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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067

年，一个有富

国强兵远大抱

负的年轻皇帝

继位，成为历

史上著名的宋

神 宗 。 两 年

后，21 岁的宋

神 宗 任 命 48

岁的王安石为

参知政事。次

年，王安石任

同中书门下平

章事，位同宰

相，在全国范

围 内 推 行 新

法。法令颁行

后 ， 围 绕 变

法，新旧两党

展开了激烈的

斗争。作为变

法领导者的王

安 石 多 次 进 言 神 宗 要 不 畏 流 俗 ， 迎 难 而

上，但 1074 年春，承受巨大压力的宋神

宗还是罢免了王安石。

罢相不到一年，王安石再次回朝。在

他短暂离开的日子里，其左膀右臂一直在

继续执行新法，但归朝后的王安石发现，

自己已经无法阻止新党内部因各种误会和

权 力 之 争 导 致 的 严 重 分 裂 。 1076 年 秋 ，

心灰意冷的王安石再度辞相，从此再也没

有回到开封，绝句 《北陂杏花》 就写于他

南归江宁之时。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陂”指池塘。杏花被满塘春水围绕，

临水照影，风姿绰约，一派妖娆景致。三四

句笔锋一转，风吹杏花，落英似雪，让人黯

然神伤，纵使如此，也胜过它被吹落道旁，

被来来往往的车马碾作尘埃。

王安石是公认的拗相公。据 《宋史》

载，有个会相面的人对皇帝说，王安石的

面相一看就是“牛目虎顾，视物如射，意

行 直 前 ， 敢 当 天 下 事 ” 那 类 人 。 其 实 ，

即 使 相 士 不 说 ， 就 个 人 的 想 象 而 言 ， 王

荆 公 也 绝 不 可 能 是 那 种 顾 盼 游 移 的 獐 头

鼠 目 之 人 ， 倒 是 因 为 性 格 中 凌 厉 的 一 面

太 多 ， 才 导 致 他 执 拗 到 眼 神 如 射 ， 不 会

左右逢源。《宋史》 还载，王安石“遇事

不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即使在

宋 神 宗 面 前 ， 如 一 言 不 合 己 见 ， 他 也 要

反 复 诘 难 ， 直 至 皇 帝 伏 弱 乃 已 。 他 身 上

有一种近 乎 绝 情 的 霸 王 之 道 ，“ 天 变 不

足 畏 ， 祖 宗 不 足 法 ， 人 言 不 足 恤 ”， 王

安 石 的 这 些 话 在 当 时 惊 扰 了 很 多 人 ， 也

惹恼了很多人。

王安石变法最终没有取得预期成效，

再加上其同僚走卒的一些作为，让新党名

声更蒙尘垢，即便如此，在我看来，王安

石在那个还算进取的时代，在一个必须改

革的年代，顺应历史主导了这场改革，他

是积极而勇敢的。在其他人拿不出任何对

策的时候，制定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改革

方略并执行之，他是有思想构架和政治能

力 的 。 他 眼 界 高 广 ， 胸 有 韬 略 ， 思 路 清

晰，逻辑缜密，行为端正，作风果决。他

的执拗是锐意进取、大刀阔斧的前行。

清代文人刘大櫆说，荆公文章“势如

悬崖断堑”，让人读来全无回旋余地。这首

《北陂杏花》 如春水般温柔，显然没有势如

悬 崖 断 堑 ， 但 仔 细 读 来 ， 还 是 干 净 、 简

率，凌厉逼人，恰如荆公其人。北陂对南

陌，雪对尘。完全不用过分解读，我们可

以很自然地将“北陂”理解成如今荆公所

处，这是一处远离政坛喧嚣的春水流淌之

地，一个寂静隐逸之所，“南陌”则毫无疑

问指向那个明争暗斗、熙来攘往的朝廷之

上。北陂杏花即使飘散零落，尚可在一泓

