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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厦门市同安区在宋代是福建路泉州下辖的同安
县。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 年）七月，朱熹出任同安县
主簿兼主县学。正式任职时间为三年，因代任者未至，直
到绍兴二十七年（1157 年）十月才四考满罢归。同安是朱
熹进士及第后的首仕地，他以极大热忱将自己的政治理
想在此见诸实践。

同安县学始建于五代末，虽然历史悠久，但至朱熹
到任时，县学已经衰败不堪：一是学校内部场所不完整，
而且命名随意、功能错乱；二是教员数量少，一人兼多
职，无法专意教学；三是学规学制不立，学生晨起入学，
未及中午就散去，学生学习不追求义理只专意科举；四
是图书不藏，县学已经 88 年未更新藏书，朱熹到任时只
剩下一筐官书，没有藏书编目，随意摆放，残缺脱落。

朱熹到任后，首先是完善县学场所，更县学四斋名，
明确各斋职能，建教思堂作为师生交流读书心得的地
方，建经史阁作为藏书之所，建苏颂祠把当地乡贤树立
为师生学习的榜样。其次是补充学校教员，寻访在当地
有学识和声望的贤士徐应中、王宾、柯翰等人，并向县府
申请徐应中、王宾为县学宾客，举柯翰为县学直学。三是
确立学规学制，先后发布《同安县谕学者》《谕诸生》《谕
诸职事》等，增修讲问之法，引导学生不要为了科举而被
动学习，而是要主动探求义理之学。颁布《补试牓谕》《策
试牓谕》，亲自主持策问来遴选县学弟子员。发布《屏弟
子员告先圣文》，将不合格或者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和国
家法律的学生坚决开除以儆效尤。四是增加县学藏书，
整理县学原残存可读的图书六种，凡一百九十一卷，为
其重新装订编目。征募民间藏书二种三十六卷，将其重
新装补成若干卷。向福建安抚使方滋写信，求得书籍一
千余卷。

朱熹到同安任后，发现当时礼仪制度的执行存在上
下脱节的情况，看到由于朝廷颁布的《政和五礼新仪》内
容庞杂、自相矛盾、疏略不备等原因，难以被地方官府和
民间接受，当地的释奠仪存在祭器样式不一、礼节不规
范、祭服不统一等问题，而普通老百姓更是不知礼仪，特
别是婚俗野蛮粗暴。朱熹在后来颁布的《申严婚礼状》中
强调：“本县自旧相承，无婚姻之礼，里巷之民贫不能聘，
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成风。”

针对这些情况，朱熹首先考订释奠礼。他参考《周
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等画成仪礼、器用、
衣服等图，让执事、学生朝夕观览，避免其临事出错。后
来，朱熹在南康、漳州、长沙等地担任官职时，对在同安
考订的释奠仪不断进行完善，并颁布执行，终形成《绍
熙州县释奠仪图》，由中央政府以政文的形式向全国颁
布，成为各州县举行释奠仪的规范手册。其次是申严婚
礼。针对禁止落后婚俗后，百姓结婚无程式可循的情
况，朱熹向州府申请，把《政和五礼新仪》中的“士庶婚
娶仪式”单列出来颁行，让百姓遵照执行。三是推广普
及礼仪。针对当时朝廷礼仪难以向民间普及的情况，朱
熹计划编撰适合州县官民的礼仪规范，并为之取名《绍
兴纂次政和民臣礼略》。

弟子黄榦在《朱熹行状》中说，朱熹在同安“职兼县
学，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日与讲
学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年方逾冠，闻其风者，已知学
之有师而尊慕之”。朱熹在同安的弟子中，现有记载可
查的有柯翰、许升、陈齐仲、徐元聘、许衍、王力行、许景
阳、曾秘等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有向朱熹问学的书信或
记录朱熹的语录存世，从中可以窥见朱熹早年的学术
思想动向。

