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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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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少年崭露头角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１７８５年）８月３０日，半夜，福州城

里，一片寂静。人们早已进入梦乡。但，在距离贡院不远的一

条叫左营司的胡同里，有户人家，却还亮着灯。突然，从屋内

传来“哇———”的一声哭声，清脆响亮，哭声划破了夜空，打破

了宁静。一个男婴降生了。这个男孩，就是日后我国伟大的

民族英雄———林则徐。

林则徐的父亲叫林宾日，他是个穷秀才，靠“舌耕”维持生

计。母亲叫陈帙，在家操持家务。林家已经生有了好几个女

孩，曾经生了个男孩，但不幸夭折了。看到这次生的是个男孩

儿，一家子都高兴坏了，忙这忙那，虽然已是深夜，大家都没有

睡意。

在封建时代，人们都特别相信天命。在伟人、名人出生

时，总要浓墨重彩地渲染一番，使其披上神秘的面纱。

关于林则徐的出生和名字的选择，就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林则徐出生那天晚上，他的父亲林宾日做梦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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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到了凤凰起飞。孩子刚生下来，他就想到素有“天上石麒

麟”的美称的南朝大才子徐陵。他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就给孩

子取了个“则徐”的名字。

另一种说法是林则徐出生的时侯，正赶上新任福建巡抚

徐嗣曾敲锣打鼓从林家门口经过。林宾日便给孩子取名为则

徐，希望他将来能像徐嗣曾一样光宗耀祖。

福州是一座古城，历史很悠久。在公元前２０２年，闽越国

的都城就设在这里，闽越被汉灭后，这里便设了置冶县和侯官

县。这以后的１０００多年里，虽王朝不断更迭，福州的名字也

变换了多次，但它一直是福建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林

氏家族原籍在福建省莆田县，宋代时迁到福清县杞店乡，这以

后直到清朝初年，林则徐的五世祖，把家迁到省治“始占籍侯

官”。

林则徐祖上四代，都无没有当过官。他的爷爷林正澄，虽

寒窗苦读，也只是个闽县廪生，因为没有办法凭举业爬上封建

社会高层，便长期跟随叔父游历，在河南、山东一带靠教书谋

生。祖父在外教书挣不了多少钱，而祖上留下来的田室也并

算丰厚，加上有５个男孩，“都无生业，家口浩繁”，家境一日不

如一日。祖父一去便是１０多年，等他从河南回乡，家里已是

“外欠颇多，利息重积”，不得已“将住屋售人，以偿债务”。第

二年，祖父在穷困潦倒中悲伤地死去，留下的田产都变卖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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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样，欠的债也没还清。

这些是林则徐出生前１０年发生的事，那时他父亲才２０

来岁，还没娶妻。

林则徐的父亲，幼年时因生活拮据而辍学，到１３岁时才

上私塾读书。由于家道中落的影响，他痴迷于科考，不甘心

“以贫废学”。他参加过府试，但因为母亲去世，不克终试。这

以后，他逼不得已“自食其力”，出外教书。后来凭自己“舌耕”

的积累的一些钱，在左营司巷租了间小屋，在１７７７年建立了

自己的小家庭。婚后继续苦读，想通过科考，进入仕途，重振

门庭，光宗耀祖。因“心力交瘁，犹苦志读书，终夜不寝”，得了

眼病。

１７７８年即在他２９岁时，林宾日终于考中秀才，次年经过

岁试，补为廪生，颇负时誉。

在１７８０年，林宾日参加了乡试，但因“第三场病目未与”，

并未考中举人。他继续教书，收入不高，只够分期还他父亲生

前欠的债务。廪生的津贴，也不能养活一家人，所以妻子和８

个女儿，都从事女红，剪札“象花生”，“遂贸真值，以佐家计”。

因林则徐后来堪称清朝名宦，时人就故意不提他家这段

事，而是把他家和赫赫有名的“闽中甲族”———福州东林相联

系，说他“家传五尚书”，是簪缨世胄、封建官僚贵族的后代。

也有人说“林氏自唐后即为闽中甲族，前明科第尤盛，史称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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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五尚书，皆以清德著”。这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所谓

“三世五尚书”，是指明成化到万历间的林瀚一家。其实用林

则徐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他在青少年时的读书札记中

写道：

“瀚为南兵尚，子庭机为南礼尚。庭机子糠，字贞恒，礼部

尚书；糠弟烃，南京工部尚书。瀚次子庭枊，先为南工尚，所谓

三代五尚书是也。”

