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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书院讲学 石湖书院著述

海瑞蒙师郑廷鹄轶事
遗迹

据多种《琼山县志》《琼州府
志》记载，石湖书院是明代进士、布
政使司右参政郑廷鹄创建的。郑
廷鹄是琼山府城西厢人。嘉靖三
十五年（1556年），郑廷鹄以母亲
年老多病为由辞官回籍后，自费筑
屋于石湖，创立石湖书院，著书立
说，招徒讲学，远近慕名而来从学
者甚多。

据已故文史专家王俞春考证，
石湖书院一直办到清代中叶，永兴
儒劳村进士王之藩、儒本村举人吴
魁朝、王荣和府城城西高坡村举人
邱将瓒、进士邱对欣、举人邱对勤，
少年时都曾就近到那里读书，为个
人的学业打下牢固的基础。

明代琼山（今海口）人才辈出，
有“海外邹鲁”之美称。府城一里出
三贤，有名声显赫的丘濬、海瑞和许
子伟。郑廷鹄虽然名望不及丘濬和
海瑞，但是他“会试名列第三”“殿试
钦赐进士出身”，也足以让他声名远
播，彪炳史册。以丘濬、海瑞、许子
伟、唐胄、郑廷鹄为代表的先贤们，
以他们的道德文章和家国情怀，共
同书写了琼北地区厚重且辉煌的文
化历史。

随着时光的流逝，郑廷鹄的
名字已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淹没，
他创办的石湖书院，也早就湮没
在西湖那美丽的湖光山色之中，

但他热心创办书院的高俊品行，
以及他的道德文章仍让不少后人
铭记和传颂。

20世纪80年代，原琼山县政
府拨专款复建石湖书院（亦称龙
庙），90年代被海南省政府批准为

“玉龙泉游览区”。书院里存有郑廷
鹄1556年撰写的《玉龙泉碑》、明代
天启三年（1623年）由博茂都士民
所立的《亘古奇逢碑》、清代康熙十
六年（1677年）琼总镇兵董国卿立
的《神灵感应碑》和清代嘉庆三年
（1798年）当地士民立的《奉县给示
碑》等珍贵的石碑。

在靠近西湖和书院遗址的山道
上，竖立着一座石湖书院的标志性
建筑——两米多高、由郑廷鹄亲笔
题书“西湖”的石牌坊。到此一游的
人们，都想穿越时空，去探寻这位石
湖书院创建者的足迹。

宦迹

根据郑氏家谱资料，郑廷鹄的
远祖世居汴梁（开封），祖父郑顺宗
是这一支郑氏的迁琼始祖，先在府
城绣衣坊创基，曾在达士巷建有郑
氏府第，被时人称为“郑公福地”。

弘治十八年（1505年）郑廷鹄
出生在琼山府城坊，15岁受业于塾
师海贞范门下，聪明敏捷的他深得
老师喜爱，后来成为海贞范的爱婿，
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

若干年后，郑廷鹄还是海瑞的
启蒙老师，以深厚学养和优良品行
影响了海瑞。海瑞后来青出于蓝胜
于蓝，但却没有多少人知道郑廷鹄
就是他的蒙师。

郑廷鹄少年时求知若渴，面壁
苦读。嘉靖七年（1528年），郑廷鹄
中举。十年后他赴京师参加会试，
名列第三，在两个月后的殿试中位
列二甲第五十七名，被赐进士出
身。琼州府城小西门曾有一座“会
魁坊”，就是当年琼州和琼山官府为
他所立的。

郑廷鹄勤能廉政，进入仕途
不久就擢升为江西督学副使。江
西是明代官办教育重点省份，能
任江西“提学”实属不易，非才干
和资望较高者不能充任。郑廷鹄
任上“裁抑侥幸，周密章程，诸生
翕然宗之”，当地学子非常佩服其
学识和能力，都尊他为一代宗
师。他曾在江西白鹿书院讲学，
大裨文教。

郑廷鹄不但从政深受拥戴，还
勤于修书和著述。嘉靖三十五年正
当事业鼎盛时期的他，在江西任上
届满之后，以侍养老母亲为由，辞官
回籍，归隐故里。在陪伴母亲晚年
和为母守孝期满后，郑廷鹄曾被朝
廷召其回朝，但清节自励、无意仕途
的他婉拒了朝廷的起用。由于孝行
名动朝野，他在当时被誉为“人伦之
鉴”“琼崖名士”。

