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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念师恩的巡抚大人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冬，朝廷任
命浙江归安（今湖州市辖区）人沈秱为福建
巡抚。沈秱是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进
士，宦海浮沉多年，如今得以出任闽省封疆
大吏，也算是走上人生巅峰了。

古时官场有“上任之初，先问志书”的
传统，沈秱到任福建省城不久，即有福州府
学秀才（诸生）联合献上了一部《福州府
志》。沈秱新官上任，人生地不熟，正要了解
省会地情民风，当即将《福州府志》作为案
头参考书。翻阅之后，发现该书主纂者是已
故的原南京礼部尚书林燫。

林燫是颇有声望的朝廷大员，进士出
身，曾任国子监祭酒，两次担任会试考官，
可谓是门生故吏遍及天下。林燫官至南京
礼部尚书，后因母亲去世，从此归家守孝，
之后不再出仕。林燫所在的家族是福州著
名的濂江林氏，有“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
书”之荣耀。

濂江林氏除了是科举世家、官宦世家，
还是难得的方志世家。林燫的祖父林瀚、叔
父林庭 昂、堂兄林炫、弟弟林烃，皆参与了
地方志编修。现存的明朝三部《福州府志》，
都包含了林氏族人的辛勤付出，这在福州
古代方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至于沈秱手上的这部《福州府志》，则
是明代福州第二部府志，于万历七年（1579
年）开始编纂，由退居乡里的老尚书林燫主
纂。第二年六月，志书刚完稿，林燫就意外
病逝，时年五十七岁。

说起来，林老尚书与这位新任福建巡
抚沈秱还有一层师生关系。沈秱早年进京
参加会试，林燫是当时的考官之一。按照科
举传统，沈秱算是林燫的学生（门生），林燫
则是沈秱的老师（座师）。而且当时林燫对
沈秱的学识文笔十分赞赏，称之为“国士”。
能得到会试考官如此赏识，初出茅庐的沈
秱自然是感恩在心，念念不忘。

时光荏苒，不觉已经过去了 30 多年。
如今见到林燫的遗著，贵为福建巡抚的沈
秱，仍不免感念起伯乐老师对自己的知遇
之恩和“国士”之赞。

姗姗来迟的府志序文

福州学子进献《福州府志》，其实还有
一个目的，即是请巡抚大人写一篇序文。他
们说，林燫老尚书为官清廉，一生耿介，其
道德文章天下闻名，晚年又回报桑梓，主纂
郡志，殚精竭虑，终成巨著。只是这《福州府
志》虽已付梓十来年，却一直缺少序言，不
免有所缺憾。前朝苏东坡一生敬爱老师欧
阳修，并为老师书写《醉翁亭记》。如今沈大
人您来省城福州任职，又刚好是林燫的学
生，于情于理，都希望您能为《福州府志》作
序。

福州书生提到的苏东坡故事，是古代
科举师生之间，为人津津乐道的动人事例。
当年苏东坡参加进士考试，主考官欧阳修
对其文笔才识十分推崇，赞曰“文章必独步
天下”“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欧阳修毫无
保留地奖掖后进，令苏东坡十分感动，两人
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即使欧阳修
去世了 20 年，已名满天下的苏东坡仍亲笔
书写欧氏名篇《醉翁亭记》，并刻碑立在滁
州醉翁亭中，为后世留下了一段师生情重
的历史佳话。

沈秱看到福州学子引用苏东坡与欧阳
修的例子，不由得大受触动，想起当初获得
老师林燫的认可，成为新科进士的往事，一
时感慨万千。世事无常，岁月蹉跎，自己的
仕途并不顺利，曾居家休养近 30 年，长期
脱离朝廷中枢，甚是有愧于林燫老师“国
士”的谬赞。如今得蒙皇上恩典，来到老师
的家乡当官，对于为老师遗著写序的请求，
难道还有推辞的理由吗？随即满口答应了
下来。

