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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东山再起"成语释义:东晋时谢安退职后在东山隐居，以后又出仕为

官。后用"东山再起"指再度出任要职。也比喻失势之后又重新得势。

成语故事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然而散落在民间的有关东山的故事

和传说还有很多很多，今收集、挖掘和整理把它分类汇编如下:东山民间

故事、东山典故、东山古迹、东山景点的故事、美谈佳话、趣事轶闻、名人与

东山的故事等七大类。



序

古越会稽之始宁东山 即今绍兴上虞东山 有一位历史人物著世闻

名，那就是东晋名相谢安。正是谢安"东山再起"取得肥水大捷，使东山这

座曹娥江边原本极其普通的小山，成为能与五岳媲美的名山，也使得东山

谢氏从寒n小姓，一跃成为与琅那王氏并肩的豪门士族。千百年来，一代

又一代的文人墨客为寻访谢安、谢灵运等先贤足迹而登游东山，留 F众多

脸炙人口的诗词篇章，给东山增光添色。如今，上虞区政府主持重修谢安

墓及太傅祠等古遗址大力弘扬东山文化更使东山成为中华谢氏后裔乃

至海内外人士寻根渴祖与文化旅游之胜地O

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谢氏起源有三:一是源出炎帝，姜姓;二是源出

黄帝，任姓;三是由直勒氏、谢加氏等少数民族改姓为谢。今天下谢氏多自

称东山谢氏，则皆源出炎帝。

西周末年，周宣王封元舅申伯于谢邑(今河南南阳一带 )0 ~诗经·大

雅》中有一首《搭高~，为尹吉甫送申伯去谢邑受封时所作。此后，申伯后裔

就以国为氏，尊奉申伯为得姓始祖。

东周慧玉时，谢邑被楚国所灭，谢氏陆续外迁各地，逐渐形成会稽、陈

郡两大郡望。会稽谢氏以东汉初年巨鹿太守谢夷吾为发端，陈郡谢氏则以

三国曹魏典农中郎将谢攒为肇始。陈郡设置于秦朝 辖境包括今河南淮

阳、太康、西华、鹿邑、拓城等县。秦汉时，陈郡谢氏多聚居于阳夏(今太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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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史称阳夏谢氏。阳夏谢氏在秦汉时式微，直至谢攒发迹时才开始见载

于史册。

司马炎统一中国后谢绩之子谢衡任西晋国子祭酒。晋怀帝永嘉五年

(3 1 1)，中原士民为避永嘉之乱大举南迁，谢衡也携全家由阳夏辗转来到

会稽郡始宁县东山(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定居，史称东山谢

氏。

历代东山谢氏在编修宗谱时 为不忘阳夏祖地 大多奉谢攒为一世

祖，而奉谢衡为二世祖。至于谢攒以前的族史，都以"炎帝苗裔，申伯得姓"