池水中保持清洁安详，而南陌杏花却不可

避免要遭遇任人践踏、满身污秽的必然下

场。看得出来，罢相之后的王安石虽退出

政治舞台，但信念与立场从未更改，“纵被

春 风 吹 作 雪 ， 绝 胜 南 陌 碾 成 尘 ” 中 的

“纵”和“绝”字，口气绝然，其自尊、矜

持和孤芳自赏的性情一览无余。

补充一下，上面说的那个看相的人在

对皇帝说完王安石的眼神后，还追加了一

句 ，说 但 是 这 个 王 安 石 不 太 和 气 ，而 天 下

事“惟气和能养万物尔”。难怪最后，王安

石的不和气最终伤了大宋王朝的和气，也

使 得 他 一 生 树 敌 不 少 ，几 成 孤 家 寡 人 。所

以，同是江西老乡的陆九渊说王安石，“英

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

无 毫 毛 得 以 入 于 其 心 ；洁 白 之 操 ，寒 于 冰

霜，公之质也”。洁白之操，寒于冰霜，这当

然是褒奖之辞，但仔细想来，还是有点让人

毛骨悚然。他眼神凌厉，面色凝重，从他脸

上应该可以刮下一层霜来吧，感觉浑身冷

浸浸的，这就是王安石。

纵被春风吹作雪

■
郭

彦

高 欢 （496~547） 是 北 朝 时 期 的 风

云 人 物 ， 东 魏 和 北 齐 政 权 的 实 际 缔 造

者 。

高欢的奋斗史，其实蛮励志的。其

家族三世为鲜卑慕容政权的燕国 （就是

《天龙八部》 中慕容复梦想复国的政权）

服务，其后徙家怀朔镇 （今内蒙古固阳

县百灵淖乡库伦村），成为边兵。史称其

“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高

欢的鲜卑名叫“贺六浑”。

高欢长得帅，当地一个殷实的鲜卑

人家娄家的女儿看上了他。姑娘每次经

过城门，就会对驻守城门站岗的高欢多

看 几 眼 。 平 日 的 约 会 ， 没 有 少 让 丫 鬟

给 高 欢 送 这 送 那 ， 最 后 又 倒 贴 嫁 妆 ，

把 自 己 嫁 了 过 去 。 结 婚 后 ， 靠 着 老 婆

的 陪 嫁 ， 高 欢 有 了 一 匹 自 己 的 马 ， 当

上 了 队 主 。 后 来 又 转 为往京城洛阳送信

的通信兵。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对于高欢这样

的社会底层人士来说，天下大乱就是他

的 机 会 。 可 是 ， 高 欢 没 有 自 己 的 队 伍 。

六镇起兵的时候，高欢与他的兄弟们只

是跟着大家一起往前走，走到哪里算哪

里，他们没有自己的目标。但是，跟着

谁走，高欢却不断地在窥伺着。

高 欢 与 娄 氏 婚 嫁 的 日 子 ， 正 是 北

魏 胡 太 后 临 朝 称 制 时 期 。523 年 ， 六 镇

起 兵 之 时 ， 高 欢 最 初 追 随 的 领 导 人 是

杜 洛 周 。 杜 无 统 领 才 能 ， 高 欢 又 带 着

老 婆 孩 子 ， 坐 着 牛 车 投 奔 另 外 一 个 首

领 葛 荣 。 鲜 卑 人 出 身 的 葛 荣 ， 有 一 定

的 领 导 能 力 ， 吞 并 了 杜 洛 周 ， 声 势 浩

大 ， 但 是 缺 乏 谋 略 。 高 欢 觉 得 葛 荣 也

不是值得追随的人，就与几个兄弟投奔

了尔朱荣——时为手握重兵正在窥伺发

展方向的地方军阀。

有 一 次 ， 尔 朱 荣 看 见 高 欢 在 马 厩

里 ， 对 于 一 匹 没 有 加 以 羁 绊 的 悍 马 进

行 调 驯 之 时 ， 从 容 娴 熟 ， 悍 马 不 踢 不

叫 ， 让 尔 朱 荣 震 惊 。 更 令 尔 朱 荣 震 动

的 是 ， 高 欢 说 对 付 恶 人 ， 也 要 用 这 个

办 法 。 比 高 欢 仅 年 长 四 岁 却 手 握 大 军

