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正德汝

州志·风俗》中写

道：“汝州：渐濡

儒道。”进一步引

用旧志：“‘汝颍

多奇士’，乃伊川

游宦之邦，渐濡

者众。民尚淳

厚，士习诗礼，男

耕女织，与古同

辙。”渐濡意为熏

染，儒道则指儒

家的道德原则，

泛指儒家的思想

学说，也指儒家

和道家的思想学

说。说的是老汝

州是中国道教和

儒教的重要发祥

地和传承地，潜

移默化的“渐濡”

使汝人形成“崇

文尚德，尊师敬

教”的民风。汝

州在周代是王畿

之“汝坟”地，是

周天子教化的地

方；汉代因“汝颍

多奇士”而名扬

四方；宋代是程

颢和程颐做官讲

学的地方，对汝

州人影响很大；

明代士民仍以二

程为教育的楷

模。汝州中大街

明代二程祠到清

代二程书院的演

变，直到今天仍

是汝人尊敬的文

化圣地。“如坐春

风”和“程门立

雪”成语就出自

二程在汝州为官

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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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门立雪”是关于二程的另一个

成语，旧指学生恭敬受教，现指尊敬师

长。比喻求学心切和对有学问长者的

尊敬。出自《宋史·杨时传》。

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

山，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人，杨时天资

聪颖，4岁从师，8岁善诗文，人称神童，

宋熙宁九年（1076）登进士第。1081年

授徐州司法，闻程颢、程颐兄弟讲孔孟

理学于洛汝，调官不赴，到汝州拜程颢

为师。师生相得甚欢。因学业特异，成

为程颢得意门生，与游酢、吕大临、谢良

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学成回归之时，

程颢目送他远去，感慨地说：“吾道南

矣。”1085年程颢逝世，杨时在南方设

祭堂祭奠。

程颢死后，杨时再度北上转师程

颐。一天，杨时同一起学习的游酢向程

颐请求一个问题，见程颐正在厅堂上瞌

睡，杨时便劝告游酢不要惊醒老师，于

是两人静立门口，等老师醒来。一会

儿，天飘起鹅毛大雪，越下越急，游酢冻

得受不了，几次想叫醒程颐，都被杨时

阻拦。程颐一觉醒来，才赫然发现门外

的两个雪人，深受感动，从此，更加尽心

尽力教授杨时学问。

杨时不负二程所望，毕生精研理

学，对理学的传播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巨

大。尤其是他“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

的崛起，建有筚路蓝缕之功。后人尊之

为“闽学鼻祖”。理学中心由中原向东

南闽中转移，其影响十分深远。它传播

到日本、朝鲜等东方文明水平较高的国

家，逐渐取代了日本占统治地位的佛教

禅学，成为官学。宋使出使高丽，国王

一见面就问：“龟山先生安在？”

