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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区作协主席裴高才与二程研计专家程德祥司马黛兰夫妇 

《理学双凤——程颢程颐传》自序  

原创;裴高才 策划：黎世炎  

一代旷世大儒程颢、程颐（世称二程）兄弟，是从湖北黄陂飞出的金凤凰。惭愧得很，穿过千年的时间隧道，同属生长于黄陂

的我，虽然在孩提时，就知道附近有一个二程公社，但并不知其出处。直至1974年才知道二程的全称。是年冬，全国轰轰烈烈地开

展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姚集中学读高中二年级的我，被老师指定为批判程朱理学的演讲人。与其说是演讲，倒不如说背诵比赛，发

言稿都是老师找来的现成资料。我虽然在台上振振有词地批判其唯心主义先验论，但并不懂什么叫理学，更不知道二程是从我们黄

陂走出的大学问家。1981年春，在县教育局工作的我，被选送到孝感地区教师进修学院进修，为调往黄陂二中工作充电。进修的主

要内容是哲学、教育学与心理学。进修期间，我对二程及其理学有了初步了解。当时，对二程及其理学仍持批判态度。结业后，我

被调入县属重点完中--黄陂二中工作，分配我教高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常识）课。我原本是学数学的，对于用非所学，虽然

不情愿，但由于学校“小科”（诸如政治、历史、地理、生物等）师资短缺，自己毕竟刚刚进入学校中层，又是负责学生思想工作

的，且年龄最轻，只能让我改行，勉为其难了。没办法，我只有临阵磨枪了。不料，曾对哲学不太感兴趣的我，一旦被它吸引就身

不由己了。当年高考，政治与语文、数学一样，都占100分，为了不误人子弟，我只有现打热卖了。于是，我到武汉古籍书店、武

胜路新华书店购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宋元学案》、《简明哲学辞典》等书籍。经过边教边学，并参

加了武汉假日大学的培训，逐步进入角色。不久，全县对学历不合格的教师进行统考。没想到，我半路出家竟在全县高中政治教师

的考试中拔了头筹，还奖励了一台袖珍收音机。这更加激发了我钻研哲学的兴趣。我当时的讲义有一大特点，正面是围绕高考指挥

棒，按照教学大纲，罗列讲义，背面则是一课一个中外趣味哲理故事。其中“程颢断案”、“程颐治易”等也收入其中。接着，在

县教研室张品正先生的指导下，我撰写的《用辩证语言讲授辩证法》的教学论文，先后被《武汉教研》、《中学政治课教学》等杂

志刊发。1996年高考前夕，县教研室还安排我主讲了一堂全县高中三年级的哲学常识观摩课，资深专家郁时杰先生的评价是：“颇

有韵味”。就这样，我歪打正着，这门课一教就是七八年了。我真正系统了解二程并写点东西是1992年秋后。当时，县文化馆黎世

炎先生拿来一大摞黄陂程氏族人收藏的《二程族谱》和卢连章著《二程学谱》，我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断断续续地通读

了《宋史》、《宋代思想史》、《二程集》等巨著，撰写了《双凤亭探幽》、《二程理学在黄陂的千年回响》、《二程第一故里在

黄陂》、《二程故里寻根记》、《程颐29世孙访谈录》等，相继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世纪行》、《民族大家庭》、《长江

日报》、《武汉文史资料》、台湾《湖北文献》、台湾“故宫博物院”、香港中通社、澳门《星报》，以及泰国《星远日报》、美

国《世界日报》等报刊，中新社网、华夏经纬网、新浪、雅虎、搜狐、网易等网站上发表。与此同时，笔者还赴二程求学的江西赣

州、讲学的洛阳，程颢任职的陕西户县、江苏南京、山西晋城，程颐流放的涪陵等地考察、搜集资料，增强了现场感，激发了自己

的创作欲望。许多圈内朋友希望我写一部黄陂特色的二程传，我也正准备动手创作，又犹豫起来。原因是，二程的学术思想博大精

深，涵盖史学、哲学、古典文学、地理等多学科、多领域。其次，二位大儒毕竟离我们时代相距悠悠千年，相关史料搜集、整理十

分浩繁。而自己毕竟是一位业余爱好者，对二程行状及其学术思想的了解十分有限。但在一批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与鼓励下，在一

