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团结路 1 号 邮编：730010 传 真：0931—8926232 甘报集团印务分公司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6200004000228

4 2024年3月25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赵淑娟 联系电话：0931—8926371 e—mail:mavis16@163.com悦 读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 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






崔鹤同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诱人，别署“骚心”，号髯

翁，晚号“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他是清朝光绪

年间举人，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被

清廷通缉，亡命上海，遂进入震旦公学。早年加入

光复会和同盟会。1907年起先后创办《神州日

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民立报》

成为当时国内发行数量最大的报纸，对清王朝的

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些文章也感动和激励

了一代学子，时有“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

之美誉。

于右任先后筹组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后又

创办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他主张以学救人，曾

宣言：“欲建设新民国，当先建设新教育。”为近代

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于右任精书法，早在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

之称（“南郑”指郑孝胥）。他尤擅草书，首创“标准

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创立了“于体”书法艺

术，从而成为沉雄博大的一代书法大师。

1924年1月，于右任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提

出了国共两党“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著明论断，

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11月，国民党召

开三届四中全会，会议选举于右任担任监察院

长。从此，他长期主持监察院，努力创建监察机

构，制定监察制度。他上任后，真的打了一批老

虎。仅1933年一年，被“打”的省主席就有江西省

主席鲁涤平、浙江省主席张难先、热合省主席汤玉

麟等6名。

1949年11月29日，于右任被迫飞往台湾，原

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

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

怀，于1962年1月24日写下了荡气回肠的《葬我

于高山之上兮》的离情绝唱。

于右任来台后婉拒了蒋介石给他准备的花园

洋房，住进了一所普通公寓——“梅庭”。这是他

长年避暑之地，更是避寿、避官说之地。

1964年7月2日上午，于右任抱病会见台湾

大专院校12名毕业侨生，作生前最后一次演讲。

他告诫青年人最重要的是“立志”，他说：“纵观古

今中外，多少英雄豪杰，做出了种种丰功伟绩、可

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无不始于立志……我希望各

位立定志向，多读中外名人传记，有所取法，见贤

思齐，知所奋勉。”

常人难以想象，于右任晚年病重时常常“没钱

住院”。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

台北荣民医院。5月初在疾病没有康复的情况下

因缺医药费便提前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作。他

本应马上重新住院，但因为缺少住院费用，便将此

事一拖再拖。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钱已用干，

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钱，是旁人害我。”

身为高官的于右任，又是当代书圣，可谓一字

千金，何以穷困得一贫如洗？

于右任一生注重名节，为官清廉，从不以权谋

私，除了薪水，所有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取。他

不过生日，不办寿宴，也谢绝宾客拜寿。他生性豪

爽，赐人字墨从不收润笔。而且遇到借钱者，从来

都是慷慨解囊。当年许多学生考上大学，没钱交

学费，听闻于右任乐善好施，都到“监察院”门口借

钱；门房转告后，于右任没见到人、也不问是谁，立

即提笔交待先预支薪水借给他人，不要借据也不

求回报，不够预支就向副官借钱。于右任每到月

未，生活便捉襟见肘，有时还要靠借贷度日。他却

说：“穷，是我的光荣。”

1964年11月10日晚，于右任病故，终年86

岁。弥留之际，人们打开他最为珍贵的保险箱，箱

子里没有一点金银积蓄，只有一支钢笔、数方印章

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

缝制的布鞋布袜、他的三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

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

才的数万元的账单。人们无不唏嘘凄然，顿生敬

佩景仰之心。

一生功名，两袖清风。“落落乾坤大布衣”是他

一生的写照。

父亲这个人很有意思，每

年种庄稼的时候，必定要在田

头种上几排向日葵。那些向

日葵能开花结果却收获寥寥，

因为不是刻意打理，再加上鸟

儿会来啄食里面的果实，每年

仅仅收获几把葵花子。因为

葵花子太少不值得榨油，当零

食吃的话，里面经常有些干瘪

的瓜子，我们都不爱吃。

每年开春，母亲总会跟父

亲唠叨一句：“今年可别种向

日葵了，一点用都没有！”父亲

却笑呵呵地说：“种！有用没

用不要紧，我图的就是看个风

景。向日葵多好看，尤其是长

出花盘来，金灿灿的，花盘还

跟着太阳转。田里有了这样

的风景，干起活来都有劲儿！”

