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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解缙是历仕明太祖朱元璋、“右文之主”建文帝和以藩王登极的明成祖的谏诤直臣�其两度被贬又曾贵极人臣最终
身陷囹圄的官宦生涯颇能发人深省�而其高才不达、忠君但不容于专制皇权的人生悲剧充分揭示了高度膨胀的独尊皇权扼杀不
服训轨的知识分子的专制本质。本文指出�庐陵文化重视名节观念的独特内涵和解氏家族耿直的性格特征是构成解缙人生悲
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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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庐陵－－－文章节义之邦
解缙�字大绅�一字缙绅�号春雨。他的祖先原居山西雁

门。唐朝时才迁居江西吉安府吉水县。江西古称江右�不仅
是禅宗的腹地�也是理学的心脏地带。吉安古称庐陵�素有
“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自春秋战国以来�为吴楚文物之地�
伍子胥、孙叔敖之徒多有遗迹。”①常以庐陵士人自居的解缙�
对于庐陵诗学自西周至元朝的发展历程如数家珍�他认为晋
朝郭璞、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对庐陵诗歌的发展贡献很大。②

庐陵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与解缙出众的文翰之才关系密

切。位于庐山东南的白鹿洞书院被誉为“天下书院之首”�解
缙的祖父高若凤曾在该书院所在地南康（今九江）作官�并与
书院生员交游。③曾为程颢、程颐老师的周敦颐�在江西作官
时�于庐山莲花峰下创建濂溪书院�他的学术思想对宋明两代
江西士人影响深远。江西抚州人陆九渊首倡心学�解缙认为
心学对于养成江西士大夫学行一致的性格裨益良多：“江西道
学之士�自陆夫子务以力行为先�故今之学者皆耻为文藻浮
华�其于世教非小补也”。④

南宋以来�朱学兴起�并逐渐在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
由于饶鲁、刘静春和元代的吴澄、虞集及黄涞等人的大力传
播�朱学在江西得到蓬勃发展。刘静春是朱熹的弟子；解缙的
父亲解开�曾师从于吴澄、虞集和黄氵晋等理学名儒。

解缙家世代居住在吉水鉴湖南山之下�有“唐宋诗书第一
家”之美誉。⑤南宋末年�因在太学痛斥奸臣贾似道而被迫归
乡的杨学睡�在文天祥和邓光荐等人的勉励下�于鉴湖南山之
下创建南麓斋。解氏家族是南麓斋聚徒讲学、传承道学的重
要参与者�在此受业的解缙曾高度评价南麓斋维持世道人心
的作用：“南麓一斋弦诵不绝�百余年经济道学皆出于是
也”⑥。

提倡去欲存理的道学深刻影响了庐陵士大夫的名节观

念。“节义庐陵古所夸�宋朝冠盖盛中华”�⑦名节忠义观念是
庐陵文化内涵的重要特征。宋朝是庐陵文化的鼎盛时期�吉
安名人辈出�其中有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欧阳修、民族英雄文天
祥、名相周必大、“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教育家欧阳
守道、爱国词人刘辰翁、邓光荐等。解缙好友胡广的祖辈、痛
斥奸臣秦桧的南宋名臣胡铨�为忠节而死的解缙祖父解子元
也是庐陵文化的杰出代表。

庐陵的科举之盛颇足称道。据粗略统计�吉安历代进士
约有3000人（全国共有进士98689人�江西进士为10560
人）�其中状元15人�榜眼16人�探花14人�会元（宋代称省
元）12人。⑧解缙与其兄解纶、姐夫黄金华同榜登第�解缙的同
乡好友胡广、曾綮都是状元。

文章节义之邦对于养成解缙出众的文翰之才和根深蒂固

的节气观念�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其刚正不阿的个性则
直接遗传于其出身的著姓望族之家。

吉水解氏－－－“得于天而不得于人”的著姓望族
解家自唐朝时迁居庐陵后世有科第�解缙生活在吉水的

一个文化世家。⑨解元辅佐宋高宗中兴被封太原王；元初的解
诚�被封三世国公；解缙的高祖解梦斗�为宋大学上舍生；曾祖
解应辰�为宋漕举进士、永丰主簿；祖父解子元�为元代进士�
安福州判官�“以名进士死节�赠中书平间”；父亲解开�国子生
出身�元末辞参知政事�为一代大儒�学者称“筠涧先生”。

襄阳人任亨泰是与解缙同年的状元�他在为解缙的文集
所写的序言中曾谈及解家的科举盛况：“其族自唐家吉�已七
百余年�每举进士�必父子兄弟联叠�以为常。”

解缙出身于吉水“德胜显及”的文化世家�与其家交游的
大族同样门庭显赫。

解缙的祖辈解谷�与丞相文天祥交好�文曾为解谷新建书
斋题写“生春翰墨之隙”六个大字�并作《记》一篇�其中有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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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缙记得十分清楚：
君家藏书有万卷�芸香玉润。……时纷利俗尘�劳胶扰

