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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秀夫，南宋末代宰相，享譽中外的民族英雄。他
生於南宋理宗嘉熙二年——即公元1238年，出生地點
是淮安州鹽城縣。年少時期的陸秀夫，便刻苦讀書，
立志效法北宋的名臣，以圖國家的再起與興盛。及至
他成年時，學問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先後在州試、
鄉試、會試中取得優異成績，被後世稱為「三榜連
捷」。有此優異之學品，成為南宋宰相，實不足為
奇。當南宋徹底滅亡時，他抱㠥輔弼的小皇帝，一同
在崖山跳海殉國，無比壯烈。

不朽的忠臣形象
歷史上，對於陸秀夫這樣的大臣而言，最為傷心

的，就是國家的淪亡。在南宋政權處於蒙古大軍犀利
攻擊之下、風雨飄搖之際，陸秀夫作為南宋的宰相，
依舊行駛㠥自己的職責，組織軍隊力量，力抗元人的
進犯，以圖國家轉危為安。這種努力，雖然在最後歸
於失敗，但是，卻也盡到了他自己作為人臣應盡的義
務，堪稱後世知識分子為官的表率。陸秀夫與文天
祥、張世傑被後世並稱為「宋末三傑」。這三個人的
共同之處就是，當國家必然走向滅亡時，他們沒有選
擇離棄或投降，而是堅定地履行自己在文化道統上的
責任。與其說他們是在為自己的官位殉國，倒不如說
他們是在實踐㠥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理念。
南宋祥興二年（即公元1279年）二月初六，元朝的

軍隊開始圍攻宋朝皇帝乘坐的帝舟，宋軍抵抗完全失
敗。在最後的時刻，陸秀夫先是拿起自己的寶劍，驅
使自己的妻妾以及兩子一女跳入海中，以殉國家。隨
後，他跪拜宋朝末代君王少帝，口中直呼「陛下不可
再辱」，言罷，即抱㠥宋朝小皇帝和玉璽，縱身跳入
海中，壯烈殉國，時年四十二歲。面對此景，大批隨
行的南宋官員紛紛跳入海中，追隨自己為之奉獻一生

的國家。次日，當元朝兵士清點海面浮屍時，數量竟
達十多萬。
這就是後世稱為「崖山殉國」的壯烈之舉。歷史自

然不以成敗論之。自從設立科舉取士制度以來，文人
以入朝為官報國，幾乎成為一種潮流。然而，要以生
命的代價來體現對國家的忠誠，卻只有在亂世的氛圍
中才能夠體現出來。陸秀夫固然是忠君，但是如同岳
飛一樣，這樣的忠君其實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與愛
國並沒有什麼區別。這是歷史和時代賦予他們的獨特
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勤王之心。歷史在陸秀夫跳入大
海的那一刻，似乎停止了。因為，文化的傳承與精神
的延續，究竟能否繼續下去，成為了一個大大的疑
問。因為，跟隨陸秀夫殉國的，有許多都是不堪忍受
蒙古大軍蹂躪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身上，除了文學藝
術的技藝之外，更有㠥中國文人入世憫人的人文主義
精神。因此，無論是對於他忠誠的國家，還是文化上
要肩負的責任而言，陸秀夫都是一個大忠臣。

忠烈祠中憶忠魂
鹽城的陸公祠，位於江蘇省鹽城市亭湖區的儒學

街。因為陸秀夫出生於鹽城，因此，故鄉的後人為了
緬懷其為國捐軀的豐功偉績，在明朝的嘉靖十年（即
公元1531年），於目前的儒學街西側修建了這所帶有
官方祭祀性質的「忠烈祠」。
陸公祠在初建時，由三個正廳、兩個廂房、一座亭

