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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在此之前， 少年文天祥主要跟

着父亲文仪读书。其父嗜书如命，常

常孤灯黄卷到天亮。

想象不需要雨，但如果是探访

书院或准备深情地回忆，那最好能
遇到雨。听雨打芭蕉，观檐上吊珠，

像为探访与回忆配了溪流婉转的音

乐———那是美的呢。
唉，因为没有资格回忆，所以我

决定用想象。关于文天祥，或关于白
鹭洲书院。虽然我的想象并不比任何

人厉害啊，却很有可能更生动更形象
一点儿？现在的确没有雨，而且是阳

光直射的正午时分，因为热，我的前
襟与后背已被汗水浸透。但是我探访

的劲头十足，而且想象温婉跃跃欲
试，而且还精微，从哪儿开始呢？

事实上，文天祥在白鹭洲书院
只读了一年书。在此之前，少年文天

祥主要跟着父亲文仪读书。其父嗜
书如命，常常孤灯黄卷到天亮。有记

载说，文仪通宵读书至天色微明之
时，仍手不释卷，毫无倦意，甚至会

推门出来站在屋檐下，再借着初照
的曙光继续读书。文天祥家学渊博

深长，经史子集与天文地理医卜鸟
兽虫鱼等等，无所不通。最重要的是

文仪读书，还有着强烈的济世情怀，
与人闲谈，常经天纬地，礼义廉耻，

这对儿子文天祥的影响，入脑进心，
深入骨髓。

贰
据《宋史》记载，文天祥“体貌丰

伟，美皙如玉，秀美而长目，顾盼烨

然”。

文天祥生于 1236 年，1255 年

因仰慕江万里而来到白鹭洲书院求
学读书，那一年他 20岁。此前，他除

随父读书，还在固江圩镇的芦西井

头村的侯城书院就读，那说起来话
就长了，据清版《庐陵县志》与民国

版《吉安县志》记载，侯城书院的古
柏，乃“宋文天祥手植”。这让我想

来，似乎有点儿离奇，因为文家在富
田，距侯城书院一百多里，为何如此

舍近求远，跑到外地来种树？这就又
与宋代的游学传统有关了，想想文

天祥顺富水乘舟过赣江到这里读
书，水路两岸风光旖旎，似乎还很浪

漫呢，并不是什么千难万险之事。不
过，从传说文天祥种柏立志的举动

来想象，我以为 20岁之前在侯城读
书的他，一定在父亲的调教引导与

自我的发奋中，已经成长为一个英
姿飒爽、胸有大志向大抱负的青春少

年了。据《宋史》记载，文天祥“体貌
丰伟，美皙如玉，秀美而长目，顾盼烨

然”，“顾盼”一般是形容女孩子，怎么
还“烨然”了呢？那就是说两眼放光

吧？文天祥如此的体貌出众，加上腹
有诗书，这个“青年才俊”一定是个引

人注目的美少年。现在，他来到了白
鹭洲书院，而他的到来会给他的精神

世界增添些什么呢？又会得到什么样

的教诲与启悟，使之成为国之栋梁、
民族英雄呢？这是我最感兴趣与最

渴望想象与求证的地方。
有文引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
洲”两句，说“白鹭洲书院”乃取自李

