵动、有生气。此诗开篇四句描写白马健壮的身形和昂扬的精神，接着描写急于奔赴前线的迫切心

情，“昨日充卒队，气忿不得战”。此诗的后半部分用夸张的手法，想象十万大军全力出击，“所将湟

中儿，勇悍遵谋算”，将士们奋勇杀敌，打败外族入侵者。诗的最后，作者兴奋地写下“为我语匈奴，

诘朝请相见”，全诗情绪达到最高点。《白马篇》可以看作梅之焕对未来建功立业的无限期许，是他边

塞豪情的集中抒发。 
《送张三石抚军出塞》是一首较为独特的诗作。从表面看，此诗主旨仍然是在鼓励友人奋勇杀敌、

报效君王，但是其中的情感却异常复杂。开头先叙赠诗缘起，随即以“沉沉往事梦中看，塞草苍茫古人

迹”两句领起幽深思绪，列举苏武和王昭君两个历史人物，他们都曾历经出塞漫漫旅途之艰辛，都曾饱

尝塞外伶仃生活之困苦。至此，诗作情绪逐渐转向低沉。之后，作者直接写出内心的担忧：“胡地吹笳

五月秋，忧时怀古总关愁。已见天狼横漠北，又闻庚癸动山头。山头烽火何时灭，中原更有玄黄血”[1]。
“天狼”指天狼星，古人认为这颗星主侵扰劫掠；“庚癸”出自《左传·哀公十三年》，后指军中缺乏

粮草；“玄黄血”出自《周易·坤》，其上六之爻辞为：“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此处引申为忠君报

国。梅之焕引用这三则典故，说明令他感到不安的原因既来自敌方的强大凶猛，又来自己方的混乱虚弱。

为了勉励张三石，诗人写道：“孤臣回首一徘徊，岂为为郎头欲白。君不见贾生五饵系单于，一逐长沙

志已虚。但使文章动蛮貊，寇公何必在中书？吁嗟乎！关中无酂侯，金城鲜营平。独使中郎忧，国计益

苦心”[1] (《梅中丞遗稿》卷八)。此处接连引用颜驷、贾谊、寇准、萧何等典故，上述历史人物的共同

点是均身怀救世之才能，却下场凄惨。全诗以“会将向日回天力，卷起银河洗甲兵”两句结束，看似以

激越昂扬的期许收束全篇，实则难以挽回整首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总体情感氛围。这是因为，

在同时代人看来，将两则出塞典故、四则能臣典故引用于赠别诗，固然是勉励友人，但也是向友人提示

未来可能的遭际，气氛过于压抑；在后人看来，梅之焕此诗正作于明末乱世中，上述典故仿佛是谶语，

在预示明王朝即将走向灭亡的命运。可以说，此诗是明末官场、战场、社会整体状况及诗人出处矛盾、

痛苦心境的集中反映。 

3.2. 梅之焕的怀古、怀乡诗 

梅之焕的怀古、怀乡诗因末世气息而增添了一些宏大、绝望的悲剧色彩。从现存的作品看，任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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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山东、广东、甘肃等地的经历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诗歌创作素材。在奔波于天涯的某个节日，在浮沉