寥寥数字一笔带过。今社会上所流传的炎帝至申伯、申伯至谢攒的世系，

皆为清代至民国时期湘鄂等地谢氏所杜撰，尚需依据古谱史料，予以认真

疏理并考证。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旧时东山虽属会稽辖地，但东山谢氏和

会稽谢氏是两支不同渊源的姜姓谢氏。

谢衡定居东山后，子孙或因出仕，或为避祸，又从东山陆续迁居外地。

如谢万居抚州，谢康居和州，谢汪居刽县，谢邹一、谢邹二居东阳，谢仁裕

居上蔡，谢厚居萧山，谢涯居台州，谢异居江右，谢尝居诸暨谢坞，谢涛居

富阳，谢集居广州城西魁林坊街北，谢根居徽州，谢克家居黄岩三童，谢克

俊居果州等。甚至南阳、太康祖地的谢氏也是后世自东山回迁。

如今东山谢氏已遍布大江南北、海峡两岸，更有人远涉重洋，迁居欧、

美、非、澳各洲，所以大部分谢氏宗祠都挂有"宝树家声远，东山世泽长"的

惶联。

谢衡本为一介儒士，南迁江左之初在崇尚玄学的东晋朝廷几乎没什

么声望。后来谢衡长子谢鲤由儒人玄追随元康名士才使谢氏开始有了

一定的社会地位。随即谢安指挥谢石、谢玄、谢玻等兄弟子侄取得肥水大

捷，一门中有四人同时封公，家族威望骤然达到辉煌的顶点。再后，又有谢

灵运、谢跳在文坛上开创山水诗风"大谢小谢"享誉千古。从东晋至南北

朝，东山谢氏载于史册者有一百余人，其中三品以上官员有三十三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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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期也是东山谢氏最为鼎盛时期。

隋朝建立后，江南士族的特权逐渐被削弱，但东山谢氏凭借自己的聪

明才智，仍然名人辈出，在不同的迁居地又先后成为大姓望族。

唐代东山谢氏望族以江西飞阳谢氏为代表，始祖谢启系唐金紫光禄

大夫谢肇之弟，南宋诗人谢妨得即为谢启十三世孙。

北宋东山谢氏望族主要有三家:一是杭州富阳谢氏，兵部员外郎知制

i告谢络与父谢涛及三个儿子谢景初、谢景温、谢景平，不仅皆有政绩，且都

长于文学，史家称之"北宋三代五诗人"二是福建泉州谢氏，以廉吏谢微

为代表，其女谢希孟的诗词，为欧阳修所推崇;三是河南上蔡谢氏，以理学

家谢良佐为代表。

宋室南迁后，东山谢氏望族初有台州黄岩谢氏，以参知政事谢克家为

代表。后有台州 i脑海谢氏以右主相谢深甫、理宗皇后谢道清为代表。至南

宋末年，杭州钱塘谢氏有谢纪、谢纲、谢统、谢绪等弟兄四人，因正直而被

朝廷敷封为神，其中谢绪即著名的清运之神金龙四大王。

明代时，东山谢氏在文学经史上取得不凡成就。工部尚书、状元谢一

壁，一生著述颇丰;礼部侍郎兼国子祭酒谢锋，是"茶陵诗派"重要人物;文

学家谢棒，为"后七子"之一;广西布政使谢肇涮，博学且擅长诗文，为闽派

作家代表。望族则当推余姚润门谢氏以大学士谢迁为代表，谢迁也是东

山谢氏历史 t唯一的状元宰相。

清军进关后，东山谢氏望族主要有两家:一是山东德州谢氏，以建极

殿大学士谢升为代表·二是江西南康谢氏以广西巡抚、状元谢启昆为代

表，谢启昆也是清代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

到了近现代，东山谢氏在各行各业都有翘楚，主要有抗日英烈谢晋

元、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文学家冰心台湾地区副领导长官谢东闵、著

名导演谢晋等等。

自谢衡迁居东山后，史载谢氏子孙皆生以东山为家，死葬其地，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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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离。从东晋至南北朝长卧于此的有太傅谢安、左将军谢玄、秘书郎谢

琪、侍中司空谢玻、侍中谢适豆、太常谢靖、散骑常侍谢冲、建吕侯谢峻、骤骑

将军谢肇、南康郡公谢明慧、康乐公谢灵运等后人称之为"谢氏世基"。隋

唐后，谢氏逐渐流散各地，东山渐为他姓所侵占。至唐代大诗人王维登东

山时，山上谢安故宅国庆禅院及谢安调马路犹在，但白云、明月两堂惟存

遗址矣 O

明正统年间，谢迁的祖父谢莹到东山凭吊，在国庆禅院僧人的指点

下，探访了谢安当年携艺妓游宴的蔷薇洞，很是感慨，当即赋《游东山》诗

一首"两履行穿一径斜，紫薇开尽洞中花。老僧相见即相识，五百年前太

傅家。"

