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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林大中
数年前，李世扬先生撰写过《朱熹与永康人》

一文，文中写有朱熹对林大中的初识和赞誉。其

大多内容撷取于《宋史·林大中传》。近来，本人

翻阅《晦庵集》，意外在字里行间发现了朱熹与林

大中的另一番交往足迹。

朱熹率先向林大中伸出橄榄枝。宋淳熙十

六年二月，光宗登位，两个月后，林大中就被擢为

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皇帝的耳目官，官轻权

重。当时，朝廷权斗相当激烈，对理学已有了噪

声。朱熹敏锐地意识到应争取林大中。文同其

人，朱熹认识林大中也是从读文章开始，他在《与

张元善文》中评道：“此公（林大中）虽未识，然见

其文字，知其纯厚，不会骂人，须力从臾之，以速

为上，稍迟一日，即坏一日事矣。”在御史李诚之

等友人的撮合下，林大中结识了朱熹。或许林大

中早已仰慕“东南三贤”之一的晦庵先生。林大

中在御史台期间所表现的刚正不阿之举，正契合

朱熹真心诚意的为官理念，两人相互欣赏、相互

支持，最终成为知交。《晦庵集》中，有两篇文章讲

到林大中两次赴福建建阳，而朱熹对林大中的态

度却是一热一冷，初次是欢欣，再次是惜叹。

初次拜访是在绍熙三年，在陈亮冤案清洗之

后。陈亮第二次入狱，因为陈亮平时出口不逊和

对苟且偷生官吏的轻蔑，得罪了一些权臣。其

中，御史中丞何澹对陈亮别有看法甚至用心不

良。绍熙元年十月，乡民吕兴、何廿四将吕天济

殴打致死。天济家属一口咬定陈亮在幕后指使，

知县王恬将陈亮收监并送往大理寺，大理寺也奉

权臣之意将陈亮长期关押并动用酷刑。料想何

澹从中或许有小动作，陈亮弟子潘叔度等不辞劳

远，向叶适、朱熹、陈傅良、林大中申冤。朱熹十

分关切陈亮冤案，但是力不能及，就叮嘱潘叔度

去找林大中。事实上，林大中也同样关心此案，

只不过是心知问题关键，便默不作声地等待机

会。绍熙二年八月，何澹守“丁心制”，林大中马

上提起对大理寺少卿宋之瑞的弹劾，连弹四章，

言宋之瑞办案不公，不适宜担任大理少卿之职。

为此，朝廷闹得沸沸扬扬，最终，宗正少卿刑部侍

郎郑汝楷介入此案，以单证不宜定罪奏言光宗。

绍熙三年二月，陈亮出狱。不久，林大中到建阳

拜访朱熹，朱熹向林大中了解了陈亮冤案的来龙

去脉。为此，朱熹心感欣慰，特去信陈亮加以安

慰和激励。陈亮中状元后，也非常感激林大中对

其的帮助，特写一文《与林和叔侍郎》。

再次拜访是在庆元二年二月。绍熙五年，宁

宗上位。在宁宗登位过程中，枢密赵汝愚起了关

键作用。其中，有进宫禀请宪圣太后拥皇子赵扩

即皇帝位的环节，皇亲知阁门事韩侂胄发挥了作

用。宁宗上位后，重用赵汝愚和韩侂胄，但韩是

一介武夫，权欲熏心结山头立朋党。朱熹最早发

现，就向赵丞相提出财物重奖韩侂胄，让其不要

参与朝政。然而，赵在政治上并不成熟，不仅不

采纳朱熹意见，并向宁宗报告将韩侂胄调离朝

廷。由此，韩侂胄开始反击。首要的攻击对象就

是理学领袖朱熹。当时，朱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

讲，为宁宗讲学献计治国之策。宁宗初政，还不

能真正把持朝政，分不清君子和小人，只是一味

轻信、依靠皇亲。于是，朱熹第一个被罢职。吏

部侍郎彭龟年据理力争，结局悲凉。在庆元元

年，一大批正人君子不得重用，离开朝廷。天降

风云，另有几位重臣突然身亡。当年六月，给事

中楼钥去职归田。两个月后，林大中去给事中兼

侍讲之职贬到庆元（今宁波）任太守。接着，丞相

赵汝愚被罢安置湖南永州。庆元二年二月，赵汝

愚赴任，上路前赵向儿子道别：“此次韩必害我于

死地。”赵在途中拐经建阳，向朱熹诉苦。此时，

