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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正和靖献书院
■ 金 章

陆陇其，因为学术醇正、为官清廉，而成为清代本朝
第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这与平湖以及嘉兴地方士人的
推动，有着重要的关系；也与全国各地景慕其人品、学术
的历代学人，有着重要的关系。

早在陆陇其殁后的第二年，即康熙三十二年，平湖
县令吕犹龙、学博谢师昌，便请于该年三月崇祀乡贤祠，
他们认为陆陇其：“学本程、朱，政廉召、杜。阐精微于绛
帐，典则攸存；布慈惠于花封，讴歌犹在。建议皆关名
教，著述具有渊源。允宜俎豆于千秋，以作仪型于百
代。”康熙五十四年，嘉兴郡守吴永芳称赞陆陇其：“居官
以正，律己以严。幼而读书，不苟嚬笑；长而敬业，惟在
躬行。孔孟之微言，阐扬备至；经传之奥旨，研究靡遗。
微但两浙之完人，实为四海之贤士。”从而请从祀孔庙，
因本朝之人未有从祀之例而作罢。雍正二年再次议配
祀，陆陇其便以本朝第一人而获得从祀，主持其事则正
是礼部尚书张伯行，他曾说：“自本朝以来，文教盛而理
学兴，巨公大贤接踵继出，其笃信朱子之道，而力行之
者，尤莫如陆稼书先生。”

我们整理编纂《陆陇其全集》，其实也是如此，主要
得益于平湖地方政府和中华书局的支持，而我们参加整
理的全体成员，则无论是平湖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其实
早已成为陆陇其人品、学术的景慕者。

陆陇其是平湖人民的骄傲，在他的家乡平湖，一
直以来都很重视陆陇其的研究与传播。进入新世纪
以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之下，相关著
作的出版、活动的开展更为丰富。比如由中共平湖市
纪委、市委宣传部与新埭镇党委联合主持之下，在充
分挖掘流传在平湖、嘉定等地的陆陇其清廉故事的基
础上，选取了十二个典型故事，由陆爱斌先生主编的
连环画册《清官陆稼书》（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二〇
〇六年），共计印刷九千册，下发至全市党员干部和中
小学校。此外，新埭镇还组织编印了《陆清献公治嘉
格言》、《陆清献公莅嘉遗迹》等，初步挖掘整理了陆陇
其的家训和事迹。从此，陆陇其鲜为人知的清官故事
被平湖以及众多的干部群众所了解和传颂。同时也
兴起了研究陆陇其的热潮，平湖市陆稼书研究会、泖
水文化研究会、当湖书院等民间组织相继成立，并出
刊了《陆稼书研究》、《泖水文化研究》等系列杂志，平
湖市文化馆离休干部陈宰编著的《天下第一清官：陆
稼书的故事》（团结出版社，二零一四年）、新埭镇出生
的金卫其先生编著的《清官陆稼书》（书法卷、故事卷、
诗歌卷，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等推动了陆陇
其的研究与传播。

自二〇一五年以来，新埭镇在陆陇其故里泖口规
划、修缮、兴建了一批与陆陇其有关的遗迹与场馆，并开
展系列纪念活动，比如陆陇其家族祠堂、尔安书院以及

“无讼源”展示馆等，作为平湖市人民法院和新埭镇党委
政府联合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理论和实践的法治宣传展
示重要平台。新埭镇在陆陇其诞辰三百八十五周年、三
百九十周年分别举办了专场文艺演出，同时每年还在泖
水文化节上举办陆子文化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平湖

市当湖书院组织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首届陆子故事
节。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日，首届陆稼书“息事无讼”文
化与当代社会治理高峰论坛在平湖市举办，与会的十余
名专家学者就“息事无讼”文化与当代社会治理进行了
深入研讨。这些活动的开展，扩大了陆子文化的影响。
《陆陇其全集》的编纂，便是在平湖市社会各界不断推动
陆陇其相关研究与传播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出的硕
果。