谁知好事多磨，不久沈秱因年老体弱，
在任福建巡抚仅仅 3 个月就离职回乡，作

序的事情也就耽搁了。
往常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此不了

了之。但林燫的弟弟林烃、儿子林世勤请沈
秱写序的愿望十分强烈，绝不轻言放弃，之
后又找到在浙江老家的沈秱，请他一定要
继续完成府志序言，以告慰林燫的在天之
灵。沈秱虽然已经离任，但面对林老师亲人
如此锲而不舍的殷勤之请，实在不忍推托，
于是写下了流传后世的《福州府志叙》。

在序文中，沈秱先是回忆了与老师林
燫的师生旧谊，感激他的赏识与栽培，然后
详述了为林燫《福州府志》写序的缘由，高
度肯定该志记载完备、辨析精当、评论中肯
等，称赞林燫老师在总纂全书时“苦心直
笔、远虑公心”。这些听起来像套话，实际是
对志书很高的评价。我们要知道，古人编修
方志常有过分吹捧自己家乡的弊病，如“夸
耀乡贤、侈陈名胜”等，但林燫主编的这部

《福州府志》却取舍严谨，据实而书，称得上
是难能可贵。

福州士人终于获得了原福建巡抚沈秱
写的府志序文，自然倍感荣耀，于是将此序
加在林燫《福州府志》卷首，重新刻印。由于
沈秱序言落款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
所以这一版林燫《福州府志》又称为万历二
十四年序刊本。

回顾起来，这篇《福州府志》序文的诞
生过程真是充满了意外和曲折。林燫府志
早 在 万 历 八 年（1580 年）成 书 ，但 不 知 何
故，一直没有序言。直到十多年后，林燫学
生沈秱来福建担任巡抚，福州学子才拿着
这部志书请沈秱写序。没料到沈秱在福州
只待了 3 个月就去职回乡，序言又一度没
有着落。最后在林燫家人的不懈坚持下，已
返乡的沈秱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三
月写成《福州府志叙》，最终给林、沈之间多
年的师生情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省内失传的明代刻本

作为一府之志，林燫《福州府志》原先

流传颇广。学者顾炎武就曾在其名著《日知
录》中，大段引用过该府志的评论。明清时
期，中国著名藏书楼如宁波天一阁、南京千
顷堂、杭州八千卷楼，还有福州徐氏红雨楼
等，都曾收藏有此书的明刻本。清乾隆时，
福州还有阅读林燫《福州府志》的官方记
录。

不过经过时间推移、风云变幻，到了民
国之后，这部《福州府志》居然在福州乃至
福建失传了，连一本都找不到。全中国也仅
剩南京图书馆收藏了一套明刻本，而且还
是没有序言的万历初年刻本。后来经向国
外了解，又获知日本收藏了有沈秱序言的
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由于明刻本存世极少，长期以来，普通
读者难以一睹林燫《福州府志》全貌，连一
些福建、福州的省市史志学者都无缘寓目。
福建省知名方志目录学家郑宝谦在其《福
建省旧方志综录》中感叹道，无论是南京藏
本还是日本藏本，他都不曾看到，以至于竟
无法判断两者是否为同一本书。

不 过 沈 秱 为 林 燫《福 州 府 志》写 的
序，却单独在福州流传下来。在后出的明
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版《福州府志》、
清乾隆版《福州府志》中，都收录了沈秱
的 这 篇 序 言 ，福 州 学 界 也 一 直 清 楚 林 燫