赵已病重，两人真是同病相怜。但是，林大中次

日还须赶到建阳会见丞相，朱熹很是惊惶失措。

责怪大中糊涂，未能忍辱负重，竟轻易放弃宪台

之位，忠臣如此落败责有几分；责怪大中不该来

建阳这一是非之地。赵丞相告别后，病卒于衡

阳。朱熹道别林大中后，撰文《与林帅大中》。同

年十一月，林大中被罢职。朱熹对大中有一中性

评价：“林帅政事近年，已甚难得。闻其虽严而

简，此自为得体。”读此文，可悟朱熹对大中的责

备。

四年后，一代文豪朱熹病卒建阳。嘉定更

化，宁宗重用林大中、楼钥等老臣，老臣们为朱熹

等已故忠臣恢复了名誉。朱熹后人弟子将朱熹

生前所讲所写汇编成《晦庵集》，该集现已成为中

华文化瑰宝。

对于先祖与一代文豪朱熹的知交，大中后人

无比自豪，两通文章，吾视之为珍宝，今拙笔记

之。

□林毅

汉光武帝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

阳西南）人，是我国东汉的开国皇帝，也是中国历

史上比较有作为的帝王之一。

刘秀九岁时，父亲去世，家境破败，只得寄居

叔父刘良家。他年少时喜欢务农种庄稼，是农民

出身，但其长兄刘縯却胸有大志，常责骂他种田

没有出息，要他去读书。在哥哥的催促下，刘秀

曾进城求学，拜中大夫许子威为师，刻苦读书。

但不久后，因家贫交不起学费，只好休学回家继

续种田。

有一天，刘秀和二姐夫邓晨到乡绅蔡少公家

玩，正好他家宾朋满座，在议论天下大事，两人只

好坐在末席。蔡少公会算卦，他摆弄了一番图谶

后，说：“将来刘秀当为天子。”座中有一人起身

问：“莫非就是国师刘秀吗？”原来，当时王莽朝中

有一大臣也叫刘秀，在座的人以为蔡少公说的是

他。此时只听见末席有人发笑，插话说：“怎见得

不是我呢？”大家闻声望去，原来是种田郎刘秀在

喊，不禁哄堂大笑。当时，刘秀是个穷小子，大家

都瞧不上他，所以都笑他不自量。刘秀愤而扬长

离去。

时年王莽暴政，天下混乱，因而爆发了王匡、

王凤领导的农民起义。一些西汉刘氏宗族，也趁

机纷纷起兵，企图恢复汉室。刘縯、刘秀按家族世

系顺序排列，其实也是西汉景帝的第七世孙，于是

也趁乱四处联系，招募士卒，举起义旗，随即在春

陵（今湖北枣阳西）起事，刘縯为主帅，此时刘秀已

有二十多岁，成了刘縯的得力助手。

刘家起兵后不久，一度曾攻破棘阳城，获得

小胜，然而在攻取宛城（今河南南阳市）时，与王

莽的精锐部队相遇，惨遭大败。部队被击溃，死

伤大半，一时纷纷逃散，溃走四方。刘縯、刘秀兄

妹等人也在战乱中失散，死的死，伤的伤，其中刘

秀带着妹妹伯姬过安徽，进浙江一直逃到武义、

永康一带。

永康城区往北约七公里，有一座现属西城街

道童宅村的峻峭山峰，此山因有一石，貌似石佛，

原称石佛山。传说有一天夜里，突然刮起大风。

狂风中，有一条巨龙似有什么急事，慌慌忙忙直

向石佛山飞来。由于速度太快，加上夜间雾重，

巨龙一时闪失，竟然猛地一下撞在石佛山上，将

巨石撞出一个豁口，龙尾一摆，又将石块扫于岩

下，结果山峰变成了如今凹凸起伏的形状。说也

凑巧，此山峰变形后不久，刘秀兄妹在武义一带

躲藏一阵子以后，又转移逃往石佛山一带。过去

中国民间把皇帝称之为真龙天子，刘秀后来成为

东汉开国皇帝，尽管刘秀避难在此与传说中的飞

龙撞石是一个巧合，但当地老百姓还是把这两件

事联系在一起，于是把石佛山改名为飞龙山。如

今，飞龙山已成为我市的市级风景区。

刘秀避难在飞龙山，主要做了些什么呢？根

据当地老百姓流传及本市一些文化人数次去童

宅村等地采风，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大寒山采药。
王莽对刘家起兵一事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四处张贴布告，要各地官兵追杀刘縯、刘秀，以斩