以及一座牌坊構成。第一個正廳為門廳，即正門；第
二個正廳是仰止堂；第三個正廳就是正祠堂。仰止堂
與正祠堂之間，兩側有相互對稱的東廂房和西廂房。
在陸公祠的正大門西側，建有中流砥柱的大型牌坊。
而在門廳之內，則建置有表忠亭。明朝嘉靖十七年
(即公元1538年)，官府於正祠堂後，又繼續增建了浩
然堂。在祠堂之內，有陸秀夫塑像、畫像和鄉紳名流

題寫的匾額、掛聯、詩詞、碑刻、祭器等。
由於長時間的戰亂以及年久失修，陸公祠的建築陳

設逐漸破敗，展出的物件也慢慢散失於民間。祠內僅
僅是牆上保存㠥一塊石碑，刻㠥明天啟年間蘇茂相題
詩，其文曰：「浮海南奔擁六飛，孤臣血淚灑朝衣。
石銜精衛心猶壯，鼎抱龍髯願不違。粵嶼草荒樞密
塚，㜥門花滿侍郎礬。可憐舊國還祠廟，正笏忠魂歸
未歸。」明朝初年修建陸公祠時，其官方批予的建築
面積，實際上非常之大——向東，則一直至儒學街；
向西，則可展延至今日的解放中路；向南，至陸公祠
巷；北至粥廠巷。隨㠥城市化進程的變遷，重建後的
陸公祠，已經較之於原先的面積而大大縮小。

政府再行改擴建
陸公祠久經風霜。鹽城在上世紀

八十年代建市時，對陸公祠進行了
修復。原貌得以部分再現。2008
年，政府為開拓鹽城的地方旅遊資
源，再次對陸公祠進行了保護性的
改擴建，以此來彰顯鹽城的城市瑰
寶之形象，帶動歷史文化的傳承功
能。在2008年的擴建工程中，政府
方面恢復了在明朝初期時設置的中
流砥柱牌坊，新建三進廳堂，並將
原本存在的「光前裕後」石壁置於
陸公祠正門前方，以示莊重崇戎之
感。為了凸顯歷史的忠君愛國的主
題，還新增了崖山殉國的石雕，以
此來恢弘陸秀夫當年壯烈殉國的成
仁精神。修復後的陸公祠，大體結
構與明朝初期的原貌建築相同，門
廳上的匾額，是由書法家武中奇題

寫「陸公祠」三個大字。大廳之後，是莊重的「宋丞
相陸公祠」碑，上方匾額書寫㠥「碧海丹心」。
陸公祠在重新改擴建後，體現了完整的歷史風貌。

對於整個南宋的史學符號書寫，更是一大特色。就建
築而言，恢復了明清時期的氣質，使得這座古老的建
築群成為現實城市與千百年來的家國風雲進行對話的
橋樑與載體。陸公祠內展現的文物，側重的是陸秀夫
對國家的忠誠與對家鄉的熱愛，國與家的合一，成為
頌揚其精神的歷史遺跡。因而，就整體而言，陸公祠
立體地反映了陸秀夫可敬、可親的形象，並將其上升
為新興的城市氣質甚至民族精神，使得這位萬古流芳
的忠臣形象，能夠千秋不移地為後人所傳頌。
如今，這裡已經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毫無疑

問，在現代城市發展的進程
中，塑造城市的歷史品味，
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挖掘歷
史題材和人物的現代價值，
已經成為一項打造城市形象
的重要工程。如今，社會大
多倡言「回歸傳統」、「復興
文化」。那麼，在陸秀夫這樣
的千古忠臣身上多下一些功
夫，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了。畢竟，城市的象徵，除
了高樓大廈與車水馬龍，也
少不了人文的氣息與內涵。
這大概就是陸公祠能夠在現
代社會發揮出的最大的文化
價值。

到了2017年，香港人將透過一人一票
的方式普選出行政長官；再到2020年，
立法會全部的議員，都將以普選的方式
產生，香港已經走上了邁向民主主義的
坦途上。毫無疑問，為了迎接民主化時
代的來臨，各政黨都在竭盡全力，進行
人才儲備，以期在即將到來的普選中大
展身手。因此，毫不誇張地說，青年人
是民主政治的參與者，也是民主主義體
制的中堅守護者。
面對全面民主化的趨勢，香港的青年

