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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家国情怀 龙川风骨龙川风骨
□陈广寒

第七篇

永康前黄陈氏源远流长，积淀深

厚，远祖可追溯到东汉时颍川陈寔。陈

寔字仲弓，是为“善则称君，过则称己”

的道德君子，“梁上君子”的故事就出自

他的身上，谥为“文范”。传至宋太平兴

国间，祖讳通，字均济，始肇迁于永康前

黄，是为一世祖，被人称之为前黄陈

氏。前黄，本为地域之名，而非今天的

古山镇前黄村。其地大概包括北起桥

下、南至古山的华溪两岸，在这片土地

上曾经建有多个村庄，流传有“前黄十

八村”之说，前黄陈氏则为其中之一

村。陈氏递传至第六代之祖，讳益，字

进之，向往距家五里的龙窟山水，约于

宋绍兴癸丑、甲寅间（1133 年—1134

年）举家徙居于龙窟。徙未十年而生其

孙亮。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陈氏子孙

又先后分迁于江苏无锡，浙江义乌、浦

江、东阳、兰溪、缙云、磐安、武义等地。

留居永康者，有陈亮的九世孙，讳恭，字

子宁，原居龙窟老宅，于明洪武己酉年

（1369 年）迁 居 林 源（今 古 山 镇 林 坑

陈）。至此，龙窟再无陈氏居住，村庄也

随之湮没。嗣后，陈氏又有分别迁居于

柿后、寺下胡、湾塘、石湖坑，金川等地。

一、家国情怀，在于家风的
涵养，家教的传承

陈亮有言：“忠孝者，立身之大节，

为臣而洗君之耻，父仇而子复之，人之

至情也。”家国情怀的精神，归属于与国

家和民族休戚与共的壮怀，以百姓之心

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其源头

应该来自家教和家庭的养分。陈亮的

曾祖父陈知元，字尚礼，宣和间赴京城

汴梁守御，靖康之难时，随大将刘延庆

在与金人血战中，壮烈牺牲在开封固子

门外，尸骨都不得还乡，是一位为国捐

躯的社稷英雄。陈亮的祖父秉承了乃

父精神，豪侠尚义，孝友慈爱，明敏有胆

决，且能文能武，是一个一心想为国尽

忠的忠义之士，可惜一生未能得其志。

陈亮出生时，其母年方十四，抚育陈亮

的担子无疑就落在其祖父母的肩上，祖

父也正好把自己未竟的意志寄托在孙

子身上，而成为陈亮的启蒙老师。“靖康

之耻”早已根深蒂固地刻印在祖父的心

中，祖父也将自己心中的国恨家仇原原

本本地灌输给孙子，“冀其必有立于斯

世”，使年幼的陈亮很早就受到忠君爱

国、民族气节的教育和抗金复土的思想

熏陶，从而极大地影响了陈亮的性格养

成。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之下，陈亮从小

就有远超常人的胆识、个性、气节和家

国情怀。

二、家国情怀，是经历了国
破家亡伤痛的思维沉淀

陈亮从出生到成长，正好处在一个

让 中 国 人 回 想 起 来 都 心 情 沉 重 的 时

代。宋靖康间，金兵大举南侵，宋都汴

梁沦陷，徽、钦二帝被俘蒙尘，北宋覆

亡。嗣后康王赵构南渡，在临安（今杭

州）建立了朝廷，史称南宋。本应痛定

思痛，发愤图强，以雪亡国之耻、报君父

之仇的南宋朝廷，却在以秦桧为首的投

降派把持下，不思进取，只求苟安，对主

战派进行无情打压。就在陈亮出生的

前一年，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父子

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迫害冤死在风波

亭。接着就有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和

议”，确定将淮河以北、大散关以东的大

片国土全都“割让”给金国，并且宋朝还

要每年向金国进贡白银 25 万两、绢 25

万匹，这可是南宋朝廷几乎一年财政的

全部收入啊！面对如此奇耻大辱，少年

的陈亮“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不像传

统的读书人那样读书的最终目的是入

仕为官，而是追求政治军事的谋国之道

和兵机利害。在十八九岁时，“尝考古

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20 篇。

“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

已及之而前人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

之，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

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

此也。”很明显，这是一部准备应用于当

