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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泉精舍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创建的第一
所书院，在建阳崇泰里马伏天湖之阳，宋时地
属崇泰里后山铺东，旧名“寒泉坞”。南宋乾道
五年（1169 年）九月，朱熹母亲祝夫人逝世。次
年正月，朱熹葬母于此，并于墓侧建精舍，匾
曰“寒泉”，在此守墓、读书、著述和讲学。由于
建于其母墓侧，为其守孝之时，朱熹有时也以

“坟庵”称之。
朱熹此举流传到朝鲜李朝，往往被李朝

学者所仰慕和效仿。河弘度曾于方丈之南士
林山麓构茅舍新斋，因仰慕寒泉精舍而名以

“慕寒斋”。效仿者如赵锡胤、李采、姜允齐等
甚至直接“抄作业”，将其书院也称为“寒泉精
舍”。对此，朱门后学朝鲜学者李种杞有一代
表性的解读。他说：“坟之有庵，所以寓孝思备
展扫也，非为读书讲学而设也。”接着，他笔锋
一转：“然晦庵夫子于寒泉精舍，亦尝与生徒
讲授。自是世之笃行君子者，亦往往取法焉。
盖夙兴夜寐……亦不出于修身讲道而已。”

李种杞对朱熹守孝期间既“寓孝思备展
扫”，又设精舍讲学的开先河之举，除了给予
充分的肯定之外，还将此举与修身讲道联系
起来，并对世之君子所效法的原因作了必要
的阐释。

没有“方圆”不成规矩

中国书院的辉煌出现在朱子学派崛起之
时，而不少书院的建筑形成规模，却是在朱子
逝世之后。其原因在于朱熹讲学之时的书院
多为私学，受经济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大兴土
木，故朱熹在建阳创寒泉精舍，不过是简陋的
茅屋数间而已。

由于设施过于简陋，甚至已影响了朱熹
的讲学效果。他在给蔡元定的书信中说：“寒
泉精舍才到即宾客满坐，说话不成。不如只来
山间，却无此扰。”“亦缘屋舍未就，不成规矩，
它时须共议条约，乃可久远往来耳。”由此可
知，书院的建筑虽为讲学的外在条件，但会直
接影响讲学的内在“规矩”。此为历来教育家
均重视书院建设的重要原因。

尽管有这样的认识，但书院条件的改善
与创建者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靠的不是“心
想事成”。朱熹后来在武夷山建武夷精舍，由
于仅凭他和门人弟子的自力更生，其草创时
期的原始规模，也只不过是草屋三间而已。

有资料表明，由于精舍草创，寒泉讲学期
间，从学于朱熹的弟子今可考见姓名的仅有
20 多人。其中，有来自泉州同安的许升，建阳
的范念德、蔡元定、刘爚、刘炳，邻县建安的李
宗思，崇安的吴楫，邵武的冯允中、吴英，顺昌
的廖德明，古田的林用中、林允中兄弟，长汀
的杨方，莆田的方耒、方士繇等。这一时期从
学的生员虽不多，但却有不少弟子如蔡元定、
林用中、刘爚、廖德明、杨方等，后来都成为朱
熹学派的中坚力量，代表了朱熹学派萌芽时
期的勃勃生机。

奠基之作井喷而出

寒泉精舍讲学时期，也是朱熹进行学术研
究的重要时期。其研究成果，是一批为朱熹理
学思想体系奠基的学术著作的问世。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

从思想渊源来说，朱熹的思想源于“北宋

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而集宋代理
学之大成。乾道九年（1173 年），他在寒泉精舍
编纂的《伊洛渊源录》十四卷，书中列入了周
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邵雍，以及他们的门
人弟子共 47 人的言行，来阐扬他们的学术传
承和师友渊源。全书以宋代儒家学派中影响
最大的程颢、程颐，即“二程洛学”为中心，而
兼及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邵雍的先天
之学。在本书中，朱熹以“伊洛渊源”传授系
统，揭示北宋理学各主要学派的传授渊源。

