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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吕明慧

时值初冬，草木萧瑟。淄博市淄川区岭子
镇西部的豹山，万物萧瑟。清初，豹山周边人
杰地灵，人才辈出，山南麓的巩家坞村、南坡
村、沈家河村有着“五里三进士”的美誉。

走进巩家坞村，青砖老房子透着村庄的历
史，红砖新房子在覆压着旧址，朝外扩散着村
子的“领地”。清初顺治年间，村里走出一位
进士，名唤邱璐，因其为政广施仁爱，屡受褒
奖；其为官之清廉，流芳后世。铁打的时光机
器，过滤着清浊。邱璐从这里出发，实践着自
己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的思辨，随着时间
的流转，越澄越清澈。

沁水廉仁有政声
邱璐，字荆石，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

1620年）出生于岭子镇巩家坞村的一个书香门
第。邱璐的父亲邱广芳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
秀才，嗜好古文，手不释卷，学识渊博。邱广
芳谨慎宽厚，心地善良，乡亲们非常信任他，
不管谁家里遇到难题或邻里纷争，都愿意找邱
广芳帮着解决。

邱璐生长在如此传统的家庭，自幼便受到
父亲熏陶，养成了勤奋好学、仁爱谦虚的习
惯。邱璐颇有天赋，才思敏捷，跟着父亲学习
古文和诗词，往往出口成章，妙语连珠，语惊
四座，被乡亲们称为神童。

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19岁的邱
璐参加乡试，考中了秀才，轰动了乡里。翌
年，邱璐参加秋闱考中举人，更是名声大振。

只可惜赶上天下大乱，清军入关，邱璐不
愿在纷乱的时局中为官，便在家安心读书，希
望自己可以像父亲一样，服务乡里。天下安定
后，在家人的劝说下，清顺治十二年（公元
1655年），邱璐才以举子身份到京城参加会
试，顺利考取了进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据民间说，邱璐原本姓“丘”，在顺治皇
帝钦点进士时，为避至圣孔子的名讳，在丘璐
的试卷上，御笔改丘为邱。从此，天下“丘”
姓遂为“邱”姓。其实，邱璐被顺治皇帝御赐
“贵姓”一说，并无据可查。

邱璐考取进士后，在朝廷做了三年散官闲
职。正逢山西沁水知县空缺，朝廷便派邱璐第一
次做地方官。后人传说邱璐是抓阄得官，实在荒
谬。史书上，记载邱璐“筮仕”，乃古人将出外做
官，先占卦问吉凶之意，并非抓阄之说。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邱璐到沁水
任职。他查民情、体民恤，仁政爱民。当时，
有的百姓家庭实在困难，交不起地丁税，他就
拿出俸银代他们补交；一些年老体弱或边缘地
区的百姓，他们不能前来缴纳税银，邱璐就亲
自下去征收。

百姓非常感激这位仁爱的父母官，奔走相
告，一时邱璐名声大起。此事《淄川邱氏世
谱》有载：“戊戌筮仕山西沁水县，廉仁有政
声。”《淄川县志》记载：“授沁水知县，正
赋不能完者，代补之；老弱不能亲纳税者，历
远村收之。”

一举而众美萃
在沁水期间，邱璐还主持重修了《沁水县

志》。因亲自撰修县志，自然感慨颇深，他提
笔作序，有不吐不快之感。其云：“维国有
史，而郡邑亦有志。而国史者，积郡邑之志，
而统括裁成之者也。则邑志之修，容可缓
哉？”明确指出修志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同时，邱璐又指出，虽为邑志，亦当以国
史精神而修之，遵循《春秋》之义，“蕴义宏
深，属辞严正”“彰往察来，见微知著”“疑
以传疑，信以传信”，方为信志。此言具体概

括出修志的原则。
在邱璐看来，邑志所修，不仅有益于国史

的修撰，更可以“因志徵俗，因俗出治；因文
考义，因义垂法，一举而众美萃矣”。邱璐可
称为有识之士，其从修志的过程中，悟出了通
过修志，可以找到治理天下的良策法规，可见
其眼光高远。