不仅如此，朱熹在同安以及离开同安后，吸引了大
量同安周边地区的向学之士前来问学。清人李清馥在

《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八《朱子泉州门人并交友》中列
举了永春人陈易，惠安人刘镜、黄岩孙，晋江人杨至、杨
履正、高禾、林峦，南安人李亢宗、黄谦等一大批弟子，为
此李清馥说：“朱子临莅同安，阐明圣学，崇奖名教，泉之
学士斌斌向风矣。”

朱熹在同安兴授徒讲学之风，使朱子后学在同安
一直延绵不断，如吕大圭少师事陈淳门人王昭，复得文
公道学之传，而丘葵又亲炙吕大圭之门。后来，同安县
学建朱文公祠，就以朱熹早年在同安的弟子许升、王力
行以及同安朱子后学吕大圭、丘葵等配祀。故清人王杰
在《重修同安县文庙记》中说：“朱文公来主是邑簿……
日与邑人讲论正学，从游甚众，其后吕圭叔（吕大圭）、
邱吉甫（丘葵）辈皆接其薪传，同之人材奋发，六百余载
于兹矣。”

朱熹首仕同安期间，通过整顿县学、考订推广礼仪、
兴授徒讲学之风，极大地改变了同安的人文风气，对同
安社会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清康熙《同安县志》引用
明隆庆《同安县志》说：“同安，自朱子簿邑以来，日以圣
贤身心之学迪诸士，且推崇先进苏魏公，以为表率，故礼
义、风行、习俗淳厚。去数百余年，邑人犹知敬信朱子之
学。”由于同安文教昌明、人才鼎盛，得到了“海滨邹鲁”
的美誉。

自朱熹离任后，同安“士思其教，民怀其惠，相与立
祠于学宫”。宋嘉定年间（1208—1224 年），同安知县毛当
时在县学为朱熹建祠堂，并请其师叶适为祠堂作记文。
宋代同安县学司书兼奉祠的陈利用还将朱子在同安所
作的诗文、问答等专门编为《朱子大同集》。元人林泉生
在《大同书院记》中记载，虽然当时距朱子去世二百年，
但同安人对朱熹在同安所居的“高士轩”“古老相传，敝
则必葺”，对朱熹在同安撰写的古碑“邑人能成诵之”。

同时，朱熹在同安的任职经历推动了其思想的转
变。朱熹在主簿同安以前学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泛滥于
释老，但任职同安后，决然皈依儒学。

一方面，朱熹与同安弟子的教学相长促进了其对儒
学的理解，如绍兴二十八年（1158 年），朱熹在为许顺子
作的《存斋记》中关于“格物”“存心”的论述，被明人陈建
认为“专说求心、见心，全与禅陆合”。朱熹在给柯翰的信
中也说自己“于致知格物之地，全无所发明。思见吾国材
精笃之论而不可得，临书怳然也”。后来，其在《答陈齐
仲》中对“格物”“存心”的论述被奉经典。

另一方面，通过对儒学理论的实践，坚定了其弃佛
归儒的决心。朱熹出仕同安时，禁止当地人出家为僧尼，
而在当时二程理学为禁学的情况下，仍坚持在县学推
行。这是因为他看到当地存在的现实问题，只能通过推
行二程主张的“义理”之学才能够解决。

从中也可看出，在朱熹后来创立的庞大思想体系
中，有很多内容是对主簿同安时期实践活动的延续和升
华，比如对礼制的研究与推广、对学校制度建设的重视。

朱熹首仕同安
□黄太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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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素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誉，这
得益于历代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从宋代的
书堂到明代的社学，从清代的学院到民国的
学堂，再到现今的中小学，代有人才出。宋代
兴化县的虎蹲冈义斋便是莆田子弟“地瘦栽
松柏，家贫子读书”的一个缩影，它虽只是一
个私人学斋，却闻名远近，创造出七人登科的