南宋绍兴五年（1135），杨时辞世，

终年83岁。葬于将乐水南乌石山。

1470年，汝州人滕昭任福建巡抚，

专程到杨时墓拜祭，正逢墓地修缮，他

不仅捐薪资助，还应请写下了“宋龟山

文靖杨先生神墓”几个大字，这块碑如

今仍竖在杨时的墓前，与墓地同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

二程汝州讲理学二程汝州讲理学 渐濡儒道民风尚渐濡儒道民风尚

今年近 90岁的母亲，至今仍不会写

自己的名字。我儿时听她说教《王小砍

柴》《公冶长》《花喜鹊》等许多向善的儿

歌、故事，至今还记忆犹新。影响我和姊

妹们最深的是《凤凰蛋的故事》：从前有兄

弟二人一起读书，老大很用功，一读书就

入迷，饭也不知道吃，将四书五经背得烂

熟。老二则相反，总认为读书没啥用，经

常逃学，到山上、河边玩耍，玩得不知道饥

饿。一天，老二又溜出学门，看到空中飞

过一只五颜六色的大鸟，便追至一片树

林，在一棵梧桐树上瞧见了鸟窝。他悄悄

爬上梧桐树，想把鸟逮回家玩耍。两只受

惊的大鸟叫着从窝中飞出，声音像两只狗

在咬架。鸟飞了，窝里还有几个四四方方

的鸟蛋，让老二高兴得想跳起来。他带着

鸟蛋溜回教室，想给书呆子哥哥一个惊

喜。谁知哥哥看后一点也不高兴地问道：

“是在梧桐树上掏的吧？”老二反吃了一

惊：“你怎么知道？”老大追问：“知道是什

么蛋吗？”老二摇摇头。老大笑着说：“老

二走大运了，可惜没福享呀！这就是百年

难遇的凤凰下的蛋呀！”老二以为哥哥耍

笑自己，不服气地说：“你骗人！”老大一

本正经地唱起了歌谣：“凤凰，凤凰，嬔蛋

四方方，住在梧桐树上，叫声如狗咬，窝

是灵芝草。”唱完老大又说：“灵芝草是起

死回生的仙药，一株都价值连城。凤凰

窝有多少棵灵芝草呢？遇见成堆的灵芝

你不要，却拿回几个没用的蛋回来，难道

不是撞了大运却没福享吗！”听了老大的

话，老二忙起身要去找梧桐树的灵芝

草。老大说：“早没了，灵芝草是仙草，凤

凰飞了，凤凰蛋没了，灵芝草不会待在那

里。”听了哥哥的话，老二红着脸问：“哥，

你整天坐在屋里读书，咋知道得那么清

楚？”老大说：“古人说‘秀才不出门，能知

天下事’，凤凰蛋书上写得清清楚楚，你

不读书，成天只知道玩，所以你就不懂。”