沁水历史上凡九次修志，明代四次修志，
至今无一传本。正是这一目标的驱使，使邱璐
一改明代历届沁水县令不亲自修志之习，首开
县令躬身修志之风，不辞公务繁忙，致力于修
志。清代沁水四次修志，流传至今者三部，沁
水悠久的人文历史、风俗习惯等等，赖以得到
保存、流传。凡为官一方者，首要者在于造福
一方，文化建设自然是其重要一环。

邱璐所作的志序对沁水后世影响极大，多
有引用。光绪版《沁水县志》记载：“支分太
行之秀，气联王屋之奇，龟蛇呈形，金水结
聚，群山环拱，众壑潆洄。险出于天成，胜概
收其精气。”便出自邱璐语。虽然邱璐在沁水
为官短暂，但他为沁水人留下的《沁水县志
序》，成为沁水人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

邱璐在沁水尽职尽责，两袖清风。在《沁
水县志》艺文中，收录了一首邱璐的《登碧峰
山即事》诗：“结伴乘幽兴，携樽陟碧峰。绕
城山矗矗，赴壑水淙淙。曲径消烦热，灵泉荡
俗胸。摩碑寻好句，鼓掌问奇踪。醉客攀栖
鹘，禅僧制毒龙。乱云藏叠嶂，返照系孤松。
览胜皆流憩，寻闲偶放慵。蓬瀛如不远，茧足
更相从。”

虽然身为沁水县令，邱璐在沁水百事繁
忙，体倦心疲，公务之余，邀众携酒，碧峰遣
情。他似乎从来没有发现碧峰如此令人陶醉不
拘，官场俗念、尘世繁情一下子全飘出山外，
使他浮想联翩：蓬莱、瀛洲如果近如碧峰，他
会立刻放下手上公务，穿上草鞋，抬脚便去寻
胜。对于官场，邱璐本就没那么迷恋。

由于政绩突出，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
年）正月初六，顺治皇帝下旨对邱璐进行褒
奖，授邱璐为文林郎，妻彭氏为孺人。

瓜洲商贾刻碑颂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邱璐由山西沁

水知县转任直隶大兴县知县。大兴县和宛平县
属顺天府直管县，其余各县则为直隶和顺天府
共管。因大兴县为天子脚下，故称“都门”。
所以，这次邱璐到京城属地任职，实属得到了

朝廷的重用。
邱璐在大兴县期间，不敢懈怠，恪尽职

守，通过加强保甲制度，教化乡民，杜绝了百
姓一人犯罪而受到牵连的现象，民风大好。同
时，摸清房产底数，杜绝了户门大族隐瞒漏报
房产现象的发生。不仅为朝廷增加了税额，还
让大兴县的社会治理井井有条。

邱璐到任顺天府大兴县不久，因政绩卓
越，于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再次得到了
朝廷褒奖，赠为奉直大夫、知县加一级，其父
母皆有封诰，其妻彭氏诰赠宜人。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邱璐因政绩卓
著，升任江南省（江苏省）扬州府江防同知，
分掌瓜洲押口，专职征收税银。

清代于沿江地区若干冲要之府置江防同知
一人，以协助知府专管江防事宜。扬州府江防
同知署在瓜洲渡驻扎，本镇民事，一并理之。
瓜洲是京杭大运河入长江的重要航道枢纽，每
岁漕船数百万，航运繁忙、贾商云集，是朝廷
的主要税源地。

瓜洲因王安石《泊船瓜洲》诗作：“京口
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
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而闻名。瓜洲更是兵
家必争之地，唐宋年间始有城垒，宋时在此御
防倭寇，明代便建有江防同知署。

从京城到扬州，邱璐这一步跨越，可谓成
功。在明清鼎革的过程中，江南民众反抗最为
激烈。即便是在清业已定的清初社会，对明朝
的眷恋仍是不少江南士大夫的共同心理。因
此，对于清统治者来说，“江南”一词在清初
政治中暗示着一种敌对或者反抗的情绪。

康熙帝对江南的人事布局一直未敢掉以轻
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江南积聚的财富。康熙
年间成书的《江南通志》中说：“国之大计，
以财用为根本，而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
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盐荚、
关河之征傕，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
商旅辐辏，位置险要，而且“仕宦科名皆为诸
省之冠”，因此“国家鼎建两京之外，分省一
十有四而江南最为重地”。江苏事务也一向号
称“繁剧”，清帝一般委以心腹重臣，并对其
政务严加考察。