于宦海的一段闲暇，在留连于先贤祠堂的复杂思绪中，梅之焕往往会思念远方的家人和景物，想起与友

朋倾心交往的瞬间，感慨前代名人的遭际与坚守。 
现存的梅之焕怀古诗数量不多，主要有《明妃曲》《文丞相祠堂五首》等，都与明末时局有千丝万

缕的关联。《明妃曲》为五言律诗，围绕王昭君和亲命运展开：“咫尺凭图画，天涯想见期。玉关羌管

夜，金锁汉宫时。一世容华尽，千秋宿草知。只愁青冢月，依旧妒娥眉”[2]。此诗首联中“咫尺”与“天

涯”、颔联中“玉关”与“汉宫”、颈联中“一世”与“千秋”均采用对比手法，在空间、时间、事件

方面丰富了本诗的内涵，提升了表现力度，集中表现出作者对王昭君的同情与感伤。然而，如果没有末

世氛围作衬托，此诗也只会沦为平庸的怀古之作。尾联中的“愁”字，是诗人对王昭君出塞和亲命运的

深深叹惜，一个国家的安危竟然维系于一名女子！是诗人对朝政与时局的无尽担忧，如今谁能彻底解除

危急？是诗人对未来的悠悠迷茫，难道真的要再次使用和亲之法？一“愁”字落定，叹惜、感怀、忧虑

纷至沓来。如果换成“只留青冢月”似乎是可以的，宋代张耒《和端午》有云：“国亡身殒今何有，只

留《离骚》在世间”。如果换成“只叹青冢月”似乎也是可以的，唐代韦应物《送唐明府赴溧水》有云：

“只叹官如旧，旋闻邑屡迁”。然而，“叹”“留”两字可用于一般的慨叹，却不适用于表现末世情绪，

不适用于表现朝政危急又束手无策的绝望。为了与“愁”字相配合，全诗最后一句“依旧妒娥眉”将绝

望情绪扩展到对大厦将倾之时依然有人嫉贤妒能的愤慨以及对千余年来才智之士频遭不公的痛心。总之，

“昭君”这一常见的诗歌典故经过梅之焕的精心锤炼之后，其内涵已经具有了浓厚的明末色彩。 
《文丞相祠堂五首》将上述思古忧今的情感导引至更广阔的向度。从整体看，这一组七言绝句以慨

叹文天祥为主题，在内容方面联系紧密，在情感方面层层递进，在风格方面统一又有变化。文天祥在绝

望之境中仍坚守忠君爱国的理想，令后人崇敬赞叹。梅之焕自感所生存时代的整体状况、朝堂与边疆的

情势都与文天祥时代相似，所以他在此组诗第一首里指出“熙宁朋党圣人孤”，即祸根早在北宋神宗熙

宁年间的王安石主政时期就已埋下，这一典故显然是在暗示明末党争。在组诗第二首中，梅之焕以借古

讽今的方式将这层涵义直接写出：“平章谁是不权奸，个个荣终到盖棺。只有丹心旧少保，偏教惟恐赣

州滩”[3] (《梅中丞遗稿》卷八)。“权奸”一词将批判矛头直指身居高位的肉食者，他们在官场结党营

私、攫取财富。尽管如此，他们却“荣终到盖棺”，能获得善终。文天祥一生忧虑国事，结局却非常惨

烈。此诗前后对比强烈，愤恨与怅惋之情自然流露。组诗第三首的内容依然是咏史，但是却暗含着对明

王朝未来走向的担忧。第一、二句仍然是在斥责南宋朝廷不思进取，在实力强盛时不仅没有收复中原，

反而将主战派将领罢黜并杀害。在曾经征战疆场的梅之焕看来，这实在是自毁长城、自掘坟墓。“危时

一旅漫然甚，无奈陈桥老子何”两句从字面上看是写南宋终局：在元军的步步紧逼之下，南宋政权仅存

最后“一旅”，陆秀夫等人在危难之中拥立赵昺为卫王，再次上演宋王朝开国时“黄袍加身”一幕，然

而这根本无法改变任何事情。梅之焕从相似的历史状况中仿佛看到明王朝的结局，纵使有一两位忠臣，

也不可能逆转全局。组诗第四首指出，文天祥的忠诚与才干就连敌首忽必烈也称赞不已。第五首描绘了

祠堂景象，“拜君祠者愿思齐”，不断有后人来拜祭并题写诗作，可见文天祥在后世产生了强大的精神

感召力。这一组五首诗首先上溯到诗人认为的祸根王安石变法，并总括南宋君臣心态，又使用对比手法，

揭示朝堂权臣的私心与文天祥的忧心，最后特别暗示明王朝的可能结局及自己的最终选择，表达了梅之

焕崇高的爱国忧民之心。其容量之宏大，其情感之充沛，其思绪之深沉，是明末绝望氛围中的一声震天

呐喊。 
梅之焕的怀乡诗大多冲淡忧伤，思念之情于字词间款款流露。如《九日将度庾岭二首》，从内容判

断，此诗大致写于 1614 年秋作者赴潮州任职途中。重阳佳节，本应与亲朋同登高处，诗人此时却奔波于

异乡，所以才有了第一首中的“策马登高倍感长”，这“长”不仅是与家乡的空间距离，还有在外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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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距离和疏远家人的心理距离。无限惆怅从心中油然而生，诗人此时感觉自己如同鸿雁，不知该停

