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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绍兴二十三年 %&&/3 年& 旧历七月# 二十四岁

的朱熹来到泉州府同安县任主簿# 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到任不久# 他就创立了同安县学# 并亲自主讲# 这是他一

生漫长讲学生涯的开端)

三年后# 朱熹同安主簿任满# 因为接任的官员没有到

位# 他待到次年 %&&/- 年& 十月才回闽北) 朱熹一生从

政七年多时间# 在同安前后五年# 是时间最长的) 同安对

于朱熹有特殊的意义# 朱熹对同安也有重大的影响) *同

安县志+ 说! '闽之文学以漳泉为最# 而漳泉尤以同安为

最# 盖因朱子过化# 文风日盛耳)( 这话前半句有夸大之

嫌# 后半句倒很真实# 同安人以大儒过化之地而骄傲) 嘉

禾屿 %厦门岛& 历史上属同安县# 时光流转# 如今同安成

为厦门市的一个区) 在厦门各地# 处处都有朱熹的遗迹和

传说)

朱熹 %&&3%"&$%% 年&# 字仲晦# 号晦庵# 晚称晦翁#

世称朱文公) 作为我国中古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朱熹

的生平几无秘密) 然而# 关于他的经济生活"""收入, 财

产和用度# 以及因此而引起的误解, 谣言和诽谤# 还很少

有人完整叙述) 生前被谣言打倒的朱熹# 千载之下# 仍然

笼罩在谣言的阴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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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诗云! '故人具鸡黍# 邀我至田家)( 黍是糜

子# 又称黄米) 先秦时期# 黍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主食)

*论语+ 说丈人招待子路# '杀鸡为黍而食之(# 意思是杀

鸡和煮黍米饭给他吃# 相当丰盛) 唐宋时期# 北方的主食

已经变成小麦# 黍主要用来酿酒# 所以孟浩然诗中的 '具

鸡黍(# 应该指杀鸡酿酒# 更为豪华)

朱熹比较清贫# 故人来访# 恐怕不一定能够享受到

鸡, 酒) 他在 *武夷精舍杂咏+ 中写道! '故人肯相寻#

共寄一茅宇) 山水为留行# 无劳具鸡黍)( 看来他为朋友

准备的# 只有茅屋和山水# 没有鸡黍) 朱熹与学生同甘共

苦# 粗饭蔬食# 遇到客人来访# 通常邀客人一起在书院的

食堂用餐)

有一天# 一位来自浙江处州 %今丽水市& 的年轻人胡

#

慕名来访) 胡
#

不是故人# 当时还没登第# 朱熹请他与

其他学生一道共餐) 据叶绍翁 *四朝闻见录+ 记载! '先

生待学子惟脱粟饭# 至茄熟则用姜醯 %醋& 浸三四枚共

食) 胡之至# 考亭先生遇礼不能殊) 胡不悦# 退而语人

曰! 此非人情# 只鸡樽酒# 山中未为乏也)(

胡
#

很不高兴# 觉得伙食太差# 居然真的不具 '鸡

黍(# 朱熹根本就是瞧不起他) *宋史/胡
#

传+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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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

& 遂亡去) 及是# 劾赵汝愚# 且诋其引用朱熹为伪

学罪首)( 大历史往往源于小细节) 追根究底# 历史上赫

赫有名的 '庆元党禁(# 导火索竟然是朱熹太俭省了# 舍

不得 '只鸡樽酒()

胡
#

是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人) $%&0 年 3 月初# 我去

庆元县城郊坑西村寻访他的坟墓) 墓在村后不远的一片杉

林中# 形制甚古# 旁边有新立的简介# 说 $%%& 年竹坪,

左溪, 岭头, 八炉等村胡氏后裔集资重修该坟) 我注意

到# 简介回避了胡
#

名垂青史的另一事迹"""打倒朱熹#

单提他对庆元县的贡献! '南宋宁宗庆元三年 %&&,- 年&#

公上书朝廷# 请以所居松源乡置县# 极力请命) 冬十一月

诏可# 赐纪年 1庆元2 为县名)( 清代 *处州府志+ 提到

他# 仅仅 - 个字! '龙泉人# 事详 *宋史+)( 回头读 *宋

史+# 只有一篇骂他奸邪小人的传记) 我看到的胡
#

墓#

据说只是他的十八处疑冢之一)

实际上# 胡
#

的主要贡献是在庆元年间# 制造了 '庆

元党禁() 作为奖励# 朝廷同意胡
#

的老家从龙泉县析出#

新建庆元县)

南宋庆元元年 %&&,/ 年&# 权臣韩?胄秉政# 在打击

政敌赵汝愚的同时# 顺便收拾与赵汝愚交好的道学家群

体# 贬为 '伪学() 同年# 刘德秀, 何澹等人上书请禁道

学) 次年叶翥上书请求把道学家的著作 '尽行除毁(- 胡

#

, 沈继祖上书诬陷赵汝愚图谋不轨, 指控朱熹六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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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接着又有选人余折上书请斩朱熹) 在越来越严厉的指

控下# 朱熹等道学家由 '伪党( 变成了 '逆党()

庆元三年 %&&,- 年&# 朝廷将赵汝愚, 周必大, 朱

熹, 徐谊, 彭龟年, 陈傅良, 薛叔似, 楼钥, 孙逢吉, 刘

光祖, 吕祖俭, 吕祖泰, 叶适, 吴猎, 项安世, 杨简, 詹

体仁, 蔡幼学, 蔡元定等五十九人打成 '伪学逆党(# 或

罢官, 或逮捕, 或流放充军# 他们的著作则被禁毁) 这份

名单上的人物# 不止朱熹学派成员# 还包括了江西陆学,

湖湘学派, 金华学派和永嘉学派的学者) 这是一场对学术

思想界的全面镇压)

胡
#

是 '庆元党禁( 的主要打手# 为打倒朱熹不遗余

力) *宋史/朱熹传+ 说! '沈继祖为监察御史# 诬熹十

罪# 诏落职罢祠)( 但是# 沈继祖这份诬蔑朱熹的奏折#

却不是他自己写的# 而是得自胡
#

) *宋史/胡
#

传+ 说!