科举神话。
虎蹲冈，也有人称“寿峰虎蹲冈”。虎蹲冈

的具体位置，据《莆舆纪胜》等书记载，“在兴
化新县西清源西里”，即今莆田市涵江区新县
镇墘顶村境内大会山仙寿峰山腰处。以往有
学者以为寿峰虎蹲冈在涵江区庄边镇境内，
这是因为新县镇仙寿峰与庄边镇寿峰交界，

且山名相近，很容易混淆。此外，还有人混淆
了新县镇仙寿峰与庄边镇寿峰（在今莆田市
涵江区庄边镇走墘村）。

这个闻名的义斋一定是在虎蹲冈，一则
有方晔（字仲诰，兴化县人，南宋绍兴十二年
即 1142 年特奏名进士）诗句“义斋昔启虎蹲
冈”为证。清康熙、乾隆两版《莆田县志》也指
出“寿峰义斋在兴化县虎蹲冈”。二则，新县镇
仙寿峰仍保留有古地名“虎蹲冈”。依靠当地
村民带路，我们从新县镇墘顶村出发，沿着大
会岭古道遁山而上，到达一个天然石洞“虎蹲
冈”。据传，古时有老虎踞居此洞，因此俗称

“虎蹲冈”。人可在此洞生活，据当地老人说，
清时仍有人在此居住，洞附近有泉水，称“寒
泉”。三则，《莆舆纪胜》将虎蹲冈列于仙寿峰
之后，显然二者距离相邻、关系较密切。另外，
据方氏族谱记载，义斋的主人方咏本居住在
新县仙寿峰旁，后方氏一支迁居庄边寿峰附
近，方氏后人方公衮（宋元丰二年即 1079年进
士）故居原在寿峰，今已成废墟，但方氏蒋山
堂（以前称“寿峰丛桂堂”，为方氏祠堂）遗址
尚存于寿峰。

在虎蹲冈义斋设立之前，此地便有学塾。
宋时，人们见虎蹲冈内有水源，高冈深壑松竹，
是一处清净苦读之所，于是世家大族如方、薛
等大姓，皆聚族内子弟到虎蹲冈学习，虎蹲冈
书塾由此起。虎蹲冈旁有石厝两间（石厝遗址
仍在，并有宋代古砖），或许是当时的教室。

虎蹲冈义斋相关记载最早见诸宋李俊甫
《莆阳比事》卷三，明林登名《莆舆纪胜·北境

远山》、明周华《游洋志·山川志》、明宋濂《翰
苑续集》卷四、明周瑛《重刊兴化府志》卷十
五、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四十五、清康熙

《莆田县志》卷二、乾隆《莆田县志》卷二等也
有记录，但文字皆有差异。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当以《莆阳比事》
（年代最早）为准，而《莆舆纪胜》（地理专著，
且作者为当地人）、《游洋志》（目前最早的兴
化县专志，且作者为当地人）亦有其价值，其
他文献也可适当予以参考。

根据文献记载，虎蹲冈义斋基本情况是：
宋天禧间（1017—1021 年），方咏（一说其弟方
洞亦参与）在仙寿峰虎蹲冈设置义斋供方氏
子弟读书。义斋声名远播，四方贤士一年不下
五十余人来此求学，如陈升之、夏竦、曾公亮
等，与方氏子弟读书其中。据传，一天，山神献
花七枝在案几上，预报呈祥。果然，陈升之、夏
竦、曾公亮以及方次彭等七人被举荐，之后相
继登第，后来曾公亮、陈升之二公官至宰辅之
位，夏竦官至枢密使，方咏被赠朝议大夫。方
晔有诗云：义斋昔启虎蹲冈，一夕仙神预报
祥。会客曾闻居屏庙，应须重立相儒堂。