明嘉靖中期，东山附近董姓竟然私毁谢氏世墓，谢迁仲子、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谢Æ遂致书当道 要求官府干涉。毁墓行为被制止

后，谢圣顺势收回东眺、西眺两亭加以修复，还组织余姚润门、上虞谢家

塘、上虞北门等三支谢氏恢复了中断已久的东山清明祭祀。每次参祭人员

都由国庆禅院负责接待费用从谢氏拨给的田产收入中开支。

明隆庆初年，董姓中又有人要求官府重新确定山界，图谋再次侵占东

山。时谢圣早已过世，洒门谢氏中最有名望的是谢Z的从孙、太常少卿谢

敏行。在官府派人勘测东山时，谢敏行哀号迫切，使主办官员为之动容，不

觉作声道"由来只有谢东山，未闻有董东[lJ 0 "片语定案，从此东山只归谢

氏所有。

谢敏行收回东山后，在从叔、锦衣卫千户谢麟的协助下，先后修复了

太傅祠及同庆禅院。隆庆六年浙江巡按监察御使谢廷杰又对谢安墓进行

重修。为使东山胜迹不再潭灭谢敏行特辑东山故事及历代谢氏人物为一

书，曰《东山志》。他还把收回东山的经过写成诗，题为《恢复东山有感》。

清乾隆年间，润门谢氏又在曹娥江边的东山脚下出资修建进山牌坊，

牌坊遗物犹存。光绪十七年，因国庆禅院劣僧九融吸烟怠玩，余姚、上虞三

支谢氏遂共同商议，另请戒僧月峰为主持，并禀明上虞县府，勒石示谕。此

后至新中国成立，东山清明祭祀一直未曾中断。

一一一一一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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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后，经释明芳尼师发心募捐，国庆禅院首先得以重建，并改名

国庆寺。 2011 年，在上虞东山谢氏宗亲呼吁推动下，上虞市政府出巨资修

复谢安墓，同时易地重修太傅祠。通过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古老的东山

终于重现昔日风采成为传承东山文化、彰显上虞独特人文历史价值的翻

丽名片。

与此同时，在绍兴市上虞区民间文化交流协会与东山文化研究会的

共同努力下，历经十余年的调查考证与史料征集，终于疏理编篡完成了五

卷本《东山文化丛书~，并于近期正式付印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

事。《东山文化丛书》的出版，不仅填补了东山文化领域中文史资料缺失的

空白，更为中华谢氏后裔乃至海内外各界人士研究东山文化提供了珍贵

的文献资料。在此，要向主持《丛书》编篡的徐景荣、周鹤龄等诸位上虞乡

贤表示敬意与感谢，也要向关心支持《丛书》出版的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各级领导及谢氏宗亲表示感谢O

缅怀江左风流，忠孝缘系上虞情;愿景追步东山，同心共圆中国梦。是

为序 O

谢俊明

乙未年仲夏于武汉

(作者系中华谢氏联谊总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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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虞东山，风光秀丽;历史悠久，人文奎萃。公元 311 年，谢安的祖父、

西晋国子祭酒谢衡为避兵焚，携家人从河南太康转展建康，来到浙江上

虞东山安家 O 自此，虞山舜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谢氏名贤，同时，在这山

间、江畔，留下了许多历史文化的古迹:谢公宅、国庆寺、东西眺亭、明月白

云堂……历代诗人名士慕名而来，吟唱聚会，从此，东山与谢氏相附相依，

名声雀起，并形成了名闻中华的东山文化。东山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这里

有山水美景，能唤起人们无限的情思;有宏伟建筑，着意装扮艳丽的江山;

有赋、志、传、赞，记下了当时的历史的轨迹;有名人诗篇，赞美这里的山山

水水和古今谢氏的功业。

(一)