的 尔 朱 荣 ， 发 现 自 己 遇 到 了 高 人 ， 乃

延 入 室 内 ， 访 以 时 事 。 高 欢 问 ， 你 豢

养 这 么 多 马 匹 究 竟 想 干 什 么 呢 ？ 尔 朱

荣 说 ， 你 只 管 说 出 你 自 己 的 意 思 。 高

欢 说 ， 如 今 天 下 混 乱 ， 正 是 您 的 时 机

啊 ！ 您 只 要 高 举 清 君 侧 的 大 旗 ， 以 讨

伐 嬖 臣 名 义 举 兵 ， 霸 业 举 手 可 成 ！ 这

就 是 我 贺 六 浑 的 意 思 。 尔 朱 荣 大 悦 ，

两 人 从 中 午 谈 到 夜 半 。 这 段 对 时 局 的

分 析 ， 就 成 为 高 欢 的 “ 投 名 状 ”， 从 此

成 为 尔 朱 荣 的 心 腹 。 尔 朱 荣 认 为 能 代

替 他 统 领 全 军 的 人 ， 唯 有 贺 六 浑 （高

欢）。

高欢虽然能够打仗，但是，缺乏自

己的军队，他只是一个为别人打工的职

业经理人。没有军队就没有独立行动的

能力。中古时代军阀的私兵，一般来自

两 个 途 径 。 一 是 军 阀 自 己 豢 养 的 部 曲 ；

一是胡人的部落兵。可是高欢既没有钱

收养私兵部曲，自己又不是鲜卑部落的

酋长。高欢的目标瞄准了当时流亡的游

民，也就是葛荣死后留下的军队。这支

军队虽然归降了尔朱荣，但受尔朱家族

的 嫡 系 兵 欺 侮 ， 反 侧 不 安 。 尔 朱 荣 死

后，高欢成功地控制了这支队伍，经过

三年的浴血奋战，成为北魏最有权势的

人物。东西魏分裂，高欢将首都迁徙到

邺 （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他自己的霸

府却仍在晋阳 （山西太原市），遥控着东

魏朝廷。

高 欢 实 际 执 政 了 十 五 年 ， 建 立 了

偏 霸 事 业 。 在 东 西 魏 分 裂 之 初 ， 东 魏

军 队 以 鲜 卑 骑 兵 为 主 力 ， 至 少 有 二 十

万 ， 远 远 强 过 西 魏 。 东 魏 政 权 继 承 了

前 朝 两 点 遗 产 ， 一 是 继 承 了 原 北 魏 政

权 的 主 体 ； 二 是 继 承 了 六 镇 起 兵 的 成

果 ， 即 对 于 孝 文 帝 以 来 的 汉 化 政 策 的

反 动 。 可 是 ， 从 历 史 发 展 的 趋 势 来

说 ， 胡 汉 融 合 ， 是 不 可 阻 挡 的 潮 流 ，

也 是 魏 政 权 长 治 久 安 的 根 本 。 但 是 ，

高 欢 的 政 策 整 体 上 是 反 潮 流 而 动 的 。

他 自 己 经 常 用 鲜 卑 语 说 话 ， 说 汉 人 是

鲜 卑 人 的 奴 仆 。 有 时 候 虽 然 也 从 语

言 上 安 慰 汉 族 百 姓 ， 试 图 缓 和 民 族

矛 盾 ， 但 是 ， 在 政 策 上 却 缺 乏 扎 实 推

进。

547 年 农 历 正 月 初 八 ， 东 魏 勃 海 献

武 王 欢 卒 。 高 欢 打 了 一 辈 子 仗 ， 一 个

多 月 前 ， 他 还 拖 着 病 体 坚 持 在 对 阵 西

魏 的 战 场上。当时，他命敕勒人大将斛

律 金 领 唱 《敕 勒 歌》：“ 敕 勒 川 ， 阴 山

下 。 天 似 穹 庐 ， 笼 盖 四 野 。 天 苍 苍 ，

野 茫 茫 。 风 吹 草 低 见 牛 羊 。” 高 欢 一 边

唱和，一边老泪纵横。他知道自己来日

无多，一代枭雄，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

之前，心中不知道有多少感慨！他虽然

不 见 得 有 统 一 华 夏 的 豪 情 ， 可 是 统 一

黄 河 流 域 的 政 治 抱 负 还 是 有 的 ， 可 惜

的 是 ， 他 不 能 认 清 十 六 国 以 来 的 时 代