著迹

临近晚年，郑廷鹄醉心于琼州
西湖，便在湖边筑屋，建石湖书院，
在那里读书、著述。

郑廷鹄著述颇丰，有《白鹿洞
志》《藿脍集》《易礼春秋说》《兰省掖
桓集》《经武七书注》《学台集》《石湖
集》等数十种，但传世的不多，只有
《石湖遗稿》等。

此外，他将丘濬的遗著《琼台吟
稿》《琼台类稿》二书版本的讹误和
缺漏，进行重新勘定后，合编为《琼
台会稿》（1卷）；他还参与编辑了中
国兵家经典《武学经传》（40卷）这
一皇皇巨著。

有人作过比较，认为郑廷鹄著
述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历代的琼
籍先贤中，仅次于丘濬。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郑廷
鹄卒于府城家中，享年58岁，被琼
州官方列为乡贤。这位辛劳从政和
著述的大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还为没能完成家乡的志书《琼志稿》
而留下深深的遗憾。

据了解，郑廷鹄和妻子海氏大安
人的坟茔在澄迈县永发镇山头岭。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再次来
到石湖书院的原址，满怀敬仰之情
瞻仰郑廷鹄手书的“西湖”牌坊、“玉
龙泉”等碑刻，感慨斯人已然不在，
好在痕迹尚可寻觅。

电视剧《繁花》里的爷叔一登场就气
场十足，牢牢吸引住了无数观众的目光。
爷叔的扮演者游本昌已经91岁了，他的
表演被观众誉为全剧的“定海神针”，哪怕
一言不发，他的眼神中也能传递出许多故
事。观后，不禁让人想到了“活佛济公”的
形象。1985年，一首“鞋儿破，帽儿破，身
上的袈裟破……”风靡一时，游本昌主演
的六集电视连续剧《济公》火遍大江南北，
也让游本昌家喻户晓。他以诙谐自如、妙
趣横生的表演，将助人为乐、扶危济困的
济公形象深深地烙印在广大观众的心里，
成为一代观众的记忆。游本昌也因此获
得第四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

济公是南宋高僧，俗名李修缘，号湖
隐，法号道济，浙江台州人。他初在国清
寺出家，后到杭州灵隐寺居住，随后住净
慈寺。他破帽破扇破鞋垢衲衣，不受戒律
拘束，嗜好酒肉，举止似痴若狂。他貌似
疯癫，实则学识渊博，擅诗善文，是一位行
善积德的得道高僧，被列为禅宗第五十
祖，杨岐派第六祖。他写诗自述：“削发披
缁已有年，唯同诗酒是因缘。坐看弥勒空
中戏，日向毗卢顶上眠。撒手须能欺十
圣，低头端不让三贤。茫茫宇宙无人识，
只道颠僧绕市廛。”

济公撰有《镌峰语录》10卷，还有很
多诗作收录在《净慈寺志》《台山梵响》
中。著名学者南怀瑾曾评价济公的诗作：

“若以诗境而论诗格，他与宋代四大家的
范成大、陆放翁相较，并无逊色。”

济公精通岐黄，医者仁心，救死扶
伤，药到病除。一些名宦富室慕名，竞相
订交，济公却轻易不入侯门，而用他的医
术为老僧、贫民悉心医疾，治愈了不少疑
难杂症。他发明一种灵丹妙药，名“伸腿
瞪眼丸”，其药色黑，异香扑鼻，疗效奇
特。

有一次，临安仕宦人家赵文会之子生
病，赵老太太因疼爱孙子而着急上火，一
口瘀痰上涌，昏迷不醒。赵家请了当地名
医郎中诊治，都无效果。济公得知后出手
施救，让人给赵母吃下“伸腿瞪眼丸”，不
一会老太太便清醒过来，病症痊愈；又用
阴阳水作药引子治好赵子之病。

