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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涌大江流——历史深处的江右士》

内容概要

江西是一方具有独特文化性格的地域。本书以江西古代和近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主题，将不同年代出
现的不同人物串连起来予以解读和叙述，以扫描江西的文化命运和文化性格；同时借助这些古代江西
士人的坎坷经历，包括他们留在江西大地上的足迹和遗存，讲述了这一群体的生命历程、文化情怀、
聚散盛衰；复活了江西籍历史名人在患难时世中的友情、孤危中的道义以及纯净的儒家伦理感情；将
已经遗落在忘乡里的中国展示给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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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东黎 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出版长篇小说《黄花落黄花开》，历史散文随笔《北京的红尘旧
梦》《生若幽兰》《印象玫瑰》《现代人类的古往之梦》《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幽思与遥望：乡
土世界里的婺源》《负尽狂名的末世王孙》《章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雨天里，那些沉郁的琐屑
》《张恨水：我与北京的啼笑因缘》等多部作品，并与人合作编著《人与自然》《文明的中介》等学
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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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关情 016
仿佛是一番梦中场景、一幅动人的画卷；我们从一卷泼墨山水的落款走向题头。幽谷、飞瀑、明月和
松林，映衬着江西山水的宏阔和土地的壮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们从自然山水或婉转低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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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
现世的隐逸，和来生的福田 027
隐逸是一种大境界、大智慧，是历尽劫波后的从容，是阅尽人世后的宁静，是迷途知返、顺应天命、
超逸凡尘。隐者们从此拥有了一种冲淡脱俗的风度，超越了对生命的重视和人生的爱惜，这是彻悟了
人的本质后所产生的达观襟怀。从仕途到田园，再从田园到桃源，他们冲出仕途的牢笼走向归隐；梦
一样的浮生，谜一般的世事，在隐者的翩翩长衫飘逝之处，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白鹿洞里的烟霞 037
从孔子开私学之风，其弟子澹台灭明游学南昌，结草为堂，授徒讲学，到唐开元盛世，江西出现中国
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桂岩书院，江右大地弦乐四起、文风蔚然。书院维系着千年传承的古老智
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牢不可破的精神根脉。是哪一种神秘的力量，让文化能够历久弥新地传承下来
？在历史的经纬里，到底交织着怎样的神秘情怀？
古村读书声 046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此一朝暮，实为先祖辛勤劳作，代代延续的百年光景。没有民间社会的耕
读门风，哪有三代承风的文化世家？生于社会下层的务农者后代在这里找寻“天梯”，志向高远的贫
寒书生开始躬耕苦读，晴耕雨阅、春耕冬读⋯⋯众多寒门细族如溪流一样积聚，最终汇合成江水一样
浩瀚的急流；众多国士栋梁，成长在这种耕读的秩序下，崛起于阡陌陇亩之中。
谁与高秋共寂廖 056
王安石用他的思想，在中国大地搅出了一派新局面。他想以急风骤雨般的流血行动来重铸一个王朝；
然而时运不济，结局悲凉。但是真正造福人类的事业，应该比生命更长久，它的辉煌不是毕露在创始
者的生前，而是隐藏在他的身后。王安石留下的叛逆个性及个性化的事业和思想，在千载之后，依然
砥砺社会，雕镂人心。
文章太守 072
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山壑林泉之美抚平了他心灵深处的痛苦，原始生态的自然山水升华了他
的人生境界，使他以一种更为高远旷达的眼光来审视生命。他勤于政事，使百姓“乐其岁物之丰成”
；公余之暇，他歌赋咏词，抒发情感，实践和推动着他领导的文学革命。在欧阳修的文章中，少有知
音难遇的苦闷怨气，也少有千秋岁月的家国悲情，只是在山水之间，花影之中，其乐陶陶，其醉悠悠
⋯⋯
前世的花香 082
黄庭坚一生在命运的旋涡中潦倒而坎坷。但与此同时，他的一生又充满着从容、端庄、静穆、清朗，
很少有撕心裂肺的内心纠缠和生死契阔的命运抉择，只有令一个时代生辉的诗文和奇伟的书法。这是
否可以归功于家乡风物的赐予？江西乡村特有的隽秀和静谧，无声地端正和安抚着一代代人躁动的心
魂，使他们有了一方精神的栖息之地。
国士无双 093