《福州府志》的存在。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藏本、南京

藏本先后在国内影印出版，它们的电子扫
描件也陆续收录在网络数据库中。2023 年
初 ，由 福 州 党 史 方 志 室 组 织 整 理 的 林 燫

《福州府志》（点校本）也正式面世。该书结
合日本内阁文库和南京图书馆两种藏本，
将繁体竖排转化为简体横排，精心点校，
嘉惠士林。

自此，现代读者能够更方便地阅读林
燫《福州府志》全书。而福建巡抚沈秱与老
师林燫的真挚师生情，也将通过《福州府志
叙》永久地流传下去。

（作者单位：中共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
志研究室）

福建巡抚沈秱与《福州府志》渊源
□郭进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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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类正在攀登科学理解的新高度，但是似乎也正在失
去理智。假新闻、江湖郎中、阴谋论和“后真相”仍无处不在。我们
该如何弄清哪些是真知灼见，哪些是歪理邪说呢？当代思想家史
蒂芬·平克在《理性》这本书中回答了所有关于理性的问题。平克
否定了“人类是非理性的，人类仅仅是充满了偏见、谬误和错觉
的穴居人”这一陈词滥调。毕竟，人类发现了自然规律、延长了自
身的寿命并丰富了自己的生命，而且为理性本身设定了基准。平
克向我们雄辩地证明，理性是引领我们思考和行动的重要原则，
是利用知识实现目标的能力。

《理性》
史蒂芬·平克 著 简学 简丁丁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李纲有“南渡第一名臣”之称誉，还是
一位两宋之际重要的易学家。因其易学专
著《易传内篇》《易传外篇》亡佚，后世学者
对其易学研究寥寥无几，然而其传世著作

《梁溪集》（今本为《李纲全集》）一百八十
卷中存留《易传内外篇》诸《序》，及其与友
人论《易》信札等各类文章，仍然保留李纲
论《易》的丰富资料。而且，李纲诗词歌赋
及各体文中颇有引用《易》辞、阐发《易》理
等内容，也彰显了其易学文化修养的灿然
风采。

李纲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授尚书
比部员外郎的奏章《乞徽庙解易札子》，即盛
赞《周易》这部经典，称：“《易》更三圣，伏羲画
其卦，文王系其辞，孔子为之《彖》《象》，又为
之《大传》《说卦》《序卦》《杂卦》等篇，以发明
其道。故《易》于群经尤备圣人述作之旨，非特
若《诗》《书》《周官》载先王应世之迹而已。”

在《理财以义札子》中，李纲写道：“臣
伏见朝廷讲求理财之术，以足邦计，议者纷
然，争献其说。夫以天下之大，承平之久，万
物盛多之时，经画财用，岂患不足？贵于理
之有其义而已。《易》曰：‘何以聚人？曰财。
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财者，民之所
以相生养者也，故人非财无以聚之。义者，
利之本也，故财非义无以理之。”

李纲所引，出自《周易·系辞下传》，阐
发的是对国家财政的获取与施用的原则性
认识与把握。这一思考与表述，从他任尚书
比部员外郎直到后来任宰相，以及罢相后
著论析文章，都坚持这一原则性的观念。如
他于后期系统地撰述《理财论》（上中下三
篇）下篇引用《周易》的《节》卦爻辞：“《易》
曰：‘甘节，吉。’又曰：‘苦节，不可贞。’中则

甘，过则苦。今一切揪敛，不务中正，至于太
过而苦，亦非长久之策也。”这一易理中的
辩证思想，与他的理财（管理国家经济、财
政）观念、政策旨趣相通、义理融洽。

在抗金斗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李纲上
奏宋高宗《论用兵札子》曰：“《易》于《谦》之上
六称‘利用行师征邑国’；于《师》之上六称‘大
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盖谦之极，非利
用行师，不足以济功；师之成，非戒用小人，不
足以保治。今陛下之于金人，卑辞厚币靡不
顺，其谦极矣。然金人骄悖愈甚，其势非用师
不能有济。以臣料之，不得已而用兵，其功必
成。然功成之后，在陛下以小人为戒而已。”

在关乎社稷存亡的抗金斗争中，李纲
出将入相，因此，他对《周易》的《师》卦研究
甚精，感触甚深，曾多次引用《师》卦以论
事。在《与秦相公第二书别幅》中，李纲说：

“《易》于《师》之六三言：‘师或舆尸，凶。’又
于六五言：‘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舆，众也；尸，主也。九二‘在师中，吉。’所谓