举�无累于其间�吾安得不名之曰：“生春翰墨之隙”耶 ！味斯
言也�其所从事固当有道学之实�而无道学之名欤！⑩
解谷号生春�致力于传承南宋理学家刘静春的道学思想�文天
祥在此勉励他�要潜心道学�将“去欲存理”的真道学薪火相
传。刘静春曾参与在江西信州铅山举行的“鹅湖之会”�他站
在朱熹一方�与陆九龄、陆九渊进行讲学论辩活动。解缙深受
道学影响�他说�“静春与朱子倡以道学�天下所共知者。家本
庐陵�后居清江�晚年积书构屋螺江上。”○11

解家与庐陵罗氏、吉水桑园周氏为世交�与“文学行谊名
天下”的庐陵曾氏、泰和杨氏等大族世代交好。解缙从小不仅
有诸多接触名儒贤臣的机会�而且“父子兄弟切磨讲贯、自为
师友”的家庭环境�也为其增长学识铺平了道路。

解缙的母亲高妙莹的曾祖是宋代漕贡进士�祖父为大儒
学者�父亲高若凤是进士�学者称灞雪先生。博涉经史的解母
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解缙回忆道：“缙兄纶乱离无书�太夫人
手写《孝经》、《论语》、《古文杜诗》教之；缙自能言时�蚤夜训以
敬身维持�文墨不离其侧�末尝令同儿童嬉戏。”○12解缙自小聪
慧过人�与母亲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解缙的父亲解开为一代大儒、人中之岳：“平生以静为主�
胸中畅豁�无纤介凝滞�其自视如光风霁月�人望如秋霜高岳。
此本乎性�笃乎学�而发见于外者如此。”解开“治五经皆有师
授：《书》、《易》得之家传�讲于竹坪刘先生；始授《春秋》于如愚
黄先生�至正初�入太学讲于吾素王先生、元庆毛先生；学《礼》
于太古熊先生；少时学《诗》于申斋、桂隐二刘先生。”○13父亲治
“五经“师出名门。所以任亨泰说解缙“道受有绪”、“崇正学、
辟异端”之言当属不虚。

解缙的哥哥解纶长他十余岁�二人志同道合�同榜登第�
在哥哥去世之后�解缙悲痛欲绝：“伯兄于余有父道焉�有师道
焉。余兄弟自为知已也。”○14

解纶的妻子欧阳晚�其父亲欧阳子衡为欧阳修之后�学者
称莘芸先生�与解开为莫逆之交。解缙曾回忆向哥哥的岳丈
问学的情景“余末成童�然喜为文字。先生至予舍�辄从问经
史大义�先生甚喜。”○15解缙童年时家庭的学术氛围非常浓厚�
父辈兄长的耳濡目染使他从小就树立了“以天下自任”的远大
志向。他还曾间接或直接师从父亲的老师和同门师兄弟苏伯
衡、詹孟举等人�这对他求学与立志影响很大很大。他回忆
到：“是以一得之遇�间有所见�实先君子师友之传�讲习之余
之所及也。”○16苏伯衡以善古文闻名于时�洪武二十一年�他身
为翰林编修主考部会试�年仅十八岁的解缙考中第七名。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一篇追悼文章中�解缙描述了几
位立志“为往圣人继绝学”、气宇轩昂的挚友。刘朴�少有志
节�耿介绝俗�世家治《尚书》；周霖�少以聪敏闻�治春秋、诸
史、百子�博洽无遗�亦寡合者；廖存受《诗经》刻苦不懈；廖持
爽朗不群；黄玉铉通五经；黄金华年十八中进士�高皇帝眷顾

甚厚。○17解缙对于知己因性格孤傲不容于浑辊官场、英年早逝
的命运扼腕叹息�而对自己及家族不事权贵的个性也有清醒
的认识�他曾自比为与世乖违、睥睨俗世的浮云。○18在重修家
谱时�解缙对其家族因为性格耿直以致屡立殊勋却被奸臣小
人陷害的事实颇有感慨：

吾宗得于天者何其盛�不得于人者何其厄哉！天定胜人�
久而必信；人定胜天�偶然一时耳。安知非至厄所以为至盛
乎？濮州公不悦于蔡京父子�太原王佐宋高宗中兴立殊勋。
沮于秦桧�奋郁以死；庄山公以赋斥贾似道�摒处于家；伯中公
史弟连举�海内知名�为世所忌�摈以不第�后伯中奉诏修三
史�论以宋为正统�小人龌龊�拂衣径归。其他以节义自高�征
辟不拜者�谱不胜书。○19

吉水解氏家族世代苦读圣贤绝经传之书�向来以忠孝节
义自持�性格刚正不阿�每每触犯权贵�以致壮志难酬。然而�
正是在先辈们“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这种精神的感召和
影响下�解缙成为重义轻利、学行一致的君子典范。了解解氏
家族的这一刚直性格�我们就不难理解解开不入仕途的原因
了�也多少能够推想解缙后来不容于同僚和专制独尊皇帝的
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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