他用自己一生的时间，梦想着奔走着呼告着：北定中原，一雪国耻。在后人看来，他同时也像是一个
孤独的精神侠客。他将进退皆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推向了极致；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颗咬
不烂打不碎的铜蚕豆；那正是江西古代文化所具有的坚毅刚正、气节义烈的风范体现。
一生襟抱未尽开 107
一个人可以凭着他的文字流芳千古，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迷人的荣耀。杨万里的作品平易自然、构思
新巧；状物恣态，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他摆脱了当时脱离生活、摹拟古人，只在字句韵律上着
意锻造的风气，以一个人的努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诚斋体”⋯⋯朴实的风景在他心里变成感情的
雏形，和着记忆里童年故乡的鸟飞鱼跃一派生机，一行行渗进了他笔下的纸张。
云中的锦书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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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晏殊的境界，每一首词，仿佛都是注定的因缘。时光流转，绵延无尽，而人生不过是“譬如朝露
”，只是那无限中的一瞬。面对永恒的时光流逝，晏殊却总是“一曲新词酒一杯”，他总是如此平淡
，纵有伤感，也是蕴藏在里边的。了解晏殊的人，读过他的词后，总会问一个有趣的问题：晏公这样
一个秉性刚毅之人，为什么能够写出风流蕴藉、闲雅温婉的文字？
千江有水千江月 126
在江万里的人格精神里，总是不缺乏中国传统士人的道德情怀。他单纯、清高、执着，把品行、操守
、道德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在他的背后，始终有强大的传统文化道德支撑着，这种文化与道德的双
重支撑，使得家国败亡之后的他能以一介孤危之身，作出“宁以一死以立身”的选择。正是经由江万
里等人“古朴厚道、直爽刚正、贬斥势力、尊崇气节”的道德观念，代代相传，形成风尚，在江西大
地回荡不息，建构了赣文化价值和情感道德核心，这也是历史回报江西大地最壮丽的风景。
铜雀荒凉对暮云 131
“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在谢枋得内心深处，其
实并没有这种闲适出尘之想。动乱的亡国背景与他身历的凄惨人生，在他的思想里已然刻下了尖锐的
烙印；他不太能够接受自己的苟且。遥想故国山河，回首家国身世、几十年风雨都扑向诗人的胸怀。
再遥想昔日帝京盛景，岂是一份愁情了得。暮色正在四合，倦鸟的翅膀也黯淡在巢里，在他的想象中
，远处有刀劈斧斩的声响，裂帛般一阵阵划过大地山河。
无处安放的雪夜 136
天子重臣、《永乐大典》总纂修解缙，在一个寒冷的雪夜里永远地噤声了。“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
饶”，成了千古文人从政的一个可怕谶语；也让我们一窥专制统治者与思想智识者之间深深的隔膜。
它似乎是在昭示天下读书人这样的一个道理：坦荡正直和锋芒毕露，永远是仕途的大忌！从这个意义
上，解缙只凭着一腔正气和一团信念，与巨大的现实政治权力抗衡，令人敬佩。他显示了宋明理学的
生命温度，以及昔日江西人的坚韧、刚直、侠气和内心原则。
幸运的放逐 149
那也曾经是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时代。幼时先学诗文，再学经史子书，科考入仕、博得功名的
念头，已附在读书人的心灵深处，并一步一步主宰着他们的生活⋯⋯而宋应星掉头而去，面对生活给
他的另一种机遇，让他的视野更高远，胸襟更舒朗，让他从喧闹的京城走向山村水郭和寻常巷陌，从
逼仄的经史圈子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接纳了乡野的地气和民众的笑语，人生的境界都呈示出更大
的格局。
吾人如花绽放 155
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中为后世论者所推崇的造诣与动力，如果追溯其精神发微处，应该就在江西。他的
一生与江西有着无法割舍的诸多情结，包括在南昌不知去向的新婚之夜，主政赣南期间理学体系的建
立，以及在大余扑朔迷离的病逝。一破山中贼，二破心中贼，他由一名不起眼的青年书生，走进明代
理学的最高殿堂甚至创造了儒学史上的一座最令人景仰的高峰。
蓝色瞳孔里的南昌 164
已在广东建起传教据点的利玛窦，何以留居南昌？历史究竟赋予了怎样的力量，让利玛窦遭遇南昌，
并影响着之后近两百年的中国？现今的南昌，已再难找寻到任何与利玛窦相关的痕迹。但在耶稣会士
来华的历史历程中，利玛窦在南昌其间的行为，的确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而这一切的生发之处，正
是南昌正在萌芽的商品经济、文人社会以及多元思想并生的时代格局；是人文荟萃的遍地书院，渴求
新知的江西学子；也是古代江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
故园情梦 172
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杜丽娘那一缕至死不泯的情
丝，穿越古今，萦绕千年。她被埋没的青春，必须等待有情之人的召唤才能回来。而这个艺术世界的
创造者，又在盼望着什么样的人生和艺术机缘？又有着怎样复杂的人生际遇和精神世界？