白诗句。我站在“书院桥”看无人机航
拍回来的白鹭洲前后左右的视频画

面，这个洲似乎还真有李太白的诗
意，中分二水的白鹭洲，郁郁葱葱，苍

翠中露出来的房檐屋角，各具形态。
可惜事实却并非如此，此洲非彼洲，

李白写的是秦淮河西入长江，被横截
其间的白鹭洲一分为二，那是另一个

白鹭洲；而且在唐与在宋的这个洲完
全不是一个时空，说明李白写的绝对

不是庐陵的白鹭洲。不过他的名头太
响亮了，而诗中的景象又实在是太像

了，宋人江万里硬要攀高枝，借“白鹭
洲”这三个字儿用用，作为新建的书

院大名，这当然是珠联璧合的千秋

美意，倒也无妨！
这就说到了文天祥的老师———

江万里（1198年-1275 年），初名
临，字子远，号古心，江西都昌县人，

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政治家、教育
家。他 1241年创建白鹭洲书院，文

天祥 1255年入院求学。那时书院已

在江万里的经营中有了 14年的办
学经验，尤其江万里从政 45年，为

官任职达 91种，秉性耿直，为政清
廉，经历丰富又以民疾为忧怀之志，

他办学，自然与凡俗的办学目的与
方法完全不同。特别是他极为重视

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与学以致用、学
用结合。据多篇研究资料记载，江万

里长期挤时间给学生上课，白天政
务繁忙，他就晚上亲自驾舟渡江上

洲给学生们讲课。

在白鹭洲上，时常与学生们同吃同

住，同漫步，同畅谈，亲切可人。我想
象着少年文天祥在这样极心尽力的

老师教导培养下，会获得怎样的精
神滋养呢？“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

形”，这里的“杂然”是纯正的杂然，
所赋之的流形，自然也是纯正的吧？

要么说要与第一等的人交往，要住

在一等一的文字里呢？在最好的“杂
然”中接受涵养涵育，获得的当然、

必定也是最好的品质了。
想象文天祥在白鹭洲书院那短

暂的一年里，不知道获得了江万里
多少次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我想

象，那些个日日夜夜，江风渔火，明
月星稀，他们师生品世象，谈理想，

说人生，论天下，那个口若悬河，那
个神采飞扬……一定在文天祥眼里

栩栩如生，在心在梦，在一切的生活
中……尤其是 20年后，江万里一家

在鄱阳湖投水自尽的壮烈之举，包
括江万里最后说：“大势不可支，余

虽不在位，当与国家共存亡。”言毕，
偕子江镐及家人 17口从容投水，在

我想来，如此壮烈牺牲的言传身教，
绝对是百倍的耳濡目染亦难得到的

刻骨铭心的精神给予，对当年的文
天祥和后来的文天祥来说，那应该

都是极致的锥心刺骨的教育，对他
做人要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大英

雄之气贯长虹的警世钟般五雷轰顶
的教育，难道不是文天祥三生有幸

么！

叁
而他之所以是幸福的， 就正在

于此———即在最好的青春年华，遇

到了最好、最渊博、最卓越、最无私、

最乐于奉献的老师。

“古之学者必有师”。文天祥的
老师就是江万里。他之所以来白鹭

洲书院，就是要求拜老师多多赐教，

渴望从老师那里获得经天纬地之才
华，报效国家，为民奉献。其实，有这

样强烈报国愿望的年轻人太多了！
古今中外，层出不穷。问题是有那么

多江万里这样的好老师吗？“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作为老

师的基本职能，要教育好学生，一定
是要用一切心力心智来教育的，包

括用生命。江万里说自己“平生士气
之乐，唯鹭洲一事”。可见，白鹭洲书

院是一个什么样的书院啊！那就是
一个人的命，江万里的命。用文天祥

的话来评价江万里，就是“都范（范
仲俺）、马（司马光）之望于一身。”并

在《贺江左丞相除湖南安抚使判潭
州》一文中，对老师江万里的学问名

节，有过深情的回忆，他写道：“修名