西晋永兴六年(公元 304 年)琅那王司马睿，因他的叔父东安王爵、被

成都王颖所害，害怕祸水也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南渡黄河，奔到他的封邑

琅那园。这时玉、谢两族跟着他一起逃到江南。晋永嘉元年(公元 307 年) , 

西晋接连发生了"永嘉之乱"、"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等。在西晋王朝即

将覆灭的前夕，司马睿进入建康(即今南京)。谢衡携全家南渡，沿钱塘江

转向东南方向的曹娥江，于永嘉五年(公元 311 年)秋，终于在当时始宁所

属的东山落了脚。从此阳夏谢氏落籍在上虞东山 O

谢衡有二子，长子谢鲍，次子谢哀(谢安之父)。谢鲤精通玄学，善清

谈，官至豫章太守。谢衷官侍中、吏部尚书、吴国内史，生六子:奕、据、安、

万、铁、石，谢安排行老三。谢衡来到东山后，亲自选定地址，由长子谢鲤督

工，几十名工匠日夜兼工，在山上国庆寺的东侧建造五开间的房宇，作为

安身之所，称"谢公宅"。在安顿了家人之后，谢衡又着手整修国庆寺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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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和山门，重塑了菩萨金身，使几近冷落的东山国庆寺再现了梵音缭绕、

香客如云的热闹场面。他还亲率儿女清理疏泼了山上的一处泉水，扩大成

塘，使其清湖满溢，并取名为"始宁泉至今还在。谢衡并不以此为满足，

到东山后，经过全面的踏勘勾勒了一幅美好的蓝图计划在南坡上建筑

"白云堂"东西两座山岗上分别造"东眺亭"和"西眺亭"另外再建造"明

月堂"和作为谢家聚居的大宅始于同。然而，谢衡没有完成他的设想，在东

山只居住了一年半时间 在白云堂建成后不久就去世了。但博学多才的

他，留下一份详细的规划蓝图，等待后人来继承他的事业。这是东山的第

→期建设。

西晋建兴四年(公元 316 年)恩帝为刘聪所掳，西晋覆灭 O 司马睿在建

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随他南迁的世族官僚，成为东晋朝臣，王、谢世

族被赐封为公侯，始宁东山一带为谢姓封赐之禄田。

东晋咸康四年(公元 338 年) ，谢安十九岁，已到了出仕(做官)的年

龄。时任宰相的王导，想把他安排在司徒府任佐著作郎，但不久谢安以身

体欠佳为由，婉辞不赴。王导虽然权势炙手可热，但谢安不愿出仕，他也元

可奈何。

谢安二十岁时，庚冰任宰相，庚冰早知谢安之名几次征他人朝，均被

谢安拒绝。庚冰爱才心切累下郡县敦逼"。谢安勉强赴任，但到任仅月

余，便挂冠而去。晋咸康八年(公元 342 年) ，谢安携妻刘氏上东山隐居，时

年 23 岁 O 他受堂兄谢尚、长兄谢奕之托，从京师建康携资金来东山从事续

建工程，造明月堂、东西眺亭、始宁园(谢姓宅院) ，使谢衡设计的东山建筑

基本完成。谢安居东山 22 年(公元 342 -364 年) ，除了在家训育子弟，常

与王革之、许询、支遁、孙绰等名士，啸傲山水，垂钓水滨 ， ð'守猎深山，泛舟

沧海，出则渔飞山水，人则言咏属文。

东晋升平四年(公元 360 年) ，谢安四十→岁，长兄谢奕，堂兄谢尚先

后去世，弟谢万被废为庶人，谢氏家族遇到了严重挫折。为了支撑谢氏门

面，同时也是为国家着想，谢安不得不改变初衷，谋求出仕了。八月，桓温

招他为司马。谢安慨然应诏 O 后官至吏部尚书、中护军c 他主政有方，以深

远的谋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遏制和挫败了桓温的谋位阴谋，使杜穰转危

为安，让晋作延长近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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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太元八年(公元 383 年)八月，前秦荷坚北率步兵 60 万，骑兵 27