我心里暗笑父亲，一介农民还

满矫情的，要看风景值得这样

吗？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田园

风光，可父亲钟情的是向日葵

逐日而生的品格，所以每年必

须要种点向日葵，用来当“风

景”看。正如母亲所说，父亲

种的向日葵没有什么实用价

值，可他却坚持种。

在父亲的生活理念中，一直有这样的“非实用哲

学”。有些东西虽然实用价值不大，不是生活必需品，

但他总能从中发现不小的乐趣。有一次带父母去逛

超市，父亲看到一套餐具特别好看，便要母亲买下

来。母亲说：“家里不缺盘子不缺碗的，买这套餐具干

嘛？”父亲看也不看母亲，仔细摩挲着那套餐具说：“家

里的碗碟都该换换了，用这样的碗碟吃饭，觉得饭菜

都香些！”母亲拗不过父亲，只好买下了那套餐具。看

来，父亲还真是蛮有审美情趣的，懂得除了实用的需

要，还应有更高层次的需求。父亲的“非实用哲学”

里，藏着他对生活的追求和情趣。

我小时候爱看课外书，母亲坚决反对，连老师都

对我说：“看那些书对考试没多大作用，还不如多做点

题呢，买书的话就买习题类的。”父亲知道后却说：“看

吧，你自己喜欢就行，多看点书没坏处。”不仅如此，父

亲还会为我买课外书看。如今我还收藏着父亲为我

买的一本《西游记》。多年后，我开始写作，发现少年

时代看的那些书让我受益匪浅。

如今，父亲老了，有了更多的时间，他开始学着养

养花，下下棋，过闲适自在的生活。我家的院子很大，

父亲执意要多养些花。母亲说：“养花有啥用，不能当

饭吃，还不如种点菜呢。”父亲说：“菜要种，花也要

养。”后来，父亲迷上了做一些小手工制作，就是把废

旧用品改造利用。不过他改造的那些东西，有利用价

值的不多。母亲依旧总是唠叨他：“你每天鼓捣那些

玩意，有啥用？”父亲笑呵呵地说：“没用的事，才是真

正有用的。”我听了这话，向父亲竖起大拇指：“爸，你

说的这话还蛮有哲理的，书上经常这么说，无用的事

最有用。看似无用的事，能滋养心灵，陶冶性情。”父

亲听了我的话，又笑起来：“书上说得真是这么个理儿

呢！对了，你找点适合我看的书，以后我要多看看

书。”瞧见没有，父亲的“非实用哲学”又发挥作用了，

对书产生兴趣了。

父亲的“非实用哲学”，不仅让他收获了更多乐

趣，也深深影响了我。父亲的“非实用哲学”，其实是

一种难能可贵的人生智慧。

被
出
名
的
周
处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阿
紫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

