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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书院诗词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情怀

邱摇 凌,谢树清淤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摇 要] 摇 石鼓书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对石鼓书院诗词的研究是石鼓书院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诗词

不仅反映石鼓书院独特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而且围绕实现国家统一,维护巩固领土完整这一爱国精神实质全方位、多角度

的展开,呈现出其鲜明特点,这些诗词从文化内涵上反映出石鼓文化与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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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北的石鼓山上,蒸
水环其左,湘水挹其右,耒水横其前。 三水汇合,临
江负险,山明水秀。 石鼓书院是我国最古老、最著名

的学院之一。 始建于唐元和初(806 - 810),历唐宋

元明清各代,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延续了近

1100 年。 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为其重建撰写了

《石鼓书院记》。 同时,朱熹还与著名学者张栻讲学

石鼓,四方学者接踵而至,盛况空前。 石鼓书院成为

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石鼓书院诗词选》
是石鼓文化研究中的扛鼎之作,该书按照因人存诗

或因事存诗的原则,从上千首有关诗词中精选 135
家 189 首作品,循着历次诗词作者思想轨迹,我们深

切地感悟到诗词所反映出的爱国主义情怀与湖湘文

化中爱国主义的价值定位在很大程度上不谋而合,
体现了两种文化在渊源上的一脉相承。

爱国主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内涵和特点。 先

秦至汉唐是中国由诸侯分裂割据走向中央集权统一

的时期,也是中国各个地区的不同民族逐渐形成统

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时期。 因此,如何实现国家

统一及如何维护和巩固统一,使国家走向富强,则成

为这一时期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 隋唐以后,历史

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中原大地,一个统一的多民

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已经基本形成,但当时全

国虽已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而分裂

的危险依然存在,唐代藩镇割据严重时常常使中央

政权受到威胁,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时时侵扰兵力孱

弱的边疆地区。 这些都对统一的中央政府构成了极

大的威胁。 因此,对内反对分裂割据,维护国家统一

和社会安定,促使国家安定团结、繁荣富强,对外反

对外国侵略,维护、巩固国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
则成为这个时期爱国主义的全部内容。

在湖湘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石鼓书院诗词文

化中爱国主义则围绕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如何维护

巩固领土完整、国家统一这一中心内容全方位、多角

度的展开,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诗词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对外反对外族侵

略,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统一和

边疆地区稳定团结。
书院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石鼓

书院中的诗词文化是湖湘文化在湘南地区传播与发

展的重要体现与反映。 湖湘文化形成时期是在宋

朝,而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一个外忧内患十分严重

的历史阶段,宋朝从建立政权开始就受到北方西夏、
辽、金等少数民族的侵扰和威胁,历代统治者在反抗

入侵的态度上一味地隐忍退让,以至于到了南宋时

期积重难返,南宋政权一度陷落,偏安一隅。 国家时

刻面临着被灭亡的威胁。 在这一时期,民族矛盾急

剧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所以抵抗外族侵略,保卫国

家领土完整则成为当时爱国主义最集中的表现。 在

石鼓书院的诗词中,对比不同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

诗篇,其中宋朝郑思肖的《咏制置李公芾》一首真可

谓是一首令人感泣、给人力量的正气歌。 诗中“举
家自杀尽忠臣,仰面青天哭断云冶 [1]33的主人公正是

南宋衡阳爱国志士李公芾,即李芾,元兵南下时临危



受命,立誓“以家许国冶。 公元 1275 年七月,抵达潭

州迎敌,当元兵已至城下。 芾与军民拼死抵抗,艰苦

支撑达三个多月,至除夕,元兵登城,芾乃命部将沈

忠杀其眷属,然后自刎,沈忠亦纵身自焚。 李芾举家

殉国后,朝廷赐以端明殿大学士,谥忠节。 故乡人民

为了纪念他,在其故宅旁兴建“李忠节公祠冶,后移

祠于石鼓书院,与武侯祠并列。 而这首诗的作者郑

思肖同样也是一位爱国的文人志士,元兵南下,曾献

抗敌之计,未被采纳。 宋亡后,隐居苏州,改名思肖,
即思赵,寓意不忘宋室。 平时坐卧必南向。 最擅长

画墨兰,但入元后所作皆不画土根,以示故土被夺。
全诗采用白描手法,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热烈