潮 流 ， 不 能 认 清 孝 文 帝 改 革 以 来 的 时

代趋势。

《资 治 通 鉴》 写 到 高 欢 去 世 时 有 一

段 评 论 ， 突 出 了 高 欢 几 个 方 面 的 才

能 。 一 是 领 导 才 能 ， 主 要 表 现 是 用 人

务 实 ， 不 尚 浮 华 ， 重 实 干 ， 不 重 出

身，赏罚分明；重视忠诚气节，勋旧得

到爱护。二是军事才能，军令严肃，掌

控 能 力 强 。 三 是 在 性 格 上 ， 深 沉 缜 密 ，

机权变化，人莫能测；同时，他生活节

俭 ， 自 我 约 束 能 力 很 强 。 然 而 ， 与 领

导 者 对 于 国 家 发 展 方 向 的 把 握 相 比 ，

高 欢 的 这 些 领 导 技 能 ， 最 多 只 能 算 南

面 之 术 ， 在 中 古 历 史 发 展 的 转 折 关

头 ， 就 显 得 很 不 够 了 。 这 是 颇 为 令 人

遗憾的。

最终，高欢的政权还是输给了西边

的宇文氏政权。虽然这是他死后三十年

的事情，但根子却不能不从开国者高欢

身上寻找。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 代 枭 雄 高 欢
■ 张国刚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十年，是

中 国 人 喜 欢 赋 予 意 义 的 一 个 时 间 单 位 。 每 一 个 十

年，都会是心血的凝结、成长的兑现，更是一段艰

辛奋斗征程的时间注脚。

成 立 于 2008 年 7 月 的 横 山 书 院 ， 就 刚 刚 走 到

了这样一个十年的节点。

横山书院院长、 南 开 大 学 教 授 陈 洪 先 想 起 了

“ 披 阅 十 载 ， 增 删 五 次 ” 方 成 鸿 篇 巨 制 的 《红 楼

梦》 ——“ 字 字 看 来 皆 是 血 ， 十 年 辛 苦 不 寻 常 ”，

同样是横山书院这群人十年的执着追求。

这 座 将 弘 扬 传 统 文 化 、 促 进 教 育 发 展 视 为 首

务 的 书 院 ， 因 长 期 举 办 国 学 专 题 研 究 班 和 讲 座 ，

邀 请 文 、 史 、 哲 等 领 域 的 学 者 大 家 来 此 开 讲 ，

在 现 代 社 会 氛 围 下 ， 颇 有 一 种 “ 夜 雨 点 灯 ” 的

意 味 。 每 日 潜 心 读 本 书 ， 听 几 句 先 生 教 诲 ， 这

样 连 结 起 来 的 人 生 岁 月 ， 是 另 一 种 值 得 坚 持 的

生 活 准 则 。

12 月 1 日 ， 横 山 书 院 十 周 年 纪 念 暨 历 史 学 课

程 高 级 研 修 班 （五 期） 开 班 典 礼 在 北 京 举 行 。 乐

黛 云 教 授 、 钱 逊 教 授 、 陈 洪 教 授 、 王 晓 秋 教 授 、

程 郁 缀 教 授 、 湛 如 教 授 等 书 院 数 年 良 师 ， 以 及 国

家 宗 教 局 原 副 局 长 蒋 坚 永 ，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党 委 书

记 、 总 编 辑 张 坤 ， 中 国 教 育 电 视 台 台 长 袁 小 平 ，

北 京 市 委 社 会 工 委 委 员 、 市 民 政 局 副 局 长 卢 建 等

出席了典礼。

而未能到场的先生们，也没有错过这个祝福书

院的时刻。

叶 嘉 莹 先 生 、 楼 宇 烈 教 授 和 莫 言 先 生 专 门 录

了 祝 贺 视 频 。 叶 嘉 莹 还 为 本 次 十 周 年 庆 典 题 写 了

贺辞，托人送到典礼现场：“思往圣，仰高山，薪

传 经 史 艺 文 ， 设 帐 十 年 收 硕 果 ； 集 时 贤 ， 听 傥

论，学贯东西今古，立言万世拓新猷。”

