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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学派”？答案众说纷纭。《辞海》云：“一门
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现代
汉语词典》说：“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
形成的派别。”学术界见仁见智，然公认的是：一个
学派的形成，定是有有影响力的学术成就；而一个
学派的存在，定是影响深远。

黄岩就有一个学派，也是台州历史上唯一被
文献称作学派的，便是南湖学派。

杜氏兄弟开先河

在明清之际，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
创作了一部思想史《宋元学案》。书中全面详细地
记述了当时的学派源流，介绍了各派的学说思想
并略加论断。其中对“南湖学案”，是这样介绍的：

“南湖杜氏兄弟（杜烨、杜知仁）之在沧州，亦
其良也。再传而有立斋（杜范），为嘉定以后宰辅之
最，声望几侔于涑水（司马光）矣，其学传之车氏
（车若水）。是时天台学者皆袭筼窗（陈耆卿）、荆溪
（吴子良）之文统，车氏能正之。”

南湖学派的创始人，是南宋时期黄岩城北翠
屏山下杜家村的“杜氏兄弟”杜烨和杜知仁。

杜烨，字良仲，号南湖，南宋嘉定元年（1208）
进士，官终东阳县主簿，著有《南湖先生文集》七
卷。《历代避讳字汇典》记：“避清圣祖康熙帝玄烨
之讳，改杜烨为杜煜。”因此，杜烨又作杜煜。

杜知仁是杜烨的弟弟，字仁仲，号方山。他少
有俊才，为举子文，操笔即惊人；刻意于诗，不奇不
已。所撰诗文十五卷，于《礼》《易》《诗》，多所论述，
遗憾没有成书就去世了。

杜烨和杜知仁兄弟二人是黄岩首中进士杜垂
象的后裔，他们一开始学于石墪。

石墪是章安（今属椒江）人，字子重，号克斋，
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中进士。他在泉州同安任
县丞时，朱熹授同安主簿。两人在同一个地方为官
而结识。后来，两人多次互赠诗文。石墪病故后，朱
熹为其作墓志铭。可见两人颇有情谊。

石墪将杜烨和杜知仁兄弟二人介绍给朱熹，
于是他们成为了朱熹的高足。据传，南宋淳熙元年
（1174），朱熹官为礼部宣教郎，奉旨主管台州崇道
观时，受黄岩县令孙叔豹之邀，到黄岩学宫给学子
讲学。就在这个时候，杜烨和杜知仁礼请朱熹到翠
屏山讲学，台州各地学子慕名而来，开一代学风，
使黄岩文风蔚起，科举登榜者激增。

此后，讲学之风也日盛，书院不断兴起。宋代
时期，台州见于史志的书院有14所，黄岩就占了5
所。最早的樊川书院，便是朱熹和杜烨、杜知仁兄
弟讲学之所，后人祀之并建书院。

杜烨和杜知仁师事朱熹十多年，深得其传，再
传弟子也众多，从宋元到明清，逐渐形成了一个学
派。因杜烨人称南湖先生，而得名南湖学派。

这是朱子学在浙江传承的唯一学派，在台州
南部传承了近八百年。每个朝代都有著名人物和
代表著作，在浙江产生了重要影响。

薪火相传火焰高

杜烨、杜知仁之后，南湖学派开始有序传承，
弟子绵延不绝。宋元时期有杜范、邱渐、车若水、戴
良齐、方仪、盛象翁、吴澄等人，传到明清，又有文
史大家陶宗仪、诗人谢铎、哲学家黄绾、经史学家王
棻及弟子王彦威、王舟瑶、喻长霖等人，数不胜数。

“吾台在昔，号称名区，赵宋以还，尤崇儒学。
两杜众车与闻正学，南湖学派至成，已而益昌。”清
末黄岩学者、南湖学派的传人王舟瑶在《默庵集》
里所言，一语道破了南湖学派的形成。

杜范是南湖学派众多传人中官职最高的，也
是黄岩历史上官位最高的，官至右丞相。

杜范出生于南宋淳熙九年（1182），字成之，
号立斋。他也是杜家村杜氏后裔，是杜烨和杜知

仁的从孙。他跟随两位叔祖父学习，自小深受理学
的影响。

杜烨和杜范从辈分上来说是爷孙，还有师生
之名，两人却在南宋嘉定元年（1208）同科中进士，
成为一段佳话。

杜范一生忠君爱民，素有贤名，乃一代贤相，
理宗皇帝赐他谥号“清献”，世称清献公。相传杜范
出生时，原本浑浊的黄岩母亲河永宁江突然澄清了
三天，“江水清，出圣人”，人们把永宁江称作澄江。