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这首朱熹的《观书有感》

传播千年，为人们耳熟能详，影响了一代代学子。

然而，朱熹的读书之道远不只这诗。他提倡的

书院文化，经朝廷认可推广，衍生出的一系列办学机

构、传播传统文化、教授读书之法、培养读书人才，是

对中国传统办学的重大贡献，影响极为深远。

在闽赣边界光泽的杉关口上，立有一处“飞鸢书

堂”，很引人注目。翻开清版的《光泽县志》，以及有

关史料记载，杉关建于唐广明元年（880），号称“全闽

第一关”“枕江闽两界之要冲”，是古时的闽赣通衢大

道。由赣入闽西北必经之路。朱熹与光泽历史渊源

颇深，当地有他尊称的老师、学友以及大批学生，所

以当年朱熹到处讲学从此地来往频繁。后来理学被

打成“伪学”，朱熹前往各地避难，也都由此地而过，

因此在杉关这里留下了他的大量痕迹。杉关往前不

远处是江西的飞鸢村，过去地界不清，当年“杉关书

堂”或是“飞鸢书堂”都在杉关范围，名闻远近，相得

益彰。千百年过去，历经岁月的风云变化，当年的书

堂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但培育出的一代代学

子却没有消寂，许多人士名噪当时，成为这里永远的

骄傲。

近年，闽北光泽县在打造杉关生态文化园建设

中，于关口原遗址一处民居式建筑中设立书堂，以

“飞鸢书堂”之名雄立在杉关口上。据书堂上的“飞

鸢书堂简介”中写道：“朱熹暮年蒙冤遭难时来到光

泽暂居，曾在杉关飞鸢书堂为两省边民子弟和东进

西出的文人墨客开堂讲学。堂门楹联：‘鸢飞月窟

地，鱼跃海中天’和正厅上的堂匾‘飞鸢书堂’即是朱

熹亲笔所书。”书法为行楷，刚直有力，秀外慧中，而

又显得大气磅礴。当年朱熹为了推广书院，各地精

舍、书屋也相附应，以朱熹书题为荣。朱熹留字也正

常，更有“飞鸢书堂”名字取自他当年自题的“鸢飞鱼

跃”四字。这四字之意蕴含朱熹彻底完成了逃禅归

儒的转变，实现了一种人生质的飞跃后的表露。随

着他理学思想体系架构的完整形成，以此来形容他

当时的心境。所以他来此题有这四个字，并以此作

为书堂的名字，来体现了他的读书思想。

从大门而入到前厅，两边是学子学业观廊，中间

是天井，正厅中间立壁挂着朱子像，上方是“源头活

水”四个大字，下面老式的先生条案和学生上课桌

椅，条案上摆放着教书的模具再现当时古代书堂的

场景。旁边板壁上挂着“飞鸢书堂”介绍，杉关名人

诗作。两边厢房是老师办公的地方，里面摆着桌

椅。后厅是“慎思堂”，旁边是用膳的食堂。整个地

面老式方砖，一铺而过。后院墙外是竹林、山泉、小

路，词碑竹林，小道曲径通幽，天然寂静。

在这里，我仿佛看到当年朱熹和其学生教学传

道的身影，仿佛听到朱熹在传授学生读书之法。朱

熹在光泽学生很多，如有名的弟子李守约、李壮祖、

李相祖、李方子、李文子等。他平时传授的读书方式

也很多，“读书之道无他，唯是笃志虚心”“所以日诵

圣贤之书，而不识圣贤之意。其所谓诵说，只是据自

家见识撰成耳，如此岂复能长进”“只是就持守着力，

至其积久纯熟，乃能有此效，而不费力耳！”“大抵为

学，当以存主为先，而致知力行不可偏废”。这是留

存在清版《光泽县志》中朱熹写给光泽学生的读书心

得，告诉学生读书没有捷径可走，要立志谦虚，持之

以恒，循序渐进。要用心认真，抱着求知的心态才能

读进去，才能达到读书的目的。要读圣贤的经典著

作，如不了解圣贤书中的真义，只是自己想象里面的

意思，这样不会有进步。读书做学问，首先应当把握

其中心思想，这样读书学习之法努力下去，就不会走

偏路……

朱子之学在光泽杉关这地域偏僻的地方广泛传

承，仅是一个影子。当年理学的大力传播，对后代学

子和儒家理学文化的推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影

响至今，所以会有：“东周与孔丘，南宋有朱熹。”不是

没有道理的。这两位古代圣人大儒，决定了中国传

统儒学文化的走向。“杉关是传承朱熹理学思想，兴

办学堂，关内有杉关学堂，关外有飞鸢书堂。”书堂简

介这几句话言简意赅，道出书堂办学的真谛。

“飞鸢书堂”的设立在今天来说，意义更为重

大。杉关近年作为生态文化园进行修复建设，有关

朱子理学的内容极为丰富，如朱子园、朱子亭、朱子

井，朱子路、朱子墙等，特别是当年南宋朱熹推广书

院、精舍、书屋，以其博大的理学思想普及教育，千年

来结出丰硕的成果。在今天又让其以书堂开式融

入，成为传统文化的再现。

杉关是闽赣两省的“窗口”，人来人往不断，对发

