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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蒙 元 铁
蹄 横 扫 欧 亚 大
陆的时候 ， 南宋王朝已经危若
累卵。1275 年蒙军南下，兵锋直
指南宋都城临安 ， 所到之处宋
军的抵抗顷刻土崩瓦解。

大 厦 将 倾 ， 非 人 力 可 为
也 。 但就是在这样的 “大势 ”
下 ，有一人挺身而出 ，他 ，就是
文天祥 。

并且 ， 当他决意抗元时 ，
无一兵一卒在手 。 敢以文弱之
躯挡蒙古铁蹄 ，文天祥是怎么
想的 ？

1275 年长江上游告急 ，宋
廷 “诏天下勤王 ”。 时任赣州知
州的文天祥 “捧诏涕泣 ”，当即
变卖家产、招募乡勇勤王。

友人劝他 ， 区区万人乌合
之众抗元 ， 与驱赶群羊与猛虎
斗有什么差别 ？ 文天祥明言 ：
“国家……有急 ， 征天下兵 ，无
一人一骑入关者 ，吾深恨于此 ，
故不自量力 ，而以身殉之 ，庶天

下 忠 臣 义
士将有闻风而
起者。 ”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显
然文天祥这是悲壮之举 ， 愿以
身殉国 ，向世人昭示忠义尚在 ，
以唤起更多人起身抗元！

果然 ， 临时拼凑之兵难以
抗衡训练有素的蒙元铁骑 ，文
天祥屡战屡败。 但他毫不气馁，
屡败屡战 ， 在惠州地区及粤东
沿海一带与元军周旋 ， 拼死拖
住蒙元铁骑南下追击宋廷的步
伐。

但这毕竟是以卵击石 ，只
抵抗不到四年 ， 文天祥就在转
战中被俘 。 元将张弘范并没杀
他，将之羁押起来。

不仅张弘范无杀文天祥之
心 ，元朝丞相伯颜 、元世祖忽必
烈 ， 都不忍心杀掉他 。 从 1278
年底被俘 ， 到崖山战役后被押
送元大都被囚禁 ， 前后约四年
多时间 ， 元朝皇帝都亲自出面
劝降 ，并以相位许之 ，文天祥仍

不为所动。
如果说文天祥抗元是为了

报效南宋朝廷 ， 然而经由崖山
之战 ，南宋政权已彻底覆灭 ，他
大可不必再如此激烈抗争 。 但
文天祥不这样想。

在张弘范的战船上 ， 他亲
眼 目 睹 了 南 宋 王 朝 被 残 忍 蹂
躏 、十万军民蹈海而死 ，文天祥
内心煎熬，更抱定了必死之心。

船过伶仃洋 ，他写下了 “人
生自古谁无死 ， 留取丹心照汗
青 ”之句 ，向世人宣示 ，他将以
死明志。 只是这个“志”是什么，
这首“宣言”诗中并未明说。

直到在元大都的牢狱中 ，
他 写 下 了 气 壮 山 河 的 《正 气
歌 》，详述了他对圣贤之道的理
解 ，并坚定了自己的 “守节 ”志
向。 这个“节”，就是 “道义 ”，就
是“正气”。

在 《正气歌 》中 ，他似在与

自己的心灵对话 ， 又似在与千
年时空对话 。 他有充分的理由
坚 信 自 己 的 信 念 ： “在 齐 太 史
简 ，在晋董狐笔 。 在秦张良椎 ，
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
侍中血……” 和那些彪炳史册
的古人一样 ， 他要承继这千古
道义！

舍生取义 、杀身成仁 ，这是
多数人做不到的 。 尤其难得的
是 ，文天祥坚持如此做 ，不是一
时冲动 ， 而是经多年理性思考
的结果 。 他就义前留下的绝笔
书 ， 是他最后的思考 ：“孔曰成
仁 ，孟曰取义 ，惟其义尽 ，所以
仁至 。 读圣贤书 ，所学何事 ，而
今而后，庶几无愧。 ”

抗争至此，他已仁至义尽！
700 多年过去 ，历史硝烟早

已远去 ， 至今回望那一场壮怀
激烈的往事 ， 我们不仅对文天
祥 、 对当时的敌对双方都多了

一份理解 。 元世祖忽必烈一直
不愿杀他 ， 是出于爱才和对道
义精神的敬意 ；而最终杀了他 ，
也是对他 “舍生取义 ”追求的成
全。

文天祥以丞相之尊以身殉
道 ， 成了中国士人不屈精神和
浩然气节的典范。

生逢变局之中 ， 文天祥别
无选择 。 他以自己的坚持和抗
争 ， 实现了他年少时代萌生的
追求理想人格之梦想。

文天祥年少时曾游于家乡
的庐陵学宫 ， 见祀有 “四忠一
节 ”画像 （欧阳修 、杨 邦 乂 、胡
铨、周必大、杨万里 ），就说 ：“殁
不俎豆其间 ，非夫也 。 ”他身后
终入列庐陵 “五忠一节 ”，且其
声名最大。

