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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辉

抚州自古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李觏就是其中的一颗夺目的星

辰，千百年来熠熠闪烁在中华文化浩瀚的天空中。

李觏（1009—1059），字泰伯，人称盱江先生，北宋建昌军南城

县人。 李觏虽是一介平民，却“通于经术”；虽生活在乡野，却名震朝

野，“东南士人，推以为冠”。 晚年经朝臣范仲淹和余靖等举荐，被朝

廷任命为将仕郎试太学助教，后任太学助教、说书等职。 五十一岁

时，因胡瑗以病告假，李觏权同管勾太学；八月病逝，享年五十一。

李觏就这样匆匆地在困苦而积极进取之中走完了他艰难的人生之

路。

李觏一生困苦，十四岁丧父后，或外出游学，或上京赶考。 他的

家庭日见维艰。 他在给建昌郡守孙寺丞的信中说：“觏，邑外草莱之

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 ”

在给郡守慎殿丞的信中也说：“且贫且贱，不怨不悔，上事老母，旁

无昆弟，乞钱为食，来往江湖，零丁孤苦，积有年矣。 ”在给范仲淹的

信中也说：“伏念家世贫乏，幼孤无兄弟，老母年近六十，饿焉而无

田，寒焉而无桑。 喁喁科举，求不可望之禄以为养，抑疏阔矣。 每朝

夕进侧，则见发斑体膌而食淡衣粗。 鸟鸟之情，痛劈骨髓。 ”这些正

是他生活艰辛困苦的真实诉说。

李觏有着强烈的改革思想。 因为他一生生活在乡野，生活在百

姓中间， 他对百姓生活有切肤之感， 对于社会的状况与百姓的诉

求，他是十分清楚的；因而他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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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著书立说的方式，反映社会现实，在宋代率先发出“救弊之术，莫

大乎通变”的呼喊，并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 他身为“草莱之民”，能

真实准确地反映民生疾苦与诉求， 因而他的思想有极大的针对性

与可操作性；他的著作以“济生民为意”，被称为“医国之书”；他提

出一系列富民强国之主张，涉及政治、经济、法制、军事、社会等诸

多方面，这些思想在本书中都有阐述。

李觏的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庆历年间，范

仲淹任参知政事后实施了一系列改革社会积弊的措施， 其中有许

多与李觏的主张相一致。 在范仲淹施政的过程中，李觏也不断地写

信给范仲淹、富弼等推行新政者提建议、鼓劲，因此人们视他为范

仲淹庆历新政的理论支持者，北宋改革的理论先驱者，在中国文化

史、思想史上功不可没。 范仲淹称他“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

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大臣余靖以“江南儒士，共所师法”之言赞

美他；一代改革家、政治家王安石不仅钦佩地说：“李泰伯、曾子固

豪士，某与纳焉”，还在自己的变法中借鉴吸纳了李觏改革思想的

许多内容。 明代著名学者左赞毫不夸饰地称他为“一代之名儒，后

学之师表”。 后世著名学者胡适称道：“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

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 ”胡氏一言

既出，学界颔首称是。

近千年来， 李觏的思想仍然闪耀着光辉， 他的改革创新之思

想，他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为民请命之精神，仍然是我们宝贵的精

神财富， 是我们前进的智力源泉。 为了更好的学习这位杰出的先

贤， 也为了更好地纪念他， 抚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联合南城县政

协、黎川县政协、资溪县政协共同出版罗伽禄先生撰著的《北宋名

儒李觏》，以此纪念这位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纪念这位大

家都引以为豪的先贤。

《北宋名儒李觏》 主要是从文史的视野对作为著名思想家、教

育家、 文学家的李觏进行精当的勾勒与展现， 涉及李觏的生平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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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亲情与交谊、著述与思想以及个案研究等诸多方面，也对一个