' %胡
#

& 独稿草疏将上# 会改太常少卿# 不果) 沈继祖以

追论程颐得为察官#

#

遂以藁授之) 继祖论熹# 皆
#

笔也)(

*宋史纪事本末+ 详细记载了事情经过! '胡
#

$$为

监察御史# 乃锐然以击熹自任) 物色无所得# 经年酝酿#

章疏乃成) 会改太常少卿# 不果) $$

#

以疏草授之继

祖# 谓可立致富贵)( 大意是# 胡
#

任监察御史时# 以斗

倒朱熹为己任# 搜集了一年资料# 才写好奏稿# 正要弹劾

朱熹# 他就调任为太常少卿# 只好作罢) 后来沈继祖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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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御史# 胡
#

把稿子交给他上奏# 说可以立取富贵) 所以

说沈继祖的奏疏# 其实出自胡
#

手笔)

wxyz

由胡
#

撰写, 沈继祖递呈的 *劾朱熹省札+# 捕风捉

影# 无限上纲# 包括了种种匪夷所思的谣言和诽谤) 幸好

叶绍翁 *四朝闻见录+ 收录了全文# 我们才得以 '拜读()

奇怪的是# 数百年来# 没有一个严肃学者# 甚至包括

朱熹的学术对手# 会把它当真# 加以引用) 但是从 $% 世

纪初 '新文化运动( 起# 为了打倒理学和朱熹# 有人开始

使用这些材料) 在后来的 '批林批孔( 运动中# 更被不少

人当成至宝# 用以诋毁和丑化朱熹) 如今# 泥沙俱下的网

络# 又成为这些谣言流传的温床)

沈继祖于庆元二年 %&&,1 年& 十二月上奏 *劾朱熹

省札+# 在此摘录如下!

臣窃见朝奉大夫! 秘阁修撰! 提举鸿庆宫朱熹"

资本回邪" 加以忮忍$ 初事豪侠" 务为武断" 自知圣

世此术难售" 寻变所习" 剽张载! 程颐之余论" 寓以

吃菜事魔之妖术" 以簧鼓后进" 张浮驾诞" 私立品

题" 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 以益其党伍" 相与餐粗食

淡" 衣褒带博$ 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 或呈身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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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敬简之堂" 潜形匿影" 如鬼如魅$ 士大夫之沽名嗜

利! 觊其为助者" 又从而誉之荐之$ 根株既固" 肘腋

既成" 遂以匹夫窃人主之柄" 而用之于私室$ 飞书走

疏" 所至响答" 小者得利" 大者得名" 不惟其徒咸遂

所欲" 而熹亦富贵矣$ 臣窃谓熹有大罪者六" 而他恶

又不与焉$

&&

虽然 *宋史+ 称沈继祖 '诬熹十罪(# 但奏疏实际上

指控朱熹六大罪! 第一是不孝其亲# 让母亲吃陈米- 第二

是不敬于君# 屡辞朝廷召命- 第三是不忠于国# 对孝宗葬

地持有异论- 第四是玩侮朝廷# 接受了官职又佯为辞免-

第五是写反诗 '除却人间别有天(- 第六是为害风教# 堕

坏圣人偶像手足) 也有人说# 沈疏六大罪之外# 还加上后

面所提的不廉, 不恕, 不修身, 不齐家, 不治国五项恶

行# 共十一罪# 约言十罪也是可以的)

沈继祖上疏后# 朱熹立刻被 '落职罢祠( %解除官职

和罢免祠禄&# 他的首徒蔡元定被流放到湖南道州编管#

次年死在流放地) 沈继祖奏劾立竿见影# 但门下中书二省

起草的贬谪朱熹文书# 却没有引用沈疏所列罪状) 这又是

一奇) 叶绍翁 *四朝闻见录+ 说! '初# 台臣劾公# 仅见

省札# 而掖垣见不敢草谪词云)( 他认为# 经办人员也觉

得沈继祖指控的罪名太荒谬# 不敢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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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力相助# 诬陷并不需要人们信服就能产生力量#

并让一个学派遭受重创)

{|}~��

有一种观点认为# 不管沈继祖疏多么荒唐# 问题是朱

熹没有为自己辩护# 承认了这些罪名# 上表称谢) 如果他

真的无辜# 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呢0 表面看来# 这种说法

有几分道理# 然而仔细探究# 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得知自己 '落职罢祠( 的消息时# 朱熹正在建阳考亭

的竹林精舍讲学) 清王懋 *朱子年谱+ '三年丁巳

%&&,- 年&# 六十八岁# 春正月# 拜命谢表( 条曰! '前数

日之夕# 先生方与诸生讲论# 有以落职之命来告者) 先生

略起视之# 复坐讲论如初) 翌日诸生方知有指挥也) 寻具

表状)(

朱熹上了两道谢表) 第一份是 *落职罢宫祠谢表+#

其中云!

果烦台劾" 尽发阴私" 上渎宸严" 下骇闻听$ 凡

厥大谴大诃之目" 已皆不忠不孝之科' 至于众恶之交

归" 亦乃群情之共弃$ 而臣聩紈" 初罔闻知" 及此省

循" 甫深疑惧$ 岂谓乾坤之造" 特回日月之光$ 略首

从之" 常规既俾" 但书于薄罚" 稽眚终之明训$ 倘许

$/

鹭岛清风D

!"#$%&'()*+()

!!!厦门历史名人勤廉故事读本



卒遂于余生" 是宜衰涕之易零' 惟觉大恩之难报$

谢表是用来感谢皇恩浩荡的# 如果在其中洗冤辩白#

无异于指责圣裁有误) 再厉害的人物# 在谢表里# 都要卑

躬屈膝) 例如欧阳修的 *亳州谢上表+! '伏念臣章句腐儒

之学也# 岂足经邦- 斗筲小器之量也# 宁堪大用)( 绝顶

聪明的苏轼# 也要狠狠作贱自己# 他的 *湖州谢上表+

说! '臣荷先帝之误恩# 擢置三馆- 蒙陛下之过听# 付以

两州)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 难以追陪新进- 察其老老不生

事# 或能牧养小民)(

朱熹本人对这份谢表是不满意的) 他在给黄干的信中

写道! ' *谢表+ 为众人改坏了) 彼犹有语# 是直令人不得

出气也) 此辈略不自思自家是何等物类# 乃敢如此# 殊可

悯笑也)( 在另一封给黄干的信中又说! ' *谢表+ 谩录去

看# 勿以示人) 初时更有数人# 后为元善所删# 然亦无甚

紧要) 若谓取祸# 则只此亦足以发其机也)( 大约草拟

*谢表+ 时# 朱熹曾与朋友弟子商议修改# 大家都觉得此

时宜忍气吞声# 免得再给政敌提供攻击的口实) 但他自己

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

我们再看朱熹的另一篇 *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

节选如下!