通过这件事，老二终于认识到读书的重

要。

从此，他向哥哥学习，终日闭门读

书，成了精通经史、博采百家、通晓医卜

星相的大学问家。

凤凰蛋的故事原以为是妈妈鼓励人

读书学习的“瞎话”，后来才知故事中的两

兄弟就是宋代的大儒程颢和程颐，汝州城

中大街二程祠敬的二位圣人。

二程是汉语里的专有名词，指北宋理

学家程颢程颐兄弟。程氏是宋代名门望

族，二程高祖程羽，任太子少师，宋太宗时

以功赐第开封。曾祖程希振，任尚书虞部

员外郎，死后葬伊川，程家迁居后为洛阳

人。祖父程遹为黄陂知县，人称程青天。

父亲程珦任黄陂县尉，主管军事、治安。三

叔程琉曾任汝州襄城县事，官至大理寺丞、

朝奉郎。四叔程瑜知汝州龙兴县事、殿中

丞等职。程珦在黄陂生程颢、程颐兄弟。

程颢生于 1032 年，程颐生于 1033

年。程珦希望两个儿子能承传祖业，就把

他们带在身边，遍请高师辅导。1046年，

程珦任江西兴国县知县，结友南安军司参

军周敦颐，让程颢、程颐拜其为老师。

1056年，程颢赴京城准备第二年的科举

考试，程颐随兄进京入太学学习。二程在

诸儒生中声望颇高，都自以为不及，莫不

登门拜访。第二年程颢考中进士。本科

欧阳修为主考，王珪、韩绛、梅尧臣为考

官，宋仁宗亲自到御殿主持殿试。共录取

进士388人，其中有苏轼、苏辙兄弟；关学

领袖张载；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后任

宰相的曾布；后为集贤院学士的朱光庭等

多为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可谓名贤荟

萃、文星璀璨，因此，后人称此榜为天下第

一榜。1061年，程颐考进士落第，从此不

再复考，全身心研究学问。

程颢中进士后历任官鄠县主簿、上元

县主簿、泽州晋城令，神宗时任太子中允

（正五品）、监察御史，与苏轼、蒲宗孟助王

安石变法。因与王安石意见不一，谢绝王

的挽留，到地方任职。元丰六年（1083）

九月，以就近照顾父亲为由，调汝州监汝

州酒务。司马光特作诗《送伯淳监汝州

酒》：惟知负米乐，不觉抱关卑。出处两得

意，是非皆自知。

汝州为他接风的是四川人蒲宗孟，周

敦颐的妻兄。蒲宗孟皇祐五年（1053）进

士，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因与王安石变法

意见相左，调任汝州知州、加资政殿学士

（正三品）。蒲宗孟善于读书，常常告诫子

弟：“寒可无衣，饥可无食，书不可一日

无。”二程是其妹夫周敦颐的学生，他又与

程颢有同朝为官之谊，程颢的到来，让蒲

宗孟分外高兴。宋代官方对造酒进行垄

断，民间不得私造。汝州水好器（汝瓷）好

酒好，设有专为宫廷特制御酒的作坊。程

颢任职汝州确实得到朝廷的照顾。二位

知己的大儒工作之余，把大部分时间用在

汝州教育上。

汝州崆峒山是道教的发祥地，境内道

观林立；风穴寺当时是佛教禅宗优秀支派

临济宗的大本营，天下名僧荟萃汝州，为研

究佛道升华的新儒学提供了条件。程颢非

常心仪这个地方，并把弟弟程颐请到汝州

授徒讲学，汝州随之成为宋代全国又一个

著名的理学圣地，临汝书院名声大起。二

人也开始在汝州置产，欲安家享度晚年。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升遐，哲

宗嗣位，太皇太后临朝听政，程颢应诏从

汝州赴京举哀，改任承议郎，再升宗正寺

丞，皇帝打算重用。谁知天不佑人，他入

京不到三个月却因病去世，时年 54岁。

士大夫莫不哀伤，哲宗赐葬地一顷二十

亩。葬时弟子吕大临致哀辞，文彦博题其

墓“明道先生”，韩持国撰《明道先生墓志

铭》，程颐撰写《明道先生墓表》。汝州官

民近千人参加葬礼。

元丰八年十一月，在时任谏官朱光庭

的举荐下，程颐被任命为汝州团练推官，

充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接受了汝州的

任职，上书辞西京之职，不准。此时郑州

原武人邢恕贬任汝州知州。邢恕在开封

游学时拜程颐为师，后在程颐的引荐下再

拜程颢为师。邢恕考中进士后任崇文院

校书，升职方员外郎。哲宗继位后，因不

当上书，贬知汝州。邢恕与刘立之、朱光

庭、范祖禹为程颢早期精进弟子。邢恕到

汝州后很快忘却贬职的不快，融入程颐的

理学研究。

元祐元年（1086）二月，朝廷任命程

颐为承奉郎，程颐上表谢恩辞就。三月，

太皇太后召见程颐，面谕程颐为崇政殿说

书，辅导哲宗。程颐面辞，不准。程颐因

给哲宗讲学名气大增，许多读书人纷纷向

他拜师问学。侍讲之余，太后还让程颐主

导制定了新的太学条例。九月初一，司马

光病逝，朝廷命程颐主持丧事。程颐由布

衣一跃成帝王之师，并主持司马光的丧

事，引起一些科班出身的朝臣的嫉妒和不

满。司马光死后朝中形成了以苏轼为首

的蜀党、程颐为首的洛党、刘挚为首的朔

党，三党混战，朝局愈加混乱。这时朝中

传言，程颐在汝州侵占民田，数家起诉，是

他的学生邢恕将讼事摆平。程颐因此自

请去职，让朝廷严查。元祐二年八月，罢

程颐经筵，任京西京国子监。之后，程颐

基本告别政治，在京西洛阳、汝州讲学。

《直隶汝州志·人物·方技》记：“程正

谟，伊川先生裔。国初庠生，家最贫，精堪

舆岐黄，治痘有秘授，多奇效。贫富概不

收谢。艰于嗣，晚年得一子，人以为积德

之报云。”说明程正谟是清初汝州庠生，为

伊川先生程颐的后人。

坐春风是出自汝州的一则成语，意思

是像坐在春风中间，比喻同品德高尚且有

学识的人相处并受到熏陶。出自宋·朱熹

《伊洛渊源录》卷四：“朱公掞见明道于汝

州，逾月而归。语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

了一月。’”