地讴歌了李芾与潭州军民誓与元兵血战到底、最终

以身殉国的悲壮事迹,也抒发了诗人爱国的拳拳之

心。 一片慷慨壮烈之气,溢于言表。 李芾感天动地

的爱国事迹不仅为当世之人所流传,也必将激励一

代又一代的贤人志士投身到保家卫国的行列中来。
明代与高启、张羽、徐贲并称为“吴中四杰冶的杨基

奉命使湖广,来到衡阳,诗人拜祭了李忠节公祠后,
悲痛之情不能自已,挥笔写下了这首 《哭李太守

芾》,“丁卯科中第一人,誓将孤壁障妖尘。 百年事

业归儒者,万里江山泣老臣,肝胆当时肇余阙,英灵

此日配张巡……。冶 [1]46诗人塑造的不仅仅是李芾这

一个英雄形象,而是塑造了包括余阙(元代)和张巡

(唐代)在内的为了捍卫国家统一、以身报国的一个

英雄群体的形象。
其次,诗词文化中的爱国主义表现为对内反对

卑躬屈膝、出卖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封建统治阶级。
石鼓文化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湖湘文化形成

于宋朝,面对宋金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爱国主义湖

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坚决主张抗金、收复失地。
面对金国入侵,朝廷不积极备战而是步步退让,胡安

国的儿子胡宏在上高宗书中对此表现出极度的愤

慨,他甚至痛斥最高统治者“顾虑畏惧冶,朝臣一味

偷安江左,贪图荣宠。 胡安国的弟子吴猎则直斥统

治者以偷安为和平,以不事事为安静。 天经地义,陷
弱而不知,竭州县之力,以养不耕不战之军。 这些言

论代表了湖湘文化精神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爱国主义。 石鼓文化继承了湖湘文化中这一极为重

要之精髓,并以诗词形式加以诠释。
宋朝著名诗人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为“南

宋四大家冶的范成大,于公元 1170 年奉命以资政殿

大学士官衔出使金国,辞气慷慨,几被杀,终不辱使

命,全节而归。 他于乾道九年二月前往桂林任职时

路过湖南,游览南岳衡山后,十二日登石鼓山,谒石

鼓书院,写下了《合江亭》一诗,在诗中作者巧将石

鼓山拟作春秋霸主,蒸湘合一喻诸侯相会,期盼有

“诸侯冶能够勤王,铲除金人之乱,一统江山。 诗中

“敢不承载书,戮力朝宗周冶“安知千载后,但泣新亭

囚。冶 [1]26其中“新亭冶为用典,东晋时,南渡诸士,常
游于此。 有一次,丞相王导与宾客宴新亭,周顗中坐

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冶众皆相视流

涕,唯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
何至作楚囚对泣邪!冶 [1]24作者借“但泣新亭囚冶来喻

自己忧国忧时的悲愤心情,同时也讥讽了南宋只想

着偏安一隅的朝廷诸臣面对外族入侵为求苟安而一

味退缩的卖国求存的本质。
第三,诗词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也表现在诗人们

敢于针砭时弊、改革弊政,力图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

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远大理想。
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国家统一,除了必

须对外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对内反对分裂割据势力

外,就是要重视修明政治、改革弊政,锐意改革,通过

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实现民族复兴。
据统计,仅元代之前的 19 首诗作中,其作者 16

人中就有 13 人是地方官员,因而关心时政、针砭时

弊自然就成为居庙堂贤者之心声。 在这些诗作者

中,历任衡阳地方官员的有吕温、刘挚、陈凤梧、王京

等人,他们不仅在重建修复石鼓书院方面不遗余力,
而且在为政期间关心民生疾苦,革除弊制,积极参与

改革弊政的政治活动。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唐代吕

温。 《衡州府志》记载元和五年(810 年)“吕温谪刺

衡州,以文学饰吏治,游宴觞咏,风雅称盛冶 [1]11。 石

鼓书院开始出名。 吕温与刘禹锡、柳宗元志同道合,
相交甚笃,和他们一起积极参加了王叔文政治革新

集团。 在石鼓书院诗词中吕温的诗句“常言契君

操,今乃妨众目。 自古病当门,谁言出幽独。冶 [1]14表

现出作者有着竹一样的节操,但却无人能给以自己

改革弊政、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
唐贞元初(785 - 792)刺史齐映在石鼓山东麓