臣熹言% 臣昨于庆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准尚书省札

3/

朱熹% 贫困与谣言中的圣贤



子节文" 臣寮奏臣罪恶" 乞与褫职罢祠" 奉圣旨" 依$

札臣照会" 臣即于当日望阙谢恩解罢职名" 仍奉表称谢

去讫$ 今于C月C日" 复准都进奏院递到 C月 C日告

命一道" 付臣落秘阁修撰" 依前官者$

弹文上彻" 已幸免于严诛# 诏墨下颁" 复宠加于

明训$ 阅时既久" 只命惟新$ 感极涕零" 惧深首陨$

伏念臣草茅贱士" 章句腐儒" 惟知伪学之传" 岂适明

时之用$ 顷叨任使" 已屡奏于罔功# 旋即便安" 复未

能于寡过$

狂风暴雨之下# 朱熹的确屈服了# 选择了沉默) *朱

子语类+ 记载# 朱熹说! '某又不曾上书自辩# 又不曾作

诗谤讪) 只是与朋友讲习古书# 说些道理# 更不教作# 却

作何事0( 又说! '其默足以容# 只是不去击鼓说冤# 便是

默) 不成屋下合说的话亦不敢说也)( 沉默# 放弃自辩与

喊冤# 相当于认输) 他可以退到这一步# 退到唾面自干#

换取宁静的讲学著述生活)

然而# 屈服于强权 %认输& 和认罪# 毕竟是有差别

的) 沉默不一定是默许# 也可能是承担不起反抗的后果)

有人向你泼脏水# 你没有抵抗# 不等于你赞同他泼脏水#

因为对方手中可能有把枪) 那些说朱熹已经认罪的人# 应

该多读读范仲淹, 苏东坡等人写的谢表# 就能更客观地看

待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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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宋代的御史奏疏# 我们首先要了解# 中国古代的

监察机构# 允许 '风闻言事(# 或称 '风闻奏事() *文献

通考/职官考+ 载! '御史许风闻言事)( 这种制度从南北

朝开始# 两宋最为发达# 清初逐渐收束并多次严禁)

按北宋王安石的解释! '许风闻言事者# 不问其言所

从来# 又不责言之必实) 若他人言不实# 即得诬告及上书

诈不实之罪) 谏官, 御史则虽失实# 亦不加罪# 此是许风

闻言事)( 也就是说# 只要听到关于某位官员的流言蜚语#

御史就可以向朝廷弹劾纠举# 不必核对消息正确与否# 谓

之 '风弹() 就是因为这原因# 胡
#

作为监察御史写好的

奏稿# 转任太常少卿后# 他就不敢自己上奏了# 因为后者

没有免责权# 可能被反控诬告) 他只好把草稿转交新任御

史沈继祖) 沈继祖明知奏稿不实# 但因为没有责任# 所以

愿意帮权臣韩?胄打击政敌# 谋取日后富贵)

宋代御史公文里# 充满八卦和谣言# 宋人已经司空见

惯) 沈继祖奏劾的 '朱熹十罪(# 政敌不敢随意引述# 生

怕惹来官司- 亲友门生认为胡说八道# 没有人会相信) 然

而# 沈继祖递呈的 '诬熹十罪( 文本一直在秘密流传)

我一直留意朱子研究# 希望读到对于 '朱熹十罪( 的

全面批驳# 然而仅发现朱瑞熙先生 *评 3南宋反道学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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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4+, 束景南先生 *朱子大传+, 陈荣捷先生 *朱子新探

索+ 等少数论著# 驳斥了其中部分罪名) 现综合以上诸家

观点# 并结合个人理解# 逐一讨论)

第一大罪 '不孝其亲(# 指控朱熹不给母亲吃好米#

只让她吃粮仓陈米) 此时# 朱熹的母亲祝氏夫人已经去世

$% 多年了# 不知胡
#

是哪里听到这消息的0 朱熹在为母亲

所撰圹志上写自己 '愚不适经用# 贫病困蹙# 人所不堪(#

而其母 '处之怡然(# 似乎祝氏夫人并不介意与儿子吃同

样的饭菜)

叶绍翁说朱熹与学生们日常所食 '惟脱粟饭(# 也就

是糙米饭) 黄干 *朱子行状+ 说朱熹 '衣取蔽体# 食取充

腹(# 吃穿都很简陋# 很可能朱熹母子和门生吃的都是粮

仓陈米) 实际上# 朱熹的寒泉精舍就建在母亲墓旁# 长期

守孝) 从来没人怀疑朱熹的孝道)

第二大罪 '不敬于君(# 指控朱熹数次被朝廷召命#

都找理由推辞) 这倒是事实) 朱熹宁愿讲学# 不爱做官#

多次推辞朝廷的任命) 但这在宋代官场上习以为常# 若一

一追究# 朝廷无人矣) 至于说他挑三拣四# '辞小而要

大(# 那是个人解读问题) 总之# 朱熹没有 '求官( '买

官(# 只有 '辞官(# 算不了大罪)

第三大罪 '不忠于国(# 指控朱熹为了安插门生蔡元

定为官# 独持异论# 主张孝宗按古制应葬其他地方# 差点

误了大事) 实际上# 作为朝臣和礼制权威# 朱熹有权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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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事表达意见# 但他并非决策者# 即使有错# 也构不成

大罪) 至于是不是出于 '私意(0 因为没有证据# 事情也

未发生# 纯属诛心之论)

第四大罪 '玩侮朝廷(# 指控朱熹既然做了侍讲# 按

例封赠其父母, 奏荐其子弟# 朱熹却突然屡次上章# 要辞

去职名) 这事十分蹊跷) 既然是辞官之事# 理应归入第二

大罪# 为什么要单列呢0

我研读了半天# 才闹明白# 原来胡
#

在这里指控的是

另一件事) &&,0 年# 朱熹以一代儒宗的身份# 被宰相赵汝

愚推荐给刚刚即位的宋宁宗# 授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作为

皇帝的老师# 朱熹得以封赠父母, 奏荐子弟# 他也没有浪

费这个机会# 推荐女婿黄干补任了 '将仕郎() 但他一直

觉得自己是越级提拔# 内心不安# 不断请求辞去待制和侍

讲职务# 降为说书) 胡
#

指责朱熹得了便宜还卖乖# '岂

有以职名而受恩数# 而却辞职名(# 意思是你因这职名得

了好处# 却又闹着要辞去这职名# 这不是 '玩侮朝

廷( 吗0

朱熹为什么要辞去待制和侍讲的职名呢0 按他自己的

解释# 起初是因为提拔太快# '超躐不次之途# 难以祗受(

% *朱子年谱+&- 后来在 *辞免待制改作说书状+ 中又说!