上海的嘉定，则是成就陆陇其作为“天下第一清
廉”的循吏成名之所，陆陇其也是嘉定建县八百年来，
最为著名的县令，康熙年间即被崇祀于名宦祠。《陆陇
其全集》的编纂，也得到了嘉定学者的支持。二零一六
年九月二十四日，由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复旦大学、上
海儒学院和嘉定区文明办联合主办的“上海儒学与当
湖书院：陆陇其学术思想研讨会”就在嘉定召开，华东
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严佐之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石立
善教授以及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教授等学者就提议编
纂《陆陇其全集》。陆陇其成为“天下第一清官”，就是
因为在嘉定任知县两年，嘉定建有“当湖书院”“清廉书
院”，也是为了纪念陆陇其，陶继明先生曾为保护“清廉
书院”而多次呼吁。另有葛秋栋先生著有《清廉知县陆
陇其》，讲述其在嘉定任官的事迹。特别有必要指出的
是，陆陇其的《三鱼堂文集》，除了其子陆宸征与侄陆礼
征、陆宽征之等人搜罗，女婿李铉、外孙曹焕谋之参校，
常熟门人席永恂、席前席校订、刊刻，还有嘉定门人侯
铨之参校编订。侯铨之父侯开国，即嘉定忠烈侯峒曾
之侄孙，恰为陆陇其在嘉定任职时的受业门人，他为此
书作序则说：“其正学清德，惠政嘉谟浃洽于人心，流传
于士口，称之为醇儒、为循吏、为直臣，至有目之为圣人
者。”

明止堂中国字砖馆的朱明歧先生，不但对陆陇其有
着深深的仰止之情，还对其在嘉定的重要影响有深刻的
认识。明止堂坐落在嘉定，现藏古砖三万余块，陈列面
积近四千平方米，古砖年代从春秋、战国到中华民国，是
目前规模最大，品种最多、精品最全、有突出特色的古字
砖专题陈列馆。朱先生认为在八百多年的嘉定历史文
化长河中，陆陇其是嘉定文化从忠烈节义文化发生转向
的重要推手，甚至可以说，没有陆陇其，就没有中庸和合
文化在嘉定的全面深植；也就很难想象嘉定会成为中国
外交家的摇篮和中国外交思想的渊源之地，当然也就很
难想象在嘉定会产生开眼看世界的外交家吴宗濂，首任
驻国联代表廖世功，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及后来的
吴学谦、钱其琛等。

值得注意的是，嘉定文化转向的重大事件是“嘉定
三屠”，走出“三屠”之阴影，则是因为陆陇其。南明弘光
元年，清顺治二年（一六四五），清军攻破嘉定后，三次对
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第一次大屠杀持续一天，直到尸
体堵塞河流，约有三万多人遇害；第二次是大屠杀后三
四天，清军又杀入城里，将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害，积尸
成丘，又放火焚尸；第三次是二十多天后，清军再次屠杀
近二万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成渠。即使如此，不

断有民众从四面乡镇村庄奔入城内抵抗，直到第三次屠
城后，仍然有民众前赴后继。之所以发生三屠，是因为
嘉定文化的底色为归有光所奠定的忠烈节义文化。归
有光是明代大文学家，移居嘉定后不久发生了安亭张贞
女案，受冤人是一名普通女子，归有光为之呼号伸冤，先
后写下十一篇文章，通过张贞女事件，开启了嘉定的忠
烈节义文化。“嘉定三屠”中的抗清首领黄淳耀，深受归
有光思想的影响。黄淳耀从十五岁起师从归有光的侄
子归子顾，听其故事，读其文章，以归有光为心中的英
雄；年长后又与归有光的曾孙归庄切磋交流学问，亦师
亦友；甚至黄淳耀之诗文集《陶庵全集》命名也与归有光
之文《陶庵记》相一致。

“嘉定三屠”发生后，作为一场刻骨铭心的灾难，不
可避免地要通过新的文化取向来重新塑造嘉定人的性
格，从而去影响嘉定人的人生态度、思维方式、价值观
念、行为规范、心理特质、族群性格以及审美情趣等
等。历史把这种新的文化取向很有机缘地交给了陆陇
其。康熙九年陆陇其考中进士，不久后就到嘉定任知
县。世人皆知陆陇其克己修身，洁己爱民，“醇儒第一”

“传道重镇”，为理学名家和廉吏典范，却很少人注意到
他的亲伯父陆灿被清军杀害于济南司李任上，陆灿妻
孙氏，妾王氏及襁褓中的儿子一同遇难。陆陇其为什
么推崇朱子理学？为什么教化嘉定能获得巨大影响？
究竟传播了什么“道”？所传之“道”就是中庸之道。陆
陇其一生的治学主要围绕四书而展开。而四书之一的
中庸，朱子认为“孔门传授心法”。陆陇其不仅是中庸
的播道者，更是中庸之道的践行者。亲人被杀而与当
朝合作，来到嘉定出仕为官，没有强大的精神指引是很