世纪来李觏研究情况进行了简要的梳理。 书中没有高深的论述，对

于其思想的阐释主要是通过李觏著述的介绍来实现， 同时又是把

李觏置身于北宋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里对他的活动做简要述说，

力图还原其本来面目，从而使本书成为一本较为完整、通俗的有关

李觏生平及思想之读本。 本书资料丰富、翔实，特别是书中采信了

一些家谱资料及地方史料， 这些资料在以前的李觏研究中鲜有出

现，丰富了李觏研究，有填补空白之功，是一本难得的文史资料。

《北宋名儒李觏》不失为一本既能存史、又能资政育人的好书。

李觏是我们的先贤，他生活在近千年前的南城县（范围相当于

今天的南城县、黎川县和资溪县），我们都引以为自豪。 通过对李觏

的学习，从他身上汲取变革的智慧，增强我们爱国、爱乡、爱民的情

感，有益于我们加速各项事业发展的进程，创造美好的明天。

《北宋名儒李觏》出版正逢其时，值得庆贺，令人欣慰。

谨此为序。

二○一○年三月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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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江

伽禄兄虽偏居一偶，供职于抚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但对家

乡的贤哲特别敬重与热爱，且常年笔耕不辍，刚出版了《一代思想

大师罗汝芳》，又完成了《北宋名儒李觏》一书的撰写，勤且奋矣，让

吾等忝列大学科研机构者望尘莫及。 今嘱序于余，不能推辞，便想

把近七八年来多次去南城县寻访李觏之墓及对其思想解读的心得

写下来，以供读者阅读此书时的参考。

李觏先生之生存、 学术与人品有着极大的可供解读的空间。

2002 年，我与罗伽禄、周世泉、杨雪骋诸先生徘徊于江西南城县之

凤凰山， 漫山遍野寻其墓址、 寻其倾注了无数心血的盱江书院遗

址，一无所获；后我们又在麻源山谷、麻姑山等地留连忘返，想寻找

到李觏先生的故居，亦了无踪影，不免有些惆怅，有些哀伤，并引发

出我们无限的遐思。 为此，以后的几年我又几次到南城寻访李觏先

生之遗踪。

1922年，胡适先生偶读《直讲李先生集》，惊讶地发现被湮没近

九百年李觏思想的卓越之处，并欣然以《记李觏学说———一个不曾

得君行道的王安石》为题撰文介绍李觏。 他说：“李觏是北宋的一个

大思想家。 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的学者中，几乎

没有一个对手！ ……近来读他的全集，才知道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

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 因

此，我现在热心的介绍他给国中研究思想史的人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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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年过去了，李觏先生的一切实存都已化为尘土，消失在无

涯的天际；唯有其学说、其著作，还留在人间。 行走在古之建昌军、

今之南城县的山山水水中，我深切地感到，只有深入到李觏生命、

生活与人生的内在层面，我们才能进一步把握其思想与行为，推进

关于李觏思想的学术研究的深入。

我觉得， 李觏一生可用四叹概括之： 其自称为 “邑外草莱之

民”、“南城贱民”、“我本山田人”、“草茅匹夫”、“江南贱夫”等，却为

何能以独特的政论、易论、礼论而名世？此为可叹者一也。李觏拒绝

参加进士科考试，认为这种方式是残贼人才之具，可他积极甚至钻

营制举科，二次皆不中，一生无科考功名，却在讲学于南城盱江书

院后，从游者常百余人。 后因范仲淹等人的大力举荐，入太学为直

讲、说书，并曾权同管勾太学，故而“门人升录者千有余人”，“东南

士人，推以为冠”，俨然“为宋代儒宗”，此为可叹者二。 李觏殁后九

百余年，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高足容肇祖先生希望正在中国社会

科学院读研究生的姜国柱先生钻研一下几乎被人忘记了的李觏的

学术思想，1984 年，姜先生的《李觏思想研究》出版，至今共有研究

李觏的专著有 5 部（姜国柱与谢善元各二部、邱尚仁等一部），加上

伽禄兄的这本书，就有 6 部之多了，而论文也有百余篇。 南城草民

为何能达到这样一种高度，引起世人如此关注？此为可叹者三。 《李

觏集》刻印较早，影响较大，可其生平事迹却颇为模糊，至今其故居

在何处，难以定论；其有无后裔自明代始就成一争执不休的问题；

而著名的盱江书院、李觏墓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可叹者四。 为此，

我们的确需要对李觏先生的方方面面仔细地解读一番。

首先，可从思想史的层面解读李觏先生。 我读《李觏集》与读同

是江右思想大家的《王安石全集》《象山集》有同样的感觉，就是：皆

为自成一家之言者。 所以，祖无择称他的著作“真医国之书”；余靖

称他“工古人之未工，导明王之要道”，“江南儒士，共所师法”；范仲

淹赞其：“著书立言， 有孟轲、 扬雄之风义， 实无愧于天下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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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学案》称其“俊辩能文”。

