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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读闲书，也就是古人所讲的“杂
览”，多年来乐此不疲。

晋代干宝的《搜神记》是我国古代志怪
小说的代表作，时间早，故事精彩，可读性很
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书中
的《相思树》，讲述了一则凄美动人的爱情故
事。

战国时，宋国有一位国君宋康王，后宫
佳丽三千他不爱，却偏偏喜欢上了臣子韩凭
的妻子何氏。宋康王不仅霸占了何氏，还把
韩凭抓起来治罪，流放到边远地方去戍边服
苦役。不久之后，悲愤绝望的韩凭自杀身
亡。当得知丈夫的死讯后，何氏也暗暗决定
随夫而去。有一天，宋康王带着何氏登上了
一座高台，何氏趁人不备，就从高台上跳了
下去，当即气绝。人们在她的腰带中发现了
一份遗书：“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
骨，赐凭合葬。”表示想与丈夫葬在一起的愿
望。宋康王恼羞成怒，偏偏把两人分开来埋
葬，使两座坟墓遥遥相望，还说风凉话：“你
们夫妇相爱不已，如果两座坟墓能合在一
起，我也不阻拦。”谁知一夜之间，就有两棵
大梓树在两个坟头长出来，十天之后，就长
得有一抱粗了，两棵树弯曲着树干相互靠
拢，根与根交错，枝与枝相连。还有两只一
雌一雄的鸳鸯，栖息在树上，早晚悲鸣不已，
让人听了为之动容。宋国人很同情韩凭夫
妇的遭遇，就把这两棵树叫做“相思树”，还
认为鸳鸯就是韩凭夫妇的精魂。

女子貌美已属难得，貌美而有才更难
得，有貌有才又对爱情忠贞不二者，更是
一女难求，何氏就是这样的人间尤物，天
下至宝。有多种古籍记载着何氏的诗歌，
比如清人张玉穀的《古诗赏析》中就载有
两首《乌鹊歌》：“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
高飞，罗当奈何。”其二：“乌鹊双飞，不乐凤
凰。妾是庶人，不乐宋王。”韩凭不幸，因为
他有夺妻之恨；韩凭有幸，因为他有妻如
此。有妻如此，虽死何憾？

韩凭，又作韩朋，亦作韩冯。不管是哪
一个字，其实都无关紧要，一个符号而已，记
住传说中有这样一个凄美的故事就够了。
记住韩凭，还不如记住秀外慧中的何氏。

——（《永嘉古树》序）

近日，反映我县古树名木书籍——《永
嘉古树》正式出版。此书图文并茂，且有别
于一般的科普读物，是一本文化随笔，共九
篇文章。今起，逐一刊发，以飨读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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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思树
家住西湖新妇矶，

劝郎不唱金缕衣。

琵琶元是韩朋木，

弹出鸳鸯一处飞。

——【元】杨维桢《西湖竹枝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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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图）

庙前多柏，自古如此。杜甫《古柏行》：“孔明庙
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蜀相》：“丞相祠
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都说明古人喜欢在
祠堂庙宇周围植柏。为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柏树
的树龄很长，人们希望祠堂庙宇里的香火也像柏树
一样千年不衰。

岩头镇苍坡村仁济庙前，也有3棵古柏，据说是
苍坡李氏九世祖李西斋于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
年）所手植，至今已有 800多年历史了。原来种下 4
棵，因为村民不爱惜，经常有人把牛拴在柏树上，将
一棵小柏树弄死了。于是，李西斋立了一条禁约：
“凡拴牛于柏者，杀牛不赦。”禁约刚立不久，发现依
旧有人将牛拴在柏树上，而拴牛人正是李西斋家里
的长工。为了有禁必止，李西斋当即杀牛。村民皆
服，从此再也没人敢“拴牛于柏”了，这3棵柏树得以
存活至今。

说到柏树，不能不提郭璞。
郭璞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文章冠一时，尤

妙于阴阳、算历、卜筮之术。他曾经游历东瓯，帮助
选址建了白鹿城，可以说是一个对温州有特别贡献
的历史人物。

郭璞有个朋友叫王导。有一次，王导说：“听说
你善卜，为我卜一卦怎么样？”卜完后，郭璞吃了一
惊：“你最近将有被雷击的灾难。”王导慌了，忙说：
“那怎么办？能帮我避开吗？”郭璞说：“你坐车往西
走四十里，那里有一棵大柏树，你截一段与身体一样
长的柏树枝，带回家放在床上，自己暂时避居其他地
方。”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忽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
一个霹雳打将下来，只见一团火球直往王导的卧室
冲去，把床上的柏树枝击得粉碎。王导躲过一劫，郭
璞的名气也更大了。

权臣王敦阴谋造反，事先请郭璞占卜吉凶。郭
璞卜完后，说：“您起事不会成功。”王敦说：“你再卜
一卜我寿命有多长？”郭璞说：“如果起兵，祸事很快
就来；如果呆在武昌不动，寿命不可限量。”王敦大
怒：“我要干大事，你却在此妖言惑众。你再卜一卜

