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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据《《宋史宋史》：》：““谢良佐谢良佐，，字显道字显道，，寿春寿春
上蔡人上蔡人。。与游酢与游酢、、吕大临吕大临、、杨时在程门杨时在程门，，
号‘四先生’。登进士第。建中靖国初，
官京师，召对，忤旨去。监西京竹木
场。坐口语，系诏狱，废为民。良佐记
问该赡，对人称引前史，至不差一字。
事有未彻，则颡有泚。与程颐别一年，
复来见，问其所进，曰：但去得一‘矜'字
尔。颐喜，谓朱光庭曰：‘是子力学，切
问而近思者也。’所著《论语说》行于
世。”（《宋史》卷四百二十八，列传第一
百八十七，道学二，程氏门人）《宋史》对
谢良佐的生平事迹记载比较简略，而谢
良佐的生平好友、同为“程门四学士”的
游酢为谢撰写的墓志铭也早已失传，故
后人对这位了不起的上蔡学派开创者
的生平事迹所知甚少，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人们对谢良佐学术思想的研
究。所以，很有必要根据历史文献中的
零星记载，勾勒出上蔡先生的生平事
迹。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杨周靖等《〈上
蔡先生语录〉译注》之《谢良佐生平简
表》，在此谨致谢意。

一、宋仁宗赵祯皇佑二年（公元
1050 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子时。谢良
佐出生于蔡州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大
路李乡谢堂村。父亲谢浩，官至太子少
傅。谢良佐兄弟 5人，依次为谢良夫、
谢良弼、谢良佐、谢良肱、谢良传。谢良
佐从小聪明好学，在家乡接受了完整的
私塾教育，稍长在上蔡县儒学继续接受
教育。他学习刻苦勤奋，成绩优异，深
受时人器重。

二、宋神宗赵顼熙宁元年（公元
1068年），娶妻百尺夏氏女。谢良佐 19
岁，娶妻夏氏，夏氏生子 3人：克己、克
家、克举。谢良佐青年时期思想活跃，
经常随父亲在京游学，接触饱学之士。

三、宋神宗赵顼熙宁三年（公元
1070年），谢良佐 21岁，生子克己。据
公元 1137年朱震写的奏文：“独良佐终
于监竹木务，名在党籍，著于石刻，终身
不遇，虽以朝奉郎致仕，奏补一子克
己。入官后，克己逄巨贼于德安府，举
家被害。一子度岭入闽死于瘴疠。”谢
良佐被免官后，于崇宁元年（公元 1102
年）列入党籍，举家被迫南迁，但直到去
世都没有被解禁。在他去世 35年后，
朱震推荐谢良佐的长子出来做官。但
不幸的是，谢克己入官不久，举家在德
安府被害。少子谢克举因瘴疠病死于
福建，中子谢克家后官至迪功郎。

四、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 1078
年），谢良佐赴河南扶沟，拜“二程”为
师。这年冬天，程颢任扶沟县令。其间，
建明道书院。谢良佐来拜师求学。谢良
佐初见程颢，程颢待以客人之礼，但谢良
佐却说：“我是来拜师问学的，愿做先生

的弟子。”程颢就把他安排到一个小屋居
住。那间屋子非常简陋，房顶漏雨，四壁
透风。时值寒冬腊月，北风怒吼，大雪纷
飞，谢良佐晚上没有蜡烛照明，白天没有
炭火取暖，饭也吃不饱，但对此毫不在
意。在冰天雪地的艰苦环境中，他苦思
勤学一个多月，大有收获。

五、元丰四年（公元 1081 年），谢
良佐到颍昌（今河南许昌）继续跟“二
程”学习。这一年，程颢 50 岁，程颐
49 岁。韩持国任颍昌知府，邀程珦
（二程的父亲）前往居住，二程随往伺
候。同年，福建将乐人杨时调官京师
开封，闻程颢在颍昌，前往求学。游
酢、谢良佐同往从学。程颢常说：“杨
君最会得容易。”后来，杨时返回南
方，程颢送出门外，对坐客说：“吾道
南矣。”