若在天有灵 ， 文天祥也当
无憾了！

文天祥
为何敢
以文弱之躯
挡蒙元铁蹄？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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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爱国精神
对惠州影响深远

“天地之所扶持，鬼神亦
为感泣。 ”宋末丞相文天祥的
抗元壮举和爱国诗篇， 教育
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惠州
人。文天祥是江西吉安人，宋
理宗亲拔为殿试第一， 钦点
为状元。后累官任丞相，封信
国公。

德祐二年 （1276 年），元
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今杭
州），文天祥与诸大臣奉益王
赵昰即帝位于福州， 嗣后帝

昰逃往粤东。
文天祥毁

家兴兵，以惠州为中心，在广
东沿海诸州之间开展了一场
轰轰烈烈的“勤王”之战。

景炎三年（1278 年）十二
月，文天祥住转战至海丰县城
北郊的五坡岭，元将张弘范率
兵袭至，文天祥被执。 元世祖
多次劝降并诱以相位，他始终
不改其志，最后慷慨就义。

在狱中， 文天祥除写了
《正气歌》外，还写了《哭母大
祥》《寄惠州弟》等与惠州有关
的诗文。 元亡后，惠州人先后
将文天祥祀于东岳庙会英祠、
景贤祠。在文天祥被执的海丰
五坡岭， 乡人还筑起方饭亭，

明代潮州籍状

元林大钦为亭书题柱联：“热
血腔中只有宋；孤忠岭外更何
人！ ”

文天祥之后，爱国主义传
统传承数百年而不绝，成了惠
州最重要的文化品格之一。清
宣统三年（1911 年）九月，陈
炯明、邓铿在归善淡水发动惠
州起义，惠州中学堂学生陈经
等 15 人壮烈牺牲。 民国二年
（1913 年）， 时人在西湖点翠
洲建“留丹亭”， 亭上有联：
“殿角生微凉， 呼吸湖光饮山
渌；天地有正气，留取丹心照
汗青。 ”亭名与联语，均源于
文天祥诗。

京官名宦与惠州士人
亦师亦友的亲密交游 逢相 他们留下了

许多佳话

于这方山水

很少惠州人知道， 写出名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
汗青”的南宋丞相文天祥曾在惠
州领兵勤王， 与元军鏖战数年。
文天祥与其弟、 惠州知府文天
球，一个殉国尽忠，一个保护家
族。 千年之后，他们的故事依然
在惠州传扬。

对知识分子影响很大
相传，南宋末年，来自江西吉

安的著名将领文天祥领兵抗元，
他的胞弟文天球也在惠州任知
府，保境安民。 后来，文天球为保
全城百姓选择开城顺元， 也保护
了文氏一门免遭屠戮。

文天球归顺元朝后， 将哥哥
的遗作刊印流传天下，赎回了被
没收的房产，为文天祥修建了丞
相祠与太师祠，供奉先祖，庇护
子孙。 他历任惠州知府、广南巡
抚道台等职，为官几年后便告老
还乡，在江西吉安老家去世。

“文天祥的忠言懿行对惠州
知识分子的立身处世产生了深刻
影响。 ”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
副所长、惠州文史学者何志成介
绍，惠州于元末明初成为何真维
护中国统一举广东之籍归顺明朝
的策源地，明末清初是反清复明
的最后也是最为惨烈的战场，清
末民初又成为以推翻满清统治缔
造共和为主要目标的辛亥革命重
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
争中又是一座军民同仇敌忾表现
出色的城市。

过继子嗣延续兄长香火
如今， 文氏后人在惠州有多

处聚落，惠城区马安镇与惠阳区良
井镇交界处的白龙塘村就是一处。
文天祥因抗元子女皆亡，为让哥哥
后继有人，文天球把自己的二儿子
文升过继给了哥哥传续香火。

文天球之孙文景南和文昌祚
在 1354 年重返惠州任职、读书，
后来文景南返回江西老家，而弟
弟文昌祚则在游玩时看上了惠州
东南一处紧邻东江的开阔地，决
定在此扎根生活，并根据地势将
其命名为“白龙塘”。