'第以未得进说# 先受厚恩# 万一异时未有报效# 而疾病

发作不可支吾# 遂窃侍讲职名而去# 则熹之愚# 死有余

罪) 欲望朝廷特为开陈# 与免待制职名# 改做说书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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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哪有人嫌自己升官太快的0 或认为自己不配高位的0

难怪胡
#

不理解# 认为他迂腐, 矫情# 但这不是什么

大罪)

第五大罪指控朱熹用心险恶) 据说赵汝愚死后# 朱熹

率徒哭吊# 他在和建阳知县储用的诗中有 '除是人间别有

天( 之句# 人间岂容 '别有天(# 莫非是想造反0 这是准

备兴起 '文字狱( 了) 原来# 韩?胄集团污蔑赵汝愚勾结

朱熹等人阴图不轨# 有谋反之意) 但是胡
#

闹了一个大乌

龙) 这句诗并非朱熹和储用之诗# 而是十几年前朱熹所作

*武夷棹歌+ 中的句子)

第六大罪 '为害风教(# 指控朱熹听了首徒蔡元定的

风水说# 想霸占建阳县学为葬地) 建阳知县储用故意改护

国寺为县学# 方便朱熹日后图谋此地) 在绞缚搬运孔像的

过程中# 堕坏了偶像的手足# 影响很坏)

关于此事# 朱熹在给郑栗的信中倒是做过解释! '盖

旧学基不佳# 众欲迁之久矣) 储宰一日自与邑中士子定

议# 而某亦预焉) 其人 %指蔡元定& 则初不及知)( 原来#

建阳士子觉得县学地基不佳# 早想搬迁# 建阳知县储用与

建阳士子定议此事时# 朱熹也在场# 倒是蔡元定起初并不

知情) 事实上# 那块地并不适合作为葬地) 至于搬迁时塑

像摧折# 他也感到难过# 在给潘时举的信中说! '近日改

移新学# 复为僧坊# 塑像摧毁# 要臂断折# 令人痛心) 彼

圣贤者尤不免遭此厄会# 况如吾辈何足道哉)( 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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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过是一件小事)

接着# 沈继祖疏还有一堆指控# 更加耸人听闻# 但是

不列为大罪# 只归纳为 '五大恶行(# 也值得做一下澄清)

第一大恶行 '不能修身() 原文说! '以至欲报汝愚援

引之恩# 则为其子崇宪执柯娶刘珙之女# 而奄有其身后巨

万之财) 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 每之官则与之偕行#

谓其能修身# 可乎0(

头件事说是为了报答赵汝愚提携之恩# 朱熹帮赵汝愚

之子赵崇宪做媒# 娶刘珙之女# 夺取了刘珙的巨万之财)

这话的意思# 似乎指赵家吞没了刘珙的家财# 而非朱熹夺

人之财) 刘珙是刘子羽长子) 刘子羽的确富庶# 受好友朱

松死前托孤# 待朱熹如子侄) 刘珙与朱熹一同长大# 相知

甚深) 按照南宋的法律# 父亲去世后# 在室女也有权分得

财产 %兄弟的一半& 作为嫁资) 刘珙生有两男两女# 长子

刘学雅还有官职# 所以赵崇宪只能得妻子应得的那份陪

嫁# 不可能吞没妻子娘家的全部家财) 至于朱熹# 他娶的

是刘子羽堂弟刘勉之的女儿# 刘勉之家境也不错# 但并没

有把巨万之财留给女儿) 有人若以为朱熹侵吞刘珙 '身后

巨万之财(# 那就更荒谬了)

另外是说朱熹 '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 据女婿黄

干所撰 *朱子行状+# 朱熹只娶过一妻# 即刘勉之之女刘

氏# 各种文献都没有朱熹纳妾的记载) 朱瑞熙先生在 *评

3南宋反道学的斗争4+ 一文中指出# 宋代高官富豪多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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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四妾# 人们习以为常# 社会舆论并不谴责# 如抗金名将

韩世忠娶有四妻# 大臣王素娶有三妻# 都冠冕堂皇载入碑

传) 朱熹如果有纳妾# 根本无须隐瞒# 自然也会反映到各

种文献中# 但今存的宋代文献却毫无朱熹纳妾的记载# 可

见纳尼姑为妾并非事实)

第二大恶行 '不能齐家() 原文无头无脑地指控朱熹

'冢妇不夫而自孕# 诸子盗牛而宰杀(# 却没有提到任何证

据# 不知如何回答) 朱熹生有三子# 只有长子朱塾

%&&/3"&&,& 年& 死在自己前面# 次子朱聎和季子朱在都

死在自己之后) 朱熹特别疼爱朱塾# 把他送到浙江金华吕

祖谦处受学) 朱塾娶吕氏门人潘景宪长女为妻# 生二男四

女) &&,& 年# 朱塾去世时# 朱熹已经 1$ 岁) 沈疏大约影

射朱熹与寡居的儿媳妇潘氏有私情) 这事和朱熹 '诸子盗

牛( 一样# 是何等劲爆的八卦# 却不见任何宋人提及# 恐

怕都属于捕风捉影) 千载之下的我们# 只能当成谣言了)

第三大恶行 '不能治民() 原文控诉朱熹知南康军,

帅长沙, 守漳州, 为浙东提举时的一些罪状# 难以查考)

其实朱熹在各处的政绩# 风评都很不错) 其中 '帅长沙#

则匿藏赦书而断徒刑者甚多( 一条涉嫌造假) 同治 *长沙

县志/拾遗+ 云! '朱晦翁帅潭日# 得赵丞相简# 已立嘉

王为上 %宋宁宗&# 当首以经筵召公) 晦翁藏简袖中# 竟

入狱取大囚十八人# 立斩之) 才毕而登极赦至) 晦翁恐赦

至而大恶脱网也)( 可见朱熹处死囚犯时# 袖中所藏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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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简札# 并非赦书) 至于任浙东提举时的事情# 后文另有