可时移世易，命蹇时乖。这次邱璐履职扬
州并没有一路高歌猛进，而是遭遇他人生的最
低谷。

据《淄川邱氏族谱》记载，邱璐知瓜洲
时，朝廷规定：凡携货过瓜洲渡口者，只要是
用车载、船运的大商人，必交过路税；“背负

肩挑”的小商小贩，则可以免之。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久而久之，来往商

贾有了应对之策，即快到渡口时，车船暂停于
数里之外，然后雇人用“背负肩挑”的办法，
装作小商贩将货物化整为零，通过渡口，再换
装别的车船而去。这样，就可以减轻纳税负
担。邱璐十分体恤民情，就默许商贾的做法。
为此，瓜洲的商贾撰文刻碑颂扬邱璐。

补缺税家产尽绝
明末清初，淄川有一个文化圈，这些读书

人，或诗或文，交友结社，结伴交游，关系甚
笃，皆有声誉。邱璐与当时邑内名人多有交
往：曾任吏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的高珩，与
邱璐为儿女亲家，高珩之子高之騱娶邱璐之
女；孙廷铨官拜内秘书院大学士，曾官至兵部
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要职，与邱璐结
交与京城，关系堪称莫逆。

蒲松龄与邱璐及其子侄皆是至交好友。蒲
松龄把自己“郢中诗社”的诗友王鹿瞻，介绍
给邱璐做幕僚。随后，蒲松龄也在康熙九年，
来到同属扬州府管辖的宝应县，在时任知县的
同乡孙蕙之官衙做幕僚。

邱璐任扬州府江防同知，管理瓜洲渡口的
财税，其长子邱翊圣相随任所，帮办衙内事
务。据蒲松龄《鹤轩笔札》中的文稿，康熙九
年冬，孙蕙出面联系，要把其内弟赵湛如在新
庄、自己在王洞的房屋田地卖给邱家，让蒲松
龄代为致信邱璐、邱翊圣，商量费用及付款方
式和交易时间等事宜。

蒲松龄所写的《十一月念一日上瓜洲邱，
代孙蕙》一信，谈到新庄交易定金650两白银，
再加王洞房产田产，约计总数在1400两至1500两
左右。之后，《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瓜洲，代孙
蕙》又谈到已将合约托来人捎到邱氏衙门。在
《十二月八日答邱九兄，代孙蕙》中，蒲松龄
以孙蕙的口气写给邱翊圣，委婉地催促邱家早
日交易。

康熙十年（公元1671）正月，蒲松龄代孙
蕙起草《同日与邱勷宸，代孙蕙》，讲明自己
囊中羞涩，进一步催促邱家尽快交易。四月十
五日代拟的《同日答瓜洲书，代孙蕙》明确讲
明自己急需金钱，邱家先付一半价款就可成
交。

而邱璐虽然身为同知，家中尚无此巨款。
蒲松龄便在《十九日上瓜洲，代孙蕙》信中对
邱家拖延时日，不能按期完成交易表示理解：
“比年来老大人煦拂江乡，仅有清风两袖，况
自都初旋，则床头之羞涩，可想而知。卑职遽
为冒渎，似乎其不情矣。”同时表明自己的苦
衷：“第不堪家叔之逼勒，遂不得已而有将伯
之呼，区区此衷，想蒙台鉴乎？”急切申明：
“万恳挪赐半价，以付来人，则佩厚德于无疆
矣！禀启不胜激切待命之至！”

买不起房子，更担不起风险。据史料记
载，邱璐在扬州四年多的时间，运河扬州段连
遭水灾，4次决口。清水潭是运河决口的频发地
段，河宽堤薄，“费百万筑之无效”。洪水泛
滥，势如雷霆，村庄全被冲垮，黎民呼号连
天，灾情十分惨烈。扬州洪灾《清史稿》《扬
州府志》《河渠纪闻》均有记载。

洪水泛滥，使得昔日商船云集的古渡，变
为商船不至的空港，导致了税银亏空，因此邱
璐被罢免官职，还得将缺税补足。

家中实在没钱，尚需朋友相助。邱璐的好
友韩庭芑解囊相助，王士祯曾对此记述道：
“淄川邱君璐，官扬州同知，逋官钱罪且及
孥，公解金赠之无吝色。”

