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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因的诗文里出
现有定兴、徐桥、满
城、易州、遂城、雄州
等地名，这些于他都
是寻常家乡风物，亲
切可感，顺手拈来，撮
入笔下。

在诸多地名里，
白 沟 则 是 特 殊 的
一个。

白沟即白沟镇，
位于白沟河与南拒马
河汇合之处，曾经作
为辽宋界河，历经风
云变幻。宋真宗景德
元年（1004年），辽国
举兵进犯北宋，攻打
定州、瀛洲，皆未成
功。澶州战役中，辽
军主帅萧挞查看地形
时被宋军射死，于是
辽宋双方媾和，缔结
了澶渊之盟，规定双
方以白沟河为界河，
之后两国保持了118
年的和平共处局面。

风云际会，白沟
小镇凸显于历史舞
台，频繁出现在宋人
诗文之中。

初步统计，《全宋
诗》中，言及白沟的作
品有 25 首，“艺祖怀
柔不耀兵，白沟如带
作长城”，“故宫禾黍
悲清汴，落日风沙惨
白沟”，“草茅死未忘
哀愤，岂但幽云恨白
沟”，“年年相送桑乾
上，欲话白沟一惆怅”……中肯说来，这
些语句诗艺一般，诗情却颇可观，撰著者
中有王安石、杨万里、文天祥等大家与
名家。

白沟镇距离容城县城仅仅六七华
里，遥想静修先生（刘因号静修先生）当
年，登高即可望见，澄江如练，平畴旷野，
淡烟疏林，读书之余，劳作间歇，足可游
目骋怀，敏感的心灵时时受到触动，走笔
成文。

传世的刘因诗作中，有三首和白沟
密切相关，其中两首皆题为《渡白沟》，其
一感慨深沉，“一声霜雁界河秋，感慨孤
怀几千古”，“古称幽燕多义烈，呜咽泉声
泻余怒”，诗人心头萦绕了太多的陈年往
事，两宋、辽国、蒙元，历史像蒙太奇一般
倏忽而过，百感交集，一时竟不知从何说
起；其一风格则是沉郁劲健，“燕赵山河
分上镇，辽金风物异中州”，“四海知名半
凋落，天涯孤剑独谁投”，情绪不免有些
低落，大概是刘因晚年所作，故交凋零，
落寞难耐，徒自感伤。

另一首七言律诗题为《白沟》，更为
有名，“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
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
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
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
公。”

宋朝开国初期，对辽国一味妥协退
让，自以为得计，可获长治久安，孰料战
略失误，执政无方，生存空间一步步被挤
压，终致靖康国难，北宋灭亡。南宋偏
安，国界迁移到了江淮一带，同样是以求
和苟安为上策，不思振作，但最终还是难
逃蒙古铁骑的无情蹂躏，凄怆落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镰先
生主编有《全元诗》，收录元代5000位诗
人近14万首诗篇，当今大学中文系讲授
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提到元代诗坛状
况，首选刘因，此为不二人选。至于赏析
名篇佳作，则首选其《白沟》一诗，正所谓
大浪淘沙，锦泽绵长。

清代诗人彭蕴章写有《题元人诗十
二首》，其中一首专咏静修先生：“蓟门策
马起新愁，落日西风渡白沟。吟到孤云
心迹冷，柴桑高趣卷中收。”精准把握了
刘因绝意仕宦、清高傲岸的人格主旋律，
揭示出诗人和陶渊明心意相通，一脉相
承，堪为异代知音。

彭氏势必娴熟静修诗文，但他特意
拈出“白沟”字样，可见静修《渡白沟》《白
沟》两题三篇在他心目中的分量，“白沟”
成了静修先生形象的标配。

日居月诸，千年已逝。雄安新区的
设立和建设，给白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
契机。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站在白
沟河畔，思绪万千，先贤的光荣与梦想，
终将沉淀凝聚成为我们心底的一份自信
与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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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理学大家、
诗人、文学家，
是连接宋明理
学的重要桥梁，
与同时期的许
衡、吴澄并称元
初三大理学家。

他祖籍雄
安新区容城县，
少有大志，师从
名儒。他声名
显达，却不慕名
利，一生清贫，
曾因朝廷两次
征聘不就，被元
世祖忽必烈称
为“不召之臣”。

一代大儒，
开馆收徒，自编
教材，著述颇
丰，以自己的教
学和著述，为元
代初年理学向
北方的传播作
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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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馆收徒 弘扬儒学

雄安容城三贤广场，矗立着容城三位贤
德之士的雕像，其中之一，就是元初著名理
学家刘因。

刘因，字梦吉，号静修。他生于宋理宗
淳祐九年（1249年），蒙古灭金后的第15年，
他的家乡在冀中平原腹地，雄州容城（今雄
安新区容城县）沟市村。

刘因年少时聪颖过人，胸怀抱负。
《元史·刘因传》中记载，他幼年及少年

时，“三岁识字，日记千百言，过目即成诵。
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落笔惊人，甫弱冠，
才气超迈，日阅方册，思得如古人友之，作