‘长子帅师’，六三又以弟子众主其凶，宜
矣。而使之者在六五，故《象》以‘使不当’言
之，兵家之忌，最在众主而节制不一。唐九
节度之师，所以皆溃于相州者，正坐此故。
当时李 、郭皆在其间，犹不免此，况其余
哉！”李纲将《师》卦卦爻辞的内容，作为经
典的指导，进行切于实际的阐释与运用。

李纲于南宋建炎二年戊申（1128）年冬
开始撰写易学专著即《易传内篇》十卷、《易
传外篇》十二卷，撰成建炎四年庚戌（1130）
年春。李纲《易传内篇序》曰：

余以罪谪海上，端忧多暇，取《易》读之，
屏去众说，独以心会，即象数之幽眇，究理义
之精微，于以窥圣人之制作，灿然如据；玑衡

以观天日月星辰，经纬昭回之文，吉凶妖祥
之理，皆可历数而周知。喟然叹曰：“不学

《易》而涉世，其蹈祸固宜。罪大不死，乃得穷
圣经于荒绝之乡，心醉神开，恍若有授之者，
岂非幸耶！昔人作《易》于忧患者，非特智虑
不用于时，欲有所表见于后，盖亦险阻艰难
备尝之矣，人之情伪尽知之矣。然后思深虑
危，足以发难言之妙蕴，以贻范于将来。余虽
固陋，困穷流离之甚，其敢忘此！”

惜乎，李纲易学专著二书亡佚，无从更
详尽地认识其中具体内容。然幸有《易传内
篇序》《易传外篇序》及《释象序》《明变序》

《衍数序》《类占上序》《类占下序》存留传世，
诸《序》文记载撰书过程、时间，叙述主要内
容，更阐释了撰著的思想观念与易学见解，
成为今天我们探析李纲易学重要的核心的
资料。

同时，弥足珍贵、值得注意的文献资料
还有李纲与友人论易的书札，以及涉及易
学的序、跋文字。据笔者全面的考索梳理，
李纲曾与许翰（字崧老）、吴敏（字元中）、潘
良贵（字子贱）书信往返，讨论易学问题，交
流易学见解，阐发易学观念。按《李纲全集》
卷次先后排列，计有《海康与许崧老书》《海
康与许崧老书别幅》《泰宁与许右丞书》《郁
林与吴元中书》《与吴元中别幅》《雷阳与吴
元中书》《与向伯恭龙图书》《答潘子贱龙图
书》《与潘子贱龙图书》《萧氏印施夹颂金刚
经跋尾》《书寄崧老〈易传〉后》，其中多有对
易学问题进行具体、深入讨论的内容。

李纲易学思想之核心，亦即其说之特
色，可以归结为以下六点：

第一，李纲对《周易》经典创制与性质
的认识与评判，是尊信三圣，推崇经典。联

系到宋代易学思潮的背景，处于两宋之间
的李纲，坚持古籍记载、传承已长久的“三
圣作易”说，不盲目轻率地疑古惑经，是值
得肯定和表彰的。

第二，李纲重视对易学史的回顾与考
察，对易学史上的各主要流派、学说都曾加
以关注、研究、评判，并作出审慎的取舍，因
此，李纲易学具有返本开新的传统底蕴。

第三，李纲特别重视对《周易》象数的
重视、考辨与阐释、归纳，持“数”“象”为《易》
之本源的观念，其《易传外篇序》说：“《易》本
于数，而数不与焉，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数兼于象故也。有数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
变，有变而后有占。”李纲对易象的细考详
列，见于存留的文献中，虽非专著之全帙，
但仍然是易学上值得称许的精妙文献。

第四，李纲对《周易》的义理思想同样重
视，表现出融通义理、明体达用的正确取向。
从《李纲全集》一百八十卷中，可以寻找到不
少李纲运用易辞典故、义理思想，在关乎军
国大政、经济文化、社会人事、道德修养、处
世智慧等多方面进行精妙发挥的内容。