难做到的。而这个指引当是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之
未发谓之中”，“君子而时中”及“致中和”。同样失去亲
人的遭遇，一定让他对嘉定人民怀有真挚的深深同情，
而嘉定人民也对其发自内心的教化一定能感同身受，
产生深深的爱戴。这就使我们对陆陇其离任时嘉定民
众扶老携幼、攀辕痛哭的场景多了一份理解。遇到父
亲告儿子，便含泪劝说；遇到弟弟告哥哥，便查出挑唆
者。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缓和矛盾，不让矛盾激化，
其指向是中庸之道，而落脚点是齐家之道。可以说，陆
陇其以将心比心，躬先表率，推己及人的方法，不仅抚
慰了嘉定人的精神创伤，也使迷茫中的嘉定人找到了
新的文化取向，完成了从忠烈节义文化向中庸和合文
化的转向，善莫大焉！朱先生还说，我是嘉定人，我的
先祖在“嘉定三屠”中被砍头，头颅悬挂于西门城墙上，
后人尊称为“无头太太”；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告诫：做人
要“七中八当”，做事不要“冲出乱”，也许这也是中庸和
合文化对朱氏族群性格的塑造。

《陆陇其全集》早在二〇一二年就被全国古籍整理
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二〇一
七年又成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规划重
点项目。参与本项目的学者，共有十多位，他们有着多
年陆陇其以及清初学术研究、文献整理的经历。陆陇其
全集具体分工如下：

三鱼堂文集、外集与松阳讲义由杭州师范大学张
天杰负责；四书讲义困勉录、续困勉录由中华书局俞
国林负责；读礼志疑由湖南大学殷慧负责；战国策去
毒由中华书局刘述之负责；读朱随笔、治嘉格言由嘉
兴学院张猛负责；三鱼堂剩言由贵州大学王胜军负
责；问学录、松阳钞存由中华书局朱兆虎负责；三鱼堂
日记由中国地质大学杨春俏负责；陆稼书判牍由平湖
市陆稼书研究会金卫其与杭州师范大学陈惠负责；陆
稼书先生年谱、长泖陆子年谱由褚家伟、张文玲负责；
景陆粹编由平湖市当湖书院吴刚与湖南大学吴旺海
负责；景陆萃编补遗由张天杰、吴旺海、上海市嘉定博
物馆陶继明与杭州师范大学申绪璐负责。金卫其、陶
继明还分别提供了平湖、嘉定两地陆陇其遗迹等相关
图片数据。张天杰还负责全书的选编、统稿等相关工
作。

三年以来，本项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终
于在陆陇其诞辰三百九十周年之际，顺利出版十二大
册、约五百万字的巨著。由于水平限制、时间紧迫，本书
一定还存在不少错误，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引一副被刻于苏州沧浪亭上的陆陇其对联：
“乐备礼明贤圣业，水流山静智仁心。”如今也是乐备礼
明的盛世，能为一代贤圣，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也是我
们莫大的荣幸！至于水流山静，如同贤圣当年这般的智
仁智心，则只能是心向往之了。

2020年10月
（注：本文及图片由市图书馆陆爱斌提供）

作为诗书礼仪之邦，我们一向重视文
化教育，所谓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
有学，古已有之。唐宋以降，在形制上主
要有府学、州学、县学、书院、学塾、社学。
其中的“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但发展于
宋代。藏书、供祭和讲学是构成书院的

“三大事业”，因此从其性能而言，是一种
宗族性、村落式的地方教育组织。最初，
书院仅为民办的学馆，由当地的富室、学
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或
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后由朝廷赐敕
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
等，逐步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组
织。宋仁宗庆历年间，各地州府皆建官
学，一些书院就与官学合并。到宋神宗
时，朝廷将书院的钱、粮一律拨归州学，致
使书院一度衰落。从宋时起，向有的“四
大书院”之说，即是“应天书院”（今河南商
丘睢阳区南湖畔）、“岳麓书院”（今湖南长
沙岳麓山）、“白鹿洞书院”（今江西九江庐
山）、“嵩阳书院”（今河南郑州登封嵩山）。

平湖立县较晚，宣德五年从海盐析
出，但文教兴盛，人才辈出，在嘉兴府七邑
中科教最盛，教育最为发展。明末清初乍
浦名士李天植曾言：“当湖自宣德分邑以
来，鹉水东汇，龙峰远映，于是人文杰出，
甲于诸邑。”康熙年间平湖知县朱维熊也
感叹道：“湖邑大海回环，生其地者多钟九
峰三泖之秀，以故名臣辈出，科名盛甲七