而当年没有做成房屋买卖的孙蕙，也没有
落井下石。高珩在《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
铭》讲述：“邱君荆石缺税未补，家产尽绝，
代为理豁，得援例以免。”这便是赞扬孙蕙慷
慨好施，为邱璐上下打点，使其得以免罪。

半朝銮驾盖棺定论
《淄川县志》有邱璐小传：“（邱璐大兴

县）秩满，升扬州府江防同知。捐资制放生
船。岁饥则赈贫，疫作则施药。值江水汜溢，
商舟不至，推税额诎，削秩易产。事甫释，而
已赍志殁矣，时论为之太息焉。”不仅说了邱
璐在扬州的政绩，还提及邱璐罢官后，变卖田
产填上了亏空，才平息了此事。当时人们提及
此事，便为此长叹。

瓜洲古渡也似乎为邱璐这位勤政清廉的好
官鸣不平。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开
始，江流主流北移，瓜洲开始被侵蚀。到乾隆
元年（公元1736年），瓜洲江岸80丈塌入江
中，其后不断坍塌。虽然花费巨资多次维修，
但终未能保住瓜洲运口。光绪二十一年，瓜洲
全部坍入江中。昔日的繁华街景、亭台楼阁、
名园翠苑和坚固的城池付诸江流，随着邱璐的
治迹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清初大学士、博山人孙廷铨和邱璐是莫逆
之交。民间传说，孙廷铨非常敬重邱璐的人格
和品行，便借回乡省亲之机拜访邱璐。州府县
衙的官员得到这一消息后，挖空心思、变着法
子讨好孙廷铨，怕他不肯收礼，就将金银珠宝
藏入西瓜里送往孙府，一时孙府“瓜多为
患”。

有的官员和孙廷铨交情浅薄，便暗渡陈
仓，偷偷给邱璐送礼，想让他在孙廷铨面前美
言几句。邱璐在与孙廷铨相见时，给孙廷铨送
了两份“厚礼”，一份是一罐清水，另一份是
托情官员的退礼名单。孙廷铨感叹道：“君子
之交淡如水，这才是真实邱璐！”

孙廷铨本想通过这次省亲，给邱璐增加一
些生活补贴，然而邱璐不但没有收一分钱，还
搭上了招待客人的饭资。孙廷铨一语双关的
说：“你呀，还真是个邱老实子啊！”（邱老
实，邱璐绰号）。回京后，孙廷铨就将邱璐拒
收礼品的事上奏康熙皇帝。

后来，康熙皇帝南巡，在山东特意召见邱
璐，并赏赐了一对金毛狮子、玉毛狗。邱璐拒
不受纳，说：“我已罢官回家，粗茶淡饭足
矣，用不着这贵重的东西。”

邱璐晚年的时候，康熙皇帝感佩邱璐的人
格品德和对朝廷做出的贡献，就赐给邱璐“半
朝銮驾”。所谓半朝銮驾即正宫娘娘的出行标
准，皇上一般赐封给皇亲国戚或卓有功勋臣子
出巡。邱璐的半朝銮驾，包括黄顶官轿，金
瓜、钺斧、朝天蹬等。这幅半朝銮驾原由邱氏
后人在巩家坞村收藏，后移至王村镇尹家庄邱
氏祖祠之内。

只可惜，在康熙皇帝心意回转，准备重新
重用邱璐时，邱璐却在康熙二十一年抑郁而
卒，享年六十二岁。邱璐死后，葬在老家的
“官占墓田”。有一杨姓义士自愿做了邱璐终
生侍卫，死后葬于邱璐墓旁，永远相随清官左
右。

五十年前，邱璐墓葬曾被打开，里面除了
一具石棺和一副木椁，随葬品和普通人家别无
二致。邱璐为官一世，布衣慰平生，上不愧天
地，下不愧百姓。清廉当为后人记住。

■ 政德镜鉴┩祷得

有官员和大学士孙廷铨交情浅薄，便暗渡陈仓，偷偷给邱璐送礼，想让他在孙廷铨面前美言几句。邱璐在与孙廷铨相见见时，给孙廷铨送了

两份“厚礼”，一份是一罐清水，另一份是托情官员的退礼名单。孙廷铨感叹道：“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才是真实邱璐璐！”

