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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纮的背影

２０ １４ 年在浙江省庆元县发现
一

座

南宋时期夫妇合葬墓 （ 图 一 ）
， 主人为

曾 任工部 、 礼部
、
吏部侍郎的胡纮及

夫人 。 清理 出土一 批南宋时期高质量

的瓷器 （ 图二 至 图 四 ）
， 其 中 以龙泉

窑厚乳浊釉青瓷数量多 、 品质佳。 这

些瓷器正处于龙泉窑乳浊厚釉产品定

型阶段 ， 与本地此前生产的乳浊釉类

产 品差别显著 ， 色泽明显更加莹澈 ，

这 正是 温 润如 玉 的 龙泉厚釉 瓷器 成

熟 、 定型初期的产品 。 胡纮卒于南宋

嘉泰三年 （ １ ２０３ ）
，
妻吴氏在开禧元年

（ １ ２０５ ） 与其合葬于魏溪之原 ，
由此可

以确定随葬的龙泉 窑瓷器应该在公元

１ ２００ 年前后生产 ， 说明 乳浊厚釉类产

品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臻于完美 。

图
一

胡纮夫人墓墓室后壁

图二 胡纮墓出土的龙泉窑梅瓶 图三 胡纮 墓出土的龙泉窑象纽盖罐 图四 胡纮墓 出土的龙泉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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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竹 口溪与竹 口镇图九 黄坛唐代窑址

图十二 北宋 刻划花盘 口 壶图十 北宋 五管瓶 图十一 北宋 盘 口壶



７２
馆藏珍萃 文物天地

图十三 龙泉窑垫圈匣钵单件装烧

龙泉窑是我 国青瓷生产 的集大成

者 ，
无论生产规模 、 产品质量 ， 都居

时代之冠 。 明代陆蓉 《菽 园杂记 》
一

书 ， 记载龙泉窑产品
“

然上等价高 ，

皆转货 他处 ， 县官未尝见也
”

。 从 目

前 出 土情 况来 看
，
留 存 当地 的龙泉

窑产品 中艺术价值较高的的确相 当少

见。 这次胡纮夫妇墓的随葬瓷器 ， 是

南宋 中期龙泉窑最高等级产品
，
弥补

了这个空 白 。 他生前身居高位 ，
曾为

龙泉 、 庆 元地区的发展做 出过重大贡

献 ， 随葬品 用最高等级瓷器 ， 应该是

本地人民对他的敬重 、 爱 戴的
一

种重

要表达方式。

胡纮 于 １ １ ３ ７ 年在 龙 泉县松源 乡

出生 ， 《宋 史 》 中 有传 ［
１
］

，
明 、 清时

期 《府志 》
、

《县 志 》 中 亦多 有提及 ：

“

胡纮 ， 龙泉人 ， 少颖异 ， 笃学读书 ，

经 月 成诵 ， 累 官吏部侍 郎 ， 出 为广东

经 略 使 ， 所 至有 能 声
”

，

“

隆 兴癸 未

科 … … 胡纮官刑部侍郎
”

＇后任监

察御 史 、 权工部侍 郎兼实录院修撰等

多项要职 。

其对后世影响颇深之事有二 ：

一

是在他的推动下 ， 将原政属龙泉县的

松源乡 和附近的延庆 乡
一

部分独立设

为庆元县 ； 再就是在改变中 国整体思

想走向 的
“

庆元党禁
”

事件中 ， 能看

到他的 印痕 。

一

、 唐宋时代的浙西窑业

龙泉地区位于浙江西南部山 区
，

与福建接壤 ， 全境 山岭连绵 ， 群峰起

伏 ， 地势 自 东北 向西南倾斜 ， 古代此

地素有
“

九山半水半分 田
”

之说 （ 图

五 ）
，
农业

一

向 不甚发达。 浙西地区有

丰富优质瓷土矿 （ 图 六 ）
， 此地

“

白泥

山
”

因盛产瓷土而得名 ， 附近的练泥

碓便是古时集中练制瓷泥之处。 此地

区森林覆盖率达 ８６％
， 具 备丰富的燃

料资源 ， 因此制瓷条件较为优越 。 手

工业中心 同时也必定是商业中心 ， 运

输的便 利容易建立起稳定的地区 间 贸

易交流
，
瓷器生产所需要 的原料及生

产必需 品不
一定都能靠本地满足

， 因

此越是手工业 发达地区 就越需要商业

的介入。

浙 西
一

带 是浙 江瓯江、 福建 闽

江、 福安江之源头 。 延庆 乡 （含 今竹

口 镇
、
金 村

、
小 梅和 大 窑 的部分 地

区
） 是当地最大的江流交汇处 ，

有两

条水路贯通于延庆 乡位于今天竹 口 镇

附近 的地区 ，

一道从欧 江往龙 泉 向

下 进入温州 （ 图 七 ）
，

一

道直接进入

福建闽江 （ 图八
） ， 交通 相 当 便利 ，

这里很早就成为浙西与外界交流的主

要市场 。 龙泉地区 原料的进入和产品

的输 出应该主要依靠延庆 乡 的市场 ，

通过水陆交通完成 ， 当 时水运与陆运

运费 比数约为一 比四 ｗ
， 瓷器 的运输

更需依赖舟船的平稳 ，
竹口 镇

一

带的

市场 、 码头得天独厚。 这些优越的 自

然 、 人文 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为浙

西的制瓷业提供了 天时地利 的条件。

五 代 吴 越 国 时 ， 龙 泉 县 的 松

瞿
、
小梅

、
松 源… 带位于 边境

，
驻

兵 甚 多 ， 酒业早在 那 时就 已有 买 扑

制度
［ ４ １

，

“

榷酤甚 获其利
”

