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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钱瑜报道：6
月 8 日，2023 琴澳商事通企业交流
峰会（以下简称“峰会”）在横琴开
幕。本次峰会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以下简称“合作区”）执委会、广
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澳门贸易投资
促进局联合主办，为期两天，分别在
澳门及横琴两地设置会场。

峰会致力于推动澳门与内地企
业双向交流，打造内地企业通过澳门
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全新通道，全
力促进琴澳企业间交流合作，共谋共
赢发展平台，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峰会现场设置政策宣
讲、企业实地调研、现场“一对一”服
务、企业分享、推介交流等环节。

本次峰会现场有分别来自医疗、
生物技术、科技、金融、智能制造、国
际贸易、能源投资、建筑、文化、会
展、房地产等领域的 218 家企业、超
350名嘉宾参加，其中包括上市公司
56家。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财政司司
长、合作区执委会主任李伟农表示，
本次峰会邀请两地企业家、社团组
织、商会协会等，共同商讨和研究建
立企业双向交流机制，着力打造“琴

澳商事通”系列品牌，力争吸引更多
优质企业聚焦琴澳，共谋发展策略、
共创全新机遇、共享合作成果。希望
通过峰会加深内地与澳门企业及投
资者对琴澳政策和营商环境的了解，
建立澳门与内地企业双向交流机制，
推动澳门及内地企业借此平台全面
加强跨境交流合作、强化优势互补、
促进资源共享、共同推动区域高质量
发展，为两地发展注入新动能。

据介绍，本次峰会是澳门与内地
企业全面深入发展合作的重要里程
碑之一，将为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
环创造新机遇。

2023琴澳商事通企业交流峰会开幕

第十九届文博会于6月7日开幕，江门市博物馆珍藏的
国家一级文物“明成化十九年陈献章《行草南归诗翰卷》”亮
相，备受瞩目。而创作者陈献章也再度走进众人视野。

春阳台里，杜门不出，岁星十周，静养端倪。15 世纪
50年代至60年代，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陈献章在江门
白沙村经过十年“静坐”收获“自得之学”，并开创“江门之
学”。由此，陈献章成为明代心学代表人物，世称其为“白
沙先生”，是广东唯一从祀孔庙的大儒。

400多年过去，今日的江门仍保存大量“白沙遗迹”。
陈白沙祠、白沙墓、慈元庙碑、各种卷轴手迹，这些珍贵的
古迹、文物，具有厚重的历史价值。今年，江门提出打造10
张城市文化名片，其中就包括“岭南心学的发源地”，希望
以此为江门城市“人设”添上几分儒雅气息。

明朝宣德三年（公 元 1428
年），陈献章出生于新会都会村
（今江门市新会区都会村），10
岁时，举家迁至江门白沙村（今
江门市蓬江区白沙社区内）。根
据岭南心学研究会荣誉会长黄
明同所著《白沙真儒》描述，陈献
章一生主要时光都在江门度过。

按照《白沙遗迹》记录，明朝
万历十二年（公元 1584 年），官方
集资在白沙村旧居基础上建设白
沙先生家祠，保存至今，成为了江

门人所熟知的陈白沙祠以及陈白
沙纪念馆。陈白沙纪念馆相关负
责人介绍，白沙祠内有一座贞节
牌坊，以及春阳堂、贞节堂、崇正
堂、碧玉楼等主体建筑。这些建
筑，代表着陈献章不同阶段的人
生经历、体悟等。如贞节牌坊、贞
节堂，意在表彰、赞颂陈献章母
亲林氏夫人一生“守节”；而春阳
堂则取自陈献章十年“静坐”探
究“作圣之功”的春阳台之名，展
现了其最主要的学术成就。

明朝成化十三年（公元 1477
年），朝廷为旌表林氏夫人的贞
节事迹而立贞节牌坊，后于明万
历卅九年（公元 1611 年）重修。
记者注意到，“贞节牌坊”的正面
有“圣旨”及“贞节”匾额，背面有

