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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风土人情

距花城广州一百多公里，在美丽富饶的珠

江三角洲南端，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新会

县熊子乡。此处地势平缓，风景优美秀丽，极目

之处，湖光潋滟，山势雄奇，绿树环抱，白云碧

落。新会，古称冈州，是广东历史文化名城，拥

有圭峰山、玉台寺、紫云观、鸟的天堂、崖门炮

台等名胜古迹。我们的主人公梁启超便出生在这

美丽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广东省新会县熊

子乡茶坑村。

新会在秦朝时属南海郡，到三国时期孙权置

为平夷县，到晋朝改称新夷，再到南北朝设立新

会郡。南朝宋永初元年（420年）置新会郡，隋开

皇十年（590年）撤郡为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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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长河里总是充满着各类传奇的故事，

新会也不例外，拥有着很多为历史铭记，为人民

所乐道的往事，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宋元易朝

的那段岁月。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在这里英勇抵

抗外族入侵，留下了千古流传的故事。那荡气回

肠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不仅激励着一代代的新会人，也永远铭刻在一代

代中国人的心中。

崖门古战场，曾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四大海

战”之一，作为历史文化遗迹，它成为新会的代

名词，也成为代代新会人缅怀民族英雄，传播大

无畏英雄主义精神和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圣地。

新会还有一个奇观，那就是鸟的天堂。

新会县县城以南二十多里有一条天马河，

河心沙洲上有一株五百多年历史的奇特的大榕

树。这棵树的树枝垂到地上，扎入土中。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棵大榕树竟独木成林，婆娑的榕叶

笼罩着二十多亩的河面，树高约十五米，榕树枝

干上长着美髯般的气生根，着地后木质化，抽枝

发叶，长成新枝干，生生不已，变成一片根枝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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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扑朔迷离的榕树丛。丛中栖息着成千上万只

鸟雀。白鹤朝出晚归，灰鹤暮出晨归，一早一

晚，鹤群一出一归，盘旋飞舞，掩映长空，嘎嘎

而鸣，蔚为奇观。1933年，著名作家巴金对此大

加称赞。如今，“鸟的天堂”已成为一个著名的

风景点，吸引了千千万万的游客。

在一个地方，河面变窄了。一簇簇

树叶伸到水面上。树叶真绿得可爱。那

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看不出主干在什

么地方。

         ——巴金《鸟的天堂》

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英雄辈出、人文

荟萃的新会，走出了一个个历史名人，其中就

包括素有“近代中国第一知识分子”之称的梁

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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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凡的童年

从鸟的天堂往南约二三十公里，在西江入

海之处，河海相隔而成的七小岛中央就是熊子乡

的茶坑村。一条小河流经村前，时而有小船慢慢

驶过；村后有一座布满苍松翠柏的小山，白天的

时候松柏随风而起，掀起阵阵碧波，小鸟应风啼

鸣，夜阑人静之时，叶上的露珠闪耀着明月的光

辉，别有一番韵味。远处屹立着的凌云塔秀丽挺

拔，与翠山碧岭相互交融，极目之处尽是美景，

令人心旷神怡。

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字延后，号镜泉先

生，生于清嘉庆年间。他一生勤奋治学，考中秀

才后，任掌管一县教育事业的教谕一职。虽然只

是个八品小官，但在梁启超的家乡茶坑村，梁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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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就算是个重要人物了。梁维清在村中购置了大

面积的良田，同时也继续着他读书人的生活，

“半农半学”式的日子显得格外的惬意。

梁维清的第三个儿子梁宝瑛，即梁启超的父

亲，字祥徽，号莲涧先生。梁维清极力培养他，

希望他能够博取功名，但宝瑛仕途不顺，接连失

败，最终只做了一名教书先生。梁宝瑛尽管学业

功名不利，但也没太多的怨言，不管是教书还是

种田，都任劳任怨、一丝不苟，这也许跟他所遵

从的儒家思想有关，严于律己，凡事尽心尽力。

父子二人尽管在仕途路上都未曾走得太远，

但毕竟还是读书人，在村里都能独当一面，为乡

民所信服。也正是因为长期的教育，使他们具备

着读书人特有的优良品格，有着强烈的济世心和

责任感，他们热心为乡民办事，积极为大家谋福

谋利。特别是梁宝瑛，曾担任乡自治组织“叠绳

堂”的负责人三十余年。他带领乡民共同抵御海

盗骚扰，调解群众之间的个人恩怨，推行禁止赌

博的训令，在新会乡推行改革治理，使得这个曾

经赌、盗、械斗盛行一时的地方恢复了和平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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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梁宝瑛由此深得乡民的尊敬和拥护。父亲不