这里共有文氏后人约 5000
人，族内事务统一管理。 为纪念
先祖，龙塘村的文氏后人先后兴
建了祖庙龙塘古庙、文氏宗祠以
及供奉文天祥女儿的烈女庙。 每
逢除夕、清明、中秋、重阳、每月
初一等日子，文氏后人都会回来
祭拜祖先。

惠州有着 600 年的谪官文
化。“谪官文学和谪官助学，是惠
州人文历史的独特现象。 ” 岭东
文史研究所副所长何志成表示，
陈尧佐、苏轼、唐庚、陈鹏飞这些
有德于民的谪官离开惠州后，其
著作多被结集出版或刻石立碑广
为传播；其居所都被改成纪念和
祀奉他们的祠堂供人祭祀；白鹤
峰苏轼故居更是建有东坡书院、
东坡社学，为学子们提供瞻仰前
贤、立志读书之所。

提到谪官，自然绕不开苏轼。
自宋绍圣元年（1094 年）十月二
日，至绍圣四年（1097 年）四月十
九日 ， 苏轼在惠州生活了 940
天。 这期间，他与惠州人民融洽
相处，做了不少好事，赢得了人
们的真诚爱戴。“他热情宣扬惠
州朴实的民风、秀邃的山水和丰
饶的物产 ， 使惠州从此名播天
下。 ”何志成说，苏轼在惠州时写
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成为惠
州宝贵的文化遗产。 另外，他与
王朝云的爱情故事流传至今，对
惠州的民风习俗影响深远。

“除了谪官，惠州历史上并不
缺乏贤明命官， 他们良好的道德
风范和施政经验， 是一笔宝贵的
精神财富。 ”岭东文史研究所所长
吴定球介绍，如“以令率人，不若
身先而使其从之”的陈尧佐，后来
官居宰相仍不遗余力地推介惠
州；如“以我为州，非以州奉我”的
陈偁， 经画惠州西湖使之成为粤
中名胜；如“瘠一身以肥邦”的刘
克刚， 兴建丰湖书院振兴地方人
文；又如“处脂不润，一秉忠信”的
伊秉绶、 重修惠州府城墙保障惠
城平安的江国霖等等，“他们的美
德美政， 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又一
个大义凛然的命官形象。 ”

宋淳祐四年（1244 年），州守
赵汝驭在惠州府城建祭祀式书院
聚贤堂，堂中供奉了与惠州关系
密切的 12 位儒家先贤， 让学子
见贤思齐，陈尧佐、陈偁、苏轼、
唐庚等谪官、 命官皆位列其中。
“他们的懿德范行已被转化为儒
学教育的思想资源，他们对惠州
文化教育的贡献被永远铭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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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宋时期，一批批秉承着儒家济世精神的京官名宦来到惠州后，都
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当地的文化教育活动， 还和当地士人产生了
交往： 谪居惠州的中书舍人崔沆提携出了唐代首位归善（今惠

城、惠阳、惠东等地）进士郑隐；翟逢亨、梅蟠两夫子成为苏轼与唐庚的至
交好友；名列宋代“注经三杰”的学者陈鹏飞病逝于惠州，子嗣在此传承；
南宋丞相文天祥领兵在此抗元， 舍生忘死匡扶社稷……他们的交游故
事，激励了一代代惠州学人。

唐代归善进士第一人———
郑隐， 就是被谪居惠州的崔沆
赏识并举荐策试及第的。

郑隐先祖 由 闽 移 居 循
州，自少耕读湖上，工律赋，
通辞格， 在惠州算是个有识
见的读书人。 唐咸通十三年
（872 年 ），中书舍人崔沆受人
拖累被贬为循州（今惠州）司
户参军。 崔沆是宰相崔铉的
儿子，出身世家，长住中原，
听不懂惠州话， 无法与本地
人沟通，只好整天闷在贬所。

郑隐得知崔沆的困窘 ，
主动上门用中原“官话”与崔
沆交谈， 向他介绍循州的风
土人情和山川景物。 崔沆喜
出望外，便引郑隐为知己。 郑
隐家贫却又心气高傲， 得罪
了循州官府， 被官府以欠交
地租为由抓进牢狱， 崔沆即
代为偿债，将他赎回。 唐乾符
元年（874 年），崔沆被赦免召
还，即携郑隐进京，荐其就策
试，一举及第。

相传放榜那天，郑隐竟不

知所踪， 急得崔沆四处寻找。
好不容易找到了，郑隐却是一
副毫无所谓的样子，这可把崔
沆气急了， 大声说：“郑隐，崔
沆不与了，更何人肯与之？ ”所
谓“与”，就是交往的意思。