兴亡的年代 182
易代之际的一代士人已风云涣散，往事湮没，但总是要有坚守的人。胸怀复国之心，却无复国之力，
逐客游子的心情，岂是一个愁字了得？想起那时的人和事真令人感慨，总有人在非常时局中以泪濡墨
，将山河板荡之际的那一段梦想传承下去。往事如梦如烟，曾经的杀戮与血污、卑劣和壮烈、遗民与
新贵、天命和华夷之辨，都会有尘埃落定的一天。
往事已然苍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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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爵滋是那个时代最清醒最先进最勇敢的知识分子之一，历史记下了他在那个时代的所思所想，所作
所为。那些深入明晰的思想，是新、旧文明碰撞的浪花，虽然他已无缘看到更大、更辽阔的世界，或
者预见新文明的模样；虽然他可能不会意识到，刚刚过去的那一场战争，其实是一个宏阔历史过程的
开端；然而他留下了自己在历史上抹不去的印痕；也无愧是那个时代的慧眼与良心。
江湖廖落尔安归 205
他是翰林院侍读学士、与南通张謇等人并称“四大公车”，深受光绪的器重。他是光绪宠妃珍妃的老
师，是一个恃才放任、疏狂激昂的文人，一个被慈禧恨之入骨的反骨命官，一个被多年追杀的朝廷钦
犯；还是一个曾经名动公卿、侠骨柔情的传奇人物⋯⋯他一生陷入了时代、政治与文化的激流漩涡而
无法自拔，外力如千钧重压，令他无以挺身，他的心灵在重重禁锢之中不堪重负。中年后的他，就像
是一片摇曳于政治寒风之中的秋叶，终于走向空寂的禅门。
崎岖世路宦游人 217
陈炽的一生，就有如一幅枯瘦的山水画。这幅画并未画完，他正当盛年，墨水却已枯涸，他的灵魂已
经无力投笔，只留下难言的满腔幽愤。他有着冠绝一时的才华，然而英年早逝，壮志未酬。报国之忧
与他的生命悲剧相互激荡，让画卷上的残山剩水，升腾起满纸云烟。
人在风雨晦暝中 228
所谓英雄大抵是痴人，这话颇耐人寻味。痴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在大局定数难知之时，在血
影刀光纵横之间，总会有倔强之人要迎头赶上，在乱世中逆流而行，作一番事业——这正是“时穷节
乃现”的表现，也是沧海横流真假男儿的鲜明分野。像李烈钧这样的革命死硬派，总有着满腔痴情，
有着一意孤行、毁誉由人的拗劲儿；究其本源，正在于平素由自我冶炼的义理，在在充塞于心。
留与人间作笑谈 242
成也愚忠败也愚忠的张勋，在中国历史上很有一些特别的味道。他的复辟，在历史长河中就像一个拙
劣的笑话。然而总胜过那些政治面目的善变者，哪怕他出身高贵，待人和善，且又才华出众，也不大
可能真正被人们从内心里尊敬与拥戴。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悲剧或喜剧都已走向沉寂；在中国近
现代史和宪政史上，张勋心甘情愿地化作了中国君主制度的最后一抹余晖。
义宁陈氏 253
从陈宝箴到陈三立再到陈寅恪，构成了义宁文化一道灿烂的风景。历史让陈宝箴留下了一代英名，也
让其后留下了一个三代承风、一门五杰的百年家庭，留下了让人们赞叹的学识、才智、德性、品行。
阴谋和血迹在时间的流逝中终究会淡去，被时间的巨手抹平，而文明的传承，就像寒夜行路中前方时
刻亮着的一盏灯，幽明闪烁，但永远不会熄灭。
烟雨客家 283
离开了战乱频仍的中原故地，一下被抛进未知的荒凉；虽然不时地怅然北望、怆然泪下，但是为了生
存，他们没有资格在绝望和畏惧的噩梦里彷徨。在茫茫山峦之间，客家人“结庐丛林、编竹为篱、砍
树作牖、割矛当瓦”；他们必须在这里开始筚路蓝缕的创业，不辞劳瘁的耕耘，才能重新获得安身立
命的土地、宁静生活的家园。
前路蓬山一万重 294
江右商帮是一个传奇的群体，我们听到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那么鲜活，让我们感受到这些创业者内心
里不甘平庸的勃勃雄心。在他们纵横全国的时候，后来称雄一时的晋商、徽商都还沉默无声。我们现
在已无从想象，江右商帮是如何像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到数百年经济社会各个角落的。江右大地，仿
佛就是一块特殊的、宜于奇迹萌芽的土壤。
珠山上的斜阳 305
现在的珠山，像一位阅尽沧桑的老者，安详地伫立着，默默度过淡定的光阴。曾经的繁华恍若过眼云
烟，然而千百年的时光沉淀下来的却是一尊千年的瓷魂。我们从珠山八友的身上，感受到一种江南文
人独特的历史味道。时光暗换，只有珠山上那轮明月恍惚依旧；已隐入历史风烟的珠山八友，他们作
品中的山水花鸟、梅兰竹菊，也染上了一层薄薄的釉色，像昌江两岸荡起的一道道烟尘。
后 记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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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看目录就知道和纪录片《江右》有关。但纪录片也实在不够丰富，书就不必期待太多了。
2、这本书和纪录片《江右》有关，但似乎有点情怀/感情溢出，编辑也不够用心，里面的知识性错误
可以拎出一堆，比如全书的最后一页竟然说「像卢梭一样自由快乐地漫步在瓦尔登湖畔」......叫一个
东北人还写江西的乡土文化，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当然，书的装帧还是不错的，纸质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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