，

“

县 民 张

延熙贪婪无识 ， 遂人状添起虚额 ， 买

扑勾当 ，

……一

年共趁办额钱
一

千九

贯八百
一

十九文足
”［ ５ ］

。 其时政府 已

正式征收酒税 ， 说 明市场应该已有相

当 的规模。 进入宋代
，
南方人 口迅猛

增长
， 两浙路及闽之八州更是人 口 密

集地 ， 过剩的人 口迫使农业进入精耕

细作模式
，
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 ， 也

为手工业发展提供 了 充足的失地劳动

者 。 农业发展为周边地区提供 了 更多

的商品粮 ， 人口 向周边的扩散使社会

分工 日 渐细致 ，
这些商品经济的坚实

基础 ， 为龙泉窑业进人
“

泛泛然 ，
迅

疾而不碍
”

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 。

浙西窑业初起

浙 西的 窑业 以唐代黄 坛窑为 始

烧 ， 是 目前最为认可的说法 （ 图 九 ） ，

图十四 金村北宋晚期的堆积图十五 北宋 龙泉窑刻划花薄釉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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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中期前后主要集 中在龙泉与庆元

交界处的金村与上烊地区 ，
产品以五

管瓶 （ 图十 ）
、
盘 口壶 （ 图 十

一

） 等具

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器类为主 ， 基 本在

当地使用 ， 说 明此时还是地方性的窑

场。 产品有大量仿越窑特 色的刻划花

器物 （ 图十二 ）
，
按照越窑特色以使用

Ｍ 型匣钵 单件装烧为主 （ 图 十 三 ）
，

应该是越窑窑工 自上林湖迁移到 此 ，

新设窑场时期的产 品 。 北宋晚期越窑

开始衰落 ， 而龙泉窑工艺正好在这
一

时期有
一

个巨 大跃升 ， 开始广泛吸收

如耀州 窑 、
定窑

、
湖 田窑等国 内著名

窑场的窑业技术 ， 产 品明 显摆脱 了越

窑影响 ， 出现 了本地特色 ， 这与越窑

及北方成熟窑工 、
工艺的大量流人应

该存在相 当关联。 北宋晚期在金村地

区的窑址群 （ 图 十 四 ） ， 逐渐形成
一

种

装饰粗刻划花的透明玻璃薄釉产品 ，

这就是龙泉窑第
一

类具有 自 身特色的

畅销产品 （ 图 十五至图 十七 ） 。

薄 釉 刻 划 花产 品 的悦泽 ， 很快

得到北宋宫廷青睐 ， 官方的需求使产

品 覆盖面 迅速 增大 ，
浙 西地区长距

离运输能力的扩大 ，
成为当政者需要

考虑的 问题。 《龙泉县志 》 提到 ：

“

元

祐七年 （ １ ０９ ２ ） 七至十二月 ， 疏浚龙

泉溪
。
处州各县均仿效 。 于是昼夜行

舟 ， 不再有沉覆之危
”

，
龙泉溪从此成

为 自延庆向 温州水路运输的要道。 由

龙泉地区直接进入福建闽江是外销最

方便的水路 ， 而 由龙泉溪到温州 ， 是

向 国 内运 输最方便的通道 ， 说明政府

疏浚河道主要是解决国内需求。

两宋之 际的叶寘在 《坦斋笔衡 》

中说 ：

“

江南 则处 州龙泉县 窑 ， 质颇

粗厚。 政 和 （
１ １ １

１

－

１ １
１ ８ ） 间

，
京师

自 置 窑烧 造 ， 名 曰 官窑 （ 应该 是指

汝窑 ） 。

”

同时代 的庄绰在 《鸡肋编 》

也讲 到 ：

“

处州龙 泉县多佳树 ， 地名

豫章 ， 以木而著也
…… 又出青瓷器 ，

谓 之秘色 。

……

宣和 （ １ １ １
９
—

１ １２５ ）

中 ， 禁庭制样需索 ， 益加工巧。

”

