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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下之忧而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
,
的大政治家范仲淹

钱 燕 华

范仲淹 ( 9 8 9才卜一 10 5 2年 )
,

吴县人
,

两岁丧父
,

家境贫寒
,

迫于生计
,

母亲带着他改嫁

守拜洲长山朱家
。

范仲淹白幼刻苦好学
,

十多岁时就离家借住在 长山酷泉寺的僧房里读书
,

时常伴灯苦读
,

直到天明
,

才和衣而眠
。

因为没有钱买米
,

他每天只能煮些粟米稀粥
,

凝冻后
,

切成四块
,

早晚各吃两块
,

伴着韭菜和盐末而食
。

这就是后来被人们广为传颂的范仲淹刻苦好学的
“ 断

海划粥
”
的典故

。

范仲淹在醛泉寺苦读了三年
,

学业大有长进
。

为了开阔眼界
,

学到更多知识
,

他又千里

迢迢到当时的南京 ( 今河南商丘 )
,

进 了著名的南都学舍继续求学
。

在南都学舍
,

范仲淹废

寝忘食如饥似渴地读书
,

很少睡一夜好觉
。

寒冬腊月
,

深夜苦读难免会困倦
。

困倦时他就用

冷水浇脸
,

让头脑清醒
。

南京留守的儿子和范仲淹是 同学
,

看到范仲淹如此苦读却 不 以 为

苦
,

觉得奇怪
,

便把所见告诉父亲
。

南京留守听了很受感动
,

就让儿子把官府给 自己准备的

饭菜送一份给范仲淹
。

南京留守官位显赫
,

一般人得到他的赠物会感到莫大光荣
,

可是范仲

淹却百般谢辞
,

说
: “

我非常感谢令尊厚意
,

只是多年吃粥已成习惯
,

如果吃了好食品
,

要

是将来吃不起苦怎么办 ? ”
留守的儿子听了心里越发敬佩范仲淹

。

有一次皇帝朝拜毫州太清宫
,

路过南京
。

消息传出
,

顿时万人倾巷而出
,

学舍的学生们

也纷纷跑上街赶热闹
,

希望能一睹圣颜
,

只有范仲淹留在学舍里闭门读书
。

人们问他
: “

你

为什么不去见见皇帝呀 ? ”
他说

: “ 皇帝总是要见的
,

将来见也不晚
。 ” 经过多 年 寒 窗 苦

读
,

范仲淹终于学有所成
。

大中祥符八年 ( 1 0 1乐年 ) 范仲淹考中进士
。

从此
,

他胸怀
“ 以天

下为己任
”
的远大抱负

,

踏上忧国忧民的仕途
。

1 0 2 1年
,

范仲淹到泰州做官
,

因见海堤失修
,

危及
一

百姓身家性命
,

便力排众议
,

亲率民夫

四万余人
_

L工地 修筑堤坝
。

经数月劳作
,

一条南起通州北到东台的拦海大堤终于筑成
。

凶悍

的海水被制服了
,

外逃百姓纷纷返回
。

南黄海一带的老百姓感激范仲淹为他们做了一桩大好

事
,

不仅为他修建祠堂
,

还把这条大堤称为
“
范公堤

” 。

1 0 3 4年范仲淹奉命到苏州做知州
。

苏州是范仲淹的乡梓之地
。

这里水网密布
,

西南面的

太湖
,

烟波浩渺
。

松江在太湖之东
,

春夏积雨
,

湖水涨溢
,

来不及泄入长江
,

松江经常泛滥

淹没临江诸县
。

范仲淹到任之时
,

正值苏州暴雨成灾
,

田地不能耕种
,

百姓没有食粮
。

他心急如焚
,

在

对苏州水道作了调查研究之后
,

提出了疏 导方针
,

以便使苏州东南面的水流入松江
,

西北诸

水则入长江
,

为保证疏浚工程顺利完成
,

他又亲临现场
,

常常住宿在海边
。

经过一年多的努

力
,

终于解除了水患
,

保证 了当地的农业生产
。

大水之后
,

家乡尚未完全恢复昔日的繁荣
,

范仲淹便开始致力于教育事业
。

他在南园买了

块地
,

本来打算建宅安家的
,

阴阳家说
: “ 这是块宝地

,

要世世代代出公卿
。 ”