《希圣解》。”
刘因在《呈保定诸公》中，也曾写道，自

己“八岁书草字，观者如堵墙”。
父亲刘述为刘因求访名师，刘因 12 岁

便得到了居于真定（今正定）的元代名儒砚
弥坚的教导。

博闻强识、勤学善思的刘因，很快就得
到了砚弥坚的赏识。砚弥坚曾对刘述赞叹
道：“令子经学贯通，文辞浩瀚，当为名儒。”

年少时的刘因，也常常借助诗文，抒发
自己的壮志豪情。

在《呈保定诸公》中，他写道，“遨游《坟》
《索》圃，斯蹬孔颜堂。远攀鲍谢驾，径入曹
刘乡。”他仰慕孔子、颜回，想做与鲍照、谢灵
运、曹植、刘祯等并驾的名仕。

十八岁时，刘因又作《希圣解》，“天地之
间，理一而已，爰其厥中，散为万事，终焉而
合，复为一理。天地，人也；人，天地也。圣
贤，我也；我，圣贤也。”刘因借此明志，“人皆
可以为圣贤”。

然而，元朝初年，尚未实现科举取士。
一心想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刘因，没有任
何渠道出仕做官。

做不到达则兼济天下，刘因转向以传承
儒学为己任。

1274 年，刘因在易州（今易县）开馆收
徒。3年后，回到家乡容城，继续传道授业。

刘因教学，不同于一般的乡村塾师照本
宣科。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能将理学思想
贯注其中，不但新颖独特，而且思想深刻。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亲自编订和撰写
了一批辅助教材和参考书籍，颇具革新精
神。这在当时绝无仅有，很快引起时人的注
意，慕名而来的学子越来越多。

为了指导学生读书，刘因写了著名的
《叙学》一文，畅谈对经学、史学、诸子学说以
及诗文字画等方面的思考见解和学习方
法。为向学生传授义理之学，他写成《四书
集义精要》《四书语录》《易系辞说》等多部
著作。

很多高官也专程来拜访他，但刘因并不
热衷，能避则避。

正如刘因的《墓表》中所记：“先生授徒，
深居简出。性不苟合，不妄接人。保定密迹
京邑，公卿使过者众，闻先生名，往往来谒。
先生多逊避，不与相见。不知者或以为傲，
先生弗恤也。”

刘因门生众多，史上有姓名可考的就有
二十多人。《宋元学案·静修学案》列有刘因
弟子七人：乌冲、郝庸、杜萧、李道恒、君举、
李天箎、林起宗等。

清初大儒孙奇逢称，刘因还有三台籍
（今雄安新区安新县三台镇）弟子八

人，包括梁师恭（以经行明修被
征为翰林院侍讲）、梁师安

（出资为刘因建庙立学）、
王刚、刘英、梁泰、李蒙、

王果、李贞等，皆“负
笈从游，为建书院于
三台”。

未 能 通 过 仕
途报效国家的刘
因 ，最 终 走 上 了
教 授 经 学 义 理 、
弘扬儒学的学术
道路。

“不召之臣”
终选归隐

刘因一生中，不是没有
出仕的机会，但因为各种原
因，最终选择了延续自己的
教书生涯。

刘因教课的名气越来
越大，宰相文贞王不忽木向
忽必烈极力举荐刘因。

至元十九年（公元 1282
年），太子真金下召，征聘刘
因入朝，授予承德郎、右赞
善大夫（五品）之职，教授宫
中 不 懂 汉 族 文 化 的 近 侍
子弟。

少年便有报国之志的
刘因感到时来运转，终于可
以入朝为官，一展自己长久
以来的才学与抱负，于是欣
然进京。

作为一介儒生，教授乡
里，能得到朝廷的征聘成为
朝官，是新的王朝对刘因的
治学思想和能力的认可。

但造化弄人，刘因入朝不满半年，家中
就传来继母过世的消息。按照惯例，刘因回
乡，为继母守孝。刘因的第一次官场生涯，

“以母疾辞归”告终。
刘因丁忧期间，京城发生内部争斗，太

子真金陷入朝政巨变漩涡，忧惧而死。太子
的死，直接影响了刘因的政治前途。丁忧期
满，朝中却无人提起刘因复职一事。

正值壮年的刘因，熄灭了入朝为官的希
望，回到自己的开馆教书本行，过起了归隐
生活。

1289年，41岁的刘因喜得一子，然而第
二年便不幸夭折。这给刘因带来致命性的
精神打击，使得本就身体羸弱的他，百病缠
身，须发斑白。

到 1291 年，43 岁的刘因被第二次征
聘。这一次，在朝臣的举荐下，刘因被征召
授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三品）。

但刘因选择了“固辞不就”。他写了一
篇《上宰相书》表明心迹，称两年前经受丧子
之痛，自己身体羸弱，已无心无力入朝为官。

《元史刘因传》记载，“书上，朝廷不强
致，帝（忽必烈）闻之，亦曰：‘古有所谓不召
之臣，其斯人之徒欤！’。”

刘因“不召之臣”的评价，由此而来。
两次征聘，刘因的心态为何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丧子之痛固然，但还有更深层次的
原因。