简言之，李觏在政治思想方面，所谈的王霸功利之论、富国策、

强兵策、安民策等等，皆大有可观。 《宋史》《宋元学案》对其王霸之

论予以特别的关注；他 28 岁撰写的《明堂定制图》并序对周礼中之

“明堂”的考证被当时的饱学宿儒、朝廷高官叹为观止，佩服得五体

投地，并在 20 年后，使李觏先生获得一个官品极低却对其意义非

凡的功名。

李觏的易论，直承王弼义理派解易的方法，批驳以象数释易的

路子，成为易学史上以气化论解易的开山之论；其解《易》，要求“明

体达用”，务求实效，由此而使《易》更切近民间生活。

李觏视礼为“天之经”、“地之义”，把“礼”之地位抬到无以复加

的高度。 在中国思想史上，“礼”多被视为外在的条文规范。 孔夫子

以复周“礼”为志，特别地指出“礼”这种外在的条文需要有内在之

仁爱精神相配合。 但在现实生活中，外在之“礼”与内在之仁爱精神

总是处于分裂状态，人们把“礼”仅仅作为可观的礼节礼貌仪式规

范，而内心却无半点精神为基础，内外之分无法弥合。 李觏大胆地

弃孟子性善论，取韩愈性三品、扬雄性善恶相混之说，认为圣人者

有内在的本有善性（仁义），再发而为“礼”，是内外之合的典范；而

可善可恶之“中人”，“礼”表现为人欲之节文，是人的欲望得以实现

的保证，因“欲”为内而其节文之“礼”亦是源之于内而非外的。 在李

觏先生看来，真正行“礼”，是可以让人们合理之欲望得到实现的，

所以，人们应该也必须达到内外之合。 这就消解了外在之“礼”与内

在之“仁”的紧张，由此，李觏先生提出要以“礼”治天下，人人都成

为自觉自愿的良民———自觉自愿为“仁”；良民则为“礼”。

在生死观上，李觏生为一介平民，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困顿

挫折的生活，特别是其至少有三次身临死亡边缘的人生经历，他的

数位亲人都先他而离世，多次亲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些都使他敏

感异常。 他感慨生死无常，叹息生离死别带给人们的悲哀痛苦；但

序二 草民思想家李觏的不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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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觏又是一位有卓识的学者，能超出一般常人，从事物之本质去看