伟节，以日月为明，泰山为高；奥学

精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我
不认为文天祥在这里所用的“修名

伟节”是一个词组，更不以为他用
“奥学精言”是四个字的拼接，这样

的极致之言通过热血与诚智的心之
思虑而出，完全是江万里在白鹭洲

上对他心授神予、悉心教诲的必然

结果。
在我的想象里，20 岁的文天

祥，可以说他的心灵，完全是一块洁
白无瑕的通灵宝玉，而他之所以是

幸福的，就正在于此———即在最好
的青春年华，遇到了最好、最渊博、

最卓越、最无私、最乐于奉献的老
师。虽然也就短短的一年！然而这就

足够了。所谓的石破天惊，云开雾
散，不都是刹那间的震撼人心与照
彻心灵么？人这一生啊，有

那么一次真正的开蒙启智也就足

矣！像文天祥这样志洁行芳的俊彦，
这一年的教养，足以令他一以贯之，

万古不朽！我想象文天祥是深知江
万里老师的心念的，“星折台衡地，

斯文去矣休，湖光与天远，屈注沧江
流。”文天祥把江万里老师一家的投

江，比喻为屈子的又一次殉国，在我

的想象里，也可以说那是江万里给
学生文天祥上的最后一课———这也

是江老师理学之“体用”的身教形
容，更是其“性情”之说无言的启智

比方，是真正的体立行用与性情充
斥，这样的楷模范式哪里找得到啊？

真乃千古一师，文天祥何其之幸运！
又何其之幸福！

肆
浩然之气， 人人有之， 不必外

求，只需内养。 并进一步阐发说：浩

然正气， 能使人获得强大的战胜一
切艰难险阻而决不被强敌所屈服动

摇的精神力量。

文天祥在白鹭洲书院读书的那

一年，也是欧阳守道受江万里之聘

出任学院山长之任上，关于欧阳守
道，文天祥有这样的介绍：先生之

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与人
臣言依于忠，与人子言依于孝。先生

之心，其如赤子。先生之德，其兹如
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饥，而

宁使我无卓锥。其与人也，如和风之
著物，如醇醴之醉人。……其所为

也，天子以为贤，缙绅以为善，类海
以为名儒，而学以为师。

从上文字可以想得：文天祥对
老师欧阳守道的认识与理解，与对

江万里是一样的无出其右，都是入
心进魂的透彻明慧，显然超越了他

的同学同道，虽然他在老师的门内，
与在江万里门内一样，也仅仅一年。

可见他识人之能，也是了得啊！山不
在高，学不在短，然一日长于百年，

一年便足以永垂青史。非凡之人必
有非凡之举，欧阳守道与江万里一

样，他们都是非常之人，包括教育出
来的学生文天祥，也是非常之人。

欧阳守道，字公权，初名巽，晚
号巽斋，学者称巽斋先生。他注重学

生人品气节与学问气象的一致，以

教化心灵为第一，带领学子在庐陵
“四忠一节”牌位前礼学先典，砥砺

学风，提振精神。他与江万里一样，
都以行为师范为教育学生最好的方

法。他出身贫寒，少年时，逆境攻读；
为官时，不曾有丁点儿发财的念头。

欧阳守道常对学生们说：任何人，如
果把学习的目的寄托在升官发财

上，而不是国家民族的利益上，那都
是气节的丧失，是可耻的。他对学生

们说：读书人一旦成为蚕食百姓、鱼
肉乡里的人，这不仅仅是读书人的

耻辱，而且是国家不幸的征兆。所
以，他在讲学中总是苦口婆心，谆谆

教导，一边抨击时弊，一边要求学子
们严于律己，培养浩然正气。他大声

地，一遍又一遍地告诫他的学子们：
浩然之气，人人有之，不必外求，只

需内养。并进一步阐发说：浩然正
气，能使人获得强大的战胜一切艰

难险阻而决不被强敌所屈服动摇的
精神力量。在白鹭洲书院，文天祥与

他的同学们，夜浸日润，耳濡目染，
接受着老师这样的教诲，即使在今

天，如果老师们能如此忠于教育，我

坚信：当代的与未来的孩子们，也一
定会成为新一代的文天祥……

江万里是这样评价欧阳守道先
生的，他说：“其事亲孝，谨身如玉，

澹然无世间荣利意。”想想古代的先
贤硕儒，想想文天祥，我就无限的感

慨，他在白鹭洲书院遇到的两位老
师，都是如此内外纯净至透明的人，