留于何方。第二首开头，诗人强自镇定，“天涯何处不重阳，岂少青山似故乡？”天下之大，在哪里过

重阳节都是一样的。然而这种自我解愁式的振奋很快消失，诗人还是陷入了的无尽思乡愁绪中。《梦家

山二首》写于诗人即将渡海的时刻，第一首表达了相近的情感：诗人在梦中见到了家乡的山山水水，醒

来后才记起身处异乡，失落与无奈充溢于字里行间。第二首较有特色，尤其是以下四句：“鲤鱼风老白

蘋洲，群岛环舟海绕流。今夜沙边犹载月，明朝洋里又辞秋”[4] (《梅中丞遗稿》卷八)。“鲤鱼风”指

秋风，“白蘋洲”比喻漂泊异乡，均为诗歌熟语。诗人想象自己即将经历的海上生活：身处小船，只见

远处的一座座岛屿静静矗立；小船前行，海水从两侧流过；夜晚，小船停泊于沙滩边，清晨又会继续驶

向海面，迎接新的风浪。诗人以思乡之情观照大海，使其在宏阔的海景中显得更加漫无涯际；以传统羁

旅诗的手法描绘海洋景色，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范围和表现方法。 

3.3. 梅之焕的闲适诗 

梅之焕晚年闲居家乡麻城，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十年时光。因此，他创作了一定数量的闲适诗。其中，

“梅”这一意象经常出现，或是经眼之景色，或是难忘之记忆，或是心曲之寄托，诗人晚年的复杂心境

由此可窥一斑。在《梅市酒楼成，招鲍大子知、曾四若渭、李二春江、八弟浑然乐饮四首》中，梅之焕

以轻松、悠闲的笔调描绘了友朋畅饮的情景。这一组诗第三首有“秫已成新熟，酿应满旧瓶”句，可推

测写作时间为秋末冬初。其第二首是：“闲身未老便，况复得佳山？万竹连松直，疏梅随岭湾。杯倾螺

壳紫，冠侧鹿皮斑。一阁聊云适，无须放白鹇”[5] (《梅中丞遗稿》卷八)。此次小聚令梅之焕心情愉悦，

他特别声明自己身体依然康健，如今见到美景更觉舒畅：只见松竹挺拔，点点梅花遍布其间。诗人与友

人频频举杯，宾主俱欢。整首诗以爽朗情绪开头，以眼中景色的清冽衬托好友小酌的温馨，读者仿佛从

其情其景中受到感染。《忆山中梅花》写作时间不详，为诗人托物言志之作：“帐底轻云护晓寒，罗浮

梦断角声残。南来驿使虽相赠，不似孤山云里看”[6] (《梅中丞遗稿》卷八)。“罗浮梦”出自柳宗元《龙

城录》，为古人吟咏梅花的常用典故；“南来驿使”也是咏梅诗词熟语。(例如南宋谢琎有《识时梅歌》)
梅之焕以此诗剖白心迹：毫不贪恋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厌恶阿谀奉承、趋炎附势，只期望“孤山云里

看”，能够远离世俗喧嚣，在清幽世界中独自绽放。与这一主题相近的诗作还有《梅花三首》，其二特

别赞美梅花的坚守：“墙边移换春多少，十载惟君处岁寒”。梅花不因周遭风景变换而改变分毫，这恰

恰是梅之焕自己的人生信念。 
总之，梅之焕的诗歌偏重于抒发志向，将忧虑时局、勉励友人、疾恶如仇作为创作的重要内容；其

艺术特色在于以刚毅、质朴的风格营造清爽、明快的诗境。但是，由于较多采用诗词熟语，且未翻新出

奇，使部分诗歌作品新意不足。 

4. 叙乱世危局：梅之焕散文创作成就 

梅之焕生平经历丰富，既曾从政、领兵、督学，为明王朝立下大功，也曾赋闲、归隐、乡居，依然

为家乡贡献力量。以此为基础，梅之焕的散文创作也呈现出鲜明特色：以朝政大事、边塞战事、百姓疾

苦为主要内容；包含奏疏、书信、序、募疏等多种实用文体；文章多以叙事为主，抒情为辅，语言刚劲

质朴，不事雕琢。 

4.1. 梅之焕的叙战散文 

梅之焕叙写边塞战事的散文作品现实意义与艺术成就俱佳。《定乱疏》《报捷疏》两文是其代表。

1628 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魏忠贤势力遭到打击。梅之焕被任命为甘肃巡抚。1629 年冬，后金军队