待生死。 他常说，万物皆化，人死又何悲？ 他还以庄子生无足羡、死

无悲、生死齐一、生劳死息、彭祖殇子为一等生死智慧来消解死亡

的悲伤，让世人也让他自己从对死亡的必至性、自然性来获得超拔

死亡哀伤的途径；同时，李觏先生又是一醇儒，他在生死观上仍深

受儒家传统死亡智慧的影响， 他渴望的基本上是由声名传之后世

的方式来达到对死亡的超越，其诗云：“古今圣与贤，历历垂星斗。

景行苟有成，进退无一缪。 不能功天下，尚可名身后。 ”他一生功业

未成，故而选择了立德立言以传之后世的超越死亡之路。

其次， 我们还可以再从生命及生活的层面进一步去解读李觏

先生。 细读《李觏集》，徘徊于李觏先生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的南

城大地，我想，若要深入地理解李觏先生的思想与行为，除上述思

想层面的解读外， 还必须从其内在生命及具体的生活层面去进一

步深入地解读他，以体验其内在的生命情怀，获得他行为的正确解

释。

我总觉得，贫困的生活养成李觏坚毅的性格，他从小立大志，

才学出众，史载他六七岁时便“调声韵”、“习字书”，“十岁知声律”，

“年十二近文章”。 及长，先生一心精研学问，渴望有朝一日，把自己

的满腹经纶售于帝王家。 但是，他入仕之求多次受挫，直到完全失

败。 终其一生都未能由正途入仕，这是李觏先生耿耿于怀的最大的

心病，也是今人解读李觏内在生命情怀的关键之处。 四十二岁时，

李觏被举荐为试太学助讲，人生命运突然改观，约在五十岁时为权

同管勾太学，可是，不足二年，便不幸早逝，真让人叹息他是“心比

天高，命比纸薄”。

这样一种人生的经历，便可以解释性格坚毅果敢、对社会批判

极其深刻的李觏为何又会奔走于豪门、 求之于权贵、 甚至低三下

四、到处邀官举荐、历经人间冷眼这样一种人生的矛盾状况；同时，

因为李觏坚决不参加进士科考试， 只走需在朝官员举荐的制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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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之路，所以李觏之文才能新意迭出。 原因很简单，李觏必须写

出有新意、有看法、有创见之文，才可能获得在朝官员的赏识。 于

是，李觏先生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下苦功钻研学问，别辟蹊径，作

出了令世人惊呼的“好怪”之论，李觏的“反孟”主张就颇让人感到

他的“另类”，并成为当时的人及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我想，若李觏先生顺利地通过科考入仕，一定不能写出如此新

意迭出的文章；他越入不了仕，他就越要写政论文章，越要谈治国

平天下的道理。 因此， 政论之文在李觏先生文集中占据重要的篇

幅。而且，我们也可以明白，李觏的生平事迹为何模糊不清？因为他

无功名，地位微不足道，根本不被人所重视；可其著作为何又流传

下来了？ 因其文章大多为的是请官吏们看后举荐而作，所以李觏先

生不仅为文著书，还缩衣减食去刻印其文，分发其文，并热衷于编

印自己的集子， 况且他还有像邓润甫等这样做了高官的学生们的

支持及宣传。

胡适先生特别欣赏李觏思想的主要点之一，是他的利欲观。 李

觏指出：“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 并由此提出了自己一系列

的经济主张。比如，要求平土均田、强本节用、薄赋轻役，等等。这既

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现实情况的思想， 在某些方面也与现代社会

的发展相合。 李觏先生在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其谊

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大背景下，为何会对人之欲利作出

许多儒生不敢苟同的肯定和精彩的论述呢？ 我想，这是生活在民间

社会的平民思想家才最可能提出的观点。

李觏长期生活在偏远的建昌军，一生可谓恶衣恶食，对欲对利

的问题当然比那些生于富贵之家、锦衣玉食者要敏感得多。 因此，

他指出人之欲不可去，利亦不可少，关键在于要以礼规范之。 他本

人其实正是这种利欲观的实践者，其强烈的入仕愿望，一方面当然

是想以己之学，通过为官来匡时救弊；但另一方面，亦有改变卑微

的身份、摆脱贫困的生活、获得权力与地位、光宗耀祖等这样一些

序二 草民思想家李觏的不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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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名儒李觏