自己的命有多长？”郭璞从容笑道：“我早就知道，命
绝于今日日中。”在去刑场时，郭璞问行刑人：“是去
南山冈吗？”“是。”郭璞说：“一定在合生的两棵柏树
下。”到了行刑地，果然如郭璞所言。郭璞又说：“这
树上应该有个大喜鹊窝。”大家往树上看了半天，说：
“这次你算错了，根本没有什么鸟窝。”郭璞说：“我说
有就有，你们再仔细找找。”就有人爬上树去，果然在
树枝中间找到了大喜鹊窝，刚才是因为枝叶太茂密，
在地面看不到。

郭璞从容赴死，年仅 49岁。王敦之乱平定后，
因为郭璞是为劝阻王敦谋反而被杀的，晋明帝就追
封他为弘农太守，并在南京玄武湖边为之建衣冠冢，
名“郭璞墩”。

这么有才学的人，却惨遭横祸而英年早逝，天道
不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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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学派的先驱者——郑伯熊
□ 谷峰

郑伯谦撰《太平经国之书》正文首页

南宋时，永嘉学派与朱熹理学派、陆九渊
心学派鼎足而立，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著
名哲学流派。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在述其
永嘉学派渊源时，将先辈周行己、郑伯熊、薛季
宣、陈傅良作为永嘉学术相承之四大哲人。他
在《温州新修学记》中指出：“故永嘉之学、必兢
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在
此，叶适是将郑伯熊作为永嘉学派中承前启后
的一位先驱哲人来评说的。

郑伯熊（约1124-1181），字景望，学者称敷
文先生，永嘉县表山村人。郑伯熊出生于一个
读书人家庭，父亲郑熙绩曾任温州州学学录。
母亲陈氏，出身官宦人家。因此，郑伯熊自少
就受到良好教育。郑伯熊私淑周行己,深受关
洛之学影响。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郑伯熊
登进士第。绍兴二十年（1150），郑伯熊任台州
黄岩县尉，后历任婺州司户参军、福建龙溪县
丞。隆兴元年（1163）三月除秘书省正字，乾道
二年（1166）任国子监丞，次年任著作佐郎、兼
太子侍读，后历任福建提举茶盐公事、宁国魏
王府司马、婺州知州。淳熙四年（1177）后，改
任宗正少卿、以直龙图阁任宁国府知府、移知
建宁府。淳熙八年（1185），卒于任上，归葬永
嘉县东川村澄觉寺北山。

郑伯熊为人刚正不阿，廉洁奉公。绍兴二
十年（1150）27岁时任黄岩县尉，年轻敢为,执
法如山，正气凛然，高风亮节，人称“石莲县
尉”。因何得此名，宋陈耆卿《赤城志》云：“以
其年尚少而坚不可磷也。”

郑伯熊为官体恤民情，为民请命。乾道二
年（1166）八月，温州诸县发生大水灾，海水倒
灌，房屋倾颓，溺死二万余人。时任国子监丞
的郑伯熊，联合在朝的乡人，奏请赈恤。后朝
廷差人赈恤，减轻了温州民众的苦难，并迁移
一部分福建人充实温州人口。乾道六年
（1170）六月，福建八州县遭受旱灾，禾苗枯死，
民众苦不堪言。时任提举福建常平茶事的郑
伯熊，上书朝廷：“乞将所在米价依条支拨常平
米斛赈济。”朝廷同意郑伯熊的请求，开仓赈
济，使当地民众度过了荒年。郑伯熊正直立
世，不恋官位，乾道九年（1173）任宁国魏王府
司马时，魏王傲慢无礼，郑伯熊上书谏劝魏王
说：“谦德未光，嫌疑之际或骇视听。”魏王不
听，郑伯熊自劾辞职，朝廷不准，后改任江西提
刑。郑伯熊未去赴任，乞祠(自请退职)归家。

郑伯熊的高尚品行来自他高深的学问修
养，当时诸多著名文学家、学者都对他的学养
给以很高的评价。有门户之见、咄咄逼人的理
学家朱熹称其文“平和纯正”；文学家叶适评其
“少而德成，经为人师，深厚悃悟”；教育家、哲
学家袁燮说：“太守龙图郑公伯熊，当世巨儒
也”；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曰：“尚书郎郑公
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政治家、文学家周必
大评价：“景望龙图通经笃行，见谓儒宗。”另
外，《万姓统谱》载：“绍兴来，伊洛之学稍息，学
者复于伯熊得之”，“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
由上观之，在当时郑伯熊可谓全国学界的代表
人物。