苏北山乐善好施，其母久患疾病，卧
榻不起，四处延医全然无效，济公一剂“伸
腿瞪眼丸”就祛除了老太太的沉疴。

济公一生云游四方，足迹遍及浙江、
安徽、四川等地，悬壶济世，排忧解难，广
济民间疾苦。他曾有诗云：“煮茶迎客月
当户，采药出门云满篮。琴挂葛弦鸣素
志，窗开风拂罢清谈。”

济公扶危济困、彰善瘅恶，在民间留
下许多传奇故事。他有《题墨竹》诗表明
自己的心迹：“数枝淡竹翠生光，一点无尘
自有香。好似葛陂龙化后，却留清影在虚
堂。”

早年在天台县国清寺出家时，曾设计
惩治鱼肉百姓、搜刮民脂民膏、欲霸占寺
内金木鱼的杜知县。他曾设法在穿城而
过的赭溪上修建一座便民桥，方便了百姓
的出行来往。因为济公本姓李，百姓们就
叫他“李济桥”。后来，叫谐了音即成了现
在的“利济桥”。

杭州净慈寺曾发生火灾，寺内主要建
筑全部烧毁，住持长老圆寂。书记僧济公
撰写募缘榜文，并前去严陵山一带募化。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重建的净慈寺比原
寺更加宏伟壮观，金碧辉煌，香客络绎不
绝。济公《火烧净慈寺》诗曰：“无名一点
起逡巡，大厦千间尽作尘。非是我佛不灵
感，故要楼台一度新。”有一次，他发现一
老汉正在寻死上吊，便好言劝阻，并弄断
了绳子，可老汉非死不可，又去河边准备
跳河。济公详细询问缘由，耐心劝导，又
资助一些银钱，帮其解决困难，老汉终于
放弃了轻生的念头。某日，济公看见一个
地主向卖菜翁讨债，并拳脚相加。济公巧
用地主脖子上长的瘤子，劝说其多做善
事，方能除掉瘤子，化险为夷。

济公于宋嘉定二年（1209年）五月十
六日圆寂，得年六十，临终前曾作一偈云：

“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
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

济公的德行在南宋时代就开始流传，
传奇故事在民间一代代耳闻口传，内容逐
渐丰富。2006年，“济公传说”被列入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
年，“济公传说”又荣获“浙江最具地域特
色民间故事”。

■ 张意薇

岁除何足惜，且喜又新春。甲辰龙年
在即，“明年起连续五年没有年三十”的话
题冲上了热搜。广大网友各种调侃：未来
五年小朋友可以提前一天拿到压岁钱，打
工人最多加班到腊月二十九……那么，从
日历上隐身遁迹的“年三十”到底哪儿去
了？说起这历法变动的始末缘由，天上月
亮逃不了干系。

从地球人的视角看，月有阴晴圆缺、
盈亏变化，即所谓“月相”。月相变化的原
因是太阳、月球、地球的相对位置发生改
变。根据月相圆缺变化的周期制定的历
法为“阴历”。当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
之间的时候，月球的受光面不能反射到地
球上，月光隐匿不见，这种月相称为“朔”。
当地球处于太阳和月球之间，月球的受光
面完全朝向地球，地球上看到的月亮又大
又圆，这种月相称为“望”。朔日被定为初
一，一个朔望月的周期平均为29.53天，望
日就落在月中的十五或者十六。一个月的
天数要用整数计算，因此阴历的一个月时
长为小月29天或者大月30天。腊月若在
小月里，便没有“年三十”了。

传统的朔望日总带着满满的仪式
感。朝廷上逢朔望要行朝谒之礼，书院学
堂朔望行香，民间百姓也有初一、十五烧
香拜佛的旧俗。

清代广东学政翁方纲曾为儋州东坡
书院题诗：“兹院因兹堂，思人不忘树。诸
生朔望来，拜揖席与阼。”意思是说，儋州
东坡书院起源于宋代的载酒堂，苏东坡曾
在此热心执教，传播礼乐文明。树高千尺
不可忘根，学若溯源不可忘本，学子们须
在朔望之日谨行祀礼。诗末勉励琼州学
子：“虽由勤苦积，正视规条具。良士所以
忧，日月畏其除。”学习之旅少不了勤奋与
吃苦，但是要时刻恪守规矩，敬天惜时，才
能成为国之良才。正如陶渊明所说：“古
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不虚度光阴是对
生命的一种基本尊重。

