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高千丈，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

有其源。中华民族历来有盛世修谱的习

俗。2008年溧阳彭氏在撰修家谱时，对

溧阳彭氏户籍进行了统计，当时溧阳彭

姓人口已突破万人。可是，谁能相信，如

果追根溯源，宋朝末年迁居溧阳的彭氏

只有一人，那便是溧阳彭氏初祖彭显。

彭显，字克明，号避地居士，世称克

明公。江西清江县（已改为樟树市）白珏

完塘里人。彭显是宋代名臣学者彭龟年

的四世孙，彭龟年即载入《宋史》的龙图

阁学士忠肃公，他是溧阳彭氏直接奉祀

的始祖。

彭龟年（1142—1206年）字子寿，南

宋乾道五年（1169）进士。龟年七岁而

孤，生性聪颖，追随朱熹习理学，常废寝

忘食。龟年成年后，颇有忧国之忱，先见

之识，直言敢谏之气，皆人所难及，善恶

是非辨析甚严。因所居曰“止堂”，读书

人皆称龟年为止堂先生。龟年学识博

广，著有《解经祭仪正致录》、《奏议外

制》、《内治圣鉴》、《止堂集》等。彭显曾

祖父钜，淳熙丁酉（1177年）进士，官任中

书省检书郎；祖父洵，举孝廉，授任给事

中；父亲夷仲字仲甫，举贡授任南昌尉，

有惠政于民，民皆感念其德。彭夷仲生

三子，彭显是第三子。

彭显年幼时聪慧俊秀，异于常人，读

书一目十行。皇上亲信、时任殿直学士

戚贤一次拜访彭夷仲时，彭显年七岁，伺

于父侧。戚贤随口说了一句“乌啼桥畔

月”，彭显应声对曰“龙出洞中云”。戚

学士大为称奇，随即将爱女许配彭显。

宋末咸淳（1271年），彭显登张镇孙

榜进士，授真州（南京仪征）判官。这时

宋王朝已经运数衰微，元军日日紧迫。

真州是长江的门户，彭显外拒强敌，内抚

百姓，威望卓著。不久，元朝大将伯颜率

师南侵，朝廷起用丞相赵葵的侄子、客居

溧阳的赵淮任太府寺丞，戌守溧阳、高淳

交界处的东坝。英雄相惜，赵淮知道彭

显具有匡世之才，召他任幕府转运使。

当时，南京已破，彭显就出谋划策，辅佐

赵淮，召集义军，安抚流民，训练精锐，在

长荡湖打造战船，坚守凵了山之险，紧盯向

东出击的元军，牵制敌人的兵力，从而达

到缓解临安之危的目的。德祐丙子

（1276年），元派遣招讨使徐旺荣率领劲

旅前来攻打，赵淮奋力交战，兵败被执，

不屈而死。彭显趁隙脱身。

此前，才被任命两天的兵部尚书吕

师夔在江州（九江）投降元军，去往首都

临安和家乡清江的道路也被元军封锁，

交通隔绝，彭显不得已招募部分流散的

义军，在溧阳城西奉安里立寨自保，不久

寨子又被元军烧毁，于是迁移到南渡黄

山湖一带。之后，听到南宋最后一个政

权祥兴覆亡的消息，彭显的勤王之志终

究没能实现，就埋名藏迹，效法古时的殷

商顽民（指殷代遗民中坚决不服从周朝

统治的人，是一群“亡国者”，他们表面上

臣服周朝，骨子里仍不和周朝一条心，时

刻都想复辟）。

元朝平定江南后，改溧阳为州，当时

建康路府尹（南京长官）为徐旺荣。徐旺

荣佩服彭显的忠义，举荐彭显任溧阳知

州。彭显以“事二姓君王”为耻，称病推

辞，遁迹山水中，故号避地居士，为世人

称道。清嘉庆帝就此专赐褒奖：“义不背

君，忠堪风世，钦奉恩旨，崇祀忠义孝悌

祠。”