说明

至迟在北宋晚期 ， 龙泉 窑已与定窑 、

汝 窑等
一

起成 为官方烧造 瓷器 的 窑

场 。 官方的需求 引导着时尚 ， 龙泉窑

产品销路大增 ， 逐渐扩展成为大型的

全国性窑场 ，
延庆地区 自然成为宋代

瓷器生产和营销最繁荣的市场之
一

。

这类薄釉刻划花器物 以北宋晚期

至南宋早期最为兴盛 ， 延续到 南宋晚

期 。 它的旺销使龙泉窑业有能力进
一

步开拓市场 、 开发新品 ， 两宋之际龙

泉窑的产区开始 明显扩大 ，
并开发出

集南北特色的乳浊釉风格产品 。

龙泉窑的 蓬勃

北宋 后期 ， 北方 战 乱频 仍
，
人

口大量南迁
，
此时迁移 人员从皇室贵

冑
、
官吏学者到兵 、 农 、

工
、 商 ，

几

乎囊括整个社会阶层 ， 大大提高了江

南的整体人 口 素质与数量 。 浙江瓷业

的壮大和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
，
吸引

了全国各大型窑场的优秀窑工 ， 加上

瓷器使用 人群对髙品质的追 求
，
终于

导致了 龙泉窑的第二类特色产品
一

乳浊厚釉类产品的羽化 。

晚唐五代 以来越州窑的秘色瓷 ，

一

直是 高等 级青 瓷釉 色的 标准 （ 图

十 八 ）
， 北宋中 期 以后这

一

技术在汝

窑 得到 了传 承 ， 汝 窑将越 窑的透 明

釉改进为乳浊釉 ， 两者色泽颇近 ， 乳

浊釉更能展现水润脂滑的温煦感 （ 图

十九 ） 。 因宋徽宗的钟情 ， 使汝窑乳浊

釉产品 中 碧玉翠霞的天青月 白 成为青

瓷 的时尚 定位 ， 随着北方高层人士 的

南迁
，
将此种审美偏好

一

起带入江南

的轻烟薄雾中 。 两宋之 际的龙泉窑 已

有财力大量 吸收汝窑窑工 ， 结合南北

技艺 ， 使乳浊釉产品的试烧在短时间

内成功
， 同时尝试提高釉层厚度 ， 开

始形成类 汝窑乳浊釉风格的厚釉产品

（ 图二十 至 图二十二 ）。

在 龙 泉 县 的 大 窑 地 区 （ 图

图十六 北宋 龙泉窑梅瓶 图十七 北宋 龙泉窑执壶 图十八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秘色瓷八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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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九 宋 汝窑盘

二十三 ） 附近的窑址群 ， 开始减少薄

釉刻划类青瓷的产量 ， 以生产这类产

品为主。 经过长期的改进 ， 厚釉产 品

色泽逐渐丰富 ， 釉色清淡浑厚 ， 产 品

质量有了 飞跃。 乳浊厚釉形成 的厚重

质感更适合表达线条 的洗练 ， 与早期

薄釉刻划类产品风格迥异 ， 形成浑朴

温厚的另类特色 。 这类产品将龙泉窑

推入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 ， 成就了
一

代名窑的鼎盛 。

南宋时期 ， 以大窑为中心的乳浊

厚釉类产 品与以金村为 中心 的刻划花

类产品并行发展 。 龙泉窑业在这两类

特色器物 的支撑 下 ， 汇聚成商品洪流

大规模 向周边澎湃 。 在政府支持下 ，

产品生产 、 运输 、 销售 等已经形成 了

完整 的网络体系 ， 延庆地区的市场交

易和运输流转 ， 成为龙泉窑生产 、 销

售的集散地 。 薄釉刻划花青瓷从北宋

晚期开 始
一

直是 海 外市场的 畅销 品

种 ， 其产品大量 出现于 日 本 、 东南亚

一

带 。 近期在广州沿海打捞 出的
“

南

海 Ｉ 号
”

沉船 ，
正是南宋时期从福建

港 口 向海外输送货物时的沉船 ， 其上

有相 当数量的龙泉产 薄釉刻划花青瓷

（ 图二十四 ） ， 同 船还有大量福建当地

产瓷器 。 南宋时期 ，
从延庆向福建的

闽江两岸和沿海地区多有生产这类薄

釉刻划花青瓷 的窑 址 （ 图 二十 五 ）
，

这些产品应该是通过 闽江 ， 沿水路 到

达福建 ， 再从福建 出海外销 。

胡 纮所在 的 南宋 中 期
，
龙 泉 窑

的厚乳浊釉产品正走 向成熟 ， 这类产

品开始在文人士大夫阶层 受到追捧。

其釉色新雨欲滴的温婉早 已超越了 汝

窑之类玉似冰 ， 以琉璃秋水的清凉 ，

浸润到高门显贵的绿尊青瓯里 ， 渗透

进宋代词文的柔秀清丽中 。 厚乳浊釉

类青瓷的绵漫清雅更符合南宋文人的

气质 ， 在文士引 领的风潮里 ， 淡宁翠

青在全国 弥漫开来 ， 成为 日 常花繁香

事的物质承托 ， 负载起南宋风雅 的主

题 ，

一路扩散到 民 间街坊 ， 定格 为一

个时代的符号。

浙西经济腾飞与胡纮推动的 庆元设县

正 是在龙泉窑业的推动下 ， 浙西

经济进入了飞升阶段 ， 政府对 当地的

税收管理也开始加大力度。

宋 代的 田赋沿袭唐代杨炎所创 的

两税法 ［
６

］

， 南宋史家李心传在其 《朝

野杂记
■

身丁钱 》 中 评论 ：

“

唐 之庸

钱 ， 杨炎 已均 入两税
”

， 宋 在两税外

又增 收 人 丁之 庸 ， 他称 其 为
“

庸 外

之庸
”

。 两 宋政府不断扩大商税 、
酒

税和盐税等的征收 ， 两税收入在财政

结构中 的 比重 日 渐下降 。 曾巩在 《元

丰类稿 ？ 议经费 》 记载
，
皇祐 、 治平

（ １
０４９－ １ ０６７

） 两税 在 国 家 总收入 中

仅 占 ５６％左右 ［ ７ １

，
这是宋代税制较前

代发生 的重大变化。 南宋开始 ， 海外

贸易品的大宗 出 口 由 丝绸转为瓷器 。

《元典章 》 记载 ，

“

瓷窑旧例 ，
二八抽

分办课
”

， 说明 宋代瓷窑也实行十分之

二的税制 ， 只是宋 代在窑税外新增的

品种繁 多 ，
数量要远大于 窑税本身。

瓷 器 的税 收 组成 相 当 复杂 ，
蒋欣在

《陶记》 中记录南宋时景德镇瓷场的税

收
：

“

宪之头子
，
泉之率分

，
统制之供

给
，
经总之移用 ，

州之月 桩、 支使 、

醋息
，
镇之吏俸

、
孤遗

、
作 匠

，
总费

月 钱几三千余缗 。 而春秋军旅圣 节 、

郊祀赏 赉 、 试闱 、 结葺犹不与此 ， 通

融 计之
， 月 需百 十五缗

”