车若水也是南湖学派传人中值得一提的人
物。他字清臣，号玉峰，黄岩讴韶人，他的曾祖父车
瑾就是“南湖同调”。

车若水少时师从永嘉学派的临海人陈耆卿学
古文。南宋端平二年（1235），杜范任监察御史归
家，车若水听杜范所论，悔前所学，从永嘉学派转
到理学。《宋元学案》中描述的“车氏能正之”，说的
就是此事。

从南宋到元明清，南湖学派历经了多个朝代，
在黄岩一直薪火相传。到了清朝晚期，黄岩有一个
叫王棻的人，他博学通经，崇尚宋明理学，赞颂民
族气节，以“左交许郑右程朱，要使滨海变邹鲁”作
为教育宗旨，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王彦威、王舟瑶、
喻长霖等人，皆为南湖学派传人。

其中喻长霖是众人中科举功名最高的，也是
黄岩历史上科举功名最高的，为三鼎甲第二名，即
榜眼。

喻长霖，字志韶，黄岩仙浦喻人，是王棻的外
甥。他少时师从王棻学习，夜读经史，日习小楷。清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国史
馆协修，武英殿和功臣馆纂修。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多次请他出任要职，他谢
绝归故里。1914年，喻长霖受聘任浙江通志局提
调，参与通志编修。孙传芳盘踞浙江时，三次到吴
山请他出仕，他以终身不事二君辞谢。

学术精神一脉承

南湖学派推崇朱熹之学，谓“道在是也，穷理
求仁，吾知所止”。以“讲明道学”为主，尤重《六经》

《论语》《孟子》和《四书集注》，精心考论理学意旨，
多有所得。朱熹曾说他们“论敬字工夫甚善，论气
禀有偏，而理之统体未尝有异”。

“穷理求仁，曰道在是。学成不用，以授诸孙。
岿然清献，德业愈尊。猗昔河洛，启唐相业。”杜烨、
杜知仁将“穷理求仁”的学术精神传给杜范，“穷理
求仁”的学术精神就这样代代相传，其实质就是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理学精神。
南湖学派也认为“格物是穷理，不可易也”，但

不同意“以格为至”，谓“格于上下，可以训至，格物
难以训至”。如果说“致知在至物”，就说不通。所以
他们认为“格且比方思量之谓”。

车若水说：杜公“事紫阳文公（朱熹）十有余
年，前后授受大节，则最初之反躬力索，卒之以去
冗长归专一，乃以起见生疑为病。盖反躬以力索，
力索而又反其躬，循环无端，表里精切，则豁然贯
通，受用逢源。”因此，“反躬力索”的治学精神就成
为南湖学派的治学传统。

南湖学派传人诸多，著作也很多，主要有杜烨
《南湖先生文集》，杜范《清献集》《经筵讲义》，邱渐
《四书衍义》，车若水《玉峰脚气集》，方仪《懋翁玩
易》，等等。

南湖学派的传承，历经了近八百年。虽然初创
时声望不大，但后来兴盛一时，对黄岩的文脉传
承，意义深远。我们回顾历史，回望南湖学派，讲述
着这一代代人的传承故事，不得不感慨其间不易，
引以为豪。

（参考文献：《宋元学案》/黄宗羲、《何以称“学
派”》/严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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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慧 /文
前不久，笔者的微信好友温州乐清市芙蓉镇林向

华老师发来消息，称南宋甲辰（1244）榜进士林易公圹
志被发现，题为《有宋告院林公之墓》，他从其中一句

“娶宝章待制陈公坚之女，赠孺人”考证，此陈坚即温
岭泽国前陈人陈坚。

林易墓在芙蓉镇本觉寺边上，据林向华介绍，去
年本觉寺开山辟地，这座墓遭挖，几个月前，林氏族人
到寺里看到墓碑，才知祖墓被破坏，于是在进行抢救
性保护时发现了圹志。圹志上的记载与宗谱、《温州府
志》记载基本相符。