其实，由彭显往上追溯，其祖上就有

刚正忠直之门风。唐初彭氏的“中兴之

祖”、定居在江西宜春县合浦的彭构云，

世称征君公。在彭氏谱牒里有《豫章远

祖来裔图》，列“唐征君公自嬴洲徙居春

县合浦，繁衍吴楚三府十三邑各派世

系”。彭构云三次被唐玄宗征召，但高韬

不仕，三召辞归，成为轰动唐朝的隐君

子，从而被唐玄宗赐号“征君”。征君公

隐居的“震山岩钓台”与汉代严子陵的富

春江钓台可相媲美。彭显是彭构云的19
世孙。历史惊人相似，彭显身后，明朝末

年，崇祯十三年特赐进士、户部郎中彭敦

历（溧阳南门彭氏，字德莆），在明亡后，

“清朝地方官员想起用他为清朝办事，他

拒绝了，从此杜门谢客”（清嘉庆县志译

本597页）。我们常说，炎黄子孙特别注

重血浓于水的家族情怀，彭氏三人中，彭

构云“三召辞归”，彭显“避地居士”，彭敦

历“杜门谢客”，彭氏家族的文化特质一

脉相承。

后来，彭显购买城西王氏的房屋，定

居于溧阳33年，生三子，享寿70岁，与孺

人戚氏合葬于大石山白龙冈阡陌间。后

来，九世孙明嘉靖进士彭谦修复了古墓，

圈建了墓域，竖立了华表。墓上两棵苍

松，虬枝盘绕，岿然直立，可惜已随着时

光流逝而湮灭，但彭显公子孙生息繁衍，

由一人至万人，遂成为溧阳巨族，成就

“彭马史狄周”溧阳五大望族的佳话。

彭显的五代孙彭效，始迁居溧阳南

门，这一分支世称“溧阳南门彭氏”，溧

阳南门彭氏读书风气浓厚，功名极为发

达，高中进士先后有崇祯年间敦历，顺治

年间士俊，康熙年间会淇，乾隆年间南

录、同祖，嘉庆年间虎文、学邃，道光年间

瑞毓、崧毓、泰毓“翰林三兄弟”，（现中科

院资深院士、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彭少逸，溧阳南门彭氏16世，为瑞毓曾

孙），同治年间君穆、君谷。彭氏在江南

地位深远，迁徙江南各地的彭氏奉溧阳

彭氏为“正溯”。其中苏州彭氏与溧阳彭

氏同出一祖，且世代论排行，苏州彭氏出

现过彭定求、彭启丰祖孙会元、状元这一

科举佳话。溧阳、苏州彭氏虽然居住在

不同的城市，因同宗血脉从来没有间断

过彼此之间的联系。

家族文化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溧阳彭氏每每想起祖上“刚

正忠直”的文化传承，一种自豪之情就油

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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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历代名士灿若群星，他们的智慧之光曾经穿越世纪的天空，光华闪

烁。溧阳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给了他们滋养和灵气，构筑了溧阳历史文化俊采星驰的华章。我

们从史料典籍中寻找到清代以前（含清代）六十多位“影响溧阳的历史名人”，经广泛征求各界意见、

拾遗补阙后，由热心研究溧阳文化的作者沿着历史名人的足迹寻幽探微，再现他们在溧阳留下的千

古事、旷世缘。一家之言，难以周详，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 彭洪伟

彭显：义不背君一脉承

十五、期末考试

冬季到来后，学校按老规定开展了一些

常规活动：如踢毽、跳绳、拔河。因为学校操

场太小，长跑无法举行，不过，我们也习以为

常了。学校活动结束后，也有一些学生参加

了镇上比赛，如：我和小芹参加中年级作文比

赛、小伟和阿香参加四年级数学竞赛、大眼睛

和阿龙参加了长跑运动会……成绩的好坏我

们倒不计较，感兴趣的是镇上学校真大！房

子多，操场有我们学校四五个大，还有许多高

大修直的梧桐树……

期末考试就在本周了，陈老师鼓励我们

好好复习，丁老师也对我们许诺，数学要是有

人能考到一百分，就奖励五本练习本。我们

都暗暗使劲，毕竟过年的时候，亲戚要看你的

成绩单啊！若是成绩好门门都九十分以上，

压岁钱还会多一些！

三天后，气温突然大降。没有了太阳，老

天爷板着冷冰冰的脸，到处是阴沉沉，好像要

下雪，而且刮起了“呼呼”的北风。窗户虽然

关得严严实实，但是仍感觉有风拼命似的钻

进来。我们冻得瑟瑟发抖。放学前，丁老师来

布置家庭作业了，就是让我们好好复习，还说了

一句话，这次试卷是他亲自出的，题目很难，让

我们明天仔细验算认真检查。最后，还重复了

以前那句话——要是有人考到一百分，他奖励

五本练习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早

上我开门一看，啊！下雪了，到处是白茫茫的

一片！房屋上、树枝上、砖堆上、石头上……

到处都是雪，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世界！脚踏

在厚厚的雪上，“咯吱咯吱”地响着。在上学

的途中，我看到了小芹，也看到了小伟，但我

们没有心情玩雪，急冲冲往学校赶——今天

要期末考试啊！

第一场语文，我感觉还不错，做得很顺手。

第二场数学，交卷后，我有点烦恼。

小伟、光头很高兴，阿香、小芹也感觉很

好，小伟甚至说他数学可能得满分。但我们

已经全然不顾了，只记得一句陈老师说三天

后来领成绩单，我们便疾风一般跑了出去，呼

朋引伴地叫上其他同学去扑雪印、堆雪人、打

雪仗…… 欢乐的叫声似乎把树枝上的雪都

能震落下来……

考试完毕，意味着一学期就结束了。我

们也彻底自由了，天地之间又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舞台，又可以尽情玩耍了，银铃般的笑

声在洁白冬日上空回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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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早期生活状态就是一段最真实的

人生起始。无论美好还是平淡，无论阳光还是

惆怅，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多年以后，追溯生

命轨迹，回首便是人生最真最美好的年华。

——题记

讲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彭氏家谱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彭氏家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