攻入山海关，明王朝都城遭到威胁。崇祯皇帝发出诏令，要求各地派兵支援京师。梅之焕驻守之地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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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距离遥远，本可以借此理由搪塞过去。然而，他毅然决心领兵千里驰援。这两篇奏疏记叙的就是梅之

焕此次军事行动。 
《定乱疏》详细叙述了梅之焕带兵驰援伊始遇到的士兵哗变事件。根据事先制定的行军计划，这支

勤王队伍兵分五路，各自沿预定路线出发。梅之焕刚刚到达兰州便接到消息，第四路军出现异动，几位

将领遭杀害，部分人马去向不明。通过对部分哗变士兵的察访，梅之焕得知起因是部分将领及士兵贪生

怕死，既不愿数千里奔袭，又畏惧辽东侵略者的凶悍，所以干脆叛变。一部分人重新回到军中，一部分

已经与甘肃一带的土匪、流寇勾结。面对这一突出状况，梅之焕果断采用安抚加分化的计策：“臣侦知

已悉，遂亟传示云：‘若等既有苦情，许亲赴城下面诉。兵马一连走了两日夕，饥馁已甚。审讯明白，

赏他吃的’”[7] (《定乱疏》)。梅之焕从逃亡士兵中意志不坚者入手，以宽大、仁厚的面貌引导其自首。

果然等到黄昏时，有六人前来。其中一人名叫王进才，系“首恶”。梅之焕继续使用上述计策，以铿锵

有力的话语巧妙地将层层利害逐一摆出：先强调造反连累家人，以震动其心灵；然后举出高斌叛逃银定

被就地正法之先例，以警醒其灵魂；再用区分主犯与从犯的策略，以动摇其意志；之后特别指出他们沿

路未曾侵扰乡民，以引出其良知，并暗示梅之焕已掌握全盘情况；最后用烧饼证明梅之焕善必赏、恶必

罚。梅之焕不仅是用语言攻心，还事先秘密布置了相关行动：在自首的 6 人中，有 2 人是副将陶万垒部

下，且他们已预先表明了将功赎罪的意愿。所以在梅之焕吩咐陶万垒从城上扔下烧饼、王进才俯身捡起

之际，其中一人挥刀杀死王进才，并从他身上搜出了被害将领的财物。梅之焕从缴获的赃银中拿出一锭

扔给杀王之人，再次表示赏罚分明。此次士兵哗变很快平定。 
《报捷疏》所述事件发生在梅之焕平定军中哗变之后不久。由于京师危急，朝廷两次下诏命令军队

赶去勤王。甘肃一带的流寇得知此消息后，互相勾结，蠢蠢欲动。梅之焕与部下议定应对策略，兵分四

路，展开攻势。梅之焕的军事部署在战场的残酷厮杀中得到了确证。柳绍宗、盛略首先与悍匪发生遭遇

战；匪徒溃散后，渐渐进入方懋功等将领提前设下的三道埋伏；杨嘉谟领兵继续追击残匪；最后张显谟、

相希尹等将领以枪炮对敌人展开致命一击。至此，匪乱终于平定。 
《定乱疏》与《报捷疏》两文所述事件前后相关，为避免雷同，两文采用的叙事手法及叙事视角有

差异，显示出统一又多样的艺术效果。《定乱疏》一文主要采用第一人称视角，从梅之焕自己的角度展

开叙述。作者如此处理的原因是：该事件主要发生在明朝军队内部，梅之焕不仅仅是亲历者、见证者，

更是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唯有采用第一人称，才能够向朝廷详细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用清晰的文字

表明事件已经得到平息。从艺术效果角度看，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手下士兵哗变事件及彻底解决，能够