朱光庭（1037-1094）洛阳偃师人，北

宋理学家。光庭 10岁能写文章，辞就父

亲因功封赐官职，靠真才实学参加被称为

千年第一榜的嘉祐二年（1057）科举考

试，与苏轼、苏辙、程颢、曾巩等宋代大家

为同榜进士，初授万年县主簿，终集贤院

学士、知潞州。

朱光庭家族宋代为洛阳望门。祖朱

文郁举进士，官为大理寺丞，擢为太子中

舍，进殿中丞。父朱景（997-1068），进

士，嘉祐年间任汝州知州，多善政，《直隶

汝州志》将其记入名宦中。近年发现的

《朱景墓志铭》对其在汝州的贡献有更详

细的记载：在汝也，下车即延见诸生，毁佛

提以增黉舍，敛公羡以给生员。叶县界驿

隃僻，城旦卒多为护送人释缚增械以擅威

福，其贫弱者，遂濒扵死，名为“叶家关”，

君即购募告者，遂绝其害。有泉自脾山引

入官寺之园潴焉，而源不之广，枝流不及

阛阓。君曰：“囿游取适，而民用不充，岂

守者心乎！”亟令湮池之沠，酾渠汇环廛肆

以周，日用备火禁，于今赖之。

熙宁九年，枢密直学士曾孝宽赏识他

的才干，荐于神宗。神宗向他询问臣民们

对新法有何议论，光庭回答说：“陛下进行

改革，臣子们奉行时，有的不一定符合陛

下的本意。所以，新法有便有不便，去掉

不便，天下就受益了。”神宗听后不以为

然，遂任光庭为河阳判官，从吕大防在长

安幕府任职。

元丰初年，吕大防主持永兴军的政

务，负责朝廷征西夏的军需供应，吕将一切

事务交光庭办理。光庭兢兢业业，征集调

拨，井井有条。他坚持调拨军需，无朝廷旨

意不办的原则，得罪了催要军需的使者，使

者以延误军需为由要求吕大防免除朱光庭

的职务。吕大防以光庭为官清廉、廉洁自

律、刚直不阿、忠心可鉴，人们都以“明镜”