郑伯熊重视思想教育，当时奸相秦桧当
国，禁止时人学习赵鼎、胡寅的学问，洛学衰
落，郑伯熊在福建任职时，不畏秦桧的严令，在
全国首次雕版印刊《二程遗书》《外书》《文集》
《经说》，设立学校，聚徒二百余人，宣讲洛学，
使其重振，影响极大。他在家养病或乞祠归家
时，兴办城西塾，讲学其间，谆谆善诱，当时学
者以宗师视之。当时青年俊彦，永嘉待问、陈
傅良、叶适、蔡幼学，永康陈亮等均为其学生。
其中木待问、陈亮，分别为隆兴元年（1163）、绍
熙四年（1193）状元及第，叶适于淳熙五年
（1178）得中榜眼（第二名），陈傅良、蔡幼学均
为进士出身，且陈傅良和叶适后成为永嘉学派
的衣钵继承者和集大成者。当时的著名学者

楼钥任温州府学教授时，也拜郑伯熊为师。可
以说，郑伯熊为当时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
献，门下人才荟萃，皆是翘楚。

郑伯熊有文集三十卷，有《六经口义拾遗》、
《戆言》、《纪纲》、《敷文书说》等，著作多数佚，
现仅存《敷文书说》27条、《周礼训义》19条，内
容简略，不能以窥郑氏学问之全貌。但从现存
的几条书说、经义解说，可看出郑氏精通史学，
娴熟经制，宗崇孟子性理之学。《宋史·陈傅良
传》载：“当是时，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
闻，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由此
可见，郑伯熊虽然宗崇性理之学，但对经制治
法的实用之学理解很深，比薛季宣还要精深
些。后来他服膺比他年少十岁的薛季宣的事
功学说，与之相交，互相砥砺，探讨事功学问。
后来“必弥纶以通世变者”的薛季宣成为永嘉
学派的创始者，但作为先驱者的郑伯熊是永嘉
学派性理之学转向事功之学的关键人物，他对
薛的学问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况且, 永嘉学派
几位代表人物都是他的学生。可以说，郑伯熊
也是该学派创始者。叶适云：“而郑景望书出，
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
后知今人之心可即于古人之心矣。”此是叶对
乃师学问的高度评价。撇却郑伯熊对永嘉学
派的重大影响，作为道学家的他，在南宋绍淳
年间的道学复兴中，他的贡献是不亚于朱熹
的。

郑伯熊学问精深渊博，其诗歌有晋唐之
风。南宋著名学者周必大在《省斋文稿·跋郑
景望诗卷》中说到：“而其诗句乃绰有晋唐名胜
之遗风，胸中所养亦可知矣。”然而，郑之诗集
也散佚不见，今仅存九首而已。

郑伯熊的胞弟郑伯英，也是永嘉学派著名
学者,与其兄齐名。郑伯英（1130-1192），字景
元，晚年自号归愚翁，隆兴元年（1163）进士第
四名。在郑伯英中进士时，其兄郑伯熊高兴地
说：“子一日先我矣。”然郑伯英任秀州判官，调
杭州、泉州推官后，即以养亲为由辞官不出，朝
廷也不重新起用，因为他性格刚直，“论事愤
发，思得其志，则必欲尽洗绍圣(1131年)以来弊
政”，易得罪君上及同僚权贵。他曾上《中兴急
务书》十篇，极言秦桧之罪，文章豪迈雄健，“诸
公忌而畏之，孝庙朝无人为提拔，景元也不屑
求用。”郑伯英为人尚义，急人所难，喜奖掖后
人。叶适《水心集·归愚翁文集序》载：“方其家
居，得朋友通其有无，并坐接席，不知岁月迁
改，自谓如华胥（代指梦境）至乐。”郑伯英学问
博洽，见闻尤精，讲学独出机杼，见解深颖，深
受学者爱戴。郑伯英有文集《归愚集》，今佚
失。在当时，人称敷文为大郑公，景元为小郑
公，一时年轻学人对二郑兄弟推崇至极。南宋
学者、目录学家陈振孙《书录解题》载：“近世永
嘉学者推二郑”，“二人皆豪杰之士也。”

郑伯熊有堂弟郑伯谦，绍熙元年（1190）余
复榜进士，曾任衢州府学教授，也为当时著名
学者，现仅存《太平经国之书》，是阐述《周礼》
一些制度的著作，凭此书已无法了解其全面的
学术成就。《宗元学案·卷三十二》将郑伯熊与
郑伯英合传外，还将郑伯谦列为“家学”，可见
他也是永嘉学派中人。另有堂弟郑伯海，绍兴
二十一年（1151）进士，授海门尉、知南昌县、擢
知英德府，后任沿海制置司参议、制置使，卒于
官。郑伯海家居时，设立义塾，聘请名师授徒，
有学生500人。郑伯海家与郑伯熊家相距百余
步，时人称为“东西二郑”。

据《宗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载：“乾淳之
间（1165-1189），永嘉学者连袂成帷，然无不以
先生兄弟为渠率（领袖）。”意思是说，乾淳朝二
十多年来，作为永嘉学派先驱者的郑伯熊兄
弟，带领众多的永嘉学者，研究学问，宣扬事
功，为永嘉学派的开创贡献了思想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