绍熙五年（1194 年）十二月，朱熹在考亭
沧洲祭祀孔圣和四配，又将北宋道学先贤周、
张、二程等作为从祀。这一祭祀学派先贤的开
先河之举，与最早的学术思想史专著《伊洛渊
源录》及其理学思想体系的代表性著作《四书
章句集注》的编纂和出版，鲜明地揭示了朱子
理学思想体系的渊源和建构，从学术传承的
角 度 阐 明 了 儒 学 的 道 统 之 传 。而 乾 道 八 年

（1172 年）在寒泉精舍成书的《论语精义》和
《孟子精义》，则是其四书经学体系的开篇之
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成书于淳熙二年（1175 年）的《近思录》十
四卷，是朱熹与浙东大儒吕祖谦在寒泉精舍
共同编辑的一部理学入门书，也是我国哲学
史上第一部哲学文章选编。

淳熙二年四月，吕祖谦与朱熹相聚于寒
泉精舍。他们共同研读北宋周敦颐、张载、程
颢、程颐等人的著作，深感北宋四子的理学著
作博大精深，难以为初学者掌握，“因掇其关
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编成此书初稿。从四子
的《太极通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
集》《周易程氏传》《横渠先生文集》《二程遗
书》等 14种著作中，辑出 622条，分为十四卷。

据朱熹弟子吴振所记，各卷纲目为道体、
为学大要、格物穷理、存养、改过迁善、克己复
礼、齐家之道、出处、进退、辞受之义、治国平

天下之道、制度、君子处事之方、教学之道、改
过及人心疵病、异端之学和圣贤气象。续传弟
子叶采据此简化为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
治、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
辨异端、观圣贤十四卷。

“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与
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道，皆粗见梗概。”

“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远及近，庶几不失纂
集之指。”（吕祖谦《近思录序》）此书内容广泛
涉及程朱理学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等各个
层面，被称为“性理诸书之祖”。

朱熹所编《资治通鉴纲目》也已在寒泉精
舍编出初稿。该书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主
要蓝本，“别为义例，增损隐括”而成。朱熹将
其所主张的道德观和正统观贯穿其中，其意
在于用春秋笔法，辨名分，正纲常，从而达到
变史学著作为理学教材，以维护和巩固王朝
大一统服务的目的。

论学为主讲学为辅

寒泉精舍讲学时期，由于门人不多，讲学
地点狭窄，故像后期在考亭沧洲精舍那样，升
堂讲学的机会较少，而主要以论学为主、讲学
为辅。

何谓论学？朱熹在《云谷杂诗》中揭示其
特点为“高居远尘杂，崇论探幽冥”。其主要表
现为，在与其他学派的论战中，将对方、己方
的学术观点和论辩焦点、过程告诉门人，有时
也让门人直接参加研究和讨论。这样，既在论
学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理学体系，又在论学中
提高门人的学术水平和思辨能力。

杨方是乾道六年（1170 年）从学于寒泉
的门人。这一年，正好是朱熹对湖湘学派奠
基 人 胡 宏 所 著《知 言》提 出 批 评 之 时 。所 撰

《胡子知言疑义》表面上看，是朱熹与张栻、

吕祖谦三人共同商讨的结果，实际上正是朱
熹在与胡宏的传人张栻等通过反复论辩后，
促使其逐渐转向，并取得一致认识后所形成
的一篇著名的论文。其要点是，针对《知言》
提 出 的 心 以 成 性 、性 心 体 用 等 观 点 提 出 疑
义，主张以心统性情或心主性情取代“心以
成性”说；不赞成心性体用说，认为以心为用
不妥，用是情，不是心。性情构成体用关系，
而性心则不构成体用关系。

此外，对《知言》的性无善恶、天理人欲同
体异用等论点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论学
中，朱熹把胡氏《知言》的主要症结告诉门人
杨方，“《知言》疑义，大端有八：性无善恶，心
为已发，仁以用言，心以用尽，不事涵养，先务
知识，气象迫狭，语论过高”。