除方氏外，宋代薛氏亦在仙寿峰虎蹲冈
附近居住、求学。宋初，社会动荡，薛士宾在山
中闭门读书，十年不出。之后，士宾礼贤敬长，
忠孝仁义，率其子弟在溪东筑堂匾曰山房。薛
士宾子薛利和，字天益，陵墓在虎蹲冈旁的莲
峰之上，谥忠宣。薛利和堂弟薛利为，号寒泉，
寒泉是仙寿峰上虎蹲冈旁的泉名，可见利为
极有可能曾在此义斋学习过。

莆田虎蹲冈义斋：七人登科的科举神话
□肖菊香 薛磊 胡立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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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 年，崖山海战，异常惨烈！此前南宋
右丞相文天祥已不幸被元军所俘，与其并称

“宋末三杰”的陆秀夫、张世杰还在率军抵抗，
他们护送着幼帝赵昺与杨太后来到广东新会
崖山。元兵袭至，张世杰将千余条战船连在一
起摆成长蛇阵，终究抵挡不住元兵的猛烈攻
击。

左丞相陆秀夫见形势终难挽回，先执剑
驱妻子、儿女投海，然后怀揣玉玺，背起八岁
的皇帝跳入海中，杨太后闻讯也随之跳海，赵
宋王朝终于覆灭。

《赵 家 堡 族 谱》所 载 赵 若 和《赵 氏 本 末
序》一文记录：“当是时，天祥被执，世杰、秀
夫负帝溺海，内无良将，外多强敌，大势已去
矣！”（按：张世杰系在殓葬杨太后之后不避
飓风溺海。）

赵若和（1267—1332 年），这位赵氏漳浦
始祖，系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之弟
魏王赵廷美第十世孙，被封为闽冲郡王。崖山
海战之时，年仅 13 岁的赵若和陪伴着幼帝赵
昺与杨太后，亲眼见证了历史。赵若和《赵氏
本末序》记载：“连日大战，吾知势已败，与许
达甫、黄侍臣（黄材）等以十六舟夺港而出，遇
陈宜中舟在广崖之浅澚大会，欲往福州，以图
匡复王室。船到广东南澚之七十余里，飓风大
作，宜中舟破，遂登合浦，予冒至浯屿之东，船
亦失其杠椇，就于浦西登岸……”这段话叙述
了赵若和不得已落脚漳浦的经过。

为了躲避元兵后续的追杀，赵若和只好
更改姓氏，他在自述中也有提及：“天之降祸，
世有胡元，予自逃生，讳姓黄氏，居于浦西，后
徙积美鸿儒居焉，造置产业，以度时光，终身
抱恨，未尝开口对人言。”

赵若和既已改姓为黄，其后代如何复姓
为赵？这与一桩联姻有关。赵若和生有五子天
福、天禄、天佑（出家）、天爵（出家）、天寿，天
寿之子惠官娶黄材之后裔为妻，被嫉妒者告
为“同姓通婚罪”。未料到一纸诉状竟使得坏
事变好事，不但令赵氏复姓，而且惠官的两兄

弟还因此获得官职。
据《漳浦县志》卷三记载：“（明）洪武十八

年（1385 年），御史朱鉴阅谱，奏请复姓，恩录
明官为鸿胪序班，文官为宜伦主簿。”既恢复
了赵姓，所谓“同姓通婚罪”自然也就不存在
了。《赵家堡族谱》中另有一条“不许子孙与蒲
氏为婚”的规定，其缘由在于南宋末泉州招抚
使舶司提举蒲寿庚投降元朝，并杀南宋宗室。

以赵若和为赵家堡的始祖，又过了九世，
赵氏家业终于得到重振。笔者在赵家堡调研
时发现一条约两米长的残碑，碑文镌刻如下
文字：“赵淑宽初赠奉直大夫河南彰德府磁州
知州，再赠奉直大夫户部陕西清吏司员外郎。
赵范累受奉直大夫户部贵州清吏司郎中，再
授中（以下缺字）。”由此可见，赵若和九世孙
赵淑宽（1505—1574 年）已为官一方，而赵淑
宽之子赵范（1543—1617 年）的官职则更进一
步。如今在漳浦县东 40里、规模宏伟的赵家堡
正是由赵范开始兴建的。