来称呼他为理，从中调停，方免去事端。

元丰六年，程颢调汝州任职后，朱光

庭慕程颢才学，专程来汝州拜师学习，成

为程颢在理学方面的弟子。在汝州学习

一个月后，朱光庭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逢

人就夸老师讲学的精妙，说：听先生讲授，

如同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

元祐初年，司马光执政，荐朱光庭为左

正言（谏官）。光庭对新法批评颇多，主张

废除“保甲”“青苗”等法；揭发新党重要人

物章惇的欺骗蒙蔽、肆意狡辩；指责韩缜的

挟扶奸邪、嫉害良臣等罪过。宣仁太后嘉

奖他坚守正道，敢于直言，提升为左司谏。

哲宗亲政，起用新党章惇、曾布等人，

光庭降职守亳州。年余，又贬潞州，临境遭

荒年，饥民流于潞州。光庭亲自为灾民煮

粥，从早到晚，繁忙不暇，积劳成疾，但仍尽

力办事。一次，因发生旱灾祈雨，长跪而

死，终年58岁，葬在偃师西部的邙山之阳。

朱光庭为官，在地方清正廉洁，爱民

如子，断案如镜；在朝坚守正道、敢于直

言，世人称其为“明镜”先生。

凤凰嬔蛋励学志

二程家族汝州缘

如坐春风誉明镜

程门立雪化龟山

哲宗亲政后，恢复程颐直秘阁判西

京国子监官职，程颐两辞不受。绍圣元

年（1094）三月，朱光庭卒，程颐撰《祭

朱公掞文》。绍圣四年（1097）朝廷欲

恢复新法，对死去之司马光、吕公著等

予以贬惩，程颐等31人被株连，程颐所

著文字被毁，被放归田里。十一月，程

颐被贬四川涪州，籍送涪州编管，时年

程颐56岁。

元符三年（1101），徽宗继位，召赦

复 宣 德 郎 ，程 颐 回 洛 。 崇 宁 元 年

（1102），蔡京执政，将文彦博、程颐等

300多人列为奸党，刻石立于端礼门，

程颐的儿子程端彦也被罢官。程家迁

嵩县居住，再专心研究学问，作《春秋传

序》。崇宁五年（1106），程颐官复通直

郎致仕。大观元年（1107）九月，75岁

的程颐病逝。

程颐死后不久，中书郎刘魁上书皇

帝毁去“党人碑”，才使两程“平反昭

雪”，于是民间在其故居立祀。

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宋五子

（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被推

上神坛，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追封

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并

“从祀孔子庙庭”。

元朝统一以后，推行汉化政策，促

进了儒学的承续和发展，把理学上升为

官方学术地位。

元代是理学的鼎盛时期，儒教被认

定为宗教，儒生可以不用纳税。至顺元

年（1330），元明宗诏加封程颢为“豫国

公”，程颐为“洛国公”。汝州在州城中

设二程祠纪念。

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诏令两

程祠以颜子（即颜渊）例修建，规制比于

阙里。宪宗成化二十年（1489），河南

巡抚李衍在开封就二程祠建大梁书院，

祀二程于讲堂。

正德十四年（1519），山东沂州人

张崇德出任汝州知州，正德十六年在

州衙西创办圣学书院，不足一年完

工。置专祠祭二程，置房舍数十间，名

立雪、春风、诚敬、涵养、践履，勉励诸

生学子自幼志于圣人之道，涵养践履、

致知笃实，言必信、行必果。郏县进士

王尚綗为书院撰写铭文。因圣学书院

主祭的是二程，人们一直俗称之二程

书院。

清顺治十八年（1661），湖广江陵人

金先声任汝州知州，对二程祠进行了修

缮，作有《二程祠诗》：

当年理学仗谁明？则古称先有二程。

独奉六经为教主，更无百氏敢争鸣。

日星自此中天炳，江汉于今由地行。

千古人心即俎豆，一门正气凛如生。

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程

进儒为贤，位列孔子及门下、汉唐诸儒

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赐给二程祠“学

达性天”匾额。

雍正甲寅年（1734），汝州对圣学

书院二程祠进行了大修，安置了二程的

石像。汝州学正李本蕃作有《两程祠补

修配位石主祭文》。

乾隆七年（1742），二程祠因久雨

倾圮，知州宋名立主持重修，更名为童

蒙书院，捐备束脩延师授徒，一时称

盛。

乾隆二十八年（1763），湖北江夏人

张士果任汝州知州，童蒙书院又需大

修，特别是二程祠“漂摇岁久，剥蚀堪

嗟，不足以妥灵爽而肃瞻拜，斯难以兴

起后进而生敬仰之心。”张士果“爰捐廉

俸率绅士等，鸠工庀材，残者完之，旧者

新之。复于祠之前增房二所，各五间，

垣二堵。嗣是神有攸栖，人有收处，而

师生讲诵退息之地无不宽裕而幽雅。

庶致虔者，修业者，见前后堂室焕然改

观，必喜而生敬，敬而生慕，鼓舞激励，

必以二程为己师，必以圣学为己责，不

让光庭一人独坐春风己也。”事见道光

《直隶汝州全志》张士果《重修二程夫子

祠碑记》。

道光三年（1823）奉天义州（今辽

宁义县）进士刘广澍任汝州知州，对二

程祠修葺后，继对颜鲁公祠和二苏祠

也进行了重修，汝州宝丰拔贡被称晚

清中州第一才子的李于潢诗作《三祠

引》：

汉儒讲经经寖亡，宋儒讲经经明昌。

伯淳不作正叔没，渊源终古留洛阳。

当年汝海施泽久，叔也团练伯监酒。

临汝城中庙貌新，推崇宜自儒行首。

戊戌变法后取消科举制，童蒙书院

改为学堂。由于校舍多年失修，失去了

学校的功能，民国时期就成为专祭二程

的二程祠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程祠收

为公房，由医药公司所占用，并对大门

进行了改造。后来被开发成新式楼房，

由群众购买居住。但二程祠的位置却

扎根于汝州人的心中，不断有人来探访

和祭拜。

中大街改造提升，使二程祠原址的

建筑披上了古装。适时恢复二程祠已

成为共识并列入规划。

（作者系汝州市融媒体中心主任
编辑、汝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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