六、元丰八年（公元 1085 年），谢
良佐中乙丑科刘逵榜进士。宋陈均撰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六记载：“丙申
赐刘逵（徐处仁、谢良佐、白时中、郑居
中、薛昂、丘常、孙渐、刘洵仁、王衮、侯
蒙、刘正夫、宋鼎）等五百七十五人并
释褐。武举进士并赐袍笏银带。逵，
隋州人（是年状元本焦蹈，蹈卒）。”谢
良佐是在太学参加科举考试的，当时
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河南程氏遗
书》卷第四，游定夫所录：“人有习他
经，既而舎之，习戴记，问其故，曰：‘决
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
入于尧舜之道矣。夫子贡之高识，曷
尝规规于货利哉，特于丰约之间，不能
无留情耳。且贫富有命，彼乃留情于
其间，多见其不信道也，故圣人谓之不
受命。有志于道者，要当去此心而后
可语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沟县事，
伊川侍行，谢显道将归应举。伊川曰：

‘何不止，试于太学？’显道对曰：‘蔡人
鲜习礼记，决科之利也。’先生云云。
显道乃止。是嵗登第。”注云：“尹子言
其详如此。”

七、宋哲宗赵煦元祐元年（公元
1086 年），谢良佐被撤销编管，恢复内
侍省祗候高班内品之职。“前内殿崇班
谢良佐叙复元降内侍省祗候高班内
品。良佐尝坐将妇人入家等罪，特旨放
归田里，永不收叙。看详诉理所以为情
可矜恕，故有是命。”（宋李焘撰《续资治
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一）

八、宋哲宗赵煦元祐六年（公元
1091年），谢良佐被“举著述”。范祖禹
撰《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五：“谢良
佐：公掞、正叔皆称之，元祐六，举著述。”

九、大约从宋哲宗赵煦元祐七年到
元祐九年（公元 1092 年 ~公元 1094
年），任秦州教授。按：元祐年号用了 9
年，即公元 1086 年~公元 1094 年。胡

寅《论语解后序》云：“上蔡谢公得道于
河南程先生，元祐中掌秦亭之教，遂著
《论语解》，发其心之所得，破世儒穿凿
附会、浅近胶固之论，如五星经乎太虚，
不可易也。其有功于吾道也卓矣。”可
见，《论语解》主要内容完成于做秦州教
授的时候。另外，马涓于公元 1091 年
中状元，被派去秦州作判官，经常去求
教谢良佐；吕大忠，担任秦州知府的时
间也是在元祐年间。据《宋史》卷三百
四十，列传第九十九：“马涓以进士举首
入幕府，自称状元。大忠谓曰：‘状元云
者，及第未除官之称也，既为判官则不
可。今科举之习既无用，修身为己之
学，不可不勉。’又教以临政治民之要，
涓自以为得师焉。谢良佐教授州学，大
忠每过之，听讲《论语》，必正襟敛容曰：

‘圣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肃。’”
十、宋哲宗赵煦绍圣三年（公元

1096年），谢良佐任渑池县令，是年前往
洛阳求学。《性理大全书》卷四十：“冯忠
恕闻陈叔易言伊川尝许谢良佐有王佐
才，以是质于和靖。和靖曰：‘先生无此
语。先生晚年，显道授渑池令，来洛见先
生，留十余日。’先生谓焞：‘如见显道，试
问此来所得如何。’焞即往问焉。显道
曰：‘良佐每常闻先生语多疑惑，今次见
先生，闻先生语，判然无疑。所得如此。’
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见得它也是如
此。’虽甚喜之，但不闻此语耳。”

十一、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十一
月，朝廷贬程颐到涪州（今重庆涪陵）。
程颐作《答谢良佐书》。《永乐大典残卷》
记载：“谢某曾问涪州之行，知其由来，乃
族子与故人耳。族子谓程公孙。故人，
谓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责，故
人至一作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作
系之）天，安用尤臧氏？因问邢七虽为
恶，然必不到更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
七亦有书到某，云屡于权宰处言之，不知
身为言官，却说此话，未知倾与不倾，只
合救与不救，便在其间。又问邢七久从
先生，都无知识，后来极狼狈，先生曰：谓
之全无知则不可，只是义理不能胜利欲
之心，便至如此也。”又，《二程集·河南程
氏遗书》附录：十一月，送涪州编管。门
人谢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
公孙与邢恕之为尔。”先生曰：“族子至愚
不足责，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
焉用尤臧氏？”