仅品行端正，严于律己，而且关心公众事业，乐

于助人，这对青少年时代的梁启超来说，是为人

处世的好榜样。梁启超后来能够以挽救国家民族

的危亡为己任，置生命于度外，高呼“救亡”、

“变法”，并与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一起发动救亡

图存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这种为了大家、国家

而牺牲小我的精神或许与父亲梁宝瑛的“遗传”

也有一定的关系。　

同治癸酉年正月二十六（1873年2月23日），

梁启超降生，给梁家带来了新的生机，整个梁家

沉浸在一片喜庆之中。但综观当时的世界局势，

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840年之后，大英

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

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

争，一场又一场，强加给中华民族以深重的灾

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

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通过战

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

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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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剧烈动荡，中国逐渐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清朝洋务领袖

曾国藩去世，清王朝的肌体也在一天天腐烂下

去，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乱世出英雄”，这仿

佛是一条必然的真理，梁启超就出生在这风云变

幻的时代。

幼年的梁启超在家庭的精心呵护下幸福、安

稳地成长着，外面世界的肃杀与残酷对一个年幼

的孩子来说还十分的遥远。白驹过隙，转眼梁启

超到了三岁，正常情况下，这个年纪的孩子应该

接受启蒙教育了。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

农村绝大多数儿童几乎都没有可能请老师教导，

梁启超的家庭也不富裕，不可能把他送到先生那

里接受教育，也不可能请老师来家里。梁启超的

母亲赵氏在劳作之余开始教他识字——他也就在

这样的条件下开始接受启蒙教育。母亲赵氏生了

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梁启超便是长子。母亲知

书达理，又擅针线活计。她对长子梁启超虽然十

分疼爱，但在品行、学习等方面的要求又非常严

格。例如，她不许梁启超贪玩、说谎，否则，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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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毫不留情地“打屁股”惩戒了。慈母在梁启超

十五岁的时候，因难产（生四子启业）而撒手人

寰。母亲离开时，梁启超正在广州学海堂读书。

因路途遥远，等到他急忙赶回家中时，母亲已经

下葬。多年后，梁启超每每想到此事，仍然感到

懊悔、心痛，认为是终身憾事。

梁启超四五岁的时候，已经初步开蒙的他

就开始在祖父的教引下研读“四书”和《诗经》

了。天资聪慧的梁启超总能一字不落地完成每天

的功课，到了晚上，祖父一面给他讲故事，一面

让他背书，困了就和祖父同床而睡。这时的梁启

超已经表现出惊人的聪慧，深得家人和邻里的宠

爱。所有的表现，都逃不过父亲梁宝瑛的眼睛，

他的欣喜溢于言表，望子成龙的心愿促使他节衣

缩食，把六岁的梁启超送进茶杭村私塾读书，接

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最疼爱小启超的还当是他

的祖父，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没能考取功名，

梁维清的心中一直留有无法磨灭的遗憾，于是便

把梁家人扬眉吐气的希望与重任寄托在了梁启超

的身上。他为了宝贝孙子的学业可谓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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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为了保证梁启超能够静下心