 ［
８

］

。 另 外在

运输中 ，

“

两浙路只如是衢州至临安水

陆之所经 由 ， 应税者凡 七处
”

［
９

］

， 宋

代
“
一

物而征之 至十数次者 ， 谓之 回

税
”

Ｕ叱 在
“

下至果菜 皆加税
”Ｕ Ｕ 的

两宋税制下 ，
可 以感受到政府在龙泉

窑的发展中颇有收获 。

到 北宋 末年 全 国人 口 已 达 １ 亿

２ 千万左右 Ｍ ， 两浙、 江 东 、 福 建

等路更是地少人多
，

“

浙 间无寸土不

耕
”［ １ ３ ］

。 沉重 的税赋使各地
“

杀婴
”

屡 禁不止 ， 并且
“

江南尤甚
”

， 如婺源
“

多止育两子 ， 过是不问男女 ， 生辄投

水盆 中杀之
”［

１４
１

； 连最 为富庶的两浙

路也是重灾 区 ， 如
“

湖州丁絹最重 ，

至生子不敢举
”

 ［ １
５

］

； 福建路是宋 人公

认杀婴最严重之地 ：

“

闽人不喜多子 ，

以杀为常
”［ １ ６ ］

，

“

不 举子之 习 ， 惟 闽

中 为 甚
”［

ｎ
ｌ

。 政府 加大 对浙 、 闽 手

工业 、 商 业 的扶持 ， 增 加 国家税赋

收入的 同 时也能 解决
一部分人 口 过

剩的问 题。

窑业与市场经济的大规模扩展 ，

使龙泉地区整体经济 日 渐繁荣 。 当 本

地所缴赋税足 以维持地方官府运营和

官 吏俸 禄 ， 有 专 人
“

职 听 讼 ， 收 赋

税
”

， 其管理不仅能增加朝廷的税收 ，

还 能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 此地在 国 家

财政的地位便开始彰显。 因松源 、 延

庆等地离县治龙泉距离较远 ， 殊多不

便 ， 民众开始请求建县 ， 州 县奏表于

朝 ， 于是时任工部侍郎兼实录院修撰

的胡纮顺水推舟 ，

“

宁宗庆元三年 ，
胡

纮奏请以所居松源 乡立县
”

， 终使朝廷

于
“

冬十
一

月 诏可
”

， 并以年号
“

庆

元
”

赐为县名 。
１ １ ９ ７ 年庆元县正 式成

立 ， 以松源 乡为县治所在 ， 将延庆 乡

一

分为二
，
其 中 以生产薄釉刻划花为

主
，
至今仍分属于龙泉与庆元两县的

金村与上洋地区 ， 很可能当 时均 划入



２ ０ １ ７ ． ９
７５

图二十 南宋 龙泉窑凤耳瓶

庆元地区 ， 而向 福建 闽江运输 的通道

部分 （今竹 口镇
一

带 ） 无疑属于新设

的庆元县 。 可以说正是薄釉刻划花器

物支撑起 了庆元地区长期的繁盛 。

二
、

“

庆元党禁
”

影响深远

胡 纮 墓 志 中 还 提 到
“

除 监 察

御 史 ， 排 击奸 伪
，
风 望 凜 然

”

（ 图

二十 六 ）
， 此语涉及南宋时期影响深远

的政治事件——
“

庆元党禁
”

。

公元 １ １ ９４ 年 （ 南宋绍熙五年 ）
，

太上皇宋孝宗去世
，
光宗因病不能主

持葬礼 。 这时以枢密院知事赵汝愚为

主谋发动了宫廷政变 ， 拥立光宗之子

赵扩为帝 ， 尊光宗为太上皇 。 韩侘 胄

以宫廷内 臣身份参与 ， 事成韩侘 冑希

望升为节度使
，
遭赵汝愚反对 。 宁宗

赵扩即 位后 ，
赵汝愚升为右相 ， 韩诧

胄 迁枢密都承 旨 。 赵汝愚尊崇理学 ，

召朱熹任宁宗师。 韩佣 胄想打击赵汝

愚 ， 先后起用何澹 、
刘德秀 、 胡纮 等

人 ， 从排斥朱熹着手。 朱熹希望通过

图二Ｈ
■ — 南宋 龙泉 窑虎纹瓶

匡正君 德 限制君权 ， 引 起宋 宁宗 不

满 ， 很快被宁宗内批罢职 。 公元 １ １ ９５

年二月 ， 罢黜赵汝愚 右丞相之职 ， 公

元 １
１ ９６ 年正月 ， 赵汝愚死于衡阳 。 不

久 ， 宁宗下诏 订立伪学逆党籍 ， 将道

学者入籍 ， 凡与他们有关之人 ， 都不

许担任官职或参加科举考试。
１ １ ９５ 开

始的
“

禁伪学
”

历时六年 ， 史称
“

庆

元党禁
”

。

这次表面上大 臣争权的事件 ， 有

知识阶层与皇族争夺话语权的政治背

景 ， 这个持续过程相 当 长 ， 要从唐代

中期的新文化运动讲起 。

唐宋
＂

士大夫
＂

阶层地位的上升

汉代 董仲 舒把 阴 阳 五 行等 神学

思想与经学结合起来
，
使儒学走 向谶

纬 化、 神 学 化
，
想 以

“

天 人感应
”