范仲淹说
:

“
在这里安家

,

只我一家贵
,

那就不如在这里盖学舍培养 人才
,

叫吴人都贵艺
” 学舍落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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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有人认为房舍盖得太大太多
。

范仲淹说
: “

我担心将来还嫌小 !,, 后来
,

范仲淹又邀名师

授教
,

果然培养出了不少人才
。

各地纷纷仿效
,

故有
“
苏学天下为第一

” 之誉
。

1 0 3 8年
,

西夏皇帝元昊率军犯边
,

宋军抵挡不住西夏强大骑兵的进攻
,

节节败退
。

两年

后西夏军又进攻延州
,

宋军大败
,

宋仁宗很恼火
,

把延州知州范雍撤 了职
,

另派范仲淹和韩

琦 同任陕西经略副使
,

抗击西夏
。

范仲淹到任后
,

改革军制
,

修筑城堡
,

还注意减轻边境百姓负担
,

延州一带的防守力量

大大加弧
。

西夏军 队不敢轻易进攻
。

他们说
,

现在这个小范老子 ( 指范仲淹 ) 肚子里装有数

万 甲兵
,

可不 比大范老子 ( 指范雍 ) 好对付
。

那时
,

延州流传一首歌谣
: “ 军中有一韩 ( 指

韩琦 )
,

西贼闻之心胆寒
,

军中有一范
,

西贼闻之惊破胆
。 ”

范仲淹镇守延州能够屡建功绩
,

和他善于选拔人才有很大关系
。

狄青就是他一手提拔上

来的
。

狄青每次和西夏军作战
,

都要求担任先锋
,

他前后参加了 25 次大小
,!戈斗

,

受过 8次 箭

伤
,

却从未打过败仗
,

西夏兵一听到他的名字就胆战心惊
。

范仲淹由于在宋夏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非凡才能
, 1 0 4 3年奉调回京

,

任参知政事 ( 相当于副

宰相 )
。

他根据当时北宋王朝内政腐败
,

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情况
,

提出了以整顿吏治为核

心的十项改革方案
。

范仲淹的改革措施推行后
,

遭到保守官僚们的阻挠和攻击
。

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的态度

也开始动摇了
。

范仲淹无奈之下主动请调陕西戍守边境
,

宋仁宗乐得顺水推舟
,

支持 新政的

一些朝臣也被纷纷罢免官职
, 1 0 4 5年新政被

-

一宣布撤销
。

“
庆历新政

”
的失败对范仲淹无疑是个沉重打击

,

但他不因个人遭遇而懊丧
,

第二 年
,

在他应老友滕子京之请所写的 《 岳 阳楼记 》 中
,

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言
: “

先天下之 忧 而

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
。 ” 这一名言充分表现出他广阔的胸襟

,

高尚的品质
,

也激励着历代志

士仁人前仆后继
,

奋斗不息
。

没多久范仲淹调离陕西
,

又被派到山东等地做官
。

他 6 4岁那年 ( 1 0 5 2年 )
,

在赴颖州途

中病死徐州
。

他逝世的消息传出
,

,’1月方闻者皆为叹息
” ,

百姓还纷纷为他建祠画像
。

范仲

淹死后
,

朝廷追赠兵部尚书
,

溢文正
,

葬于洛 阳
。

苏州市内范庄 前
,

原是范仲淹祖宅
。

南宋年间
,

又在范义庄旁建范文正公祠
,

门前原有

一座高大的
“
先忧后乐

” 石碑坊
。

范仲淹祖坟在天平山
,

墓旁建有纪念他的
a
忠烈庙

” ,

清

乾隆帝南巡游此
,

赐名 “ 高义园” ,

并御笔树碑
。

1 9 89 年
,

又新建
“
先忧后乐

”
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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