详论)

第四大恶行 '不恕() 所谓 '据范染祖业之山# 以广

其居(# 不知事情原委# 不谈) 但是 '发掘崇安弓手父母

之坟以葬其母# 而不恤其暴露( 显然是假的) 朱子葬母于

建阳崇泰里寒泉坞# 并且是买来的墓地# 离崇安甚远)

第五大恶行 '不廉() 原文指控朱熹 '男女婚嫁# 必

择富民# 以利其奁聘之多) 开门授徒# 必引富室子弟# 以

责其束修之厚) 四方馈赂# 鼎来踵至# 一岁之间# 动以万

计() 这些指控# 完全是一派胡言) 首先# 朱熹的女婿都

不富有) 朱熹育有三女# 长女嫁刘学古# 曾任同安县主

簿# 是个低级文官- 次女嫁黄干时# 黄干穷得一无所有-

小女嫁进士范元裕# 也无官职) 其次# 朱熹的学生并非都

是富家子弟) 据陈荣捷先生统计# 朱熹有门生 01- 人# 仅

&33人曾有官职# 约占总数的 $'E# '富室子弟诚有之#

惟不及全数之半耳() 最后# 朱熹虽然经常收到各方馈赠#

但取舍极严# 数量不大# 所以生活依然清贫)

��%�

朱熹一生不愿为官) *朱熹行状+ 曰! '五十年间# 历

事四朝# 仕于外者仅九考# 立于朝者四十日)( 实际上#

朱熹真正担任官职的时间只有七年)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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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泉州同安县主簿三年 %&&/3"&&/1 年&

知江西南康军两年 %&&-,"&&'& 年&

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九个月 %&&'&"&&'$ 年&

知福建漳州一年 %&&,%"&&,& 年&

知湖南潭州两个月 %&&,0 年&

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四十日 %&&,0 年&

史籍失载# 我们不知道南宋朱熹的官禄收入多少) 高

令印先生找到了北宋的相关规定! 茶盐三十贯左右# 知

州, 军最高六十贯# 侍讲加十贯) 他说南宋的情况略有增

减# '此数薪金# 在为官期间# 可以衣食丰足而略有剩

余()

出任官职意味着更高的俸禄# 以及其他补贴) 但朱熹

有志于学# 宁愿过着清贫而自由的生活# 多次推辞朝廷的

任命) 卸任知南康军时# 他写信给老友吕祖谦说! '熹一

出两年# 无补公私# 而精神困弊# 学业荒废# 既往之悔有

不可言者)( 他追求的是思想和精神的富足)

不出任官职# 就没有官禄# 他依靠什么生活呢0

宋代还有一种特殊的制度# 叫奉祠# 译成白话就是管

庙) 这是一种名义官职# 多用于安置老年或异议官僚) 王

安石变法时# 就把很多反对者免职# 改任祠官# 以减少改

革阻力) 祠官挂名主管某个宫庙# 收入约为职官的一半#

好处是有官无职# 有禄无事# 住地听便) 很多有志于学术

的士大夫都申请奉祠) 陈荣捷教授把宋代的祠禄比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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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奖学金) 从某种角度看# 奉祠制度对宋代的学术繁荣作

出了很大贡献)

朱熹想要的# 就是奉祠# 领一份低薪但不必上班) 据

高令印先生统计# 朱熹一生奉祠 &$ 次# 累计 $& 年 &% 个

月) 从品级看# 朱熹为左迪功郎 $$ 年# 宣教郎 &/ 年# 朝

奉郎 - 年# 朝奉大夫 $ 年) 根据北宋的情况推断# 南宋祠

禄应该还是迪功郎十二贯# 宣教郎十五贯# 朝奉郎三十

贯# 朝奉大夫三十五贯# 另布米若干) 此外添支数贯或十

贯) 总计朱熹每年的祠禄不过数十贯)

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因时而异# 常有波动# 但大体遵

循这样一个等式! & 两黄金 F&% 两白银 F&% 贯铜

钱F&%%%%文铜钱) 每贯钱名义上 &%%% 文# 但南宋每贯钱

在京城只值 1%% 文# 在外地只值 0%% 文) 高令印先生说!

'每贯可买得米四五斗# 而每人每年约需米三四斗) 据此#

年俸即使不贬值# 亦仅足全家米粮之用而略有剩余而已)

无怪朱子在闲居奉祠期间# 每每称穷)(

祠禄虽然微薄# 却是朱熹一家的基本收入# 十分重

要) 朱熹文集里# 有不少向朝廷请祠的公文# 如 &&1, 年

*乞岳庙諸子+ 称! '未任就道# 而家贫亲老# 急于禄

养)( 在与朋友的书信中# 他也屡屡谈到祠禄# 如 *答刘

子澄书+ 云! '如仆则债未尽偿# 食米不足# 将来不免永

作祠官)( 一旦失去祠禄# 他的生活马上陷入困境) &&,%

年# 他写信告诉周必大! '熹自去年八月已失祠禄# 今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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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年) 贫病之态# 不言可知)( 到了 &&,1 年年底# 因为沈

继祖上疏弹劾# 朱熹被落职罢祠# 再也没有祠禄了)

朱熹有政务经验# 也不缺机会# 只要他愿意出任职

官# 家庭经济就会好转) 所以# 他的贫困可以看成一种个

人选择) 他在答韩尚书的信中说! '自知绝不能与时俯仰#

以就功名) 以故二十年来# 自甘退藏# 以求己志所愿欲

者# 不过修身守道# 以终余年)( 在物质与精神之间# 他

选择了前者) 正因为这样# 朱熹虽穷# 却不怨天尤人# 也

不觉得可耻# 能够泰然处之)

除了官禄与祠禄# 朱熹还做点出版生意# 谓之 '文字

钱() &&-$ 年# 朱熹给浙江金华的朋友吕祖谦写了一封信#

请他帮忙阻止一起盗印图书事件) 原来# 朱熹著有一本

*论孟精义+# 在建阳自行印刷# 发行全国# 却被义乌的书

商盗印) 在信中# 朱熹自嘲说! '此举殊觉可笑# 然为贫

谋食# 不免至此) 意亦可谅也)(

吕祖谦回信说# 找到那个盗版书商了# '已属义乌相

识# 审询其实而就止之()