北 京 大 学 哲 学 系 和 宗 教系教授楼宇烈说，横

山书院走过这十年道路不容易，因为弘扬传统文化

很艰难，任重道远。楼宇烈郑重表示，“弘扬传统

国学教育，重现中华礼仪之邦”，是他对横山书院

的希望，也是对横山书院学员的期望。

此 前 在 横 山 书 院 发 起 的 文 化 中 国 讲 坛 上 ，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获 得 者 莫 言 开 设 过 一 场 名 为 《文 化 中

国 与 中 国 文 化》 的 讲 座 。“ 人 活 在 世 界 上 ， 肯 定

不 是 为 了 一 种 纯 粹 的 物 质 来 活 ， 我 们 有 很 多 精 神

的 追 求 。 如 果 仅 有 物 质 的 快 速 发 展 ， 整 个 社 会 道

德 沦 丧 、 价 值 混 乱 ， 这 样 的 社 会 是 不 健 全 的 。”

莫 言 在 此 次 祝 贺 视 频 中 说 ， 很 多 有 学 问 的 人 都 在

横 山 书 院 的 讲 坛 上 发 表 了 有 见 地 的 演 讲 ， 横 山 书

院 十 年 功 德 无 量 ， 对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发 挥 了 很 大 作

用 。 他 欣 然 为 横 山 书 院 题 辞 ：“ 含 弘 光 大 ， 品 物

咸亨。”

在典礼现场，陈洪追思了已故横山书院发起者

季羡林先生、汤一介先生、王尧先生等，对他们筚

路蓝缕之功表示感谢，对十年来所有辛苦付出支持

横山书院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并集诗相赠：

落木千山天远大，出门一笑大江横。

“ 千 秋 邈 矣 独 留 我 ， 百 战 归 来 再 读 书 。” 书 院

资深学员、横山学友会会长任晓剑回忆，2008 年

横 山 书 院 刚 成 立 ， 他 第 一 次 来 上 课 ， 就 立 即 被 这

里 先 生 渊 博 的 学 识 和 敏 锐 的 思 想 深 深 吸 引 。 任 晓

剑 称 自 己 一 直 在 商 海 里 摸 爬 滚 打 ， 见 证 了 中 国 经

济 的 发 展 和 强 大 。 但 是 一 些 疑 问 始 终 围 绕 在 他 心

头 ： 当 今 社 会 的 人 应 该 走 向 何 方 ？ 应 该 把 自 己 塑

造成什么形象？

因 为 横 山 书 院 ， 任 晓 剑 结 识 了 一 批 志 同 道 合

的学员朋友。“这十年我们学员之间一直保持密切

联 系 ， 互 相 切 磋 ， 互 相 帮 助 。 还 有 学 员 在 英 国 ，

离 我 们 距 离 最 远 ， 但 心 最 近 ， 为 了 来 横 山 书 院 上

课 ， 每 一 堂 课 都 专 门 从 英 国 飞 过 来 ， 不 迟 到 ， 不

早退。”