内在深层次的原因。

所以，我们读《李觏集》可以发现，李觏先生的文章多作于其入

仕动机强烈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当其求仕之心淡薄之后，作品便越

来越少，以至于他写写墓志铭、得几文润笔费补贴家用而已（李觏

撰写的墓志铭有 27 篇之多）。 不过，应该看到，李觏先生的利欲观

实有惠于王安石、实有惠于明代思想、实有惠于明清之实学思潮；

当然， 也是以建设完善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当代中国社会所能获

得的有益的思想资源。

可见，李觏先生的生命历程中，有许多的两难尴尬：生于草莱，

心向往着宫阙；学问为南方儒冠，却通不过科考；满腹经纶，却不能

施展一点；一方面安慰自己功业不成、名于后世亦可，另一方面奔

竞于豪门、几近乞求，渴望早入官场；生性刚毅，却对逝去的老母言

“晚乃悔之”， 想携母乞食于公卿大夫之家。 这些人生中的两难尴

尬，实形成了李觏先生一种内在的生命紧张，并发而为其人生活动

的动力机制，是其所思所行的内在基础。 李觏先生终于还是带着迟

到的“副七品”的卑微功名葬在凤凰山麓，其人生之路仅仅完成了

“修身齐家”，却没有实现进而“治国平天下”的儒者们的人生理想。

唯能告慰其在天之灵的是： 其言其德传之久远， 影响巨大。

2002 年 11 月，全国近五十名专家学者齐聚南城麻姑山，参加由南

昌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之 “全国首届李觏学术思想研讨

会”。2009年 11月，值李觏先生诞辰千年之际，资溪县又召开了“纪

念李觏诞辰一千周年学术研讨会”，研讨先贤的思想，发掘其精华，

推进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研究，促进现代中国精神文明的建设。

通而观之，解读李觏的生活、生命与学问，最后的结论是：李觏

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批判家、 教育家， 也是一个有独创性思想的学

者，同时，李觏可以说也是一个落魄的文人，这四种人生定位构成

了完整的“另类的李觏”之形象。

此处所谓“另类”，主要指其思想异于当时的潮流，亦指其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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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与一般儒者正常的模式不同。 由这一视野再上溯千年，江右

之地可称为第一个具备影响力的思想者是汉之徐孺子。 孺子平生

以志节自励，虽处“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四察孝廉，五辟宰

府，三举茂材，皆拒而不出仕，思想上则遵从儒家礼教，奉行恭、俭、

义、让；平生最佩服南昌尉梅福（九江人，王莽篡政，弃家出走）之

风，傍福宅筑室以居，淡泊明志，人们都称其“德行纯备”，以其清风

高致比于伯夷叔齐许由，似乎亦可以“另类”言之。 然后为晋之陶渊

明，曾为彭泽令，旋即以“安能为五斗米折腰”解印绶而去；作为田

园诗之祖，他的思想受老庄法自然、含真抱朴说影响甚深，主张人

生应顺自然，保持生命的本真，以顺应物化之态度对待人之生死，

并通向绝对之自由境界。 此似乎更为“另类”。 这之后有另类的李

觏，稍后则有王安石横空出世，他生性固执，被称为“拗相公”，奉行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三不足”的精神，一言

既出，可谓山河失色。 王安石主持了中国古代规模空前、影响深远

的熙宁变法，此亦可视为“另类”。 再就是心学大师陆九渊，提出“宇

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倡导“六经皆我注脚”、“尊德性”的惊

世骇俗的为学之方，似乎还是可归之为“另类”。 更不用说，江右之

地在明代出现了罗汝芳之“赤子之心”论、汤显祖之“情至”论、江右

王学学者们的直指本心论等等，皆“另类”得可以。

当然，与此“另类”相对，江右之地的正统派亦十分可观，比如

庐陵欧阳修、文天祥等等。 正是这种思想史中内涵的紧张，丰富了

江右思想总体之发展，奠定了江右思想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中国哲

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由这样一种背景来看胡适先生写于上世纪之初的 《记李觏的

学说》一文的结尾，我们难道不会有特别的感受吗？ 胡适先生是这

样写的：“欧阳修生于庐陵，属吉州；王安石生于临川，属抚州；曾氏

兄弟（曾巩）、邓润甫和李觏同属建昌军。 这一班人同属北宋之西

路，南宋之隆兴府，今之江西省”。 可以说李觏先生的思想，以及通

序二 草民思想家李觏的不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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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名儒李觏

过他对王安石的影响， 而对整个北宋之政治与学术产生了巨大的

作用，因此，李觏先生的学术是江右思想史，从而也是中国思想史、

中国哲学史上浓彩重墨的一笔。 李觏先生之地位由此可立矣。

江右思想的“另类”特征，也即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之临川文化的特质，是以其追求思想的独特性、创新性为基本内涵

的，这也昭示着我们在今天的研究当中，在思想的建构上，要与时俱

进，不断创新，使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更上一层楼，这也就是今天我们

探讨近千年前的江右先贤李觏先生学术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2008 年 12 月，我应邀去赣州演讲，半途又一次来到南城，因为