“母节子贒”横匾，其“贒”字由
“臣、忠、贝”三字组成，取“忠臣
为国之瑰宝，即为贤人”之意。

“母节子贒”横匾，充分体现了林
氏夫人对陈献章一生的影响。

据记载，陈献章父亲早亡，
母亲林氏 24 岁丧夫，随后终身
守节，抚育孤儿。陈献章是遗腹
子，出生后体质孱弱，“无岁不
病”，母亲悉心照料，“以乳代
哺”至其9岁。陈献章时常对人
说，如果没有母亲的照料与呵
护，他早已死于沟壑。除了身体
上的照顾，林氏还经常给陈献章
咏诵其父遗留下的《山水词》《遗
兴》等作品，让他接受诗词熏陶、
了解其父隐居淡泊名利的心迹。

至于陈献章10岁时举家迁

居的经过，按照《白沙真儒》描
述，是因为原住处邻居不友善，
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其母效法

“孟母三迁”，为子孙计“择善而
居”。陈献章的五言诗《移居》披
露了迁居的初衷：“万金论买邻，
千金论买宅……吾志在择善，无
然复离析。”

林氏夫人一生德行得到了
明朝官方的认可，因而被旌表为

“节妇”。据明朝何维柏《改创白
沙家祠碑记》记录，在建设白沙
先生家祠时，官方特意重修贞节
牌坊，并设立贞节堂。《白沙遗
迹》中评论说，传统专祀男性的
祠堂配置一个纪念女性的堂舍，
在历史上是很少有的，尤其是在
祠堂前矗立一座贞节牌坊，这种
形制更是罕见。

体念母亲养育之恩，陈献章
唯愿随侍母亲身旁，这成为他一
生大部分时间留在江门的重要
原因，也间接促成他在江门开创
了“江门之学”。

明朝 景 泰 七 年（公 元 1456
年），经历了赴京应试落第、拜
师江西大儒吴与弼后，陈献章
回到江门。第二年便“初筑春
阳台，日坐其中”，致力于探究

“作圣之功”，寻求成为圣贤的
途径。

据《白沙真儒》描述，陈献章
静居苦读，除了儒家四书五经外，
还大量阅读“天下古今典籍，旁及
释老、稗官、小说”，但“如是者亦
累年，而卒未得焉”。于是他又采
用“静坐”方式涵养自身。“久之，

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
若有物……体认物理，稽诸圣训，
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
也。”最终，陈献章创新了心学，
以“自得”而“作圣”为心学之旨
趣；以“静养端倪”为“心学法
门”；以“宗自然”为心学境界；以

“心开万世”为心学本色。
对于陈献章开创的“白沙心

学”，后世评价甚高。明末清初思
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
价：“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
微。”同为江门人的著名文学家梁

启超也认为“白沙心境与自然契
合……其自处永远是一种鸢飞鱼
跃、光风霁月的景象，人格是高尚
极了，感化力伟大极了。”

如今，陈献章探究“作圣之
功”的春阳台早已不复存在。据
悉，白沙祠内的春阳堂，只是借其
名字，用作各地来往瞻仰、祭拜的
人士休息、宴集之所。可喜的是，
从春阳台中创立的“白沙心学”，
其生命力远比馆舍强大，自成一
派，被冯友兰等后世学者以诞生
地为名，称为“江门之学”。

在江门市蓬江区钓台路口，
有一座钓台故址。据《江门市
志》及江门著名书法家黄兆纪所
著《钓台史话》记载，“江门墟”
附近有大石卧于江边、退潮时露
出水面，形如探水石龟。明朝成
化十九年（1483 年），陈献章回乡
侍母，后来以此石为基，搭建伸
出蓬江的半月形高台，并在岸边
建书院，每日与门生及好友谈经
论道，闲时垂钓为乐。如今的钓
台故址，是在当年陈献章钓台处
重修的。

钓台故址，体现了陈献章晚
年的一大功绩：教化育人。明朝
成化年间，陈献章再次进京应
试，但又一次落第。面对残酷现
实，陈献章绝仕返乡，在侍奉母
亲的同时，致力于教学。

据《白沙真儒》描述，陈献
章的教学风格独特，常与弟子
门人流连于江门的山水之间，
结伴同游，作诗吟唱。“江门诗
景年年是，每到春来诗更多”。
在赋诗、吟诗过程中，陈献章潜
移默化地“诗教”；在自然景观
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引导弟子
思考、感悟，从而“自得”。《云潭