十二、元符元年（公元 1098年），任
应城县令。据清雍正四年《应城县志》
（第三卷）：“宋县令谢良佐元符初任。”
在任期间，作为谢良佐上司的胡安国曾
经多次前往求学问道。《宋史》卷四百三
十五，列传第一百九十四：“良佐尝语人
曰：‘胡康侯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
松柏挺然独秀者也。’安国之使湖北也，

时方为府教授，良佐为应城宰，安国质
疑访道，礼之甚恭，每来谒而去，必端笏
正立，目送之。”《大明一统志》卷六十
一，德安府，“名宦”：谢良佐，知应山县，
化民以徳，期于无讼；简而能栗，威而不
猛，民立祠祀之。

十三、元符三年（公元 1100年），程
颐结束流放，回到洛阳，再次见到谢良
佐。是年程颐 68岁，1月，宋哲宗崩，徽
宗 继 位 。 程 颐 移 居 峡 州（今 湖 北 宜
昌）。4月，程颐因大赦恢复宣德郎，回
到洛阳，见到谢良佐、杨时等人，夸奖二
人学问大有长进。“伊川自涪归，见学者
多从佛学，独杨谢不变，因叹曰：学者皆
流于夷狄矣，唯有杨谢长进。”（《河南程
氏外书》卷第十二）

十四、宋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
（公元 1101年），谢良佐在京师做官，后
被削职、入狱。《宋史》：“建中靖国初，官
京师，召对，忤旨去。监西京竹木场。
坐口语，系诏狱，废为民。”这段话有三
层意思。第一层，谢上蔡一开始到京师
做官，应该是朝奉郎，故朱震奏称谢良
佐“虽以朝奉郎致仕”；第二层意思，由
于召对忤旨，谢良佐辞去书局之职，出
监西京竹木场；第三层意思，后来由于
流言蜚语，谢良佐被削职为民，并被投
入监狱，但很快又被释放。《南塘先生文
集》卷之五：“徽宗初年，欲参用元祐煕
丰之党，建年号曰‘建中靖国’。程门高
弟谢良佐曰：‘恐亦不免德宗之祸。’良
佐以此言被罪。而良佐之先知者，非以
建中之年号偶同故。知其同祸，如谶纬
之说也。盖以行德宗之事，则当有德宗
之祸也。”

十五、崇宁元年（公元 1102年），谢
良佐被列入党籍。崇宁元年宋徽宗用
蔡京为相，重又崇奉熙宁新政。崇宁元
年九月，宋徽宗令中书省进呈元祐中反
对新法及在元符中有过激言行的大臣
姓名。蔡京以文臣执政官文彦博、吕公
著、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
礼、陆佃等 22人，待制以上官苏轼、范
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等 48人，余
官秦观等 38人，内臣张士良、谢良佐等
8人，武臣王献可等 4人，共计 120 人，
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并由徽宗亲
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
称之“元祐党人碑”。不许党人子孙留
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
的人一律永不录用。

十六、崇宁二年（公元 1103年），谢
良佐及其家人随家族南迁，在颠沛流离
中，最终在台州去世。《浙江通志》卷二
十七：“《仙居县志》：宋赵必升以浙漕引
年而归，请于朝，为上蔡书院。初，上蔡
谢良佐卒于台，台守黄㽦建院以祀，必
升倣其例，亦称上蔡焉。”③2

谢良佐生平大事记谢良佐生平大事记
□□ 刘汉生刘汉生

东汉时期，在瀙水（今汝河）接纳
练水汇入后形成的洄浀之处，建起了
一座道观——悬瓠观。当时瀙水通行
木船，东西古道夏路经过此处，这里是
水陆码头，居住的人口日益增多，商业
日渐发达，悬瓠观附近逐渐形成一个
集镇。