这与当时远在福清县杞店乡的林氏，一点关系都没有。

林则徐把他们当成先贤，并没有吧他们当成自己的祖。封建

地主阶级及其史学家把这两者联系到一块，无非是为了宣扬

“世宦家族出良裔”，就是想说明林则徐这个历史人物是在他

先辈积累的“清德”庇荫下出现的。

其实，说林则徐出生在下层的封建知识分子世家还算准

确，他的爷爷林正澄一生落魄，是个穷教书先生，林则徐伯父

和父亲也是以教书谋生。他的父亲林宾日虽然有廪生津贴的

收入，但其实已是“自食其力”，是一位靠脑力劳动和部分体力

劳动为生的自由职业者。林则徐的母亲和姐妹们做一些女工

来补贴家用，“迁就度日”。

在封建社会，摆在下层封建知识分子面前就两条路：要么

“学而优则仕”，通过科考挤进封建官场，扬名天下；要么潦倒

贫困一生。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下过通过科考挤进官场，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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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朝思暮想的就是金榜题名，醉心痴迷

的便是做官。虽然自己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但他并不放弃

努力，而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儿子林则徐身上。因此，当林则徐

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父母就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人生道路，

即“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

在林则徐４岁时，他的父亲林宾日就开始对他进行启蒙

教育。当时，林宾日在本城一家姓罗的人家里当教书先生，他

把自己的儿子也带到那里，经常把他抱在膝上，“自之无以至

章句，皆口授之”，叫儿子跟他们一块儿学。从７岁开始，他便

教儿子作文。到１２岁时，林则徐跟着父亲，在文笔书院学习。

他后来回忆到：

“府君之教，谆谆然，循循然，不激不厉，而使人自乐于向

学；讲授书史，必示以身体力行、近理著已之道，罕譬曲喻，务

使领悟而后已，然未尝加之笞挞，即呵斥亦绝少。”

又说：

“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

次列坐，诵读于斯，女红于斯，肤粟手皲，恒至漏尽。”

从这些可以看见，林则徐的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是多么

迫切的。正是因为父亲的谆谆教诲，再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

少年时的林则徐就出众的文采，有“神童”的称号。一次，有人

想试试他的才学，给他出了个上联“鸭母无鞋空洗脚”，他马上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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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鸡公有髻不梳头”。还有一次，老师带着他们去彭山绝

顶峰游玩，出了“山”、“海”二字，试着叫学童们每人做一对七

言联句。当其他学童还在冥思苦想时，林则徐就吟出：“海到

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因此，林则徐“以童年擅文

名”。林宾日曾经说过：“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

机反窒。”林则徐的“擅文”，不仅仅是靠别人的培养栽培的，更

是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取得的。

１７９６年，林则徐１２岁时，岁试中佾生，应郡试第一。

次年参加科试，中了秀才，即入鳌峰书院读书。他的应试

写的《仁亲以为宝》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八股文，也是现存林则

徐最早的文章。当时很被人们所推崇，被收入《制义丛话》卷

十七中。

少年时，林则徐家里的生活比较艰苦。林家到除夕之夜，

才能吃上一餐算是佳肴美味的素炒豆腐。也只有在除夕之

夜，挂在壁上的油灯里才会插上两根灯芯。为了读书，林则徐

“每典衣以购之”。有一段时间里，他还在闽县衙门内做知县

房某的兼职书廪即抄写员，过着勤工俭学的生活，由于家境贫

寒，当时就有人劝林则徐的父亲，让他的儿子改业。“学而优

则仕”观念极深的林宾日当然不会同意，“惟笑不应”。林则徐

很小时就很懂事，看见母亲和姐姐们为生活而奔波劳碌，“往

往漏尽鸡号，尚未假寐”，深感不安，“请代执劳苦，或推让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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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林则徐的母亲和父亲有着同样的观念，她也经常对儿子

说：“男儿务为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始

不负吾苦心矣。”父母的言传身教，更激起了林则徐发奋读书

的决心。

林则徐的父母都是善良的老百姓，他们同情下层劳动人

民，对官僚地主阶级的巧取豪夺、中饱私囊恨之入骨，这给林

则徐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母“视人之急犹己家，虽至贫再三，尚阝疾病死葬，靡不竭

力解难，忘乎其为屡空也”。他小时候亲眼看到父亲把米送给

贫困潦倒的三伯父，母亲自己忍饥挨饿，还对他说：“汝伯父

来，不得言未举火。”父亲“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有一

次，一个土豪劣绅想用重金贿赂他的父亲，想让父亲为他保送

文童，父亲拒绝了他。还有一次，“里中有豪猾者，欲延府君课

子，不惜厚聘。府君疾其哀行，坚却之”。

父母对官场贪污腐败的现象很是唾弃。林则徐１０岁时，

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按察使钱士椿等贪赃枉法被

查出来，这些官吏被革职查办。这件事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

一大丑闻。关于这件事，父亲每当教书回来，总会和母亲聊上

几句。

父母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林则徐。林则徐后

来从官后关心民间疾苦，作风正派、刚正不阿，保持清正廉洁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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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风，或多或少受到了家庭的影响。

