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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古男儿》

前言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
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
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
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
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
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
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
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尽管到西
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
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
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
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
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
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
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
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颉、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异、
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
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
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
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
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
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
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
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硅、赵孟颛、黄公望、吴镇、王蒙、
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
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穗、朱
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
文化近代化之先声。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
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
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
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
，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
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
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
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浙江
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
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
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
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
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
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
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
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
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本丛书从创
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
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
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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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是为序。2003年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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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亘古男儿:陆游传》主要内容：陆游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
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
景物的曲折的情状，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
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
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傍人的诗集
里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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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华，女，1964年生，浙江绍兴人。1984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中文系，1987年赴南京大学
中文系读硕士生课程，200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做高级访问学者。现为绍兴文理学院教授，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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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的创作，作品入编《当代诗词点评》、《20世纪旧体诗词选》等。近年来主持省市级重点课题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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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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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于淮上，少逢丧乱陆游一生都铭记着当年父母向他描述出生淮上时不寻常的场景，以至于到了古稀
之年，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还时时浮现在眼前：“我生急雨暗淮天，出没蛟鼍浪人船。”如此动荡的画
面是否正暗示着那个动荡时代的即将到来？陆诗说：“宣和七年冬十月，犹是中原无事时”，意思是
说他出生的那年冬天十月，中原太平无事，依然是一派承平的气象。其实，“中原无事”只是表面的
现象，潜伏在承平时局背后的是朝廷的昏庸、麻木和腐朽。因为此时北中国上空正弥漫着血雨腥风，
一场蓄势已久的政治阴谋在酝酿之中。事情还得从宋、辽、金三国国力形势的消长说起。北宋立国后
，北面时常是狼烟弥漫，边事一刻也没有消停过，先后受到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契丹部族建立的辽与
女真族建立的金的侵扰。北宋前期，辽很强大，1005年，辽军大举进攻北宋，兵临澶州城下，北宋奋
起抗击，在初战告捷的情况下，匆匆与辽议和，立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于是，贡辽的巨额“岁
币”成为北宋长期以来沉重的负担。那时，北方的女真族也受辽的控制，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
。11世纪以来，女真族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学会了汉人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过定居生活。12
世纪初，完颜部族中勇敢而有计谋的阿骨打做了首领。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立金国，是为金太祖
。就在金崛起的同时，辽的统治集团内部开始腐朽，国力下降，金军乘机占领了辽的许多土地，辽的
势力范围日渐缩小。徽宗宣和七年(1125)，也就是陆游出世的这一年春天，金和北宋联起手来夹攻辽
国。金军大获全胜，俘获了辽的皇帝。北宋军队则依仗金军的力量，乘机收复了燕山府(北京)，契丹
部族建立起来的辽国终于灭亡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宋、辽、金三国相互牵制的平衡链也随之瓦解。金
、宋联手灭辽，产生了一个令北宋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后果。一方面，女真金人看透了北宋政治集团色
厉内荏的本质：北宋的军队缺乏战斗力，加上防备空虚，实在不堪一击。另一方面，女真金人灭辽后
气势正炽，更大的野心日益膨胀。但昏聩的北宋朝廷却满足于既得利益，依然歌舞升平，根本看不到
灭顶之灾正在步步逼近。陆宰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奉命抵达京城开封的。陆宰进京后，随即调任京西路
转运副使，主要负责供应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一带的粮饷。这时，北方的形势已经
吃紧，为了全力以赴办公事，陆宰把夫人和襁褓中的陆游等一干家眷，安顿在河南荥阳，自己则轻装
赶赴新任。宣和七年的十一月，金人已经完成了挥师南下的军事部署，分东、西两路向北宋扑来。十
一月底，蓟州失守；十二月初，燕山府沦陷；十二月中旬，北方重镇太原被金兵重重包围。至此，金
人完全背弃原先的盟约，大举进攻北宋。面对突如其来的虎狼之师，宋徽宗(赵佶)惊慌失措，慌乱中
将帝位传给太子赵桓，是为钦宗，下诏第二年改元靖康。1126年，钦宗改元靖康。女真大军渡过黄河
，长驱直人，正月初，兵临东京城下。金人一连几日在城郊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徽宗撂下一副烂摊
子，自己出奔亳州，一直南逃到镇江避难。大敌当前，北宋朝廷内部顿时乱成一团。在对金问题上明
显地分作两派，一派主张割地求和，一派力主坚守东京。刚接位的宋钦宗本来也打算逃跑，碍于主战
派的一再呼吁，只得留下来抗金，任命主战的尚书右丞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保卫东京。李纲带领将士
坚守城池，击退了金人的多次进攻。不久，各地援军纷纷赶往东京救援，河北、山东等地民众也组成
义军，联手抗金。金兵孤军深入，此时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尽管东京的形势有所缓解，但钦宗还是按
捺不住内心的恐慌，派计议使匆匆与金人议和，一口答应了金人要求割让中山、河问、太原三地，岁
币黄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万匹等所有苛刻的条件。金人心满意足，二月方才撤兵。
撤退时，还让北宋宰相、亲王护送他们过黄河，满载金银财宝而归。在与金人的初次交锋中，北宋统
治集团懦弱无能的本性暴露无遗。朝廷重臣中，如张邦昌、李邦彦之流，在关键时刻往往明哲保身，
只会屈膝投降；镇守一方的将帅如郭药师(本辽降将)之流，更是闻风而降，充当了金人南侵的内应和
走狗。而议和的结果无异于投降，欲壑难填的金人觊觎的远非这些！金军退走以后，统治者自以为割
地、赔钱终于换来了天下太平。于是，主和派在朝廷神气十足，非常得势。宋钦宗遣散了各地援军，
四月，徽宗回京师。陆宰遭徐秉哲弹劾，被吏部正式罢免了京西路转运副使之职。九月，主战的李纲
等则被撵出朝廷。这一切，都令爱国志士痛心疾首，也为将来留下了无穷的后患！面对突如其来的免
职，陆宰感到非常震惊和气愤。几个月来抛家别子、不辞辛劳地奔波，为前线筹办粮饷，非但未曾得
到半点揄扬，反而被一句“身为漕臣，未尝过而问”的话，送吏部推问论罢。难道真的是自己失职吗
？显然不是。经过这次变故，陆宰也看清了投降派在朝廷中盘根错节的势力。他们党同伐异，颠倒是
非，不择手段地排挤主战派人士，无非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看来京华是待不下去了，满
怀愤懑的陆宰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他从荥阳接来家眷，离开京城，暂时回到原先寓居的寿春(今安
徽寿县)。一边料理这半年多来猬集的家事，一边打点行装准备回山阴老家，心里暗暗发誓，以后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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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瞠官场这摊浑水了。陆宰原打算秋凉以后上路，没想到时局变化竟比他回乡的脚步还快。靖康元年
的秋天，金军对北宋发动了第二次猛烈的进攻。闰十一月，金军渡过黄河攻陷东京，钦宗向金人投降
，金人掳走徽、钦二帝北去，中原沦陷，北宋宣告灭亡。得势的金兵到处肆虐，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
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难”。儿时的陆游，跟着父母兄弟仓促南下，在兵荒马乱之中，度
过了他人生最难忘的逃难生活，这一经历给他幼小的心灵烙下刻骨铭心的印记。他在后来的诗中回忆
道：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淮边夜闻贼马嘶，跳去不待鸡号旦。人怀一饼草间伏，往往
经旬不炊爨。呜呼，乱定百口俱得全，孰为此者宁非天！在回乡的路上，一家人一会儿躲战火，一会
儿避贼兵。他们渡淮水，经运河，历尽千辛万苦、颠沛流离，饱尝了车马劳顿和凄惶惊吓之苦。建炎
元年(1127)初，终于回到了山阴老家。同年五月，宋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
，改元建炎，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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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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