其实，第一次征聘就职时，刘因就“因性
不苟合，不妄交界”。为官期间，由于朝廷内
部权力争斗，刘因不能与在朝的其他官员友
好交往，压抑的官场氛围和抱负得不到真正
的施展，让其非常失望。

元代陶宗仪的《辍耕录》中记载，有人问
刘因，为何“一召而起”，如今却“固辞不就”，
刘因回答，“不如此，则道不尊。”

“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是许多中国
文人推崇的出仕原则。

所以，二次征聘时，刘因所秉持的儒家
思想，对他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认为元
朝在推行汉文化上并未尽全力，他感到元朝
不是他理想中能够行“王道”的政权，若出仕
辅之，则有辱儒道之尊。

1293年初，国子助教吴明又向朝廷举荐
刘因为国子祭酒。但 45 岁的刘因，由于病
情恶化，于当年的四月十六日辞世，葬于容
城拒马河畔。

理学大家 诗冠元初

刘因不仅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教育家，一
生还著作甚丰，把程朱理学在北方发扬
光大。

刘因的《四书精要》30 卷，《易系辞说》
《丁亥诗集》5卷等，被收入《四库全书》。这
些著作，为理学在北方的传播，理学由宋到
明的过渡起了重要的作用。

刘因最初跟随砚弥坚学习经学，钻研训
诂疏释之说。因为博闻强记，且过目成诵，
他很快便有了新的目标。当时经许衡、窦
默、姚枢等人的提倡，在南方被公认为“正
学”的程朱理学开始传播到北方，引起刘因

的极大兴趣。
刘因的为学方向及思想面貌因此发生

了巨大变化，他对程朱诸书，如饥似渴，手不
释卷，并能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但刘因以朱熹为宗，又不严守朱熹门
户。在天道观方面，他将生生不息的变化归
之于“气机”，主张专务其静，不与物接，物我
两忘。

在为学方面，刘因主张读书当先读六经
和《语》《孟》，然后依次读史、诸子，主张读书

“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
刘因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天地

万物皆由理所生，万物形体消灭后又复归于
理。宇宙天地之中，只有一个共同的理，即
天理，具有天地万物之本原的涵义。

刘因继承了前代哲学家“观物”的思想，
认为通过对自然界和具体事物的认识，可以
发现宇宙的“理”，即规律性的东西。通过这
个理，可以了解人类社会和历史运行发展的
规律。

刘因不仅是北方理学的传播者，他的
诗，也名冠元初诗坛。

他一生写作诗歌 800余首，留下广泛行
世的诗文选集《静修集》。

过着归隐生活的刘因，留下了大量讲述
隐逸生活的诗文。如“诸公久矣笑吾贪，是
处云山欲结庵。只有皇卿解货助，画山须画
静修龛。”“院静复夜静，幽人世虑轻。是非
容勿辨，忧宠莫多惊。”“巧隐林旁无四邻，背
山向水得天真……鸟声似向花枝说，曾见无
怀有此民。”

包括他的七十六首“和陶诗”，都可视之
为他内心的自画像，抒发了他像陶渊明一样
淡泊隐逸的情怀。

其中，《贺咏贫士》中写道：“陶翁本强
族，田园犹可依。我惟一亩宅，贮此明月
辉。翁复隐于酒，世外冥鸿飞。我性如延
年，与众不同归。孤危正自念，谁复虑寒
饥。努力岁云暮，勿取贤者悲。”

刘因钦慕陶渊明的高洁品格，固守贫
贱。即使过着“我惟一亩宅，贮此明月辉”的
拮据生活，也时刻不忘自己的秉性，“与众不
同归”。

在刘因去世后，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
年），为刊行刘因著作，元顺帝特颁圣旨。

圣旨中写道：“（刘因）负卓越之才，蕴高
明之学。说经奚止于疏义，为文务去乎陈
言。行必期于古人，事每论乎三代。汉唐诸
子，莫之或先；周邵正传，庶乎可继。”

其中，称赞刘因才识卓越，学问高明，品
格高尚，思想纯正，可与汉唐诸子比美，是宋
代理学的正统继承人，还肯定他“上可以禅
国家之风化，下可以为学者之范模”。

而且，圣旨中还描述了这位一生致力于
教育的教育家，深受学子追捧的场景：“户外
之屡常满，邱园之帛屡来，咸虚往而实归。”
可见刘因教学的受欢迎程度和效果。

这道“圣旨”，可以说是元代对刘因作出
的极具分量的官方评价，也是对刘因一生学
术思想和贡献的积极肯定。

刘因去世后，元仁宗延祐年间，赠刘因
翰林学士、资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谥号
文靖。

1910年，刘因从祀孔庙。从祀孔庙的元
代贤儒只有七人享此殊荣,刘因便是其一。

◀容城发现的刘因
墓碑和承载墓碑的赑屃。

本版图片均由张冬娈提供

容城三贤广场的刘因雕塑容城三贤广场的刘因雕塑。。

元刻本刘因诗文集《静修先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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