扬传播朱子文化极为重要。来这里游玩的人，都会

在“飞鸢书堂”前伫足，怀着极其虔诚的心理，聆听千

年朱熹的读书警言，感受朱子理学的人文魅力。

站在“飞鸢书堂”前，游览书屋的陈设和环境让

人心生感慨。当前大力弘扬朱子文化思想，让儒家

的理学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杉关的“飞鸢书堂”上

升到两省传播读书文化的“窗口”更有现实的影响

力。也是传统理学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发扬，更是千

年书院文化的遗址和当年理学方式传播的一个缩

影。为今天推广朱子文化，传播理学精神，扩大理学

在两省的影响和教化地方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开年，电影《周处除

三害》大火。电影名很容易

让人产生误解，我一位朋友

就想当然地以为警察局有

个周处长，他打掉了三个黑

势力团伙。就连我大学历

史系毕业的同事，也都没听

说过“周处”这个人。

好在随着电影热映，周

处其人生平事迹被许多博

主科普了。周处，字子隐，

阳羡县（今江苏省宜兴市）

人。出生于三国时代末期

的吴国，其父是吴国鄱阳太

守周鲂。

相传周处年轻时横行

乡里，与南山猛虎、长桥蛟

龙并称当地“三害”。当他

知道了自己恶名远扬，便决

定“除三害”。首先进山射

死南山猛虎；接着下水与蛟

龙搏斗三天三夜，除掉第二

害。至于他自己这“第三

害”，他没有选择自杀完成

自我毁灭，而是发奋学习、

改过自新，通过“去邪恶化”

“杀死”了过去的自己，重新

做人。

降龙伏虎这类神话传

说，主人公一般是神仙或帝

王。周处能被后世之人如

此“创作”，可见他当年应该

是极富声望的人物。

“有勇有谋，能文能

武”，周处的一生担得起这

八个字。公元280年，吴末

帝孙皓向西晋投降，东吴灭

亡。西晋安东将军王浑设

宴招待东吴降臣，席间王浑

嘲讽道：“诸君亡国之余，得

无戚乎？”周处毫不客气地

回答：“汉末分崩，三国鼎

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

亡国之戚，岂惟一人！”王浑

顿时羞愧无言。

王浑曾在曹魏时期为

官，后来司马家族篡位成立

西晋。王浑一度遭到罢黜，

之后复出效力新皇帝。东

吴投降晋朝，那是吴末帝孙

皓决策的“法人行为”。周

处他们这些降臣如同现在

被兼并企业的员工，不能算

叛徒。倒是王浑为谋反者

服务，道义上更难以解释。

周处的反击掐中了要害，在

座的降臣有些也能想到这

一点，只是人在屋檐下不得

不低头，没有胆子反驳王

浑。

在西晋当官以后，周处

辗转多地担任地方一把

手。安抚少数民族、处理陈

年积案、教化百姓……为官

一任造福一方。后来被调

到中央，先是担任散骑常

侍，接着升任御史中丞。期

间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得罪

了司马懿第八子梁王司马

肜，为招致杀身之祸埋下了

伏笔。

公元296年夏天，关中

闹饥荒，百姓流离失所。

秦、雍二州氐、羌民众造反，

推氐人齐万年为领袖，拥兵

7 万围攻泾阳。西晋朝廷

任命梁王司马肜为征西大

将军，周处作为属下和他一

同平叛。不出所料，司马肜

公报私仇，只给周处五千兵

丁让他发起进攻。眼看寡

不敌众，不发援兵，最后周

处战死沙场，以身殉国。

周处后期经历颇像《杨

家将演义》里的杨继业，作

为降臣不受西晋权贵待

见。司马肜就像演义里的

“潘仁美”，设计让周处死于

敌手。或许诸如《杨家将演

义》之类民间通俗文学作

品，创作时融入过周处的经

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

史上的小人、英雄人物都常

有雷同的人生经历。

周处被人遗忘了许多

年，如今因为一部电影突然

被出名了。这是件好事，他

本就有千古流芳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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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大儒于右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