撰写圹志的林 (1197—1268)是林易的同胞兄
弟，温州永嘉人。其上世为避五代乱，由闽迁居玉环，
父季仁公迁居永嘉（今温州市区）。林 ，《温州府志》
作林祫，旧谱或作林袷，2004年 5月 2日出土墓志为
林 。林 与林易同登淳祐第。

林易圹志中提到的其岳父陈坚，在《嘉靖太平县
志》中有记载：“陈坚，字与权，问道之族，绍熙四年上
舍释褐，仕宝章阁待制。”而陈问道，县志上记载为：

“陈问道，字图南，前陈人。中淳熙二年特科，授闽县
丞，徙缙云丞，致仕。所著有《通鉴谱》。”可知陈坚为前
陈人。

如今，温岭横峰街道也有一个前陈村，此地是否
与陈坚有关联呢？近期笔者特意前去求证，发现并无

关联。随后查阅《温岭市地名志》发现，泽国前陈现为
小前陈居，是由原前陈村（曾称前陈大队、小前陈大
队、小前陈村等）于1998年3月改称而来。

圹志称林易为陈坚女婿，那么，在《泽国陈氏宗
谱》中有相关记载吗？笔者为此专程去温岭图书馆地
方文献室查阅了《泽国陈氏宗谱》，该馆藏有民国癸亥
年（1923）版的复印件和 2001年版两套宗谱。查阅后
发现，陈坚在宗谱中被列为四世，简介称：“宋绍熙四
年（1193）癸丑进士，擢宝章阁待制，监察御史，卒谥

‘文节’，创造‘一门五进士’。”“一门五进士”指的是陈
坚本人和两子两婿都是进士。谱上还记载，陈坚“子
二：淳伯，进士；宗，进士。女二，长适同里进士郑子仙，
次适南塘进士戴”。另有地方写明南塘进士戴为戴逸
卿，谱上收有戴作谱序一篇。

《泽国陈氏宗谱》中为何没有记载林易为陈坚女
婿呢？一般来说，墓志铭（圹志）是当时人撰写的，更可
信一些。若要考证清楚，还须与陈坚后裔联系，作进一
步探讨。

乐清芙蓉发现南宋进士林易圹志

春凳，现在的年轻人或许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在
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春凳名声非常响亮，屡屡被提
及，如《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欢喜冤家》中好多
场景描写和故事情节中都提及春凳。不过它在现代的古
代家具专业书籍中很少出现，即使出现也往往被称作“二
人凳”，如古斯塔夫·艾克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王世襄
老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陈乃明的《江南明式家具过眼
录》，“二人凳”算是春凳的学名吧。在台州民间，叫“春凳”
的也很少，往往叫做“床前凳”“懒凳”“橱前凳”。

据有关资料显示，关于春凳的名称来源有三种讲法。
第一种说法与制作春凳的物料有关：传明代以前制作春
凳的木料主要为春椿树，因“春”之谐音，加上“春”字寓意
美好，表示生机勃勃之意，故人们便将这种凳子称为“春
凳”。日子一久，这一叫法渐渐传开，并广泛被人们接纳。
另一种说法与春凳的用途有关：民间不少人认为春凳与
男女之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除了坐、卧两个基本用途，
明清两代艳情小说及春宫图画中也有将春凳描述为男女
鱼水之欢的场所。民间也有一些说法指出，在宋代女子出
嫁时春凳会被视作为陪嫁之物，将被褥放在春凳上，再贴
上红纸剪出来的喜字，在洞房花烛夜摆放在房中。第三种
说法则与春天时节有关：由于春季之后便是盛夏，天气闷
热，古人没有乘凉工具，只得搬着凳子到自家院落坐着或
卧着乘凉，并观赏满园花草以打发时间。因为乘凉是从春
末开始，故古人便直接称其为“春凳”。

台州现有的明清时期春凳实物遗存，由于地域和年
代不同而各不相同，其中品质较好的是产自三门、仙居的
春凳。三门春凳是典型的清代中期家具形制，内翻马蹄
脚、桥梁档、卡子花、半圆线、四面挂檐，表面往往施以大
漆或者朱红漆。仙居春凳则是典型的明式家具样式。

春凳相对其他坐具来说结构比较简单，同一地方、同
一年代的春凳形制基本相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腿足
的不同。笔者收藏几十年，所见仙居春凳主要有“圆腿”和