来专心读书，索性在宅后建了一间小房，专门供

梁启超读书用。

新会的好山好水令梁启超十分难忘。每当

读书读累了的时候，他常常会来到村子后面不远

的小山上，尽情呼吸着大自然的气息，沐浴着天

地间的精华。这里的山川树木葱葱郁郁，层峦叠

翠，时不时会有一两声隐约的山歌在山间飘荡，

处处弥漫着山野灵气。梁启超漫步于山间之曲

径，品味着清新幽静，心灵也被滋润得更加淳朴

清新。

童年的梁启超也喜欢和兄弟姐妹们一起玩

耍。他们玩占卜游戏、捉迷藏，常常还吸引来了

不少邻家的孩童。天真烂漫的童年嬉戏中，有无

限的乐趣吸引着梁启超，也开启了他聪敏的心

智。

梁家的祖坟在崖门。梁家人每年清明都会坐

船到崖门祭扫，而每年的清明节也成了祖父教育

孙儿的好时机。临近崖山的海中有一座突出的岩

石，上面写着“元镇国大将军张宏灭宋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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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都称之为“奇石”。祭扫时，每每船行到

这里的时候，祖父就会给梁启超讲起南宋时候的

历史，讲南宋将士如何奋力抗元，又是如何悲壮

地失败，每每至此，又不禁会吟诵几首悲壮的诗

歌。这在年幼的梁启超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

印。许多年之后，梁启超仍然对当时同祖父在一

起的时光记忆犹新，每逢失落悲伤时，他常以此

警示自己要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一生。

祖父和父母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凭借着

出奇的聪颖和过人的天资、敏捷的才思和刻苦的

努力，梁启超八岁的时候便会作八股文，九岁就

能写洋洋洒洒的数以千字计的文章。而祖父、父

母循循善诱的启蒙教育，以及自身良好的道德风

范，更让少年梁启超如沐甘霖，受益良多。

一天，梁启超爬上竹梯玩耍。祖父怕他有

危险，着急地喊：“快下来，快下来！会摔下来

的……”梁启超看见祖父急成那样子，竟又往上

再攀一级，还脱口念出两句：“有人在平地，看

我上云梯。”祖父不由开心大笑，赞叹乖孙非比

寻常。又有一次，梁启超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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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正在厅里与父亲谈着什么。梁启超从外面玩得

满头大汗走进来，从茶几上提起茶壶斟了一大碗

凉开水，正想喝，却被客人叫住了。“启超，你

过来。”客人说，“我知道你认识很多字，我来

考考你。”客人见茶几上铺着一张大纸，提笔便

狂草了一个“龙”字：“你读给我听。”梁启超

看了一眼，摇摇头。客人哈哈大笑。梁启超没理

他，一口气喝了摆在茶几上的那碗凉开水。客

人看了又哈哈大笑，道：“饮茶龙上水。”梁

启超用衣袖抹一下嘴角，说：“写字狗耙田。”

梁启超的讥讽让父亲尴尬，正要惩罚他，客人却

说：“令公子对答工整，才思敏捷，实在令人惊

异。” 接着又出了一句“东篱客采陶潜菊”命他

对，梁启超即随口答以“南国人怀召伯棠”，客

人听了更为赞叹。

在这样一个朴实、祥和的大家庭里，梁启

超健康快乐、无忧无虑地成长着。他在家乡清新

活泼的空气里，吮吸着自然的灵韵和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华；在家乡的秀美河山间，采集着文思韵

律，接受着心灵的纯净洗礼。“自古英雄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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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年梁启超所接受的良好启蒙对他的未来

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但是这个时候的他，由于

所接受知识的局限，对未来的想法还与封建时期

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学优而仕，把科举作为一生的奋斗目标，

把考得功名看作无上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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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幼的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才智，这

使得他比别人更早地开始了漫漫科举征程。

只有六七岁的梁启超便受教于闻名四方的塾

师张乙星。由父母启蒙到正式拜师，标志着智识

的增长、学业的进步。梁启超七周岁时便开始作

八股文。八股文不仅要求语意的工整呼应，对形

式也有着极严格的要求，句与句之间必须对仗。

因此，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一年之后，只有八

岁的梁启超已经能够写出洋洋洒洒的千字文章

了。望孙成才的祖父、望子成龙的父母在惊讶、

欣喜之余，商量着找机会让这个小文曲星去省城

广州应童子试，以登上科考的首级台阶。

1882年，只有九周岁的梁启超由父亲陪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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