之说 ， 迂 回地表达知识阶层的想法 ，

以此参与到政治话语权 中 。 这种方式

在唐代渐渐失去了效用 ，
知识阶层的

话语权幵始丧失 。 中唐以后 门阀士族

遭到毁灭性打击 ，
原来处在社会经济

图二十二 南宋 龙泉窑长颈瓶

结构下层的 中小地主以及 自耕农 出 身

的知识分子 ， 开始成为国 家官吏的主

体 ， 这个
“

士大夫
”

集 团开始要求对

早期社会结构 中 固 化的 贵族 思维 模

式 进行改变 。 新 兴知 识 阶层 想参 与

到 影响 政 治的 话语权 中 ， 这就是 由

韩 愈 为代 表 的
“

新 文学运动
”

得 以

发 生的背景 。

魏晋 以来 ， 学术思 想领域祖尚 玄

虚 ， 把词 藻 、 声韵等形 式作为文学诗

歌所追求的唯
一

目 的 ， 同 时
“

自晋讫

隋 ， 老佛显行 ，
圣道 不断如带

”

１
１ ８

１

，

在佛 、 道 的挤压下 ，
正 统儒学逐渐

走 向 文化 思想 的边 缘地带 。 波 澜壮

阔的大唐文化气势在安史之 乱 （ ７ ５ ５
－

７６３ ） 后受到重创 ， 国势衰落
，
藩镇割

据
，
宦官弄权 ， 国 民开始 了对外来文

化的信任 危机 。 韩 愈所代 表的新 兴
“

士 大夫
”

群 体便 顺势发起修正 繁缛

学风 、 文风 的复 兴儒学运动 ， 其基

本 精神 是 突 出 世人 性、 合理性、 平

民 性
［ １ ９ ］

。

“

士 大 夫
”

试图 在对儒 家

思想 的 重新解释下走入政治话语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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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但此时只是风起萍末 ， 还没有发

生显著的影响和作用 。

宋初 的佛教僧徒释智圆通过 《中

庸 》 和 《 中论 》 把儒佛两家绾连沟通

起来
， 同时代的士大夫晁迥也以 《中

庸 》 为出 发点沟通儒佛思想 。 这种 沟

通 ， 使后来的学者们开始博釆众 长 ，

排除儒 、 道 、 佛各家的 门 户之见 ， 扬

弃了 早期 留存在儒学经典 中的谶纬 、

玄 虚 ， 对儒学的捍卫和复兴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 也使儒学从此走向 了辩

证
、
理性的入世哲学体系 。

宋 代 印 刷 术使 知 识 开始快速传

播于民众 ， 士大夫通过讲学 、 收徒 ，

及对经典的解释越来越得到社 会的尊

重 ， 形成了一个以道德、
知识与思想

相互认 同的阶层 。 这个扩大了 的知识

阶层 介于皇权与个人之间 ， 他们 以文

化权 力抵消着政治权力
，
试图 以文化

重心 与政治中 心取得平衡。 到宋真宗

（
９９８－

１ ０２２ 年在位 ） 时期 ， 首先使用
“

异论相搅政策
”

对抗权力流失 ， 同时

起用 政 见不同 的大臣 ， 在文化阶层内

部引 发异见 ， 以便相互牵制 ， 抵消文

士集 团的力量 ， 来强化皇权 。 这项政

策无意间 激活了 自 由议论的风气 ， 也

使中央的政令难 以得到彻底的贯彻实

行 。 文人的政治文化高度发展和士风

的张扬
， 导致 出现了 以道德评判代替

政治是非的做法 ， 这对皇权形成了 巨

大的威胁 。

印刷 术的 发展 也使北 宋知 识 阶

层 有 了 更 多的 参 政方 式 ， 比 如
“

小

报
”

，
它是进奏官在编 发合法官报 的

同时 ， 又把
“

命令未行 ， 差除未定
”

的材料另外抄录 ， 编写成非法新闻对

外 ｉ专播 的形式。

“

小报
”

在
一

定程 度

上满足了 当时社会对朝 廷政事和各方

面信息的需求 ，

一方面也逐渐形成 了

自 己独立 经营的传播系统 。 这种文人

对政治的干预使得皇权受到越来越重

的压力 。

到 北 宋 仁 宗 （
１ ０２３

－

１ ０６３ 年 在

位 ） 的 宝元、 康 定 （
１０３８

－

１ ０４ １
） 年

间 ， 军队无能 ， 与西夏 多次战败 ； 政

府财用 匮乏 ， 盗贼蜂起 ，
上层 弥漫着

要求变革 的思潮 。 自庆历以后 ， 国 家

财政入不敷 出 ， 每年差额在三百万缗

以上 ［
Ｍ

Ｉ

，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十大夫提

出
一

套改革方案 ， 于 １ ０４３ 年间付诸实

施 ， 这便是
“

庆历新政
”