邱璐：清风两袖慰平生

□ 李文娟

山东是宋代儒学复兴的肇始，“宋初三先生”
胡瑗、孙复、石介作为北宋理学先驱，以泰山书院
为依托，讲学授徒，声名远播。四方学者慕名前来
求教切磋，逐步形成“泰山学派”，对山东地区的
儒学传承和乡风淳化起到很大作用。

最早来到泰山书院讲学的是孙复。孙复（992
年-1057年）字明复，号富春，晋州平阳（今山西临
汾）人，因长期在泰山讲学，时人尊称“泰山先
生”。孙复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不顾贫寒，
饱读诗书，一心立志求学入仕，却接连三次考场
失利，苦不堪言。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
淹回南京（今河南商丘）为母丁忧，并应邀在应天
书院主持教务，见到了流落至此的孙复，谈话数
语，受益良多，当场资助千钱。为了让孙复安心求
学，范仲淹又推荐他在应天书院做职事，一边干
活一边学习，这样不仅衣食有了着落，还有能力
赡养年迈的母亲，孙复甚是感激。应天书院坐落
于南京繁华的闹市之中，藏书数千卷，文化精英
相聚于此，天下学子仰慕皆归之，盛极一时，成为
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在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下，
孙复跟着范仲淹攻读《周易》和《春秋》，为日后讲
学打下基础。

1028年，范仲淹丁忧期满，回到京师任职，孙

复随后也离开应天书院。1034年，孙复第四次赴
开封参加科举考试，不幸在殿试时落选，未能得
到官职。此时，孙复满腹惆怅，经人介绍认识了南
京学官石介。石介推崇孙复的学问和追求，邀请
其到泰山书院讲学。泰山书院处于泰山凌汉峰
下，雄浑肃穆，钟灵毓秀。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
帝王在此进行封禅和祭祀，文人雅士亦喜好来此
游历。泰山书院，算得上是一个追求圣人之道的
最佳去处。对孙复来说，虽然生活清苦，精神上却
是执着充实。

经过大半生的努力，孙复的才学终被认可，
在石介和范仲淹的推荐下，50岁时得到国子监直
讲一职，1044年，宋仁宗赐孙复五品服。孙复在当
时以讲《春秋》著称，他的主要学术成就集中在

《春秋尊王发微》12卷。此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为
“尊王”确立大义名分，他列举许多事例说明怎样
才能做到“尊王”，使诸侯和大夫不得随意破坏礼
乐传统制度。这部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治
世之道”多有发挥，引起了宋代学者对《春秋》的
重视。

石介（1005年-1045年）字守道，号徂徕，兖州
奉符（今泰安市徂徕镇）人。进士及第，为母守丧
期间回到徂徕山，拜孙复为师，于泰山书院读书
讲学，因其品德高尚，从学者甚多，世称“徂徕先
生”。石介刚直不阿，愤世嫉俗，是三位先生中个

性最鲜明的一位。其年轻时在应天书院跟随范仲
淹读书，刻苦勤奋无人能比，26岁即中进士甲科，
担任秘书省校书郎、郓州观察推官等职。宋仁宗
宠幸美女，不理朝政，石介上书直谏，由此惹怒仁
宗。1043年，范仲淹等人推行“新政”，石介积极参
与，写文章批评夏竦等大臣，被卷入朋党之争，成
为保守派的死敌。

在维护儒家道统面前，石介又如堂·吉诃德
一样冲锋陷阵。对石介来说，承续儒家道统比一
日三餐更重要，“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扬
雄王通韩愈”，每一日都吟诵于口；“君为尧舜之
君、民为尧舜之民”，每一刻都记挂在心。他推崇
韩愈力排佛老的决心与胆识，也撰写《怪说》《中
国论》等文章批判佛老，大胆揭露佛老的妖妄怪
诞、淫巧侈丽。“道大坏，由一人存之；天下国家大
乱，由一人扶之。周室衰，诸侯竞，道大坏也，孔子
存之。孔子殁，杨墨作，道大坏也，孟子存之。”