使读者更加直观切近地感受到事件的紧迫，也能够使梅之焕本人镇定冷静、有勇有谋、宽严相济的出众

形象跃然纸上。《报捷疏》一文同样是写发兵援助京师大背景下平定叛乱，但这次叛贼已经变成边疆流

寇，并且两文写作时间前后相继，因而写作手法也发生变化。梅之焕首先从平定军中哗变切入，引向边

寇得知大军勤王的消息而频频异动。作者转述多条匪徒侵扰边民的信报，从侧面证明此时边疆已暗流涌

动。面对这一状况，作者陈述了应对之策。接着就是上文引用的残酷战争场面描写。来自第一人称的自

述和来自第三人称的宏观叙述相结合，既能说明梅之焕的军事部署切实、有效，又给读者如亲临战场一

般的阅读体验，使整篇文章呈现出雄浑、悲壮的气势。合观两文，梅之焕对边疆局势的宏观把握、对流

寇动向的敏锐研判、对战略战术的准确运用、对军事力量的有效部署均有鲜明体现。 

4.2. 梅之焕的陈情书信 

在上陈政事的奏疏之外，叙写日常生活和民间疾苦的书信也是梅之焕的散文作品中的重要部分。这

些书信涉及内容广泛，或是日常问候、节庆祝福，或是抒写志趣、剖白心迹，或是辩论儒道、研修佛理。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为保卫家乡麻城而撰写的求援书信。崇祯三年(1630)，梅之焕率驰援军队达到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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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之前接连平定士兵哗变、边匪骚乱，早已耽误时间。所以，梅之焕到达京城后遭到政敌打击报复，

手下军兵也受到牵连。最终，梅之焕被革职，回到麻城老家。在闲居家乡十余年间，梅之焕致力于扶贫

济困，打击地方恶霸，维护百姓日常生活稳定。然而，明王朝大厦将倾，群盗蜂起，麻城也不能免于灾

祸。梅之焕凭一己之力最大限度地保护周边百姓。他还会专门写信，向旧日官场好友保荐有才干的基层

官员；当城寨受到流寇威胁、力量不济时向友人求援，以求得财力、物力、兵力方面的支持。这些书信

的内容直接反映出明末乱世中百姓求生之艰难、流寇之残忍、奸人之歹毒，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朝廷既