“方腿中间起两炷香阳线”两种，两者的区别就是圆腿和
方腿的不同，其他部位几乎相同，都是冰盘线、直牙、雕草
龙刀牙，夹头榫结构，直腿缩进，双腿侧面双直撑——这
些都是典型的明代苏式家具形制。从实物遗存来看，仙居
明清时期的春凳制作时是有漆水的，大多是蜜色大漆，但
由于时间久远漆水很多已经自然剥落，特别是坐案面几
乎完全清水。

浙江传世明清家具原产地中，仙居县是一个非常特
殊的地方。明清时期的仙居家具特别是坐具，几乎都有非
常正统的明式家具的形制，如灯笼挂椅、南官帽椅、半圆
桌、酒桌、长条案、春凳、方凳等，其形制都属于明代以来
流行于江苏、安徽等省，以及杭嘉湖地区的苏式家具。从
明代到清代以后这些家具一直在继续使用、制作。

仙居县地处浙江东南、台州西部，东连临海、黄岩，南
接永嘉，西邻缙云，北与磐安、天台分界，是古代婺州、处
州通往台州的交通要道，也是明清时期浙盐进赣的重要
通道，这个地方“八山一水一分田”，文风鼎盛、商埠众多。
自唐至清，出过245位进士，影响较大的有首位进士唐代
著名诗人项斯，南宋名臣吴芾、左丞相吴坚，明代太子少
师王一宁、刑部尚书应大猷、左都御史李一翰、右都御史
吴时来、两淮巡盐史应朝卿、疏浚大运河的济宁同知潘叔
正等，其中大部分出现在明代。随着这些官员的外出上任
为官和致仕还乡，以及众多商埠的集聚和流通，明代的仙
居俨然是一个官宦集聚、商贾云集之地，这也是仙居广泛
分布有明式家具遗存，并成为浙江重要的明式家具遗存
集聚地的主要原因吧。

中国存世古代家具一般是按材质进行分类，主要分
为两大类：硬木家具和软木家具，硬木家具主要是指由紫
檀、黄花梨、红木、鸡翅木等质地较硬的木材制作的家具，
这些木材大都来自海南和东南亚一些地方，大部分是明
代及以后出现的，明代以前几乎没有所谓的硬木家具。软
木家具是相对于檀、黄花梨、红木之类质地较硬的家具而
言的一种称呼，是指用榉木、柏木、楠木、榆木等中国常见
树种制作的家具。由于一度不被重视，被一些唯材质论的
藏家称为“柴木”家具。家具的好坏材质固然重要，但起决
定性因素的还是家具的形制、工艺和神韵。

仙居古代家具由于地域限制，本地家具大都采用当
地所产的楠木、柏木、榉木、榔榆等树种，几乎没有硬木。
笔者所见的春凳遗存大都用上好柏木制成，零星也有用
楠木、榉木、榔榆等木材制成的，但无一例外这些家具选
材都非常讲究。就拿柏木来说，首先必须是柏木中的“粉
柏”，也就是颜色白净、树浆油脂较少的柏木树种。其次是
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柏木中下段部位，这部位的木
材几乎没有树节，而且密度高、韧性足。制作之前，木材还
需经过一系列的处理过程，称作“沉河”的工艺，即在打制
家具前把砍伐下来的木材整根沉入河底，浸泡数年至数
十年之久，使木料自然脱去油脂，然后再自然阴干数年。
经过这样处理，木材在缺氧和一定的水压下发生了变化，
木材中的水分被挤出，质地愈加紧密。家具做好后，还要
再经过一年酷暑寒冬的洗礼，再开始上漆。这样制作出来
的家具在今后的使用过程中就不会变形、开裂。

仙居春凳，极具明式家具的简约、清秀、挺拔之风，是
江南明式家具的传神之作，现逐渐消失在漫长岁月里。

仙居春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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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栋 文/摄

●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春凳名声非常响亮，好
多场景描写和故事情节中都提及春凳。●

有宋告院林公之墓圹志原石 林向华提供

叶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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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杜烨和杜知仁礼请朱熹到翠屏山讲学处遗址

◀樊川书院残留的墙基 黄佳妤 摄

▲大型原创话剧《南宋第一贤相》今年5月30日晚在黄岩文体中心演出。该剧讲述了南宋丞相杜范一腔忠贞保社稷、一生劳累忧黎元、
一展抱负整朝纲、一身清苦味自甘的传奇人生。杜范是南湖学派众多传人中官职最高的，官至右丞相。 王敏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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