由于朔望月长度不固定，“年二十九”
和“年三十”的分布并无特定规律可循。
连续五年不出现“年三十”，也是正常现
象。正月初一前的除夕既可以是“年二十
九”，也可以是“年三十”。

正月初一的确定则和太阳的运行
有关。一年从哪里开始？传统历法的起
算点是冬至。我们熟知的二十四节气中

最早确立的两个节气为冬夏二至，即太阳
直射南回归线导致北半球白昼时间最短
和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导致北半球白昼时
间最长的两个节气。周代曾以冬至为岁
首，现在正月被定为冬至所在朔望月之后
不含闰月的第二个月。

以太阳“回归年”作为参考标准制定
的历法即阳历，也称公历。阳历一年365
天或者366天，而以“朔望月”累加的阴历
一年354天或355天。

阴历追不上阳历怎么办？古人通过
设置闰月制定了农历历法。具体操作是
在大约每19年中增加7个闰月，这种“阴
月阳年”的方法可以让阴历一年的长度与
阳历相等。农历兼顾了“朔望月”和“回归
年”，既保留了月相纪日纪时，也反映随日
照不同而产生的季节更替等规律，更便于
指导生产和生活。魏晋时期有关于闰月
的歌谣：“成闰暑与寒。春秋补小月。念
子时无间。折杨柳。阴阳推我去。那得
有定主。”

那能不能闰正月，过两个春节呢？闰
正月虽然罕见，倒也不是没有。1048年，
北宋的刘敞就赶上了一次：“良闰百年逢，
佳辰献岁同。”（《闰月朔日寄府公给事二

首》）下一次是闰正月得再等200多年，即
2262年。

俗话说“过了大寒就是年”，除夕能不
能赶上大寒或者立春？这个可以有。明
末著有《广东新语》的屈大均写道：“年光
微雨后，春发大寒初。”（《乙丑岁除作其
一》）2023年就是大寒、除夕、春节一线相
连。明代周永年在《岁除立春》中说：“除
夕春朝共此辰，强凭迎送说新陈。”除夕和
立春恰在同一天，下次这种“偶遇”出现在
2057年。

那农历的正月初一和阳历1月1日能
不能是同一天？冬至一般是阳历12月22
日，即便这天恰好是某朔望月的开始或结
束，也就是假如阳历12月23日是腊月初
一，12月1日和12月23日之间也没有达到
一个朔望月的时长。除非改历，否则农历正
月初一不可能和公历1月1日是同一天。

年三十除了看太阳，看月亮，还可以
看星星。民谚云：“三星高照，新年来到。”
冬季星空中位于南天猎户座的参宿一、参
宿二和参宿三在春节前后升至最高，被人
们赋予“福、禄、寿”的美好寓意。

日月逾迈，星河璀璨，宜消寒守岁，静
待春来。

■ 陈新

明代嘉靖
年间（1522年
—1566 年），
琼北地区诞生
了一座书院
—— 石 湖 书
院。这座书院
的旧址就坐落
于今海口市观
澜湖旅游度假
区、永兴西湖
（因位于琼州
府城西面而得
名）边上，紧挨
着绕城高速公
路。它的出
现，与一位辞
官归里的明代
进士有关。

石湖书院
存在时间延续
到清代中叶，
影响久远，当
地很多读书人
都从中受益。

史
志
琼
崖

人
物
春
秋

节
令
物
语

会隐身的“年三十”

扶
危
济
困
的
﹃
活
佛
济
公
﹄

■
郑
学
富

石
湖
书
院
遗
址
附
近
的
龙
婆
庙
。

玉
龙
泉
常
年
水
流
汩
汩
。

海
口
永
兴
西
湖
残
存
的
石
牌
坊
，匾
额
上
郑
廷
鹄
题
写

的
﹃
西
湖
﹄
二
字
虽
受
风
化
，仍
依
稀
可
辨
。

龙
婆
庙
里
存
留
的
﹃
玉
龙
泉
﹄

石
刻
，据
传
为
郑
廷
鹄
的
字
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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