时情势的书。婺州知州周葵看到了这

本 书 ，惊 奇 不 已 ，赞 之 曰“ 他 日 国 士

也”。隆兴元年（1163 年）六月，以兵部

侍郎周葵为参知政事，陈亮被“请为上

客”，而客居临安，“朝士白事，必指令揖

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隆兴

二年（1164年），宋金达成第二个屈辱的

和议，“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亮持不

可”。同年十一月，周葵罢相，陈亮也因

父母愿其有室而回到永康家中，于次年

23 岁时，娶义乌首富何茂宏次女为妻，

先后育有五子二女。

三、家国情怀，是责任和担
当的精髓所在

责任和担当，乃是家国情怀的精髓

所在，是在民族遭受苦难后的精神重

构，体现在常怀爱国之心，常思兴国之

道，常抱报国之志之中。当陈亮成婚后

不久，其母氏便以盛年谢世，随后又因

“家童杀人”，父亲蒙冤入狱，祖父母也因

此忧思成疾，先后去世。此时，家贫如

洗，三丧在殡却无力安葬，又要上下奔走

以救生者，这是一种多么悲苦艰难的境

地呀！陈亮没有灰心，更没有被击倒，依

然是发奋读书、著书，寻找救国图存之

道。26岁时，他改名为亮，首次参加婺州

乡试，名列第一，是为解元，也就顺理成

章地补为太学博士弟子员。乾道五年

（1169年）春二月，陈亮以解元的身份，为

婺州所荐参加礼部考试，结果未中，只能

退而上《中兴五论》，即《中兴论》《论开诚

之道》《论执要之道》《论励臣之道》《论正

体之道》。首次向朝廷提交了中兴图强

方略：在政治上，“任贤使能以清官曹，尊

老慈幼以厚风俗⋯⋯简法重令以澄其

源”；在经济上，“立纲目以节浮费，示先

务以斥虚文⋯⋯择守令以滋户口，户口

繁而财自阜”；在军事上，“置大帅以总边

陲⋯⋯右武事以振国家之势”，还建议

“精简谍以得虏人之情，据形势以动中原

之心”。并提出了先经营好荆襄，以作为

抗金恢复的坚强堡垒的策略，这样即可

“形同趋而势同利。中兴之功，可跷足而

须也”。可惜，在权臣阻挠下，陈亮的声

音皇帝没有听到，他只好渡江南归，杜门

读书，边继续钻研学问，边收徒讲学，力

学著书者凡十年。

在这十年里，陈亮无书不读，无奇不

搜，苦苦地追寻谋国图强之道，“穷天地

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

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宋

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春正月，更名同，

再度诣阙上书，史称“上孝宗皇帝第一

书”。比之十年前的《中兴五论》，《第一

书》思绪更加深沉，剖析更加透彻，陈词

更加激烈，谋略更加成熟，态度更加坚

决，纵横恣肆，摧山裂石，横骛绝出，气盖

一世。卢敦基评论：“这封上书，分析深

刻，设想大胆，气势雄浑，真如宇宙间一

场大风雨后，洋洋黄水裹胁万千土木滔

滔而下，铺天盖地，一望无涯。它既有对

本朝立国之本的剖析，又有变革政治的

大胆设计，更有对茫茫九州谁主沉浮的

深深忧虑。”上书深刻指出：“中国，天地

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

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

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

哉！”叹如今：“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

未有也。堂堂中国，而蠢尔丑虏安坐而

据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为五十年犬

羊之渊薮，国家之耻不得雪，臣子之愤不

得伸，天地之正气不得而发泄也。”直接

警告皇帝：“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祸

也！”郑重指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民心无常，惟惠是怀。”千万不要以为恃

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天命人心

便可安坐而久系。若无所作为，时间久

了，天命人心是会改变的，江山社稷也是

要易主的。认为和议不必守，主张以战

收复失地，实现国家重新统一。指出：

“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虏绝也！贬

损乘舆，却御正殿，痛克自责，誓必复仇，

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

心。”