万，号称百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南下攻晋。秦军声势浩大，晋朝京师震

恐。谢安运筹帷|握，指授将帅，派弟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部督，派侄子

谢玄为前锋都督，儿子谢玻为辅国将军及西中郎将军桓伊等率领北府兵 8

万，抵抗秦军。同时，命令嚷将军胡彬领水军 5 千支援寿阳。泪水之战，秦

兵大败，战死、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逃者"闻风声鹤映，草木皆以为晋

兵。"泪水之战的胜利消除了东晋军事上的危机。

东晋太元十年(公元 385 年)正月，因孝武帝把才二十岁的胞弟会稽

王司马道子录为尚书事，与谢安"共掌朝政"。兄弟俩联合起来排挤谢安。

谢安决定退出朝政，离开京城，出镇广陵之步丘(今杨州北 25 里)。谢安在

权力争斗中，凤志未酬而↑邑部得病，遂向朝廷提出回京疗疾，并要求把儿

子谢玻召田"解甲息徒"朝廷一一照准。同年八月丁西，即农历八月廿二

日，一代名相油然长逝，享年六十六岁。

同年十月，朝廷论平荷竖功勋，谢安更封庐陵郡公，同时封谢石为南

康公，谢玄为康乐公，谢玻为望蔡公，一门四公，居功至伟。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 385 年)前后，康乐公谢玄到会陪(今绍兴

市)任内史，掌管民事。由于离上浦东山较近，谢玄重修了东山故居，在山

上扩建了东山西园在山下又新建了南、北两园。因此历史上所称的始宁

墅有两重含义:一是作为一个庄园它包括东山谢家所有的房屋建筑及所

有的回产地产;二是作为主要建筑，指的是南北两园。谢灵运所著的《山居

赋》中所描述的始宁墅，主要是指两座庄园，故有南园和北因之别 O 在谢玄

的经营下，作为庄园的始宁墅，已经有了很大的范围。后来，谢灵运袭康乐

公、继承祖父遗产时已经达到了食邑二千户的规模。性喜山水的谢灵运

经常偷闲到始宁墅来居住 主要的居住地就在山下的南北两周以及在南

园附近的"石壁精舍"。石壁精舍现在称为"梅花庵"与东山相距不远，那

堕离开村庄较远，石壁俨然，环境幽静，是一个参禅悟道的好地方。后来谢

灵运被人陷害，在广州被弃市之后，东山故居和始宁别墅便走向衰落了 O

唐宣宗年间，举国崇佛，在东山上的国庆寺自然受到官府和吁地乡民

的重视，于是由官府和民间共同出资，重新修建了国庆寺。宣宗皇帝一方

面因为重佛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仰慕东山的盛名，钦赐"国庆禅院"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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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于是四面百姓、八方香客云集于此，山上人I往来香烟鼎盛。一些文