宋代# 闽北建阳印刷发达# 是中国三大印刷中心之

一) 朱熹与门生一起编印书籍# 开办书肆# 增加经济收

入# 并不奇怪) 据说# 朱熹的印务主要交由次子朱聎打

理# 门人林择之似乎也参与管理) 事实证明# 朱家人在经

商方面# 成就一般) 朱熹在 *答李伯谏书+ 中有这样一段

话! '子礼兄金# 渠已认定还七月以后息钱矣) 书肆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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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甚# 深用负愧$$( 估计朱熹挣到的文字钱并不多)

闽学巨擘朱熹和浙学领袖吕祖谦, 湖湘学派领袖张

縂# 时常切磋学问# 交谊深厚# 时人称之为 '东南三贤()

吕祖谦和张縂家世显赫# 衣食无忧# 尽可以专心治学- 惟

朱熹出身贫寒# 不得不亲自料理生意) 理学家强调义利之

辨)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道德导师经商图利# 合适吗0

吕祖谦应该不会反对) 朱熹曾经批评说! '江西之学

只是禅# 浙学却专是功利)( 永康学派主张 '义利双行(#

陈亮不但亲自下海做生意# 并且相当成功) 但是湖湘学派

比闽学更具理想主义性格) 张縂在信中告诉朱熹! '今日

此道孤立# 信向者鲜) 若刊此等文字# 取其赢以自助# 切

恐见闻者别作思惟# 愈无验矣$$为贫乏故# 宁别作小生

事不妨)( 他的意思是# 如今信奉圣道的人本来就少# 如

果读者知道作者依靠卖书获利# 书中的真理就要打个折

扣- 与其卖书# 还不如做点其他生意)

朱熹不以为然# 对门生林择之说! '钦夫 %张縂& 颇

以刊书为不然# 却云别为小小生计却无害) 此殊不可晓)

别营生意# 顾恐益猥下耳)( 朱熹也是反对儒者经商的)

在他看来# 出版生意还算高雅# 其他生意更是铜臭扑鼻#

难以接受)

朱熹的收入里# 门生的束 %学费& 应该算上一笔)

朱熹的门生很多# 陆游在 *方士繇墓志铭+ 中说! '朱公

之徒# 数百千人)( 按陈荣捷先生的统计# 朱熹门生共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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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邓庆平先生又考定说# 留有姓名的朱门弟子共 0,0

人) 这些人有穷有富# 有的长期追随# 有的只是偶尔请

教# 有的来来往往) 按照儒门传统# 朱熹可以收到一定的

束# 因为缺乏资料# 暂付阙如)

��k%�

沈疏指控朱熹! '四方馈赂# 鼎来踵至# 一岁之间#

动以万计)( 虽然有些夸张# 但朱熹的确常收到各方馈赠)

朱熹是有原则的人# *宋史+ 本传称! '非其道义# 则一介

不取也(- 朱熹还是注重礼仪的人# 很多馈赠要回礼)

宰相赵汝愚知道朱熹没有自己的居所# 说要为朱熹盖

座房屋) 这礼物未免太大# 还涉及公款# 朱熹连忙推辞#

致书云! '此是私家斋舍# 不当恩烦官司$$春间在彼亦

有朋友数人# 欲为营葺# 已定要束矣)( 公私分明# 这是

朱熹的基本原则)

对于任职官员的馈赠# 朱熹原则上接受) *朱子语类+

称! '若过往官员# 当随其高下# 多少与之# 乃是公道)

岂可把为自家私恩0( 当时的社会风气# 官员过往拜访#

都会送上一点礼物) 圣贤也要从俗)

朋友间的钱财往来# 要讲究道义) *朱子语类+ 说!

'朋友若以钱相惠# 不害道理者可受) 分明说 1其交也以

道# 其接也以礼2# 斯孔子受之) 若以不法事相委# 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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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相惠# 此则断然不可)(

陌生人的礼物# 没弄明白# 朱熹绝不轻易收下) 有位

吴姓诗人请他评诗# 特地派人送来诗集和一份厚礼) 朱熹

向来使打听# 知道吴诗人年龄很轻# 家有父母在堂# 但信

笺中却没有他父母的问候# 就客气地拒绝! '仆与吾子初

未相识$$至于卒然以物馈其所不当馈之人# 而不称其父

兄之命$$所惠纸简砚墨# 受之无说# 不敢发封) 复以授

来使矣)(

朱熹谨守礼制# 重视礼尚往来) *朱熹行状+ 说他

'死丧之威# 哀戚备至# 饮食衰# 各称其情(# 可见他人

情练达# 处事周到) 张縂, 陆九渊去世# 他都派人前往致

奠) 门人方耒病# 朱熹写信说! '欲讨少钱奉助医药而不

可得# 今逐急那得五十千遣去) 老兄且加意宽心将息# 不

必过虑)( 又赠人参三两) 志尚上人寄来黄精, 笋干, 紫

菜等# 朱熹则回赠安乐茶, 碑刻和唐诗三册)

在朱熹的生命中# '穷( 是一个关键词) 他的一生#

从少年至老年# 始终生活在物质的相对匮乏之中) 陈荣捷

先生发现# 朱熹文集中每每称穷# 诸如 '贱贫应举( '穷

居奉养( '家贫累重( '迫于养亲( '贫病( '穷居( '贫

病日侵( '贫悴日甚( '贫病殊迫( '贫病支离( '杜门窃

食# 贫病不足言( '贫家举动费力(# 等等# 言之屡屡)

'从来我国哲人# 如此贫穷之甚者# 能有几人0(

在儒家的理论中# 贫穷是一种生活常态# 并不可耻)

-1

朱熹% 贫困与谣言中的圣贤



颜回箪食壶浆# 不改其乐# 被后人引为千古楷模) 朱熹回

答吕?说! '贫者士之常# 惟当益坚所守# 庶不坠先训为

佳耳)( 又对女婿黄干说! '生计逼迫非常# 但义命如此#

只得坚忍耳)(

黄干# 字直卿# 福州闽县人# &&-1 年赴五夫里从朱熹

求学# 十分刻苦用功# &&'$ 年朱熹以次女嫁给他) 朱熹为

女儿陪嫁太少感到抱歉# 对黄干说! '此女得嫁德门事贤

者# 固为幸甚) 但早年失母# 阙于礼教) 而贫家资遗# 不

能丰备# 深为愧恨)( 黄干更穷# 朱熹曾劝他考试入官#

但他对于理学的兴趣不亚于其师# 再穷也不参加科举考

试) 后来还是因为朱熹作为侍讲# 黄干进入官僚体制# 成

为最低阶的文官) 朱熹去世后# 黄干因生活所困# 被迫进

入官场# 但他的志向还是讲学# 到处弘扬朱熹学说)