书奏，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

励群臣，欲效“种放故事”擢用之。种

放，北宋洛阳人，字明逸，号云溪醉侯。

不事举业，隐居于终南山豹林谷，以讲

习为业凡三十年。宋真宗咸平中，以荐

召对，授左司谏，直昭文馆，终仕至工部

侍郎。皇帝准备擢用陈亮之事被佞臣

曾觌知道了，就连夜去见陈亮“邀功”，

陈亮知道他的人品，耻于与他相见，就

越墙逃走了。曾觌似乎受到了极大的

侮辱而怀恨在心，就煽动大臣“交沮

之”，而有了“都堂审察”之命。陈亮等

待了八天而得不到任何消息，于是，又

再上孝宗皇帝第二书，借第一书未尽的

气 势 催 促 皇 帝 早 日 就 第 一 书 作 出 决

定。第二封书奏上去后，又等待了十

日，还是没有动静，就有了《上孝宗皇帝

第三书》，以更加激烈的口气催促孝宗

早定大计，并且表明自己本心原为国家

社稷，并无半点私心。事情到了这种地

步，孝宗皇帝想给陈亮一个交代，给封

个官，以示安慰。陈亮凄然一笑说：“吾

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

乎？”毅然渡江而归，回到永康。

如何使国家变弱为强，实现统一大

业，是陈亮为之一生奋斗的最为重要和

迫切的追求。尽管屡遭挫折，陈亮的意

志从未有丝毫磨灭，反而更加坚定。在

当时的文化理论界，以朱熹为代表的理

学家们，正致力宣扬“修身养性以待时”

“存天理，灭人欲”，鼓吹“三代专以天理

行，汉唐则人欲横行”，要求陈亮“粹然

以醇儒之道自律”。朱熹所谓的“醇儒”

之道，即在“敛然于规矩准绳不敢走作

之中”来修身养性。陈亮则认为：“今世

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

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举一世安于君父

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

者谓之性命乎！”认为他们的这些观点，

非但对眼前最为迫切的富国强兵，实现

国家和民族统一没有丝毫的益处，反而

有着麻痹人们思想斗志的巨大危害。

其结果将是“世儒之论不破，则圣人之

道无时而明”。于是在淳熙九年（1182

年）至淳熙十三年（1186 年）间，陈亮与

朱熹展开了激烈的“义利王霸”之辩，为

我国的哲学理论、学术思想留下厚重的

历史遗产。

淳熙十四年（1187年）冬十月，畏金

如虎的宋高宗赵构病逝。陈亮以为压

在宋孝宗头顶上的大山终于除去了，似

乎看到了兴兵北伐的希望，便于是年

冬，冒着风雪，风尘仆仆地到金陵（今南

京）、京口（今镇江）实地考察形势。他

得出了“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

傍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

非若穴之藏虎也”的判断，认为大可作

为兵出北府的战略要冲；作出了“必有

据险临前之势，非止于靳靳自守者也。

天岂使南方自限于一江之表，而不使与

中国通而为一哉”的结论；作有《念奴

娇·至金陵》《念奴娇·登多景楼》词。次

年春二月，陈亮到临安，再次向孝宗皇

帝上书，史称《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与头几次上书一样，此次上书仍坚持他

抗金复土的一贯主张，痛陈复仇大义，

以期激起孝宗皇帝抗金复土之志，以实

现民族振兴，国家统一大业。谁知此时

年已62岁的宋孝宗，已经没有之前的雄

心壮志，正准备退位，禅让于儿子赵

惇。陈亮的上书非但得不到任何结果，

还因“在廷交怒”而被谤为“狂怪”。淳

熙十六年（1189 年），宋光宗赵惇即位，

陈亮再上光宗皇帝《鉴成箴》。

绍熙四年癸丑（1193年），陈亮赴京

城临安参加礼部会试，奏名第三，殿试

以应对得体，御笔亲擢第一。在及第谢

恩和御赐诗韵时，年已 51 岁的他，仍然

唱出了“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

发苍”的豪言壮语，充分展现了他老而

弥坚的家国情怀和豪迈气概。授签书

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未至官，于次

年病逝于家中，享年52岁。

原典
1.祭祀所以尽极本之道，思追远之

诚，务当恭敬。

2.家训，凡为子者必孝其亲，为妻者

必敬其夫，为兄者必爱其弟，为弟者必

恭其兄。毋徇私以妨大义，毋怠惰以荒

厥事，毋纵奢以干天刑。

3.男训，人家盛衰，皆系积善与积

恶。爱子孙者遗以善，不爱子孙者遗以

恶，天理难违。

4.女训，家和与不和，系妇人之贤

否。福善祸淫，不可不畏，善者劝，恶者

惩，以警将来。

5.家长当以诚待下，言不妄发，行不

妄为。

6.子孙能读书，当量其识器厚薄，以

资勉之。若贫乏之家，当众议资其束

脩、灯火之资。既仕，当奉公勤政，毋贪

污，毋枉法，以忝家规。

7.孝义勤俭为之四宝，酒色财气为

之四贼。苟能守其宝而防其贼，则可立

身成家，显亲扬名。

（摘自《林源陈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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