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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元2006年4月某日，两位南海郡人至广州天河区龙眼洞祥云岭，拜谒先贤陈恭尹先生墓。到了墓
地，发现陈恭尹之墓已被夷为平地。墓址成一大坑，底部覆盖着枯黄落叶，显然已被毁多时了。陈恭
尹诗多亡国之音，而其墓保全于清代，民国战乱、日寇铁蹄、文革浩劫，其墓仍存。而这座被列入广
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竟然毁于一场莫名其妙的清理山坟活动中，岂不令人悲伤乎?　　然亦
无须悲伤。诗人之墓不是用砖石砌成的，而是用他的血泪和墨汁锻造的。先贤之墓不仅竖立在山野之
上，还竖立在世世代代的后人心中。　　陈恭尹墓被毁之际，王君富鹏正13 13夜夜端坐中山大学图书
馆古籍部，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树碑立传，撰写博士论文《岭南三大家研究》。　　我接触过
一些岭南以北的才人，言谈之间，往往不经意地流露出对岭南文化的不屑之情，以为这是一块没有历
史文化积淀，而且现实又是充满金钱气味的地域。我想，这是一种错觉与偏见。岭南古称蛮荒之区，
与中原隔膜，偏于一隅。然明清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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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岭南三大家”在清初文坛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当时他们不但各自享有较高的声望，而且他们的行藏
出处，交接风格也很具有典型性。受传统文化影响，如何做人、如何交友显得十分重要。朝代鼎革之
时，尤其是明清之际士人的出处行藏更为人们关注。然而岭南遗民屈大均在交接方面自始至终就率性
而为。不管对方是初入仕途的清朝官员，还是颇遭非议的贰臣，他都乐于结交。在这一点上他与陈恭
尹大为不同。康熙十七、八年之前，陈恭尹在交接方面非常谨慎，此后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屈、陈二
人分别为这一时期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同时覆巢孑遗陈恭尹交接态度的转变在当时也最具有典型性
。
明遗民与仕清者相互间能认可对方的政治选择。特殊的时代带来了选择的多元化。许多人都能把公义
与私情分而处之。政治上的对立一般不会严重影响个人之间的友谊。人们对日常生活要素的全面关注
重要于对政治要素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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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不是他没有与之交游的愿望，而是长期远游在外，减少了他与岭南遗民交游的机会。　　二屈
大均与来粤遗民之交游　　屈大均一生浪迹四方，所交遗民除著籍岭南者之外，还有很多。所交外省
入粤遗民，有张杉、张梯、王世桢、蓝涟、周诩、周秋驾、郭清霞、何东滨和魏礼等。　　张杉、张
梯　　张杉（?一1681），字南士。浙江山阴人。一说萧山人。义士，性孝友。康熙二年，海上狱起，
清大将军利璋急捕魏哜、李达、杨迁、祁班孙诸人。张杉只身奔走，为经纪其事。魏阱走萧山，复走
梅市，后遭捕被杀。张杉逃往钱塘。后祁班孙被徙塞外，张杉同往。押解之人点查人数，发现多出一
人。押解之人为张杉义举感动，力劝之返。张杉嚎眺而别。萧山毛牲（毛奇龄）避人出走，潜归，怨
家迹之。康熙十四年，毛牲在汝宁，杉独身寻牲，相持而归。　　顺治十五年屈大均北上，寻函可，
无果而返。之后浪游吴越数年，结交志士遗民和其他人等。顺治十七年张杉隐居白鱼潭，屈大均作《
寄萧山张杉》诗：　　闻君白鱼潭，芦花秋半含。持竿皎月下，沽酒寒溪南。　　我欲游天姥，因之
结草庵。会当遣双鹤，来此迎苏耽。（《翁山诗外》卷八，第597页。）　　顺治十八年春末屈大均渡
江至杭州，在孤山侧之段桥与张杉等同仁吟咏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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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经典著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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