人墨客如李白等也慕名而来追慕先贤兴感浩叹，留下许多的传世佳作。

明代时，后任首辅大学士的谢氏后裔余姚润门人谢迁出任绍兴太守，

在参加了祭祖活动之后，谢迁召集了→批有一定经济条件的谢氏裔族，捐

资修建了"三公祠祠内居中供奉文靖公谢安，左首为康乐公谢玄，右首

为袭康乐公谢灵运，高约 2.5 米，以供谢氏后人祭悼。据民间传说，明朝年

间，东山寺及附近七百多亩山林田产，曾被当地董氏侵占，谢迁后裔报禀

官府，据理收回，并规定此后每年清明，谢氏族人须到东山祭祖，以期保

护。

清乾隆年间，谢氏族人又重修太傅祠及山下石牌坊，规模宏大，仅东

山寺的房屋，传说有九十九间半之多。后历经战乱，到了清末及民国期间，

已逐渐倾妃，到解放初，仅存遗址。

改革开放后，国泰民富，社会和谐，文化复兴。先由上海释明芳来东山

重建国庆寺。 2009 年，上虞市人民政府着意东山景区建设，由上浦镇人民

政府与东山景区管理委员会主持，于东山北麓重建太傅祠。宗祠占地八

亩，建筑面积六百六十平方米，主殿为单层重檐歇山顶结构，内室为三公

堂，奉祀晋太傅文靖、康乐、袭康乐三公木雕真容同祀宋太傅惠正、明太

傅文正二公画像。左右壁画为东山高卧、泪水大捷图 O 祠内回廊石刻谢氏

历代名贤画像。 门厅立柱制名人植联。围墙内壁设置当代将军书法碑林。

太傅祠前有照壁，东首重建越东形胜景观亭。宗祠结构古朴庄重，人文景

观呈显彰杨O

2010 年，由上浦镇政府为主出资，市文广局、旅游局协助，中华谢氏联

谊总会、上虞谢氏宗亲会赞助，修复了谢安墓。己丑年秋始，首勘测，次设

计，旋施工，开筑环道，围砌护石，铺整台地，拓展墓道，增立牌坊、新建碑

亭，重置石像，正在泼始宁泉 O 多方襄助，日夜兴作经年事毕。重修后之东山

谢安墓，松重秀天，翠柏环列，墓道整肃，古朴庄重。从此，可迎八方来客游

览凭吊，更待海内外谢氏后裔寻根渴祖。

(二)

东山文化，即谢氏文化。从东晋到南朝宋、齐、梁、陈 300 年间，尽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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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改朝换代，谢氏族人始终重任在身，重权在握对朝政起着举足轻重的

影响。特别是东晋时期谢衡之子谢银，孙谢尚、谢奕、谢据、谢安、谢万、谢

石、谢铁以及以下曾孙、玄孙等数十人均为东晋重臣在政治上建立了赫

赫奇功，在军事上保卫了朝廷和百姓的安全在繁荣文学艺术等等方面都

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会稽东山为谢氏文化发展史写下了最光辉的一

页。

东山文化是忧国忧民的文化。谢衡之孙谢安其人其事就是这种忧国

忧民文化思想的集中体现。

谢安身居会稽东山心系社穰安危。他常与书法家王毒草之、支遁和尚

等游飞山水，吟诗作词;朝廷多次征召他，他皆不就，表面上看他是无意出

仕，实际上是等待时机成熟!妻子劝他说，大丈夫不该沉溺山水，应该积极

出仕。他说，恐怕将来还是免不了啊!后来，东晋王朝内乱外扰，发发可危，

谢安即于穆帝升平四年(公元 360 年)出仕，历任仆射、侍中、中书监、吏部

尚书、中护军、卫将军，直至宰相。他粉碎了桓温的篡位阴谋，调和了朝内

各种矛盾;他受东晋王朝委派，全权指挥潮水之战，命兄弟子侄谢石、谢

玄、谢玻等齐齐出功率兵合力击败了前秦荷坚百万大军的凶猛进攻，收

复了中原失地，从而稳定了东晋王朝江山，使民众免去了当亡国奴的命

运，写下了"东山再起"的赫赫历史。

东山文化反映在军事思想上在泪水之战中以 8 万兵力战胜了敌人

的近百万大军，在历史上首创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赫赫战例，显示了

出奇制胜的光辉战略思想。

东山文化反映在文学艺术上既有浪漫情调又有务实精神，更有丰

富的想像思维和强烈的创新意识。其代表人物是以"咏絮才女"谢道植和

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为代表的谢氏群体。

谢安之侄女谢道国聪慧富有才识，想像力丰富。一次，天降大雪，谢

安聚集子侄辈问道"白雪纷纷何所似?"谢朗答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

植答"未若柳絮因风起。"意境清新，形容得体。因此，世称道国是具有"咏

絮才"的女诗人。

谢玄之孙谢灵运，常以诗的形式描写会稽、永嘉、庐山等地的山水名

胜，善于刻画自然景物，开创了文学史上的山水诗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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