论学的第二层含义是，在与同门弟子对
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使其明辨是非，从而引导
他们在学术思想上回到理学阵营上来。门人
李伯谏受佛学影响很深，朱熹约同蔡元定，数
次与其论辩禅学之误。与李伯谏相似，崇安籍
弟子吴楫亦为释氏所累，分不清儒学与佛学
的区别何在，朱熹对此也作了详细的论述。他
写信给吴楫说：“来书云，儒释之道，本同末
异。熹谓本同则末必不异，末异则本不同。正
如二木是一种之根，无缘却生两种之实。”他
还写诗告诫：“未必瞿昙有两心，莫将此意搅
儒林。欲知陋巷忧时乐，只向韦编绝处寻。”奉
劝吴楫不要沉溺于禅学之中，从而干扰了儒
家的学说，人生的乐趣应到孔孟儒家经典中
去找寻。

寒 泉 精 舍 于 元 季 倾 圮 。明 正 统 十 四 年
（1449 年）八世孙朱澍曾重建为祠堂，祀奉祝
夫人和韦斋朱松。今祠堂无存，祝夫人墓则于
1992年由韩国朱子后裔捐资重修。

（作者为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寒泉精舍何以被朝鲜李朝学者所效仿
□方彦寿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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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尾古城今隶属于泉州市泉港区峰尾镇诚峰村，位
于湄洲湾南岸突出部——峰尾半岛。峰尾半岛古称“烽
火岛”，因相传“烽火岛”是“蜂穴”，而“蜂”与“峰”是谐
音，故又称“峰尾”。当地先贤卢琦字“希韩”，号“圭峰”

“立斋”，于元至正二年（1342 年）高中进士。峰尾半岛因
卢琦受到后人仰慕又雅称为“圭峰”。

峰尾古城即峰尾巡检司城，因海防军事的需要二次
营建而成。为了尽快解决明初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社会局
势不太稳定的问题，明太祖朱元璋在军队推行卫所制，
同时筹划防御性城池体系。在泉州府沿海地区，明洪武
二十年（1387 年）至二十七年（1394 年）共建造了 21 座防
御性城池。等级最高的是永宁卫城，其次是崇武所城、金
门所城、福全所城、高浦所城和中左所城，最低的是峰
尾、祥芝、围头等 15座巡检司城。

峰尾巡检司城建在峰尾半岛南岸的高阜处，其具体
空间形态现已无法考证，但在明嘉靖《惠安县志·卷八》
中有所记载：“城垣周围一百五十丈，厚一丈二尺，高连
女墙二丈，为窝铺凡八，南北辟二门，建楼其上，城中各
有营房三十间以居弓兵。”

明隆庆六年（1572 年），在“移于凑集，广而倍之”的
主张下，峰尾巡检司城的新城（又称“大环城”）建于旧城
北面约 500米处，城垣周长 1000多米，东西长、南北窄；城
墙阔 19米，高 12米，四面各开辟城门并建有谯楼。

峰尾古城是中国古代城乡聚落结合山水营建智慧
在海防型城池中的典型案例，具体反映在位置、基址、街
巷、水井、民间宫庙、景致等方面。

峰尾古城的位置具有海路要地的特点。湄洲湾总体
形似葫芦型，由诸多半岛、岛屿组成。峰尾半岛与位于湄
洲湾北岸的东吴半岛（兴化府吉蓼巡检司城所在地）对
峙在“葫芦”的腰部，该位置是监视、阻拦船只进入湄洲
湾内澳、兴化府的绝佳之地。

另一方面，峰尾半岛与其南面的黄岐半岛（泉州府
黄岐巡检司城所在地）围合形成辋川支湾，该湾内的峰
崎港是唯一水路直达惠安县城的必经之地。明嘉靖《惠
安县志·卷二》将惠安县山水形势划分为北、中、南三纪，
并曰：“惟中纪诸水最多，其在大帽山后，为菱溪，为驿坂
溪，皆东南会流入峰崎港。其出县左右山谷间，则皆东北
流以入峰崎港。”由于峰崎港位于湾内北部，峰尾半岛便
成为监控船只进入峰崎港的重要场所之一。