第五，李纲明辨卜筮，评判术数，也具
有学术史的意义。这一方面的成果，李纲与
程迥、朱熹、赵汝楳、雷思齐等易学家相比
较，亦不逊色。

第六，李纲还会通易学与佛学，并进行
了论述。李纲探寻、玩味的易学与佛学的会
通、互参，与他“三教合一”的思想观念密切
相关。李纲所持、所阐的《周易》与佛经（《华
严经》等）会通的观点，当然具有相关领域
学说思想史的意义、价值与地位，但就其易
学整体来说，则不宜将此作为核心，不宜形
成偏颇的判断。

李 纲 与 易 学
□黄黎星

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灯下漫笔

一个厌惧皇宫的帝王，一个复杂的灵魂。这个皇帝的人设要
多复杂有多复杂——漠视百姓，孝敬老母；倚重奸佞，除弊反腐；
聪察强毅，玄修祈福；独裁专横，孤寂凄苦。《明史》说他“要亦中
材之主矣”，海瑞说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嘉靖》
卜键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贫穷，还是不平等？距离成为“机会型社会”还有多远？为什
么找到一份与自己资质相符的工作、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实
现财务稳定越来越难？弱势群体常常遇到阻碍，但为什么来自中
等收入家庭的人也更有可能面临社会阶层的下滑，而不是上升？
本书直面英国日益加剧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与停滞不前的社会
流动性，揭示辛勤的劳动者如何被挡在英国的繁荣之外，发出唤
醒人们打破差别性机会的呼吁。

《撕裂的公平》
邓肯·埃克斯利 著 沈慧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苏格兰网红图书馆员讲述自己的经历：由于对图书馆资金的
削减，艾莉的工作在受层层官僚打压的同时可能随时不保。在快对
生活失去信心和热情的时候，图书馆员的角色和责任让艾莉重新
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她所服务的民众中有学习障碍的女孩儿、让书
上沾有婴儿粪便的单身母亲、来图书馆打印遗嘱的癌症患者，还有
一些逃课、有暴力倾向的“不良少年”……然而艾莉的应对方式充
满了耐心和理解，最重要的是，她有一种他人几乎无法企及的同情
心——这种同情心是她自己长期与创伤和抑郁症斗争的结果。

《图书馆疗愈手记》
艾莉·摩根 著 魏华荣 译 九州出版社

阅读天地宽广，比现实世界还大；阅读
内容丰富，比现实生活多彩！喜欢阅读的
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和爱好选择阅
读内容，取得各自的快乐和收获。

我喜欢阅读文艺类的文章，除在网络
上选择有关小说、散文等阅读之外，也常跑
图书馆报刊阅览室阅读“副刊”。选文艺类
文章阅读，一旦开卷，就避开了来自周围的

“喜、笑、怒、骂”环境，安安静静地从文章中

获得快乐和收获。
长篇小说也好，短篇小说也好，虽然是

虚构“产品”，但素材来自现实生活，是社会
上纷纭复杂现象典型再现。由此，阅读时常
常能受到小说人物、情节的感染而产生“共
鸣”，似乎所写的人就是身边的这个、那个，
有时就是不同时期的自己；所写的环境景
物就是现实的这里、那里，有时就是不同时
期自己的生活处所……在阅读的环境中，

再次尝到了过去的欢乐和悲泣。
阅读散文，让我在生活上学会了“挖”

人物的美、“借”景物的美、“叙”事物的美，
自己也受到了美感的熏陶。

诗词的品种风格很多，有的很难读懂。
但退休之后，由于在报纸的副刊上经常遇
到，特别是一些老年报每期都有诗词、楹
联，我也被“卷”了进去。读着读着，对诗词

（特别是楹联）的“字句对等”“词性对品”

“结构对应”“节律对拍”“平仄对立”“形对
意联”等外形结构和内在联系有了兴趣，而
且阅读起来韵律节奏强，篇幅短但意义隽
永，让我得到了优雅的乐趣。

不论阅读的是哪种文章，我获取了一
种自己以前还没有想到或没有接触到的情
境、哲理、知识、技艺、生活乐趣，增加了已
知之外的真知灼见，也获得相应的内容素
材或观点启发，从而激发练笔的乐趣。

已知之外的天地
□黄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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