《福建通志》卷三十四载有“赵范”条目，
简要记载了他的生平履历与事迹：“赵范：字
范之，漳浦人，隆庆辛未（1571 年）进士，知无
为州，置学田，以赡贫士。调磁州，有歧麦芝草
云瑞，升户部郎中。督饷雁门，有功，赐金币，
擢浙江按察副使，捐俸兴水利，值大风雨，恐
暴涨坏堤，自出行，水船覆，漂流数里许，巾挂
枯柳而止。一老隶随拯之，得不死，以亲老告
归。遇岁歉，多方设赈乡里数千人。”

据赵范《硕高筑堡记》，他辞官之后回归
乡里，因苦于盗患，又喜爱山林，于是选址在
漳浦硕高山西北麓建筑楼堡。楼堡建成之后，
其子赵义（1590—1640 年）又修建了外城，原
先的楼堡就居于内城。《漳浦县志》载：“赵公
瑞，范子，以祖、父荫，授中书舍人。”赵义字公
瑞，又号辑卿。赵范、赵义父子从 1600 年开始
动工兴建赵家堡，直到 1633 年内外城全部竣
工，历时 34年。

内城有“完璧楼”及宋城建筑特色夹墙，
外城周围修筑四座城门，东门上有匾额“东方
钜障”，西门上刻“硕高居胜”，南门上刻“丹鼎
钟祥”。硕高内八景有汴派拱桥、翠芸亭榭、聚
佛宝塔、仙人足迹、石棹石笋、翠榕小憩、宝伦
石盆、猴井洞天。硕高城外十景有丹灶晴云、
天马腾空、玳瑁前拱、鼎山旭日、石人插肩、沙
涌金鱼、神龟献吉、溪环玉带、鉴池暖偎、旗鼓
捍门。

赵家堡的建筑处处流露着模仿北宋故都

开封的痕迹，如堡内有二水池，一清一浊，清
者为杨池，象征忠臣杨家将；浊者称潘池，象
征奸臣潘仁美。池边有一石桥名“汴派桥”，桥
名即为纪念古都，因为开封在宋朝时被称为
汴梁，汴派桥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桥
梁结构相似。此外，模仿宋代汴梁的铁塔修建
了聚佛宝塔，其高度为宋塔十分之一；模仿明
代汴梁的禹庙塑岣嵝碑。尤值一提的是“完璧
楼”的命名，暗合“完璧归赵”的典故。这一切
都显示了赵范、赵义父子对先祖功业的追思。
柱上有楹联“宋室久播迁，一牒不随天下去；
皇朝重举废，双麻曾向日边来”，联语也明白
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

赵家堡的建筑融入了佛教与道教的元
素。“聚佛宝塔”是佛教的重要象征，《赵家堡
族谱》记载：“聚佛宝塔位于西门内侧、咫尺玄
门庙之边，由一个原始大石头上端建筑起来，
底层为须弥座，边长 1.1 米，系实心结构四方
形石塔，凡七级，高五米九十五厘米，1 至 5 层
塔座为四方形，四面有雕工精巧、风格奇异不
同的浮雕佛像，第六层四面各刻一个大篆，连
起来为‘聚佛宝塔’四字。”

道教元素除了内八景之一的“仙人足迹”
外，还有外十景之一的“丹灶晴云”，此外还体
现在南门横匾的命名——“丹鼎钟祥”，这都
与东晋道士葛洪有关。传说葛洪曾在硕高山
之南的丹灶山炼丹，他路过赵家堡留下了足
印，此事有诗为证，《福建通志》存有该诗：“灶
冷烟寒雪满山，葛洪去后尚留丹。于今此地多
芳草，处处花开玉干兰。”1624 年，赵义应和其
先父《山居》诗，写了一首《挹石人峰》诗，刻于
堡内佛寺旁的石壁上：“何代仙人化，嶙峋海
上山。叱羊应起立，控鹤独来还。苔藓衣冠古，
烟霞韵致闲。点头堪与语，对此欲招攀。”诗中