综合来看，峰尾半岛附近的海域是进入泉州府惠安
县、兴化府莆田县海路的必经之地，在峰尾半岛筑城可
以“上接南日、湄洲，下通辋川、崇武、黄崎、獭窟诸澳，舟
楫可达外洋……与各澳互为犄角，控制大海”。

峰尾古城的基址具有背埔临水的特点。从内陆环境
来看，峰尾半岛的地形属滨海低山丘陵区，地势基本是
从西、南、东向北逐渐降低。其中，南部是相对低矮的沿
海山丘，其最高处是海拔 31 米的烟墩山。西部是相对较
高的南北方向内陆山丘。峰尾半岛的水系主要是源于西
部山丘的江仔槽，随着地势高低自西向东，再折向北汇
入峰尾澳。古城基址选择在北部临海凸起的山丘——

“尾山埔”的南侧、江仔槽下游之处，既能增强官兵的安
全感，又能减少久而强的东北向海风给居住带来的不利
因素，解决饮用水不足的问题。

从海岸环境来看，峰尾半岛有多个海澳，而位于西
北海岸的峰尾澳是一处不可多得适合停船的海域，“盗
船多泊于此”。古城基址的西面紧临峰尾澳可以有效地
阻止倭寇上下船，以增加登陆难度。峰尾半岛的东、北海
岸地势稍高，并非登陆的理想之地，但同样受到了重视。
古城基址的东面、北面紧临海岸可以使城墙形成居高临
下之势。相较于沿海的东、西、北三面，古城基址的南面
直接面向内陆，缺少自然屏障。为此，古人将江仔槽局部
改造成护城河以增强南城墙的防御能力。

古城的街巷、水井呈现出因水制宜的布局特点。从
街巷来看，中街和后街犹如树干，中街宽 1.5 米左右，后
街宽 2 米左右，均呈西北—东南方向，其余街巷犹如树
枝，宽度普遍在 0.8 米左右，与中街、后街基本垂直。此
外，中街、后街普遍低于其他街巷。这种树枝状、干低枝
高特点的街巷布局契合了基址地形的变化，能够使雨水
快速排放。

峰尾半岛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且降雨充沛。
基址地形是西面低、南北两面较高、东面最高，一旦降
雨，地面雨水沿着巷道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流向位于低
洼处的中街、后街的明渠，经汇集后快速地排入从西北
角穿城而过的江仔槽，最终流入峰尾澳。若遇上强降雨，
中街、后街则直接充当着排水沟渠。

从水井来看，峰尾古城至少有 9 口，其中 6 口在城
内，3 口在城门外附近。这些井的平均服务半径在 60 米，
全部覆盖城池及其附近。峰尾半岛降雨充沛但分布不
均匀、溪流短小、地表水蒸发量大，由此造成用水比较
紧张。为了满足必要的生活生产用水需求，井因此成为
峰尾古城必不可少的设施，其均匀、短距离分布更是便
于取水。

古城的义烈庙是一座重要的民间宫庙，呈现出海澳
相依的位置特点。海神信仰是福建沿海地区普遍存在的
一种民间信仰，而在峰尾古城，生于当地的“姑妈娘娘”
而非“天上圣母”受到了当地人的敬奉。“姑妈娘娘”亦称

“峰尾姑妈”，本尊是刘益娘，是峰尾半岛刘氏六世孙女，
性格“温淑清顺、懿惠中和”，因含冤受屈而死被当地渔
民奉为神灵，后相传被嘉靖皇帝钦赐为“姑妈娘娘”。明
嘉靖年间，刘氏族人自发独立建造小庙——姑妈宫以奉
祀刘益娘。明天启元年（1621 年），姑妈宫被拓建，并正式
命名为“义烈庙”。