。 但反对势力

庞大 ，

一年多便宣布中止。 新政虽 受

挫 ， 但 以欧阳 修等为代表的庆历士人

在此得以继续文风改革 ，
他们坚决反

对 自 汉 代而 下 的 图谶谬说 ， 用 古 文

简 易的词 句表 达 深邃 的 思想 ， 平常

而有补于世事 为其 文章特征 。 文 风

变革的 同 时 ， 经学上 的卓 越成 就 也

在社会上得到 了广 泛认 可 。 文风 、

学风变革 的成功 ， 不能不推动政风的

变革 。 当 经过长达数十年 的文风 、 学

风和政风相互激荡 、 推演而建立起 来

的宋学——义理之学代替 了汉学的章

句之学 ， 终于使韩愈等唐代士大夫为

话语权而进行的古文运动 ， 在此时期

基本定型成功 。

文风 、 学风 、 政风的变革成果 ，

使神 宗朝 时革 新思 想 已 为 社会 所 接

受 ， 为政 治改革做好 了 铺垫 。 于 是

１ ０６９－ １ ０８ ５ 成为王安石变法 （熙宁 变

法 ） 主要 阶段 ：
１ ０６９ 年 军 队开 始 并

营 ， 熙 宁 四 年 （
１ ０７ １

） 开始 载 并厢

军 ， 使财政得到转机 ， 熙宁年人五 千

零六十万贯 ［

２ １

＼ 国家收支基本平衡 。

政治经济的复苏又对宋学各学派的发

展起到推动作用 。 庆历的文化思想运

动 为道学 的产 生 奠定 了基础 ， 之 后

的程颢 （
１ ０３２

－

１ ０８５
） 、 程 颐 （

１ ０３ ３
－

１ １ ０７ ） 等在洛阳形成了
一

个文化重心 。

二程理论对人的道德伦理提出 了相 当

高 的 要求 ， 把伦理提升为 本 原 ， 程

颐
“

理便是天道也
”

，
这个

“

道
”

或者

“

理
”

是 内在于人的
“

心
”

。 这构成 了

南宋理学的思想基础 。 从宋仁宗嘉祐

初
（

１
０５６

） 到宋神 宗元丰 末 （
１ ０８ ５

）

的三十年间 ， 宋学先后形成 了四 个学

派 ： 以王 安石为 首 的 荆 公学派 ，
以

司 马光为 首 的 温公学派 ， 以苏 洵 、

苏轼 、 苏辙为 核 心 的苏蜀学派
，
以

及 以 张 载 、

二程 （ 程颢 、 程颐 ） 为

代 表的 关 、
洛 道 学 派 。 由 于荆 公学

派 在政治 上得到 变 法派 的 支持 ， 被

称之为
“

官学
”

。

南 宋皇权对学术的影响

南 宋 初 年 高 宗 （
１ １ ２７－ １ １ ６２ 年

在位 ） 站稳脚跟后 ， 要将北宋灭亡之

罪责推到王安石变法上 ，
于是发难荆

公之学 ， 居于主导地位近六十年的荆

公新学幵始衰落 。 同时高 宗要收夺地

方势力的兵权 ， 必须有舆论 的配合 ，

从儒家经典 中 找出理论根据是最合适

的手段。 时任 中书舍人兼侍讲的胡安

国 以 《春秋传 》 从思想上 、 学术上呼

应了 这
一

政策 ，

一

再敦促 宋高宗收夺

兵权 ， 对荆 公之学大加打击 、 压制 ，

同时对程学大力宣扬。 在 皇权的推动

下 ，

二程思想到南宋时经后人的诠释

再次明 确起来 ， 后 人称之 为
“

道学
”

或
“

理学
”

。

南宋孝宗 （
１ １ ６３－

１ １
８ ９ 年在位 ）

乾道
、
淳熙年 间 ， 理学的影响遍及江

浙
、
闽 、 川 蜀等整个南宋全境 ， 逐渐

图二十三 大窑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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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其他学派取得主流地位 。 南宋时

期文化迅速传播 ， 理学在这样的语境

下很快在士人阶层弥漫并形成 风 尚 ，

“

小报
”

的流行更使学术开始拥有了独

立的舆论权力 。

孝宗为 了抑 制文士集团的整体力

量
， 推重苏蜀学 派用 以抑制理学 。 乾

道末年孝宗下令追赠苏轼为太师 ， 不

久孝宗亲 自 为苏轼文集撰写赞序 ， 称

其
“

忠言谠论 ， 立朝大节 ，

一

时廷 臣

无出其右
”

， 于是在乾、 淳之际道学发

展的 同时
，
苏学 蜀学也颇为兴盛 。 浙

东事功派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兴盛 ，
他

们大都入经 出史 ， 强调建功立业 ， 将

王安石荆学派的通经致用 的学风继承

下来 。 受孝宗支持的反道学势力是当

时政治的当权派 ， 道学派成为政治的

在野派 。 到 了孝宗淳熙末年 ， 道学派

才渐渐在朝廷上形成
一

股独立的政治

势力 ， 开始进入与反道学派分庭抗礼

的时期 。

由于道学派过于强调程 氏之学是

得孔孟的唯
一正传 ， 绝对化了 个人道

德 自觉的 要求
，
专注的绝对使其丧 失

了轩豁的心胸与谦卑的能力 ， 不再能

看到 丰 富 的文化现象 皆有其绝美的个

性 ， 狭隘很容易对不同 的声音产生超

越 、 打击之想。 当 时的学者员 兴宗认

为
“

苏学长于经济 ， 洛学 长于理性 ，

临川学 （
王安石 ） 长于名 教

”［
２２

］

， 代

表 了那个时代
一

般士大夫的看法。 洛

学奉 《 中庸 》 为不可亵渎的经典 ， 苏

轼则认为
‘ ‘

《 中庸 》 乃 孔氏 遗书而不

完者
”

， 把子思 看作
“

欺 世盗名
”