（《徂徕先生集》卷八《救说》）孟子之后，佛老的盛
行使道统遭到破坏，石介将维护道统视为己任。

除了排斥佛老，石介的思想还表现在通过儒
家道统为“君统”正名。他说：“自夫伏羲、神农、黄
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于今，天
下一君也，中国一教，无他道也。”（《徂徕先生集》
卷十三《上刘工部书》）石介认为，君统与道统同
样重要，都是由天地万物的根本“道”来统摄。他

又说：“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
道之谓也。”（《徂徕先生集》卷二十《移府学诸
生》）经过这样推理，将“道”贯穿于君统、道统、礼
乐等一切之中。尽管思想粗糙，没有细致展开，但
也具有了理学思想的端倪，“道”成为后来宋代理
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

1045年，石介因被人陷害遭到外放，精神上
受到打击，一病不起，去世时仅有41岁。欧阳修与
石介是同年好友，闻讯石介被迫害致死，悲伤不
已，“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
已涟涟”，他对石介“刚正直烈”的性情非常敬佩，
在其撰写的《徂徕石先生墓志铭》中称赞其有“时
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的勇者气概。

胡瑗（993年-1059年）字翼之，祖居陕西安定
堡，世人尊称“安定先生”。与孙复、石介不同的
是，胡瑗出自官吏家庭，家族世代显赫，但至其父
亲胡讷时，仅为宁海节度推官，俸禄较少，家境逐
步沦落到无以自足的地步。据《安定学案》记载，
胡瑗年轻时前往泰山，与孙复、石介一起粗茶淡
饭，勤学苦读，终夜不寝，十年没有归家探望亲
人。每逢收到家中来信，匆匆看到“平安”二字，便
将书信投到山谷中，唯恐展开细看搅乱了读书的
心境。后人为了纪念胡瑗，在他投掷书信的地方
立起石碑，取名“投书涧”。

学成后，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在江苏一带

讲学，于泰州建立安定书院，传授儒家经术。范仲
淹对胡瑗十分敬重，视为知己，并多次举荐其入
仕为官，胡瑗先后任职太子中社、光录寺丞、天章
阁侍讲等，最后主持太学。胡瑗是三先生中授徒
最多的一位，传说弟子数千人，对当时的学风深
有影响。正是在他主持太学之时，遇到18岁的程
颐，两人相谈甚欢。程颐性格孤傲，称呼自己的老
师周敦颐往往直呼其字，但是对胡瑗却是极为尊
敬，一直以“安定先生”相称。胡瑗教学二十年，实
行分科教学，分出“经义”（学习六经）和“治事”

（致用之学）两科，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被命名为
“苏湖教法”，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分科教学的先
河。后来，京师太学也采纳这一教学方式，并称之
为“太学法”。

胡瑗关于《春秋》《周易》《中庸》《尚
书》等经典多有论著，大都已佚，仅留下《月
河精舍丛钞》中的《安定言行录》和《宋元学
案》卷首的《安定学案》，以及《四库全书》
中的《周易口义》可考。他的学生徐积谈到：
“安定说《中庸》，始于情性。”（《安定学
案》）胡瑗坚持孟子人性善的观点，试图从理
论上梳理人性善与情欲之间的关系，依据人性
善等道德原则去齐家治国。（侯外庐，邱汉
生，张岂之：《宋明理学史》上卷）从胡瑗的
著述中，也可看出理学的端倪。由于孙复、石
介、胡瑗他们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理论体
系，所以在学术史上仅作为儒生来看待，并未
被列入儒家道统之内。

经受佛道冲击而日渐衰微的儒学，在“宋
初三先生”这里汲取到新的营养，产生了理学
体系的萌芽。明朝嘉靖年间，为纪念“宋初三
先生”对理学的贡献，在泰山书院设立“三贤
祠”供奉孙复、石介和胡瑗。正是泰山的钟
灵、仁厚、雄壮铸就了三先生的儒者气质。在
这里，我们可以追寻三先生道德学术的踪迹，
可以感受到他们立志向学、安贫乐道的精神。

■ 名流影像

经受佛道冲击而日渐衰微的儒学，在宋初“泰山先生”“徂徕先生”“安定先生”这里汲取到新的营养，产生了理学体体系的萌芽。

宋初三先生与泰山书院

邱璐时常在豹岩观内与好友相聚 卢昱 摄

邱璐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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