任 晓 剑 指 出 ， 横 山 书 院 的 学 员 ， 背 景 来 源 很

丰 富 ， 许 多 都 是 自 己 行 业 里 的 精 英 。 无 论 何 种 社

会 身 份 、 地 位 ， 每 个 学 员 都 能 放 低 身 段 ， 谦 虚 学

习。“不像在商学院，大家谈高消费、谈利益，在

横山书院我们谈精神、谈文化”。

同样与书院缔结了十年缘分的青年歌唱家吕薇

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我们一直在说

活到老、学到老，可能有人在求学过程中错过了一

些机会，那就可以在书院得到弥补和充实，继续学

习。横山书院是一个非常自由、广阔的空间，是一

个我能去主动融入、追求的空间”。

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因为 2014 年在剑桥做

访 问 学 者 期 间 遇 到 了 横 山 书 院 发 起 人 之 一 、 北 京

大 学 南 亚 学 系 教 授 湛 如 ， 由 此 开 启 了 与 横 山 书 院

结 缘 的 时 间 表 。 王 石 告 诉 中 国 青 年 报 · 中 青 在 线

记者：“在我印象中，横山书院是喧嚣都市中的一

片 净 土 ， 这 里 面 很 多 学 员 是 企 业 家 ， 在 这 样 急

躁 、 浮 夸 的 社 会 中 能 静 下 来 ， 在 一 块 儿 交 流 。 横

山 书 院 这 样 不 为 功 利 的 思 想 交 流 是 非 常 难 得

的 。” 王 石 真 心 盼 望 横 山 书 院 的 净 土 环 境 和 气 氛

能 在 中 国 延 续 下 去 ，“ 能 在 面 对 未 来 方 面 走 得 更

好，影响更大”。

横山书院十年点灯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沈杰群

宋代的江西，最繁荣的一项文化工

程 大 概 就 是 建 书 院 。 宋 嘉 熙 四 年

（1240）， 刚 来 吉 州 （今 江 西 吉 安） 一 年

的 地 方 官 江 万 里 （1198~1275）， 就 按 照

他母校白鹿洞书院的样板，在纵贯江西

南北的赣江的江心洲上，建起了一座白

鹭洲书院，还把他老师的老师——朱熹

的 《白鹿洞书院揭示》 贴在堂前，作为

办学指南。

白鹭洲茂林修竹，清幽雅致，是办

书院的好地方。江万里在漫长的为官生

涯中，先后创办了 3 所书院：吉州府的白

鹭洲书院，隆兴府的宗濂精舍和南安军

的 道 源 书 院 。 其 中 ， 以 白 鹭 洲 书 院 最

盛 ， 与 庐 山 白 鹿 洞 书 院 、 铅 山 鹅 湖 书

院齐名为宋代江西三大书院。

很多年以后，白鹭洲上已经没有白

鹭了，书院也早已没有了读书声，但因

为一个人的名字，书院的历史将永远不

会被湮没。

江万里主持书院期间，先后聘请了

不 少 名 师 ， 其 中 以 欧 阳 守 道 （1208~
1272） 的 为 人 为 学 最 为 出 色 ， 而 他 最 出

色的成就，是培养出了一位名垂青史的

学生——文天祥。

文天祥在 《祭 欧 阳 撰 斋 （守 道） 先

生》 一 文 中 写 道 ：“ 某 弱 冠 登 先 生 之 门

⋯⋯ 盖 有 年 于 兹 。” 也 就 是 说 ，20 岁 的

他 在 宋 理 宗 宝 祐 三 年 （1255）， 到 白 鹭

洲 书 院 读 了 一 年 书 。 他 这 样 称 赞 老 师 ：

“ 横 经 论 道 ， 一 世 宗 师 ， 及 门 之 徒 ，不

将即相。”