之

流 。 苏学注意从实际 出发论说时事利

害 ， 被人 比作战 国时期的纵横之学 。

程洛道学偏重于讨论性命义理 ， 言必

称正心诚意 ， 力辟事功之说 。 苏 氏率

性情
、
主辞 赋

、
重文章 ， 与程氏 的循

规矩、 去 人欲 、
弃辞章呈现出截然对

立之态 ， 两 派的立论无法相容 。 浙东

事功派从 史学 中寻绎出 解决当 前政治

经济 问题的办法 ， 对崇尚空谈的学术

予以鄙夷和 批评 ，
认为物之所在

，
道

则在焉 ， 提倡功利之学 ， 反对虚谈性

命 ， 与道学正宗的不切实 际存在 明显

分歧 ， 朱熹本人也 曾严厉批评浙学 。

这种排他性使得道学多方树敌 ， 在复

杂 的社会 、 政治 、 人事的矛盾中 ， 将

其他学派皆放在 了对立面上 。 孝宗便

是利 用道学派这
一

特性
，
继续用 真宗

朝
“

异论相搅
”

政策 ， 维持了 皇权的

主导地位 。

宋光宗 （
１ １ ９０

－

１ １ ９４ 年在 位 ） 绍

熙末年 ， 随着赵汝愚的执政 ， 理学派

暂居上风 ， 绍熙五年朱熹为焕章 阁待

制 兼侍讲
，
朱学的绝对性引 起太子赵

图二十 四
＂

南海 Ｉ号
＂

沉船 出水 的南宋龙泉窑青釉刻划花盘 图二十六 胡纮基志

图二十五 庆元地 区 出土的南宋龙泉窑刻划花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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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馆藏珍萃 文物天他

扩和执政韩侘 胄 的不满 。 时任参知政

事的京镗 ， 支持 韩伲 胄势力 ， 和赵朱

集团形成对立。

宋 宁 宗 （ １
１ ９ ５

－

１２２４ 年 在 位 ）

即位后 ，
立即 内批罢朱熹职 ， 同 年罢

免赵汝愚 ， 次年升京镗任右丞相 ， 反

理学派借机与 韩侘 冑 联手 。 朱熹被逐

之后 其 影响 尚 在 ， 由 于 刘 德 秀 、 何

澹 、 胡纮等人多次上疏 ， 宁宗终于决

心
“

禁用 伪学之党
”

， 从 而终于导致

理学之党 的全面崩溃 。 宁宗 即位时正

值
“

小报
”

流行 ， 朝廷屡禁未绝 ， 危

害到 国 家政 治安 全 ， 于 是 ， 朝 廷下

令禁止 ［
２ ３

Ｌ 韩利 用 这
一

机会 ， 将打

击 面扩 大至所有与 他政见不和 者 ，

使 非理学 的学 者 也遭 受到 了 重大 损

失 ， 最 后完成 了 南 宋历 史上大规模

禁锢学术的
“

庆元党禁
”

。

这 次运动 实 际 上 是 南宋 当 权的

统治集团对学术界的
一

次全面清扫 。

自孝宗朝 以来 ， 皇权长期利用 各学派

的矛盾 ，
使文人学者 内部斗争愈演愈

烈 。 宋代一 向重文轻武
，
皇权利 用权

臣之手完成了这次扩大化的党禁 ， 对

学术阶层话语权的 完美收 回 ， 使南宋

皇权的政治权威性在此时进
一

步加强 。

韩侘 胄 利用 此运动独揽权柄 ， 宋

宁宗在党禁中收 回的皇权 ， 很快被韩

侘胄 的专断朝政取代
，
权臣之势 已不

可撼动 。 嘉泰四年 （ １ ２０４ ） ， 宋宁宗釆

纳韩侘 胄 的建议
，
追封岳飞为鄂王 ，

之后追究秦桧误国之罪 ， 严重打击了

主和派 ， 在舆论上做好与金开战 的准

备。 开禧二年 （ １ ２０６
） 终于成功开 始

了
“

开禧北伐
”

，
第二年宋 战败

，
韩

侘 胄被杀 ， 其人头成为宋金
“

嘉定和

议
”

的润滑剂 。

宋 宁宗 要收 回 皇权 必先 革韩 弊

政 ， 于是
“

首开言路 ， 以来忠谠
”

， 清

洗韩党与
“

党禁
”

昭雪 同时进行 ， 对

赵汝愚增谥忠定 ， 朱熹赐谥号文公 。

这些措施使党禁完全解 除 ， 理学派于

是重新当权 ， 并很快立稳根基。

此 后 的 宋 理 宗 （ １ ２２５
－

１ ２６４ 年

在位 ） 虽不喜理学 ， 却鉴于韩佣 胄 覆

辙 ， 不 能不 转而 釆取 尊 奉理学的 态

度 。 这 次党禁 的 收场 ， 表 明理学势

力 已不可阻遏 ，

“

道统
”

逐 渐确立 了

在
“

政统
”

中 的合 法性 ， 从 此理学

进入 了官方教育与选拔 系统
，
进入

了权力 中心 。

结语

“

庆元党禁
”

关 闭 了 北宋庆历思

想开启 的乐观而生机勃发 、 充满希望

的思想语境 ， 使得乾道 、 淳熙年间 的

那种学 术繁荣 、 学派林立、 百家争鸣

的局面
一

去不返 。 理学绝对化的 内心

要求 ， 引 领中 国文学进人与 自 然相 隔

的层面 ， 不再拥有
“

水流三尺 ， 水石

皆洁
”