不能准确判断局部情况，也不能有效调遣军事力量。 
梅之焕在求援书信中反复申说麻城在地理位置及军事策略方面的重要性，这固然是希望能藉此引起

收信人的垂怜，但同样能够显示出梅之焕的领导才能。他提议，如果在麻城周边驻扎军队，那么“江北

之寇破凤、颍等处者，被彼处堵截，皆从光、罗入黄、麻”(《与唐抚台》)。“江北诸贼，皆分道入楚，

敝邑则其门户也”(《与洪制台》)。“如贼从楚入豫，则楚蹑其后而豫击其前；从吴入楚，则楚遮其前而

吴踣其尾。两下夹攻，庶不止驱之出境，而以邻国为壑也”(《与洪制台》)。麻城是湖北、河南、安徽、

江西四省的交通要道。假如流寇是南北向行动，那么在麻城一带的驻军可以和河南军队相互配合，前后

夹击；假如流寇是东西向行动，那么麻城驻军同样可以和安徽、江西军队相合予以打击。梅之焕以简明

的语句勾勒出麻城在战略方面的重要性。 
在此类书信中，更具有感染力的部分是他描绘的麻城遭到流寇侵扰之惨状，以及麻城人民奋力抵抗

之场景。在十年时间里，梅之焕亲眼见到家乡多次遭到流寇袭扰劫掠，每次都给百姓带来灾难：“然各

村镇屠戮之惨，尚不忍闻”(《与洪制台》)。“我昨饭避难堡中者，无不如渴鱼得水。见几个小孩子一口

咬住碗，死不放手”(《募施粥济荒》)。乱世中流散乡民的凄惨境况令梅之焕心痛不已，所以他通过多种

手段、多个渠道建立并充实麻城自身的防御力量。当时流行文人结社之风，他便组织麻城本地读书人结

成一社，命名为“正社”，并且特别强调“习射、守城，皆今日公事之最切者”(《正社序》)。除了团结

麻城本地的有生力量外，梅之焕在《寄刘同人》中对自己广招贤士、率领乡民抵抗流寇进行详细叙述。

一方面，他变卖家产，广泛招募勇士，充分做好御敌准备。“年来为备御流贼，召集杀虎手、药弩手、

铳炮手，四方健儿，是处搜罗兵亦近万”[8] (《寄刘同人》)。但是这么多战斗人员不仅在给养方面是巨

大负担，在战场上能发挥多大作用仍是未知数。他不无忧虑地在信中说，这些力量仅仅能保护麻城一地，

连周围稍微远一些的村庄都无法顾及，更不用说将流贼彻底剿灭了。另一方面，他向友人生动描绘了抓

捕逃盗二初、访犯傅仁、惯盗曾觅三名奸人的细节：二初是梅家的奴仆，因行为不端，已畏罪潜逃四年

之久。某天夜晚，守城民兵听到城下河里传来趟水过河的声音。守城人果断向发出声音的地方开炮，接

着就听到有人在水里跑远的声音。第二天早晨，有一个光头、身穿青色衣服的人来到城下。城头放下一

根绳子，把他拉了上去。这个人说他被流寇抓获，一直困在其队伍里，最近发现离家较近，就逃跑了回

来。很多人都信了他说的话，梅之焕却表示怀疑：“此浑身锦绣，胡为乎来哉？不问而知其为贼之信臣

也。向以犯逃盗，今又为贼。宠饰若此，岂有反舍恩主而来归仇主？是必有奸！”经过一番查验发现，

此人的裹脚布是湿的，说明他就是昨晚偷偷渡河之人。梅之焕的谨慎使城寨避免了一次危难。傅仁系“访

犯”，即官府命令各处侦查缉拿的罪犯。某天夜晚，有三人骑着骡子，一人在前面引路，朝城寨走来。

守城民兵抓住了引路之人，正是傅仁。他还狡辩说，是抓住三名贼人并前来将功赎罪。梅之焕根本不相

信这些说辞，经过审问得知，一支流寇队伍正在附近的村子里休息，贼首派傅仁前来打探城寨虚实。曾

觅则是流寇安插在明王朝军队内部的奸细，专门收集情报。被梅之焕抓住之后，还没来得及审问，曾觅

就被其同伙灭口。上述三例足以见出守城之难。更重要的是，敌人手段多样且流窜无定，城寨位置固定

且名气越来越大，众匪都渴望能攻破城门、劫掠财物，这就增加了守城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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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实角度看，《寄刘同人》等书信直接地、真实地展现了明末地方百姓生存的艰难，以及梅之焕

等乡绅维持地方安定的勤勉，从侧面反映出明王朝风雨飘摇。从情感角度看，作者内心对时局的忧虑，

对求得援助、保全城寨的焦急，对流言蜚语的困惑，以及对各路外敌内奸的痛恨，都倾注于致友人的书

信中。从艺术角度看，这些书信情感真诚，言语恳切，丝毫没有刻意为之、沽名钓誉之嫌，读来仿佛与

作者共同置身于屡被兵燹的残破城寨。合观《定乱疏》《报捷疏》及这些书信，一方面可以见出梅之焕

谋略与领导才能，另一方面展示了他正直、无私、刚毅、热心的高尚品质。 
在今日看来，“晚明”是一个能够宣扬非官方哲学、张扬个性、解放人性、充满魅力的时代，是一

个具有充分可能性、能够促使历史以复数形式展开的时代，更是一个给文学艺术留下充足书写空间的时

代。然而，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具体的个人而言，“晚明”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大明”才是合

法的词汇。只是那时的人们内心都在忧虑“大明”气数尚存几何。在这一大前提下，人们各有选择：或

是身居于庙堂高位，继续争权夺利，或是奔走于山寨草莽，不断呼号呐喊；或是流连于街市之犬马、纵

情于瓦肆之声色，或是隐遁于山林之寂静、静心于佛道之彼岸。梅之焕前半生借朝廷赐予的权力造福地

方，晚年毁家纾难以保全家乡一隅。这是他高超领导能力的有限应用，是他在能力范围内对家乡、对王

朝作出的贡献，是封建士大夫天下情怀的舒展。然而，时代是残酷的，梅之焕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对“大

明”命运产生丝毫影响。在他去世三年之后，“大明”也沦为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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