据伽禄兄所言，李觏的墓址已找着了，我是欣喜若狂、夜不成寐啊！

七八年的寻找，不意竟然梦想成真。28 日早晨，细雨霏霏，我们一行

在书画家胡印生先生的引领下， 鱼贯地穿行在南城之东的凤凰山

上。 与我前几次来寻访不同的是，如今这里已整治一新，修起了游

步道，盖起了彩色的牌坊，上书“凤岗公园”。 沿途我与伽禄兄、段云

来副县长海阔天空地聊着。 走出游步道，下过几道山坎，忽见一凹形

的山洼之处，胡先生说：这就是李觏之墓址了。 我上上下下爬着，观

察着，除了一个类似墓形的大坑之外，什么都没有了。 胡先生告诉

我，这个墓多次被盗，是他父亲胡定元先生找着并带他来看的。 近千

年过去了，李觏先生之遗骸、墓茔全部都不见了，可悲可叹可伤乎！

站在荒草丛中，面对墓穴，我不禁想起在距先生逝后 413 年的
明成化年间， 建昌府郡守谢公士元夜做一梦，“梦先生对浮大白

饮”，醒后诧异不已。翌日，有人来告，李觏墓被人盗发。太守具棺衾

准备重新易葬，启圹一瞧：“二大白宛然梦中见者，梦方解。 ”吏部主

事左公赞请于朝庭，核准立墓建祠，称“景贤”。 太守将梦中之事告

诉翰林国史修撰罗伦，并叹道：“先生之殁，距今四百十三年矣，而

精神感通有如此者。 苏子曰：‘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

存，不随死而亡者’，其此之谓乎？ ”太守又远望山中乱坟重重叠叠，

叹道：这些人为何不能死而不亡呢？ 罗伦慨然答道：“何独此也。 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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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石，骊山之固，庸非人乎哉？ 其图身后者非不至也。 曾几何时，

狐兔穴其傍，樵儿牧竖踯躅其中！ 草中垒垒者，曾不若也。 方其生

也，柄一国之雄，擅四海之富，何求而不遂哉？ 身死而遂不保焉。 何

也？ ”“桓山之石”当指春秋时想加害孔夫子的宋国司马桓魁，身前

造一大石椁，三年不成，死后葬在桓山下（今江苏）。 东坡先生有《游

桓山记》，云：“桓山之上，维石嵯峨兮。司马之恶，与石不磨兮。桓山

之下，维水弥弥兮。 司马之藏，与水皆逝兮”。 生前不可一世的司马

桓魁逝后却速朽了。 “骊山之固”当指秦始皇，生前声名显赫，极尽

奢侈，死后葬则极尽巧思，无所不用其极，为的就是渴求长生不老，

但恶名千载，身后寂寞，与兔穴樵儿牧竖为伴。 罗伦进而说：先生一

介寒夫，身无一官之荣耀，下无尺土之富有，可身后之名却与天地

共久：“生而必死，圣贤无异于众人也。 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

并明，其惟圣贤乎？泰伯先生其圣贤之徒乎？ ”圣贤以其德其功其言

而不朽，李觏先生为圣贤之徒，也因其道德文章而永垂不朽了。 他

“平生尚倜傥，壮大苦摧折”，其一生仕途无足观，家业无足道，真可

谓生前无富贵荣华，死后黄土一丘，但其德其言传之久远，其书历

代有人诵读，一介寒夫却真正达到了永生不朽，这一切正好是其生

死观最好的注脚。 今日，我执意寻其墓址，看来却是有点显得执着

于物，而悖于古人之深意了。

今有南城籍学者罗伽禄先生， 多年搜集李觏的资料， 刻苦爬

梳，探幽抉微，终成一书，从李觏之身世、交友、著述、诗文、思想等

诸多方面入手，条分缕析，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一本研习李觏

其人其学的不可多得的入门之书。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生而

必死，墓修而必灭，其人却可因为思想与精神的价值而永垂不朽。

是为序。

于南昌青山湖畔“神游斋”

序二 草民思想家李觏的不朽之路

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