峰尾古城有“圭峰十二景”之说，分别是“凤髻朝阳”
“石狗吠风”“石鸡报晓”“石塔听潮”“锦桥锁月”“石蝉吵
午”“石龟出水”“沪屿晓钟”“万人神井”“磐石甘泉”“沙
堤束带”“石笏朝天”。

这些景致绝大部分与山、岛礁、海等山水景观要素
密切联系。“凤髻朝阳”描述的是今圭峰中学北面已消失
的两处低矮山丘，它们南北分峙，形状如髻鬟，又称“凤
髻岭”，日出之时，日光直射岭上双髻，因而得名；“沪屿
晓钟”描述的是义烈庙西北方海域中的沪屿礁，该礁石
不管潮涨潮退始终突出海面，且受风浪冲击、拍打便会
产生钟鸣一般的声音；“万人神井”描述的是永全社左前
方看似普通却十分重要的井，据当地老人回忆，此井里
的水性淡，干旱时也不干涸，除了供当地百姓饮用之外，
还用于洗涤渔网、渔具，甚至被往来的外地渔商所用。

峰尾古城
山水营建智慧
□张建 李聪

出生于福清的义中禅师与禅宗“一花开
五叶”各宗派都有着渊源，尤其是与临济宗和
曹洞宗。后来，义中禅师的影响传播到了日、
韩等国，蕴藏在佛教经典及书画之中。

三平祖师公俗姓杨，名义中，敕号广济禅
师 ，祖 籍 陕 西 高 陵 ，因 父 仕 闽 ，唐 建 中 二 年

（781 年）正月初六出生于福唐县（今福清市）。
义中从小不食荤腥，少年时随父宦居泉州。14
岁时，随父仕官至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
区），投宋州律师玄用出家，27岁时受具足戒。

为求证佛法，青年时代的义中禅师即云
游参学，遍访高僧，研究佛教经、律、论，钻研
医学。唐宝历元年（825 年），45 岁时离开潮州
来到漳州；唐宝历二年（826 年），在漳州紫芝
山创建三坪真院；唐会昌五年（845 年），65 岁
时因避武宗毁佛，避居平和九层岩山，依靠当
地的民众，在大柏山麓建成三平寺。

义中禅师初到九层岩时，便传授桑麻耕
织技术，招集流亡，垦创田地，兴修水利，筑村
建舍，使当地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唐宣宗大
中三年（849 年），佛法复起，有巡礼僧常肇、惟
建等 20 人向朝廷举荐义中禅师是个达摩正
统、继南宗衣钵的高僧。漳州刺史郑薰将义中
禅师的事迹上疏朝廷，宣宗皇帝敕封义中为
广济禅师；咸通十三年（872 年）十一月六日，
义中禅师宴坐示寂，享年 92岁，门人弟子塑其
金身奉祀。

禅宗是中国佛教主要宗派，依传说菩提
达摩为创始人，被尊为初祖。禅宗自五祖弘忍
门下，就分化为南北两支，北宗尊神秀为领
袖，强调“渐悟”；南宗奉惠能（六祖）为领袖，
经惠能弟子神会等人的努力，受到自藩镇以
至皇室的重视，主张“顿悟”。惠能著名的弟子
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荷泽神会、南阳慧忠、

永嘉玄觉，其中以南岳、青原两家弘传最盛。
南岳下数传形成沩仰、临济两宗；青原下数传
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世称“五家”，即