记》曾记载，陈献章领着弟子周
镐及其儿子周京登上新会圭峰
山，在绿护屏席地而坐，趁着诗
酒，从天空中的云引申出宇宙
万物的变化，上了一堂生动的

“户外拓展课程”。圭峰山麓、
蓬江钓台，成了陈献章讲学的

“课堂”；江门的山水，成了他的
“活教材”。

同时，他还特别提倡“私
学”，并身体力行。除了钓台外，
碧玉楼、小庐山等都是他所办的

“私学”。值得一提的是，钓台更
成为陈献章学术、学派衣钵传承
的象征。他写给高徒湛若水的
《江门钓濑与湛民泽收管》中，特
意加上按语：“达摩西来，传衣为
信，江门钓台亦病夫（陈献章自
称）之衣钵也。兹以付民泽（湛
若水曾用的字）。”

陈献章一生不分贵贱、有教
无类，弟子众多。据学者阮榕龄
编撰的《白沙门人考》，陈献章门
下姓名、籍贯明晰的弟子多达
170 人，还有姓名、籍贯未知的
10人。其中弟子湛若水、陈庸、
林光、张诩等，均为一时人杰。
可谓桃李满门、英才辈出。

斯人虽已远去，但“白沙先
生”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江门城市
的文化肌理中。

在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坐
落着供奉南宋杨太后的慈元庙
及供奉“宋末三杰”文天祥、陆秀
夫、张世杰的大忠祠。这些建筑
所在之地，就是当年宋元崖山海
战故址以及宋少帝行都旧址。
新会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旅游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宋亡厓山诸
臣死节事”启发了幼年陈献章的
爱国情怀。因此，他在晚年倡建
慈元庙、大忠祠，并留下了历史
价值及书法艺术价值极高的《慈
元庙碑》。慈元庙、大忠祠及《慈
元庙碑》如今都成为激发五邑后
辈爱国情怀的“源泉”之一。

新会七木琴社社长、冈州古
琴斫制技艺传承人黄俊堂介绍，
崖山之后，中原南迁的琴人、琴
器、琴谱散落在民间。宋遗民在
元朝收集了宋室遗留古琴曲谱，
此后岭南琴学昌盛、琴人辈出。
白沙先生雅好古琴。他与他的弟
子们收集散落在民间的琴谱，辑

成《古冈遗谱》（已散佚），因而白
沙先生被尊称为“岭南琴宗”。目
前，冈州古琴艺术和冈州古琴斫
制技艺已被列入江门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茅君稍用事，入手称神
工。”陈献章所作《病中写怀寄李
九渊》，写尽他对白沙茅龙笔的
喜爱。相传，陈献章在故乡讲学
期间“山居偶乏笔”，长居圭峰的
他就地取材，随手在附近山坳间
采集一把茅草，取其根部束茅为
笔，蘸墨挥洒写苍劲之字。也有
其他学者考据认为，由于陈献章
住在乡间，毛笔供应不上，所以
试着用新会特产的山茅代笔，经
过长期的实践后，发现这种新奇
的书写工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
便从这方面开始探索书法。“遂
自成 一家 ，时呼为茅笔 字 ”。
2008年6月，白沙茅龙笔作为传
统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凡此种种，已经成为了江门
城市文化体系中的精髓，也是江
门打造“岭南心学的发源地”文
化名片之底气所在。

江门风月钓台深

至今千古共流光

江门之水流千春

“人子至情”是“爱亲”

小坐江门不记年

钓台故址 江门市博物馆供图

陈白沙祠内的陈献章讲学雕像

钓台故址内供奉的白沙先生像及“岭南一人”等牌匾
江门市博物馆供图

贞节牌坊背面的“母节子贒”横匾

陈白沙纪念馆内展示的茅龙笔

陈白沙纪念馆内展示的陈献章
所藏沧海龙吟琴复制品

陈白沙祠“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

““白沙先生白沙先生””陈陈献章献章：：
““自得自得””心学心学 引引领寰中领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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