除崔沆外， 郑隐在京城
没有任何人事背景。 他只过
了省试还未过吏部关试便不
见踪影，难免崔沆犯急。 正是
崔沆的倾力推助， 使郑隐成
为归善县的首位进士并晋身
仕宦阶层。

宋代贬谪惠州的众多官
员中，唯一逝世于此并留下子
孙后代的是陈鹏飞。陈鹏飞是
永嘉（今属浙江）人，“以经学
文词名当世”。与苏轼、张子韶
合称为宋代“注经三杰”，为著
名理学家朱熹所推崇。

陈鹏飞讲学中对理学之
义多所发明，因得朝廷重用，
兼任崇政殿说书、 礼部尚书
郎、资政堂赞读等。 他治学严
谨，讲书解经直抒胸臆，不阿
权贵。 宋绍兴十四年，因触怒
秦桧，被逐出朝廷、回籍“奉
祠”，后又被贬，“居惠州”。

陈鹏飞到惠州后，自言“登

楼不恨乡关远， 挂笏只言山色
奇”，已无意于官场，只是专心
注经，暇则游戏翰墨，人得其尺
牍皆珍藏之， 又与邑中名流陈
仲辅等相往来。 仲辅是归善人，
绍兴间授观察推官， 是见诸文
字记载的惠州本土最早的书法
家。 陈仲辅曾以篆书作枕屏五
箴文赠陈鹏飞表示劝慰， 陈鹏
飞用“退之处士阳冰手”“挂我
床头星斗斓” 之句称赞陈仲辅
的文章书法， 更由衷地感谢陈
仲辅给他的宽慰和支持。

1153 年， 陈鹏飞病逝于
归善县家中，终年 75 岁。 陈
鹏飞不但把子孙留在惠州，

也 留 下 了 他 的
人 格 风 范 和 思
想影响。

淳熙末，宰
相留正为陈鹏飞
平反，并召其子孙出仕。

陈鹏飞比留正大 50 多
岁，他晚年寓惠七年，当时留
正 20 岁左右，正是读书求学
的时候，二人同居一城，以当
时陈在经学界的声望和地
位， 留正前往谒见问学的可
能性是有的。 留正位居宰辅
后为陈鹏飞平反， 并召其子
孙为官，除出于公义之外，也
不排除含有感念之情。

千古流芳 文天祥在惠抗元正气传扬

忘年之谊 留正任宰辅后为陈鹏飞平反

提携后进 崔沆带出唐代归善首位进士

北宋年间，苏轼和唐庚被
贬惠州期间， 也分别和两位
惠州人交好，留下了佳话。

翟逢亨，归善人，家道清
贫，在水东白鹤峰结茅而居。
事母孝，好饮酒，不善言谈，
读书于嘉祐寺，学问博洽，邦
人呼为翟夫子。

苏轼卜居鹤峰， 与翟为
邻，二人经常把酒长对，情谊
深挚。 苏轼有多篇诗文述及，
其中以《白鹤峰新居欲成夜
过西邻翟秀才》 最为人所熟
知。 翟逢亨后来是否考取了
功名史无可考， 却因与苏轼
的交谊而名传千古， 直至民

国初年， 白鹤峰仍有翟夫子
舍纪念这位惠州先贤。

与苏轼交往密切的惠州
读书人还有李光道。 李光道
进士及第后却“无心求世”，
在惠州城南李氏山园临江
处筑潜珍阁。 苏轼谪惠时常
至，与他交谊甚深 ，曾手抄
金刚经藏置阁上 ，被主人视
为镇阁之宝 。 宋绍圣四年
（1097 年） 四月苏轼再贬他
乡，李光道亲自远送 ，苏轼
感其情谊，又作《惠州李氏潜
珍阁铭》寄赠。

梅蟠又称“梅夫子”。 唐
庚谪居惠州，自谓“问学兼

儒释，交游半士农 ”，与梅蟠
经常往来 ，有《采药行赠梅
蟠》诗，诗中说“先生年来饭
黄精，俗眼但白发但青”。 既
见梅蟠的清高人格 ，也道出
了唐梅二人情谊投契的思
想因由。

苏轼为北宋文坛领袖、帝
王之师， 其对惠州文化影响
之巨大和深刻自不待言。 唐
庚进士及第，官宗子博士，诗
名早著于海内， 文采风流与
苏轼相仿佛，时称“小苏轼”，
惠州学子们从这位“京都学
官” 的身上获益匪浅是可以
想见的。

亲密交游 苏轼在惠州有两位夫子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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