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著名人物 

古代著名人才 

古代著名人才“首石山鸣出大魁，十洋成市状元来。”千年古邑长乐自唐代起就成为人

类科举文明烛光映照的一方宝地。这里承“衣冠南渡”之脉，得“福山宝地”之气，袭“临

江滨海”之灵，中原的文明引燃了古代科举的火把，照亮了长乐儿女前行的路。林立的书院、

荟萃的人文，见证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重教兴学、诗书传家的文化传承，诠释了

“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丰厚内涵。从唐开元二年科举中榜的长乐第一个进士起，从这块

沃土上共走出了 11 名状元、955 名进士，并在乡里留下了许许多多世代相传的科举佳话。

“凤岗二刘、砥砺德成”，验证了当时治学之孜求；“金枝玉叶世裔、青灯黄卷名家”，映

衬着当时文风之蔚然；“父子两进士、兄弟五联芳”，“九官六进士、四世五中丞”则折射

出当时人才之鼎盛，触摸科举在长乐的历史遗存，我们仿佛闻到弥漫全城的书香，走进了古

代进士的摇篮地。 

董奉 

董奉，又名董平，字君异。古槐青山下人。汉建安五年(200)生。董奉从小学医，信奉

道教，曾任侯官县小吏，不久归隐家乡山中，一面裸身锻炼内养功，一面行医。他医术高明，

医好病人不收报酬，只要重病愈者在山中栽杏五株，轻病愈者栽杏一株。数年之后有杏树万

株，郁然成林，杏熟时董奉于树下做草仓储杏。需者用谷子换杏。董奉将所得之谷赈济贫穷，

供给行旅。故后世称颂医家“杏林春暖”。董奉还利用杏树与其他药物配制成药。有次到交

州(今广东一带)行医时，遇交州太守杜燮病危，垂死已三日，董奉把三粒药丸放在病人口中，

叫人捧举其头摆动，使药丸吞入腹中。顷刻病人手足能动，肤色逐渐好转，半日后能坐起，

四日后能说话，不久病愈。董奉医术高明，人们把他同华佗、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 

董奉后在杜燮府中居住，不久，杜燮阴谋反叛朝廷，担心董奉泄漏其密谋，想加害董奉，

董奉诈死脱身。后到豫章庐山继续行医。 

怀海 

僧怀海，俗姓王，名木尊，沙京人，唐开元七年(719)生。(一说生于开元八年(720)。)

自幼落发西山寺(龙泉寺前身)，后往洪州(今南昌)新吴界大雄山修行。怀海刻苦研究禅理，

名声远扬，四方僧众云集。怀海精通大乘教派理论，每与僧众说法，总是以理服人。他鉴于

禅门戒律不一，制定《禅门规式》(百丈清规)。怀海对天竺传来大小乘戒律的态度是“吾所

宗，非居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于是创意别立“禅

居”，有德者号曰长老，“既为法主，即处于方丈”；不立佛殿，树法堂，“表佛祖所属，受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