在 欧 阳 守 道 看 来 ， 如 果 读 书 只 是

为 了 做 官 而 忘 记 国 家 耻 辱 ， 这 是 丧 失

气 节 的 表 现 。 所 以 ， 他 在 讲 学 中 ， 一

边 抨 击 时 弊 ， 一 边 培 养 学 生 的 浩 然 之

气 。 他 认 为 ， 浩 然 之 气 人 人 有 之 ， 不

必 外 求 ， 只 需 内 养 ， 就 能 使 人 产 生 强

大 的 精 神 动 力 ， 面 对 威 逼 利 诱 而 不 屈

服 。 他 也 许并没有想到，他的学生们在

几 十 年 后 ， 会 以 一 种 异 常 悲 壮 的 方 式 ，

实践老师的教诲。

当 时 的 白 鹭 洲 书 院 教 学 质 量 极 好 ，

上 了 一 年 学 的 文 天 祥 就 在 宝 祐 四 年

（1256） 年 赴 京 城 临 安 （今 浙 江 杭 州）

参加省试。临行前他写了一首诗 《次鹿

鸣 宴 诗》， 其 中 一 句 “ 二 宋 高 科 犹 易

事 ， 两 苏 清 节 乃 真 荣 ”， 功 名 并 不 是 文

天祥的目的，气节才是。

顺利通过省试后，21 岁的文天祥于

同 年 参 加 了 集 英 殿 殿 试 ， 以 “ 法 天 不

息”为题议论策对，一万多字的文章没

有 草 稿 ， 一 气 呵 成 。 主 考 官 盛 赞 ，“ 这

个试卷以古代的事情作为借鉴，忠心肝

胆好似铁石 （是卷古宜若鬼镜，忠肝如

铁石） ”。宋理宗钦点文天祥为一甲第一

名——这是吉州历史上第一个状元。

同榜的 39 名吉州进士中，来自白鹭

洲书院的学子就有 4 人，宋理宗御书“白

鹭洲书院”匾额以示褒奖。书院一时名

震朝野，生源大增，欧阳守道在 《白鹭

洲书院山长厅记》 中记载：“庐陵士至二

三 万 ， 挟 策 来 游 者 ， 不 于 州 学 则 于 书

院 。” 至 宋 理 宗 景 定 四 年 （1263）， 书 院

学子达数百人。

官 至 左 丞 相 的 江 万 里 曾 对 皇 帝 说 ：

“今世所少，惟节义。”宋度宗咸淳元年

（1265）， 蒙 古 军 急 攻 襄 阳 ， 江 万 里 多 次

请求遣师往救不允，气得辞官而去；咸

淳九年 （1273），江万里出任湖南安抚使

知 潭 州 ， 与 也 在 湖 南 为 官 的 文 天 祥 相

会 。 论 及 国 事 ， 他 对 文 天 祥 说 ：“ 吾 老

矣 ， 观 天 时 人 事 ， 当 有 变 。 吾 阅 人 多

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

75 岁的老师，把挽狂澜于既倒的愿

望寄托在了学生身上。奔流不息的千里

赣 江 上 ， 白 鹭 洲 书 院 在 乱 世 亦 不 可 苟

全 ， 然 师 生 忠 烈 ， 在 大 势 已 去 的 宋 末 ，

激荡起最后的回澜。

宋 恭 帝 德 祐 元 年 （1275）， 听 闻 元

军入侵，襄阳失守，已经退休在家的江

万里率领家人，在屋旁的芝山后挖了一

口 池 塘 ， 取 名 为 “ 止 水 ”。 元 军 破 饶

州 ， 江 万 里 说 ：“ 大 势 不 可 支 ， 余 虽 不

在 位 ， 当 与 国 共 存 亡 。” 言 罢 ， 率 子 侄

投“止水”殉国。

江 万 里 希 望 ， 自 己 的 死 亡 能 唤 醒

“ 天 下 忠 义 节 烈 之 士 闻 风 而 起 ， 保 江 山

社 稷 不 移 腥 膻 ， 道 德 文 章 不 堕 宇 内 ”。

文天祥没有辜负，被罢官在家的他毁家

纾 难 ， 于 同 年 起 兵 抗 元 。8 年 后 ， 元 至

元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初 九 （1283 年 1 月 9
日）， 于 大 都 就 义 ， 终 年 47 岁 ， 丹 心 可

照 汗 青 。 文 天 祥 的 同 门 师 弟 邓 光 荐

（1232~1303），亦追随文天祥抗元，举家

12 口战死沙场。

建 于 洲 岛 之 上 ，800 多 年 来 面 对 战

火 与 洪 水 的 轮 番 洗 礼 ， 白 鹭 洲 书 院 的

重 建 次 数 在 中 国 的 书 院 中 居 于 首 位 。

书 院 至 今 仍 保 留 一 副 楹 联 ：“ 陵 谷 经 几

迁 此 地 依 然 为 砥 柱 ， 江 河 同 万 古 斯 文

有 幸 见 回 澜 。” 如 果 说 屡 建 屡 毁 是 一 种

不 幸 ， 那 么 屡 毁 屡 建 就 是 一 种 强 大 。

精 神 的 东 西 ， 比 建 筑 长 久 ， 节 义 的 力

量，在文章之上。

白 鹭 洲 书 院 的 宋 末 回 澜
■ 蒋肖斌

叶嘉莹先生为横山书院十周年庆典题贺辞：思往圣，仰高山，薪传经史艺文，设帐十年收硕果；集时

贤，听傥论，学贯东西今古，立言万世拓新猷。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沈杰群/摄

《资治通鉴》的历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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