草除根。刘秀只好昼伏夜行，但在安徽境内时，

被王莽追兵弓箭射伤背部。在飞龙山安顿下来

后，因箭伤复发，刘秀曾潜往现永康八字墙大寒

山一带采摘草药疗伤。大寒山海拔较高，长有许

多可以用以疗伤的中草药。这些中草药救了刘

秀的命，最终帮助他治好了创伤。所以在永康，

也流传着不少刘秀避难大寒山，在大寒山寻得仙

草的传说。

二、“三皇塘”种菜。
刘秀兄妹在飞龙山顶石洞暂时住下来后，首

先要解决吃喝问题。好在刘秀是种田出身，他不

论行军打仗，还是出门在外，身边都携带一袋装

满五谷杂粮和常见蔬菜种子的小布袋，以备急

用。他与伯姬说：“小妹，此处山势险峻，人烟稀

少，是一个藏匿的好地方，看来我们必须在此处

顿留一段时间，光靠采摘野果充饥，恐不是长久

之计，还是用点力气，将山顶空地掘出一块，种上

一些杂粮蔬菜，以防万一为好。”于是，兄妹两人

用佩刀花了数天将地翻整，种上种子。不过半

月，地上竟然长出了一片绿茸茸的禾苗来。为了

解决水源，他们还挖了一口小池塘积留雨水。后

来，刘秀兄妹走后，这口塘至今还在。因为刘秀

在家排行第三，当地老百姓就给这口塘起名为

“三皇塘”。

三、石书堂传艺。
飞龙山顶向西，有一岩洞，洞虽不深，但冬暖

夏凉，现称石书堂。据说这岩洞亦与刘秀有关。

刘秀在飞龙山隐居下来后，一边疗伤，一边在山

洞静思读书，虽然身居山洞，但他心系天下，曾数

次下山巡访，了解民情。据说，他到过当时的皇

城里、上皇渡、下皇渡等村。这些村的村名中各

有一个“皇”字，就与他的来访有关。

有一次，刘秀在山下看到一些农民在收割稻

谷不用工具而用手拔，显得十分吃力，就上前询

问：“老伯，你们怎不用刀割稻禾，而用手拔呢？”

原来，永康当时尚未置县，铁器使用还不普遍，农

民生产和生活多用铜器，而铜器质软，容易卷刃，

必须时常重新锤炼，十分麻烦，所以有些农民收

割时干脆弃刀不用,改为手拔。

刘秀生在湖北，长期在河南一带活动，彼地

位于中原，铁器使用早已普及。刘秀是农民出

身，熟知铁刀、铁镰、铁锄等农具的制作方法，于

是就将这些农民邀上飞龙山，就在石书堂搭起一

个简易的铁匠铺，细心向农民们传授起铁制农具

的制作方法来。

据《永康县志》载，永康一带铁器的流行，始

于汉代。这与汉光武帝在飞龙山石书堂传授铁

器技艺的传说是相吻合的。没想到，永康人民开

始普遍使用铁制器具，这还是刘秀在永康避难

时，为永康人民办的一件好事呢！

刘秀在永康避难大约四五个月的时间。王

莽追兵因找不到刘家主要将领，稍有松懈。此

时，刘縯收集残部，重整义旗，又迅速发展起来。

刘秀等人得知消息，马上赶到棘阳与刘縯会合。

后来，王莽手下大将王常与王莽反目，反过来支

持刘家军，刘家军气势大增，转危为安，以 8000

人打败王莽数万人的大军，取得昆阳大捷，打出

了恢复汉朝的旗号。后来，刘縯被义军立为始皇

帝的刘玄所害。刘秀隐而不怒先后被任命为太

常偏将军，破虏大将军武信侯。

公元 25 年六月，在部属的拥戴下，刘秀杀死

刘玄，在今河北柏乡北重建汉政权，登基即皇帝

位，史称汉光武帝。后迁都洛阳，在位三十三

年 ，是 中 国 封 建 社 会 在 位 时 间 较 长 的 皇 帝 之

一。汉书中评价刘秀：起兵草莽，迭经艰险，终

能光复旧物，削平群雄。可见智勇深沉，不让高

祖也。

刘秀避难永康飞龙山传说
□徐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