与普通人一样# 朱熹常常为缺钱而烦恼) 长子朱塾要

去浙江金华师从吕祖谦# 路程迢远# 没钱请人陪同# 他只

好写信告诉吕祖谦# 来年春天自己再带他前去! '大儿本

即遣去席下# 又一动亦费力# 来春当自携行)( 朱塾要回

家一趟也不容易) 有一次# 朱熹借好钱# 准备雇人送朱塾

回家# 但吕祖谦没有放行) 朱熹急了# 写信请吕祖谦让儿

子早归# 谈的还是钱! '此番破戒# 差人借请糜费# 公私

不少) 若不成行# 不惟枉费# 向后恐亦无人可使# 转见费

力)( 这次如果朱塾不能回家# 枉借了一回钱# 以后恐怕

也找不到人差遣# 会更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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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恪守礼仪的朱熹来说# 最困窘的# 是穷到难以回

礼) 吕祖谦的妻子去世# 朱熹深感惭愧# 说自己 '贫?之

甚# 不能致一奠之礼- 又以地远# 不得伏哭柩前(# 事后

才遣人送了赙礼奉问) 陈亮比较富裕# 时常远寄佳果, 香

茶, 蜀缣, 吴笺来问候- 朱熹生病# 更是派遣特使携带厚

礼探望# 朱熹抱歉地回信说! '私居贫约# 无由遣人往问

动静# 而岁烦遣人存问生死)( 陈亮状元及第# 荣归故里#

朱熹想# 无论如何要派人去永康祝贺一番# 但出不起雇人

的费用# 最后还是写信道贺)

贫穷没有减少朱熹的人生义务# 只是增加了难度)

'庆元党禁( 期间# 朱熹被打成 '伪学( 魁首# 表面看来

处变不惊# 依旧讲学著述# 但内心十分苍凉) 他在给李季

章的回信中说! '亲旧凋零# 如蔡季通, 吕子约皆死贬所#

令人痛心# 益无生意) 所以惜此余日# 止为所编 *礼书+#

已略见端绪# 而未能就) 若便得年余间未死日与了却# 亦

可瞑目矣)( 然而# 最后心血编著的 *礼书+# 却找不到人

帮助抄写) 门徒星散# 皆在远处# '不免雇人写# 但资用

不饶# 无以奉此费耳()

朱熹之贫# 天下共知- 贫而守道# 天下共仰) 早在乾

道九年 %&&-3 年&# 就有圣旨表彰! '朱熹安贫守道# 廉

退可嘉)( 朱熹也为此自豪# 说! '平生为学# 只学固穷守

道一事) 朋友所以远来相问# 亦正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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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死后多年才平反) 元明时期# 程朱理学被统治者

利用# 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晚明兴起阳明心学# 社会上弥

漫着浓厚的反道学气氛) 这时候# 朱熹与严蕊的故事# 被

凌初改编成短篇小说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

著芳名+# 收录于 *二刻拍案惊奇+# 广泛传播# 颠覆了朱

熹, 唐仲友和严蕊的历史形象)

历史中的唐仲友案是这样的! &&'$ 年# 浙东大饥# 朱

熹被任命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 据 *朱熹行状+ 描

述# 朱熹微服私访# '穷山长谷# 靡所不到- 附问存恤#

所活不可胜计) 每出皆乘单车# 屏徒从# 所历虽广而人不

知) 郡县官吏惮其风采# 仓皇惊惧# 常若使者压其境# 至

有自引去者() 余英时在 *朱熹的历史世界+ 一书中评述

说! '他 %朱熹& 的工作量惊人# *行状+ 所言绝无夸张

之嫌) 专以淳熙九年两次巡按而言# 他在一月内奏劾了官

吏, 豪右五人包括衢州守李峄# 七月又奏劾三人包括知台

州唐仲友) 李案已开罪了执政大臣谢廓然# 唐案又直接伤

及王淮# 因为唐仲友是他的同乡和姻亲) 这使朱熹陷入了

很险恶的处境)(

作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 朱熹只是一路 %相当于

省& 的监司# 官不算太大# 有点权力) 皇上派他去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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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竟然真的愿意为了灾民# 弹劾了一堆官员# 包括两个州

府的太守# 同时得罪了执政大臣谢廓然和当朝宰相王淮)

现实中# 很少如此 '犯傻( 的官员)

唐仲友是婺州 %今浙江金华& 人# 颇有才华# 是宰相

王淮的同乡和姻亲"""他的弟媳妇就是王淮的妹妹) 仗着

朝中有人# 唐仲友在台州贪赃枉法# 无恶不作) 朱熹连上

六道奏折# 揭发他违法收税, 贪污官钱, 敲诈勒索, 逼死

人命, 欺行霸市, 伪造纸币, 嫖宿娼妓等罪行# 引起官场

轰动)

真实的官妓严蕊并非 '侠女(# 而是唐仲友的情妇和

帮凶) 宋朝法律规定# 郡守等官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

但不得私侍枕席) 朱熹指控说# 长期以来# 唐仲友及其子

侄公然出入严蕊, 王静, 沈玉等官妓家留宿- 唐仲友擅自

将严蕊脱籍# 送归家乡婺州别宅包养- 唐仲友还使用公款

嫖妓# '据叶志等供! 草簿内仲友以公库钱六百九十九贯

五十二文买暗花罗等# 与弟子严蕊等制造衣服( % *按唐仲

友第三状+&- 唐仲友与严蕊等妓女勾结# 让她们包揽讼

事# 收取贿赂# 违法乱政) 这些# 朱熹举证历历# 至今还

可以读到)

宰相王淮扣押了朱熹的奏折# 最后压不住# 方对宋孝

宗轻描淡写地说! '朱# 程学- 唐# 苏学)( 把监司检举贪

官一事# 当成因学派不同的 '秀才争闲气() 实际上# 朱

熹固然是程学# 唐仲友却与苏学丝毫扯不上关系) 但宋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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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喜欢苏东坡# '笑而缓唐罪()