林则徐在鳌峰书院呆了７年，一直到１８０４年２０岁时中

举才离开这儿。当时的鳌峰书院是福建省的最高学府，主持

这个书院的叫郑光策，他是进士出身、“有心用世”的封建士大

夫。他为人正直，对吏治腐败极为愤慨；他讲求“明礼达用之

学”，鼓励学生树立远大的志向，有目的地读书。所以鳌峰书

院的功课，不仅有制义诗赋，还注意讲讲经世之学，“一课制举

艺，一课古文论志，考辨诸体，期学者力经史之学”。

林则徐在鳌峰书院山长郑光策的悉心教导下，深入地学

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知识，开始接触各种经史典籍，大大

开阔了眼界，他还靠父亲的关系，结识了被后人称为“今文学

之初期”的“研究今文遗说者”陈寿祺，他们两人“比数过从，通

悃愫，讨文字，欢甚”。林则徐受到陈寿祺很大的影响，他曾做

过一首诗，借此表达：“束发读公文，珍如觏鸿宝”。

林则徐在鳌峰书院７年的学习生涯中，博览群书，用心研

究经史，写下大量的读书心得和笔记，这为他日后从政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从他早年的《云左山房杂录》读书札记中可以看

到，他当时的读书范围很广泛，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射猎，有儒

学经典和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作品，有《老子》、《韩非

子》、《庄子》；也有《史记》、《汉书》等历史典籍，还有历代诗文

集、笔记、佛经、医书和书法碑帖等等，儒、法、道、佛，兼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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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他还在札记中写了很多警句，如“博闻为馈贫之粮，贯一

为拯乱之药”，“勿苟且雷同，勿偏执臆见”，“崇实行而不事虚

名，秉公衷而不持偏见”，这充分表现了他他努力学习知识，独

立思考问题，崇尚言行合一的思想。特别是“岂为功名始读

书”这一句，更体现了林则徐遵循师长的教诲，“以立志为先”，

树立了经史致用之志了。

青少年时的林则徐，对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

家、文学家，像诸葛亮、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李纲、岳

飞、文天祥、于谦等人都极为敬佩。因为南宋抗金英雄李纲是

福建人，他的祠墓都设在福州。林则徐对他的事迹尤其熟悉，

他经常和朋友们谈论李纲的英雄事迹，并与同学一起，常常到

李纲祠墓凭吊，做诗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在他２２岁时，

还和学友们一道对李纲的墓地进行修葺。他尤其喜爱白居易

的诗，并且很用心地模仿，后人说他“诗宗白傅”。

早年时的读书生涯，是林则徐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

要阶段。父母老师的教诲，书院学风的熏陶，使林则徐从小就

养成了喜欢读有关民间疾苦的著作，不断吸取古代封建文化

中的思想精华，树立了救民于疾苦的志向。

１８０４年秋天，２０岁的林则徐顺利地考中举人。

在揭榜的那天，林则徐和福州朱紫坊一带的名儒、前任河

南永城知县郑大谟的女儿、１６岁的郑淑卿，举行了婚礼。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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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林则徐继续向仕途迈进。

１８０５年初，他准备赴京参加会试。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

乡，开始离开书房走向社会。一路上，他游历了名山大川，寻

访民俗风情，接触到了社会现实，大大地开阔了眼界。

第一次会试，他名落孙山，便于这年年底回到福州。由于

家境贫寒，不得已又走上了祖父和父亲的老路———出外教书，

“以谋食故驰四方”。

１８０６年时，林则徐的父亲和赵在田、谢某、陈某、林芳春、

林雨化等人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真率会”，“月必数集，集必

竞日，讨论文字，上下古今”。他们反对泥古、庸俗，主张“纵谈

不讲之乎者也”，“说家常不及男婚女嫁”，“主客一揖即罢”，

“终日不讲虚邀多谢”，具有开明的倾向。林则徐在教读的闲

暇时间，也跟随父亲参加“真率会”活动，每当活动时，常常“集

吾宗希五先生斋”，即林雨化（字希五）家，林雨化为人刚正不

阿，不害怕触怒权贵。乾隆末年，他曾经揭发了福建按察使钱

士椿徇私枉法，结果被迫害被投入监狱，被发配到新疆。但他

并不屈服，获释归来后，仍保持着敢于主持正义的气魄，“意气

不少衰”。林则徐少年时，曾经多次听父亲谈起这位同乡先辈

的感人事迹，那时他曾经受到了林雨化的谆谆教诲，又认真研

读了《林希五文集》，而且感想颇多，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一篇感

情充沛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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