“一花开五叶”。临济宗在宋代形成黄龙、杨岐
两派，合称“五家七宗”。

义中禅师受学师资传承如下——
其一，义中禅师投宋州律师玄用出家，律

师玄用是义中禅师的启蒙老师。
其二，禅宗法脉源流。六祖惠能传南岳怀

让，传马祖道一，传章敬怀晖、西堂智藏、百丈
怀海及抚州石巩慧藏。义中禅师曾受学于章
敬怀晖、西堂智藏、百丈怀海及抚州石巩。百
丈怀海后传法于黄檗希运，黄檗希运传临济
义玄，义玄建立临济宗。百丈怀海另一弟子灵
祐，居沩山，灵祐的弟子慧寂居仰山，沩山灵
祐与仰山慧寂建立沩仰宗。自此，南岳一系分
出临济宗与沩仰宗两家。由此看来，义中禅师
与黄檗希运、沩山灵祐都师承百丈怀海，可谓
师兄弟关系，即义中禅师是临济宗和沩仰宗
祖师的师兄弟。

其三，六祖惠能以下还有：传青原行思，
传石头希迁，传大颠宝通、天皇道悟、药山惟
严。大颠宝通禅师是义中的老师，传法义中
禅师等人后，未再有发展；天皇道悟禅师传
龙潭崇信，龙潭崇信传德山宣鉴，至雪峰义
存，其中云门文偃建立云门宗。雪峰义存另
一门人玄沙师备，传地藏桂琛，地藏桂琛传
清凉文益，谥号法眼，其所建立的禅派被称
为法眼宗；而药山惟严禅师传云岩昙晟，云
岩昙晟传洞山良价，洞山良价传曹山本寂，
形成曹洞宗。自此，青原一系分出云门宗、法
眼宗与曹洞宗。义中禅师的师父大颠宝通与
天皇道悟、药山惟严都师承石头希迁，由此
可见义中禅师即云门宗、法眼宗、曹洞宗祖
师的师伯祖。

义中禅师所处的时代背景正是南宗由洪
州、青原向五家禅（一花开五叶）过渡的时期。

而在这一时期，北宗的势力也还存在。可以
说，这是一个禅宗流派纷呈异彩的时代。

《祖堂集》由南唐泉州松庆寺静、筠二禅
师编写，曾在中国流传 100 多年后佚失，是日
本学者于 1922 年在朝鲜庆尚南道伽耶山海
印寺调查收藏在斯的《高丽大藏经》的版本
时发现的。本书于南唐 952 年成书，比最有代
表 性 的 禅 宗 史 书 、编 写 于 南 宋 淳 祐 十 二 年

（1252 年）的《五 灯 会 元》早 300 年 ，且 早 于
《景德传灯录》半个多世纪完成，它的重新发
现被 称 为“ 可 与 敦 煌 古 籍 媲 美 ”。书 中 编 写
从 佛 教 主 释 迦 牟 尼 佛 ，至 禅 初 祖 大 迦 叶 尊
者 …… 第 二 十 八 祖 菩 提 达 摩 和 尚 禅 宗 祖
师 …… 第 三 十 三 祖 六 祖 惠 能 …… 第 三 十
七 代 三 平 和 尚（三 平 义 中 禅 师 、三 平 祖 师）
的生平、行历、偈语、禅诗记载。

《祖堂集》卷十四“石巩和尚”：三平和尚
参师，师架起弓箭，叫云：“看箭。”三平擗开胸
受。师便抛下弓箭，云：“三十年在者里，今日
射得半个圣人。”三平住持后，云：“登时将谓
得便宜，如今看却输便宜。”

《五灯会元》卷五“三平义忠禅师”：初参
石巩，巩常张弓架箭接机。师诣法席，巩曰：

“看箭！”师乃拨开胸曰：“此是杀人箭。活人箭
又作么生？”巩弹弓弦三下，师乃礼拜。巩曰：

“三十年张弓架箭，只射得半个圣人。”遂拗折
弓箭。

为什么石巩说“只射得半个圣人”呢？因
为达摩师祖的禅学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石巩见人开弓，就是暗示门人学
禅必须直指本原，乱射虽中，不是真中。义中
擗开胸受，要石巩箭中此心，是领会了个中义
理，但不明白佛旨。义中所示的是肉团心，还
不是真“心”，因此石巩说他只是半个圣人。

三平寺义中禅师略考
□倪霞 郑训焓 郑松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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