东晋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上蔡
县治所迁到悬瓠观，城池就被称为悬
瓠城。

东晋元熙元年（公元419年），设在
上蔡的东晋汝南郡治迁到悬瓠城，此
后这里一直是州、郡、府、县治所在
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
卷二十一汝水》中载：“……汝水又东，
迳悬瓠城北。……城之西北，汝水枝
别左出，西北流，又屈西东转，又西南
会汝，形若垂瓠。……”悬瓠城就在汝
河的环抱中，城墙高耸，河水环绕，易
守难攻。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
评价说：“悬瓠之地，恃以屏蔽淮、泗，
控带颍、洛。”

经历了西晋灭亡、北方五胡十六
国混乱之后，中国出现南北朝对峙局
面，主角是北方的北魏政权与南方的
刘宋政权。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北方
政权，为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王
朝。北魏的第三个皇帝——太武帝拓
跋焘，是一个在军事、政治方面极有天
赋的人。他在泰常八年（公元 423年）
十一月即位，素有远大抱负。北魏在
他治下统一了整个北方，并且试图一
统天下。

宋是东晋南渡后改元的南朝第一
个朝代，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名将刘
裕所建，为与后来赵匡胤建立的宋朝
相区别，故又称刘宋。

刘裕作为开国皇帝，统一了中国
南方，并收复山东、淮北、河南、关中等
地。他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在位期
间，革新政治，励精图治，发展生产，遂
有了长达30年的“元嘉之治”。刘义隆
并不甘心偏安南方，在元嘉二十六年
（公元449年）五月提出北伐，以图收复
中原。

南北两个王朝都在图谋对方。北
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拓跋
焘决定先下手。当年二月初三，他在
梁川（今河南商丘）境内大规模围猎，
做军事准备。

北魏军队首先出动，宋文帝刘义
隆便想好了方针对策——保存实力，
待机反攻。他给淮、泗前线的各部将
领下令：“如果北魏军兵少，就各自坚
守；如果兵多，就带上老百姓，一起退
到淮南的寿阳。”

拓跋焘亲自率领骑兵部队南侵，
宋国边境线上的情报搜集工作极为不
力，前线各城发现北魏军时，双方距离
已经相当近了，刘宋驻南顿（今河南项
城西）、颖川（今河南禹州）两地的太守
收到情报后，立即弃城撤退。

北魏军长驱直入，很快就杀到了
悬瓠城下。刘宋驻守在悬瓠城的将
领，是代理汝南太守的参军陈宪。魏
军还未入境时，他从寿阳被豫州刺史、
南平王刘铄派到这里，当时的悬瓠城
池比较小，周长2515米，夯土筑成。

陈宪仓促之间来到悬瓠，整座城中
只有不到一千人的军队。由于时间紧
迫，他没想撤退，也没害怕，整顿军备，
修葺防御，准备与北魏大军血战到底。

拓跋焘的大军很快就将悬瓠城团
团围住，当时的北魏军，在拓跋焘的率
领下，平定柔然、灭夏朝赫连氏族，再
灭北燕、北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大
河南北尽为北魏所有。拓跋焘认为攻
克悬瓠是易如反掌之事，一百攻一，怎
么着也是胜利。

悬瓠城的攻防战，却完全出乎拓
跋焘的意料，刘宋守军非但没有逃跑，
而且斗志昂扬、奋勇防守，陈宪率领军
民拼死守城。他们用滚木礌石及刀枪
箭矢大量杀伤攻城的北魏军，使这座
小城坚如磐石、岿然不动。

北魏军如潮水般登上云梯攀爬城
墙，城头上滚木礌石雨点般砸下，云梯
上的北魏军非死即伤，还没有爬上云
梯的忙不迭地向后逃去，如此局面反

复出现，而城池依然牢牢掌握在刘宋
军手中。

十万大军居然不能一举攻克不满
一千官兵驻守的悬瓠城，岂不要贻笑
于天下吗？拓跋焘怒不可遏，命令大
军日夜攻城，务必要拔掉这颗硬钉子。

北魏军建造了许多高高的楼车，
弓弩手站在楼车上，向悬瓠城中发射
羽箭，城中矢如雨下，军民们到井里打
水，都得身背门板行走。

北魏军制作了许多虾蟆车，用来填
塞城外的堑壕，让士兵直接冲到城下。

北魏军捣毁周围的佛寺，将铜制
佛像熔化为大铜钩，装在冲车上甩出
去，将城墙的砖石勾住，然后用冲车拖
曳回来，准备把城墙拖倒。

陈宪见情况危急，动员军民在城
墙内又筑起一道城墙，墙外再加上一
层木栅栏，加强防御。

北魏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南
面的城墙扯倒一个大缺口，看到里面
还有一层城墙，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再
也没有信心继续这么破城了。