“叱石成羊”的典故亦来自葛洪所著《神仙传·
黄初平》。

赵家堡之所以能美名流传，得益于其主
人赵范、赵义父子的功勋与仁义之心。1580
年，户部郎中赵范奉旨督饷雁门，他积极修整
工事、犒赏将士、慰问边民，赢得边境军民的
称赞。他也因此获得神宗皇帝的褒奖：“立功
奖赏，黄金百两，白银千锭，绮罗百匹，随往文
武官员、运率兵丁各升一级。”（见《赵家堡族
谱》）

1581 年赵范擢升温宿道。温宿即今新疆
阿克塞自治县，赵范在此地引导当地民众兴
修水利、教授种植水稻，四年任满再次受神宗

赞誉。
1624 年，漳浦阖邑士民为赵义立“建造苏

坑桥功德碑”，《赵家堡族谱》记载了此事缘
由：“忠信山后一溪名苏坑溪，明朝之时，因汇
上流水源丰富，下距十里滨海，水深而能涨，
造成交通不便，暴雨而成灾，辑侯公瑞公，独
资建石桥，造福社会，造福梓里，漳浦县事陈
以瑞及本邑士民镌刻石碑永为纪念。”碑文中
有“辑侯赵君……捐朱提百两、栗百石矢”字
样。

1628 年，荷兰海寇在佛潭白石港登陆大
肆抢掠，赵义闻讯组织民兵予以抗击，荷兰士
兵仓皇逃走。漳浦知县余日新特立碑褒扬赵
义，此事记载于《官岭保障记》：“戊辰岁，海寇
登陆，杀掠滨海，辑侯慨然散粟，纠义旗，破贼
官岭，筑京观，里闾籍以安枕……辑侯以清人
贤胄绳武象贤，于家为孝子，于国为忠臣，于
乡为义士。”

《左传》提出人生追求有三不朽：“太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
之谓不朽。”赵范、赵义父子虽然在立言方面
未有著述传世，但是在立德、立功方面却有所
建树，赵氏后人皆引以为豪。

赵家堡血脉绵延，不但勾连着过去与现
在，从宋朝直到今天，而且连接着海峡两岸，
连接着福建与台湾的血肉亲情。台湾赵鳌峰
祭祀公业管理人赵国栋系宋魏王第 31 世孙，
他在《兴建台湾桃园大溪赵家堡记事》中记
载：“先祖若齐公（来台基祖，宋魏王第二十五
世孙）为宋闽冲郡王之后，清朝乾、嘉年间随
漳州乡人渡海至台湾谋生，在今苗栗县竹南
镇中港溪上岸，初于三貂（今台北县贡寮乡）
开垦，后至桃园大溪埔顶置田。”自 2000 年以
来，他多次到漳浦赵家堡寻根，并依照福建赵
家堡样式，“兴建赵鳌峰祭祀公业祠堂台湾赵
家堡，一楼居安居、二楼完璧楼、三楼赵氏宗
祠。外墙亦依福建赵家堡方位配置刻有硕高
居胜、东方钜障、丹鼎钟祥等匾”。

在《祖源探索——寻根之路》一文中，赵国
栋回忆自己幼年从贡寮到桃园祭祖，当祭祀结
束的时候父亲端出一碗清水让自己喝下，并告
知其意为饮水思源。正所谓木有本、水有源，兴
建台湾赵家堡的意义就是寻根思源。而赵范、
赵义在福建漳浦兴建赵家堡，不也是追思先祖
的丰功伟业，并以此激励后人吗？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
心副研究员）

赵家堡：赵宋王朝留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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