修建了著名的合江亭。 永贞元年(805 年),韩愈自

阳山徙江陵,与刺史邹君会于合江亭上,留题古诗二

十韵。 自此,以合江亭为中心的石鼓名胜更因韩愈

的留题而名扬天下,蜚声海内外。 在文学创作上,韩
愈与柳宗元共同倡导了中唐古文运动,并称 “韩

柳冶。 在诗歌语言上主张“务去陈言冶、“辞必己出冶,
在诗歌史开创了在李白、杜甫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流

派。 在政治上虽然没有像刘禹锡、柳宗元为了改变

当时唐王朝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黑暗政局,积极参

与王叔文发动的“永贞革新冶运动,但在革除弊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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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鲜明的态度,上任两年后,他因上表谏迎佛骨

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

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 在

韩愈《合江亭》一诗中“中丞黜凶邪,天子悯穷饿冶
“萧条绵岁时,契阔继庸懦。 胜事谁复论,丑声日已

播冶 [1]6,深入批判了以元澄为代表的庸懦给百姓带

来的深重灾难,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为政者要契阔、清
廉、勤政爱民的劝警和期望。 他的这种关心民生疾

苦、勤政爱民、提倡务实的精神随着《合江亭》的千

古传诵对日后石鼓书院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

影响。
第四,诗词文化中的爱国主义还表现在诗人们

心忧天下、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参政意识。
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是湖湘文化的

价值定位,这一价值核心在湖湘文化的起源、形成与

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贯穿始终。 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

安国著《春秋传》,体现了“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

的,志于康济时艰冶的学术风格,湖湘学派的另一个

创始人胡安国的儿子胡宏不仅研究总结了中华民族

几千年来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表达出对当时

国家外忧内患深重,百姓处在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

困境中极其担忧的悲愤之情。 他在上高宗书中提出

“治道以恤民为本冶的主张,其为国分忧,为民求治

的经世爱国精神十分鲜明。 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

栻,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冶。 张拭以

岳麓书院为主要教育基地,提出学校要为社会培养

经国济世的人才。 他在《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学校

的办学方针应该是“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

民也冶。 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弟子把重视“经济之

学冶作为“践履冶的重要标准。 他在岳麓书院培养了

一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 在政治上

他“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冶,上书反对言和,
主张收复大好河山。 张栻曾经跟随身为抗金名将的

父亲张浚进行过北伐,虽然失败,但他重“行冶的作

风深深地影响着其弟子们。 他的弟子吴猎、赵方被

世人称为“以儒臣亲临战场而屡得战功的典型冶。
与湖湘文化精神一脉相承的石鼓文化在诗词创

作中不仅依旧保持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也呈现

出经世致用的朴实学风。 张栻为重建纪念诸葛亮的

武侯祠作记时写下了《忠武候画像赞》。 诗中“仗义

履正,卓然不舍冶、“我奉天讨,不震不竦[1]25冶等句不

仅是对蜀汉丞相诸葛亮光辉一生的写照,也正是表

达了作者希望自己也能像诸葛亮一样为了国家的安

危“卓然不舍冶“维其一心,而已时动冶,为国为民“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冶。 而同时诗句末尾“噫侯此心,
万世不泯冶也表达了作者对此类人才的期盼,对复

兴朝廷、振兴国家的美好愿望。 伤今时必思古贤,清
代旷敏本作《步韩昌黎合江亭韵》一诗,诗中“迥哉

鲁中叟,救世洪仁播。 不疗一身饥,但轸苍生饿。 民

生生在勤,痼疾莫如惰冶 [1]162,表达了作者关心民生

疾苦,愿以圣贤孔子为榜样,即使自己身处困境,仍
不忘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苍生百姓的坚定决心。

综上所述,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的

石鼓书院,自唐李宽结庐读书到朱熹作记,张栻讲

学,石鼓书院文化尤其是诗词文化中所表现出的爱

国主义情怀,对于学生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有着重

大作用,这使得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得以形成,
并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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