拓跋焘实在气得不行，指挥大军
拼命攻城，城墙下的尸体越堆越高，几
乎跟城墙一般齐了。拓跋焘命令骑兵
踩着地上堆积如山的死尸冲击城头。

陈宪身先士卒，拿起武器冲上去
死命砍杀，士兵无不拼死杀敌，站在城
头猛击企图登城的北魏军，刘宋军占
了防守之利，将登上城头的北魏军全
部打下去。

陈宪战气更加充沛，刘宋军战士无
不以一当百，前后杀伤北魏军官兵1万
多人，尸体漂浮在汝水上，几乎堵塞了
河流，北魏军浪潮般的攻击被击退。

42天过去了，悬瓠城固若金汤，依
然屹立在北魏军的层层包围中。

悬瓠城对于守军来说生死攸关，
对于攻势不止的对手而言，只是一座
可有可无的城池。拓跋焘的战略方针
不明确，十万大军被陈宪的近千名官
兵拖在淮西，损失过万。刘宋军将士
越战越勇，北魏军官兵却越来越沮丧。

刘宋派出两路救兵，彭城刺史武
陵王刘骏出动骑兵，向西南远程突袭
汝阳，在今平舆县西郭楼街道，杀掉守
营的北魏军 3000 多人，焚毁粮草辎
重，解救一大批被虏的百姓。不过北
魏拓跋仁很快就探清楚这一路刘宋军
后继不足，就回师反击，将刘宋军打得
大乱，得了不少马匹和武器。

刘宋另一路援军从寿阳出发，由
安蛮司马刘康祖与宁朔将军臧质出兵
救援悬瓠城。拓跋焘派军迎战，在新
蔡与刘宋军接战失利。双方又在平舆
南草港会战，北魏将领乞地真被刘宋
军斩杀。

刘宋援军即将到达，而北魏军的
粮草却日益减少，城池又久攻不下，军
队士气衰退，北魏主拓跋焘思虑再三，
决定撤军北归，在焚毁攻城武器后，向
北撤退返回大同城。

这一仗，北魏军损失了 1万多人，
守城的刘宋军也阵亡了一大半。

悬瓠守城主将陈宪，这个在史籍
中出现很少的人物，其实是少有的名
将。他看到汹汹而来的强敌，没有选
择逃跑而是坚守，心中抱定了必死决
心，为了保卫国家的城池和百姓的生
命奋起反抗，这样一位既有坚定信念
又有指挥艺术的将领，在军民的衷心
支持下，创造了古代战争史上难得的
奇迹。

宋魏悬瓠之战，创造了中国战争
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也是淝水之战
后南北双方的一次重要战争。此后，
一心不忘北伐的刘宋向北进军，打到
黄河沿岸。随后，魏军反攻，南下攻克
项城、悬瓠城等城池，又一直打到长江
北岸，但因损失过半，已失去再战的力
量，只得撤兵北归。

艰苦卓绝、伤亡惨重的悬瓠城之
战，将北魏雄主拓跋焘统一全国的壮
志消磨掉了，宋文帝刘义隆也在3年后
去世，南北朝的双方对峙成为现实，中
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城头变幻大
王旗，360多年后，在这座古城下又发
生了震撼全国的雪夜奇袭。③2

悬瓠城孤军喋血
□ 王铁成 赵心田

12 月 6 日，由市文联、驿城区委
宣传部指导，市作协、驿城区文联主办
的书写山乡巨变 助力文旅强区——

“天中作家看大美驿城”大型文学采风
创作活动启动仪式在驿城区乡野拾光
文化艺术村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区的
50多名作家学者聚焦驿城，用笔和镜
头记录采风的点点滴滴，为文学创作
收集丰富翔实的素材。

作家学者表示，将把这次采风的
所见所闻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全面呈
现文旅强区的崭新图景。③2

本报记者 王晓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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