的 自 愈力 ， 使得之后的 中 国思

想在相 当长的时期 ， 失去 了包容豁达

的盛世景象 ， 全面走向 内 化。 由其后

学书写 的宋代历 史
，
对于在

“

庆元党

禁
”

中让理学遭受重创的京镗 、 韩佣

胄
、
何澹

、
刘德秀 、

胡纮等人评价 自

然不高 。

时隔八百余年的 回望 ， 很容易 看

出 中国 思想领域这次大转折的 利 弊 ，

但身在其 中 的 反理学派 的学者 们
，

只 能被 时代 洪流 裹 挟
，
虽 倾一生 之

力 也 无法 阻挡理学的洪 流 。 正如 胡

纮次子 胡正卿 所 留的纪念 文字 ：

“

虽

忧时悯俗 ， 不能去怀 ， 然 ， 无复用 世

之心矣 。

”

现 代的 知识爆炸 又
一

次引发了 文

风 、 学 风 、 政风的激荡 ，
正如陈寅恪

先生所说 ，

“

华夏 民族之文化 ， 历数千

载之演进 ， 造极于赵宋之世
”

， 尔后学

术发展 的必然趋势是
“

宋代学术之复

兴
，
或新宋学之建立是 已

” ［２ ４ １

。 相信

不久的将来 ， 中华文化将以博大的心

胸再次打开国学之门 ， 自洁沉渣
，

“

跆

而复奋
”

， 以新儒学思想
“

喟然 引圣
，

争四海之惑
”

，
引 领着世界思想史走入

豪迈激 昂的新领域。 Ｈ

［
１

］ （ 元 ） 脱 脱 等 ： 《 宋 史 》 卷

三 百 九 十 四 ， 列 传 第 一 百 五 十 三 ， 第

１ ２ ０２ ３－
１
２ ０ ２ ４ 页 ， 北 京 ， 中 华 书 局 ，

丨 ９ ７ ７

年 。

［

２
］ （ 清 ） 雍正 《处 州 府 志 》 ， 丽 水 档

案馆藏 影 印本 。

［

３
］ 《 庆 元 条法 事 类 》 卷 三 七 ，

“

依 图

经 每 一 百里 一 百 斤 ， 陆路 一 百 文 ， 水 路 泝

流 三十 文 ， 顺 流—ｈ文
”

。

［
４

］ 买扑制 度是
一种 酒税承 包 制 度 ， 即

私 人 自 愿 向 官 府 提 出 承担 某 一特定地 区 的

酒 税 ， 税 数 量 由 官府规 定 ， 私人 可在 这 个

地 区 内 酝酒 酤 卖
，

政 府 保证 不 让 其他 人 在

此地 区 卖 酒 。

［
５

］ （
宋

） 杨 亿 ： 《 武 夷 新 集 》 卷

一 五
，

《论龙 泉县 三处 酒坊 乞减额 状》
。

［

６
］ 两 税 法 是指 由 征 收 谷 物

、
布 匹 等

实 物 为 主 的 租 庸 调 法 ， 改 为 征 收 金 钱 为

主 ，

一 年 两次 征税
，

是 以 财产 多 少 为 征税

标 准 ， 将人 丁之庸 并入两 税 的
一 种 税 收 制

度
。 于唐 德宗建 中 元年 （

７ ８ ０
） 开始 实行 。

［

７
］ 漆 侠 ： 《漆 侠全 集 》 第 三 卷 ， 河北

大 学 出版 社 ，

２ 〇〇 ９ 年 。

［
８
］ 《 陶 记 》 校 注 ， 《 文 史 》 第

一 九

辑 ， 第 一Ｏ二 页 。

［
９

］ 《宋 会要 辑 稿 ？ 食 货 》 。

［

１ ０
］

《宋会要辑 稿 ？ 食 货》
。

［

Ｈ
］
欧 阳 修 ：

《欧 阳 文 忠 公 文 集 》 卷

三二 《王 尧 臣 墓志铭 》。

［
Ｉ ２

］ 漆侠
：

《漆侠全 集 》 第 三卷 ， 河北

大 学出 版社 ， ２ 〇 〇 ９ 年
。

［

】 ３
］
黄 震 ： 《黄 氏 日 钞 ？ 咸淳 八年 劝农

文 》。

［
Ｍ

］ 朱松
： 《韦 斋集 》 卷 一〇 《戒 杀子

文 》 。

［
１ ５

］ 韩 元吉
： 《南涧 甲 乙 稿 》 卷 二

一

，

《方滋 墓志铭 》 。

［
丨 ６

］ 同上 。

［
１ ７

］ 陈 渊
： 《黙 堂 先 生 文 集 》 卷

一

九

《策问 》 。

［
１ ８

］
《新 唐书 ？ 韩 愈传 》 。

［
１ ９

］ 陈 来 ： 《 宋 明 理 学 》 ， 生 活 ？ 读

书
？ 新知 三联 书 店

，

２ ０ １ １ 年
。

［
２ 〇

］ 张方平 ：

《乐 全集 》 卷二 三
。

［
２ 】

］ 《宋 史》 卷 三五 五 。

［

２ ２
］ 员兴 宗 ： 《九 华集 》 卷 九 《苏 氏 程

氏 王 氏 三 家之 学是 非策 》
。

［

２ ３
］ 葛 兆 光 ： 《 中 国 思 想 史 》 ， 复旦 大

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３ 年 。

［

２４
】 陈 寅恪 ： 《金 明 馆 丛 稿 二编 》 ， 上

海古 籍 出版社 ，

丨 ９８ ０ 年 。

（
责任编辑 ： 李珍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