邑。”地灵人杰，“科名之盛甲于一郡”，足可
快慰，而倘从深层次探究，当是本土的众多
世家大族乃至布衣贫民普遍尊师重教，捐
资兴学，前赴后继，从而促进了地方教育、
家族教育的发展，使地域人文蔚起，人才辈
出，许多家族也纷纷成为文献之家、文化之
族。那时单就书院而言，就有当湖书院、观
海书院、芦川书院、新溪书院、介庵书院、崇
文书院、天心书院、靖献书院、尔安书院、柏
林书院等，蔚然可观。虽然，嘉兴最早的书
院是南宋时期成立于府城的宣公书院。随
着元明清三代文教上的相继发展，明代嘉
兴全府有书院15所，平湖占4所，为七邑之
最。清代全府共有书院25所，平湖占9所，
仍为七邑之最。而陆正所创设的靖献书
院，正是嘉兴最早的书院之一，且因其地处
滨海，一番悉心传授，终使“斥卤之地成为
教化之乡”。

陆正（1261—1323），字行正，原名唐
辅，别号率斋居士。唐朝宰相兼文学家、
政论家陆贽后裔。在署名为“元湖州路儒
学教授华亭王昭大”所撰的《靖献先生碑》
一文中，对陆正的形象与举止有几句精彩
的描述——

先生丰颔长耳，笃行寡言，读书一览
不再读，终身不忘。闲居下帘，静坐恒至
暮不起，盛暑重衣或行赤日中，未尝汗
流。旁通律吕象数之学。

可见陆正除了性情上的笃行寡言，还

天赋异禀，博闻强识，触类旁通。元取代
宋后，孤傲的他便与家族中的一位族父

“自以家世宋臣，更名而隐”，“当是时，先
生年尚少，人称隐儒”。具体的隐居之地
是在广陈。元至元间（1264—1294），当局
者“寤寐求贤以辅化理，遣信臣行天下罗
访”，翰林集贤直学士、侍御史程钜夫便来
广陈亲访求见，但被陆正以身疾谢绝。未
几，不甘心的程钜夫“复与刘处士同征”，
陆正“俱不就”。一身绝学却又决然不仕，
陆正所热衷的到底是什么呢？一是潜心
于程朱理学，格物致知，二是亲设私塾于
陈山，以“仁义礼乐”、“慎独”、“存心”为
本，学规严正，重于身教。而在这过程中，
北宋的著名学者、教育家胡翼之显然对他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翼之（993—1059）
即胡瑷，江苏泰州人，世居陕西定堡，人称

“安定先生”。胡瑷终生从事教育，对教育
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致天下之治者在
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
者在学校。”据《宋史·胡瑷传》记载：“瑷教
人有法，科条纤悉（细）具备，以身先之。
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之礼。”而由
王昭大所撰写的《靖献先生碑》就有类似
记述——

尤以慎独、存心为要，学者敬事如严
父焉。先生外庄内和，能以德化人，凡及
门学徒与家之子弟僮仆，见人皆恭默下
视，人望而知为陆先生家出也。

其门下生徒多时达上千人。诲人不
倦，终是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据明天
启《平湖县志》记载，“元末名士会稽杨维
桢（在诗、文、画、书、戏曲等均有建树，为
元代诗坛领袖，因号铁崖，其诗被称为“铁
崖体”）、宣城贡师泰（历任翰林侍制、国子
司业、监察御史、吏部侍郎，迁兵部侍郎。
授两浙都转盐运使，历户部尚书，转漕闽
海，召为秘书郎。后入翰林为应奉，预修
《后妃功臣列传》。《元史》本传说他“以文
学知名，而优于政事”）、钱塘陈彦博（善
书，其小楷书法墨迹《跋燕肃春山图卷》收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辈多客于其家”。

讲学之余，陆正也勤于著述，有《正学
编》20卷、《乐律考》、《七经补注》及《克己
杂言》等。

据明天启《平湖县志》载，陆正卒于泰
定间，年六十三。其卒后，门人私谥为靖
献（后来学者便尊称其为“靖献先生”），并
改义塾为靖献书院，还颜其堂曰“师正”，
设像致敬。陆正去世后归葬于广陈，墓址
在广陈镇西北。对陆正的一生形状，尤其
是他在朝代更迭时保全名节，更在教化一
方上力追孔孟，使王昭大既满腹感慨，又
心悦诚服，于是他在《靖献先生碑》的最后
感怀道——

平章敛泽，乃发先生。遭时革运，栖
老藏名。其名则藏，其道孔明。箕颖之
节，洙泗之经。一丘掩魄，千祀垂声。

陆陇其像 在陆陇其诞辰390周年之际，《陆陇其全集》近日已由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2020年12月30日，《陆陇其全集》首发式在市图书馆举行

留存于县志的当湖书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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