朱熹奏劾了一堆官员# 没有奏倒一人# 却给自己带来

了大祸) 王淮指使手下攻击道学# 罢黜亲理学的官员# 实

开庆元年间禁 '伪学( 之先河)

凌初的话本小说# 以宋人洪迈的小说 *夷坚志/严

蕊+ 为蓝本) 洪迈是朱熹同时代人物# 博学多才# 著述宏

富# 著有 *容斋随笔+ 等) 他的 *夷坚志+ 是一本志怪

小说集# 书中充满了妖魔鬼怪, 冤对报应等故事# 内容荒

诞不经)

洪迈运用了 '小说家( 的特权# 天马行空# 胡编乱

造) 近人王国维 *人间词话+ 云! '宋人小说# 多不足信)

如 *雪舟脞语+ 谓! 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妓严蕊奴) 朱晦

庵系治之) 及晦庵移去# 提刑岳霖行部至台# 蕊乞自便)

岳问曰! 去将安归0 蕊赋 *卜算子+ 词云! 1住也如何

住2 云云) 案此词系仲友戚高宣教作# 使蕊歌以侑觞者#

见朱子 1纠唐仲友奏牍2) 则 *齐东野语+ 所纪朱唐公

案# 恐亦未可信也)(

原来# 表现严蕊才华的那首词# 并非严蕊所作) 真正

的作者是唐仲友的亲戚高宣教) 至于严蕊是不是才女# 我

们就不知道了)

这个故事还有许多问题# 有学者指出! 严蕊被逮捕#

并非为了对付唐仲友# 而是因为她无故脱籍# 原来唐仲友

私自给她脱籍官府不认- 严蕊并没有被押往绍兴# 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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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羁押在台州# 由赵姓通判审理- 严蕊也不是坚贞不屈#

而是一打就招# 承认与唐仲友多次 '逾滥( %即违背法度#

指通奸&- 岳霖是岳飞的儿子# 从没有做过浙东提刑# 也

不可能判严蕊从良"""岳霖与朱熹私交很好# 岳霖的女婿

是朱熹弟子)

为什么洪迈要编造一个诋毁朱熹的故事呢0 原因很清

楚# 洪迈与朱熹有仇# 而且他还是唐仲友的朋友)

洪迈的人品颇受时人非议) &&13 年他出使金国# 金人

要他行陪臣礼# 洪迈起初拒绝# 但在使馆里关押了三天#

不给饮食# 他就妥协了# 向金国主行陪臣礼) 回国后# 御

史张震弹劾他 '使金辱命() 南宋最高学府里# 太学生们

流传一首讽刺洪迈软骨头的 *南乡子+! '洪迈被拘留# 稽

首垂哀告敌仇) 一日忍饥犹不耐# 堪羞. 苏武争禁十九

秋$$(

洪迈曾入史馆) *宋史/洪迈传+ 称! '所修 *钦宗

纪+# 多本之孙觌# 附耿南仲# 恶李纲# 所纪多失实) 故

朱熹举王允之论# 言佞臣不可使执笔) 以为不当取觌所记

云)( 朱熹批评洪迈写的史书失实# 称他是 '佞臣() 难怪

洪迈怀恨在心# 伺机报复)

洪迈的复仇差不多成功了) 他编造的朱熹与严蕊故

事# 经过凌初等人演绎# 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市

井百姓的眼里# 反腐救灾的朱熹成了心胸狭窄的卑鄙小

人# 贪财残民的唐仲友成了少年高才# 与贪官勾搭成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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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成了巾帼英雄) 是非曲直# 竟然彻底颠倒)

你可以厌恶道学家# 但不宜同情残害百姓的贪腐男女)

一个社会要有是非) 比 '文采风流( 唐仲友, '色艺双绝(

严蕊更可怜的# 是因二者贪赃枉法# 饿死于沟壑的成百上千

饥民) 这些# 洪迈和凌初的小说里当然不会写到)

朱熹参劾唐仲友案# 事实俱在# 真相不难判定) 同时

代的陆九渊评论说! '朱元晦在浙东# 大节殊伟# 劾唐与正

%唐仲友& 一事# 尤快众人之心# 百姓甚惜其去) 虽士大夫

议论中间不免纷扰# 今其是非# 已渐明白)( %*陆九渊集+

卷七& 清代史学家全祖望虽然极力为唐仲友辩解# 但也不

得不承认! '详考台州之案# 其为朱子所纠# 未必尽枉)(

%*唐悦斋文钞序+& 这是浙江学者还给朱熹的一个公道)

�io�

我对朱熹的生平很感兴趣# 多年来# 曾寻访他的行迹

大半# 包括武夷精舍, 考亭书院, 岳麓书院, 白鹿洞书院

和鹅湖书院等) 他身上有一种矛盾的气质! 他出尘# 又入

世- 他狷介# 又温良- 他骄傲# 又谦逊- 他渊博# 又专

注- 他睿智# 又愚钝$$现实中# 他是一贫如洗的落魄文

人- 精神上# 又是富可敌国的伟大君王)

*宋史/朱熹传+ 说! ' %熹& 家故贫# 箪瓢屡空# 晏

如也) 诸生之自远而至者# 豆饭藜羹# 率与之共) 往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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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于人以给用# 而非其道义# 则一介不取也) 其为学# 大

抵穷理以致其知# 反躬以践其实)(

朱熹的基本理论是 '存天理, 灭人欲() 这句话已经

被妖魔化了# 所以应该回到原始语境) 他认为天理就是人

类本心# 天理寂灭# 人欲就会泛起) 他举例说! '饮食#

天理也- 要求美食# 人欲也)( % *朱子语录+ 卷十三& 又

说! '人只有天理, 人欲两途# 不是天理# 便是人欲)(

% *朱子语类+ 卷四十一& 天理与人欲的搏斗# 每时每刻

都在发生) 人类应该坚守良善本心# 抵制人欲的诱惑和污

染# 抵达圣贤之境)

闽学的早期历史# 仿佛远古传说! 数百位来自全国各

地的学者# 寄身茅屋# 布衣蔬食# 追随一位三餐不继的穷

书生- 师生们孜孜探求的# 既不是科举考题# 也不是经商

秘诀# 而是虚无缥缈的天理"""历史上# 真的出现过这种

传奇吗0

成为圣贤# 是一条贫穷, 痛苦和孤独的道路) 为什么

有人会选择这条路呢0 作为一个俗人# 我觉得# 这是文明

最不可思议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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