人是否已經做好了準備，是一個巨大的
疑問。文化沙漠陰影下的政治冷感，似
乎至今都是香港政治發展的一大瓶頸與
障礙。小市民對社會的利義顛倒，似乎

將兩極化的非黑即白的模式進行了系統
化的強化，讓人們必須在原本並不存在
的兩種價值觀之間進行選擇。
毫無疑問，伴隨㠥民主化程度的深入

以及普選的逐步落實，社會上將形成兩
種截然不同的思維與理念，並在這種理
念之下形成兩大相互對立的陣營。一種
人認為，香港的發展，有賴於建制的完
善與良好運作，因此應當以是其是、非
其非的態度來對待建制的運行，並且，
應當從較為實際的角度出發去制定和完
善公共政策，強化政府的服務職能；另
一種人認為，香港在行政主導的體制之
下，需要強有力的制衡與監督，需要對
建制進行全方位的掣肘，才能夠保障社

會大多數民眾尤其是基層普羅市民的利
益，因此對建制採取的是懷疑與對立的
態度。事實上，在近幾年的社會政治發
展中，這兩種思潮都是透過青年人的發
聲管道予以體現的。無論是活躍在街頭
的社會運動人士抑或是在議事堂中論政
議政的議員，多為青年才俊一代，因為
只有他們，才對社會政治與民生的發展
始終懷有一種赤誠之心與敏感的情懷。
所以，如何領會現時政治的需要，也就
是民主化時代青年人最大的課題與任
務。
民主化帶來的社會分化已經是不爭的

事實，關鍵是不同理念的青年人之間能
夠學習到對話與交流的新模式。任何公

共政策的議題，很多時候並沒有絕對的
正確或者錯誤，而是不同理念與現實之
間的一種必要的妥協。妥協，是民主政
治的基本美德，也是強化民主體制、避
免多數或者少數暴力的最佳方式。要避
免陷入民粹化或者獨斷化的社會衝突
中，以包容的胸襟去討論社會問題、以
開闊的視野去面對實際困難、以務實的
態度去面對民意訴求，才是青年人參政
的基本要求。民主政治，是解決公共社
會問題的一種程序，程序本身，並不具
有善或者惡的價值。作為青年參政者，
本港未來政治的新一代，在個人完善的
素質與修養基礎之上，有時需要做的，
並非盲從民意，而是引導民意。我們不

能夠忽視歐債危機帶來的深刻教訓——
正是政客們為了千方百計討好選民，才
會不斷開出社會福利支票，加大政府開
支，最後導致公共赤字急劇上升，從而
釀成今日的危機。因此，民意是青年從
政者重要的參考值，但並非唯一的參考
值。理性思考，同樣是青年人走向公共
舞台時需要具備的素質。
面對民主的新時代，我們是否都已經

做好了準備，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問
題。只有堅定地履行責任，才能夠享有
歡暢的自由，這是民主政治的辯證法，
也是歷史的經驗與教訓。望本港的青年
人三思。

文：徐全

青年人更需理性思考的精神

陸公祠中憶秀夫
—追溯南宋名相陸秀夫

在江蘇鹽城的中心城區，有一個不怎

麼起眼，但卻莊嚴、典雅的古建築——

陸公祠。這是為了紀念南宋末代宰相陸

秀夫而修建的一座中國古典式建築風格

的忠烈祠，以彰顯陸秀夫忠君愛國的崇

高情操。歷經風霜，這裡依舊肅穆而持

重，令人追憶起南宋的往事與名臣，不

禁哀歎國事之危艱、歷史之惘然。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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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秀夫怒斥蒙古軍隊統帥

■陸公祠中的陸秀夫坐像

■祠堂正廳前景

■石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