他的“天地有正气”的信念，自然而
然就“养”了出来，节义与忠孝，也就

自然一理贯通。
欧阳守道的兄长早逝，侄儿由

他抚养。长大结婚要钱，欧阳守道拿

不出来，还是文天祥援助才将婚事办
成。《宋史》记载，他去世时，就五个

字：“卒，家无一钱”。他那么大个官
人，走得竟如此干净。文天祥在祭文

中说，“橐无赢赀”，家徒四壁，只好
“诸生为集丧事”。此情此景，学生们

怎么能不被感动。“穷且益坚，不坠青

云之志”。这样有着青云之志的老师，
带出来的学生，自然而然就有着“穷

且益坚”的心志与抱负，愈挫愈勇，愈
穷愈坚，以一当十，其力自能断金。想

想和文天祥一起读书的学子，我还真
是万分无比地羡慕他们，他们真是精

良美善优秀的学生，不以老师的穷
困而垂头丧气，更不以老师宦海沉

浮为追随去留的风向标。

伍
他们都是最真实纯洁、 丰富庞

大的血肉灵魂， 都是大写的———

人， 是一口饭一口饭， 一个字一个
字，一个理一个理，一段情一段情，

一片爱一片爱……喂养大的。

在白鹭洲书院，我特意和江万

里、欧阳守道的塑像合了个影，良师

优渥，苦穷弘毅，他们的人格魅力没
有因为穷困与沉浮而消减一分一

厘，相反却更坚定了文天祥和他的
同学们对老师的敬仰，他们是老师

九泉之下含笑的原因，他们的心志
不在利禄与荣华，在穷理之志，在践

行之志，在求公平正义、求社稷太
平、求民足国富的理想。我在想：如

果说《正气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
宝，那么，我更愿意把这块瑰宝当作

一棵参天的大树，而五千年来无数
的江万里与欧阳守道的行为师范与

诲人不倦的默默耕耘，才是《正气
歌》真正的根脉；而正是因为有了这

个根脉，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才能永远都有层出不穷的文天祥，

因为我们有真正的活着的灵魂。
七百多年过去了，斯人已逝，唯

余教楼空空荡荡。为什么不下点雨
呢？如果有一场大雨哗哗啦啦地在

楼前楼后泼着，让我的想象也多一
点江南的水汽，我想我的文字会不

会飘出些氤氲的气息呢？现在，我又
站在了“棂星门”前那座文天祥的塑

像前，回忆着刚刚看过的书院历史

的介绍：
白鹭洲书院的学子们在宝祐四

年，即 1256年丙辰科举：有文天祥
高中状元，又有 40余名学子考中进

士。当朝理宗皇帝高兴，亲题“白鹭
洲书院”匾额相赠，以示奖励。史记：

遂使书院声名隆起，云云。
对此，我不以为然！在我心中熠

熠生辉、最真实、最高洁、最神圣的
白鹭洲书院，与那个亡国皇帝没任

何关系！而且，我觉得书院的大名倒
是因了江万里、欧阳守道两位先生

的行为师范而有了隆誉飞升，包括
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以身殉国

的爱国壮举所造就的宏伟气象，我
觉得他们都是最真实纯洁、丰富庞

大的血肉灵魂，都是大写的———人，
是一口饭一口饭，一个字一个字，一

个理一个理，一段情一段情，一片爱
一片爱……喂养大的，虽然默默无

声，却是很伟大、很伟大的———人！
人间烟火把我们养大，那么，我

想问问：是谁喂养的他们和后来的
我们？“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

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

然，沛乎塞苍冥。……”
这是诗吗？不是。是天籁，是活

的灵魂，在飘。我看到，天地间一直
都飘着两行诗，似乎在对我说：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精彩！道尽了，人杰无愧无悔的

一生。他们死得其所，值了。
（本文作者为首届鲁迅文学

奖诗歌奖获得者， 中国诗歌学会
副会长， 中国作家协会诗歌专业

委员会委员）■ 白鹭洲书院 本版图片 李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