批热心人士的精神感召下，再加上写了几部传记作品的经验，我就赶鸭子上架了。笔者虽然先后撰写过一批现代与当代、境内与境

外的名人传记，但从事古代名人传记的创作则是第一次。尽管在创作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技大学与武汉老年大学教授、《大学

语文》编委王士毅先生的无私指教；黎世炎先生毫无保留地提供了他生平在全国各地搜集的、珍藏多年的资料。但这本传记却是我

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用心最多、写作最艰难的一次。首先是古代的地名的沿革、官名、称谓等拦路虎。如“从女”、“从兄”可以

在工具书查到，但“从女兄”却查不到。又如“同进士及第”的头衔，中国自宋代至清代，实际上没有这个名目，且自从科举之

后，只有进士及第（正七品），进士出身（从七品），同进士出身（正八品）。所谓“同进士及第”，是宋神宗赵顼的一大发明，

这是他对没有科举功名而又有真才实学者的一种褒奖，其职位、待遇与“进士及第”等同。又如宋史上称程羽世居“中山博野”，

有的资料上注释为“今河北定县”或“河北定正”，其实不然，古代“中山”曾为郡名、国名与府名等。公元前506年，中山之名

始见于史籍。中山国初建都于中人（今唐县境内），立中山城为都。后迁都于顾（今定州市境内）。十六国时改为中山尹,北魏复

郡,隋代废。宋曾设中山府，又名定州府，曾以刻丝技术名闻天下。亦为兵家重镇。古代“博野”非今日的博野，其治所在现河北

蠡县。诸如此类的问题，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这本小册子着重就二程的家世背景、家庭教育、学术活动与宦海生涯进行了演绎。

有关二程的家世与始祖，笔者以史书典籍为准，力求还历史真实面目。诸如程氏始祖其说不一，有“程伯符说”，“乔伯说”，还



有“程伯休父（甫）说”。这里采用了以《诗经》、《国语》、《史记》、《帝王世纪》等典籍为依据的“程伯符说”。至于其执

政与治学的故事，则穿插了一部分民间传说等野史资料。值得指出的是，针对其他书籍对二程的母亲侯氏着墨不多的倾向，笔者在

“双凤投怀”一节中，浓墨重彩地对侯氏加以渲染。也可以说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因为作为二程的第一老师，不论是侯氏的家世

背景，还是她着力对二程良好行为习惯培养及其诗教特色，对后来二程世界观的形成，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诸如二程的无神

论思想、“重民保民”的执政理念，以及他们独具特色的个性等，都与侯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黄陂乃二程故里，这是无庸

置疑的事实。《宋史》、《中国通史》、《二程集》、《二程年谱》、《程氏族谱》，明嘉靖三十五年、清康熙五年、道光与同治

年间的《黄陂县志》都有记载。明代《黄陂县志.二程志》云：“二（程）夫子之生，有双凤投怀之兆，殆与元鸟之降，履武之

祥，尼山之祈祷……”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为黄陂二程祠所作《二程祠记》，也清楚地写道：“二程夫子，则亦生于是邦。”那么

为何黄陂却藏在深闺人不知呢？窃以为，洛阳是二程长期讲学之所，伊川是二程的长眠之地，嵩县程村是程颐传授《易传》与他逝

世的地方，而且程村还有明朝景帝朱祁鈺（1455年）诏封的“二程故里”金字招牌。“圣旨”在上，程村为“二程故里”当然就喊

得震天价响了。2004年6月1日，黄陂文联与作协正式成立，令黄陂文艺界为之一振。大家沉淀多年的创作热情，一时间几乎全都迸

发出来了。我作为作协的法人，更知自己的责任重大。可谓三负担子一肩挑，首先，我的工作单位是台办，这是主业，涉台无小

事，马虎不得。作协尽管受到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但它毕竟是一个初创的民间社团，非专职、无资金、无地位，处处求人，有

时还遭人误会，办成一件事简直难于上青天。为此，“二程传”的写作往往是在大量的社交活动之余进行，我常常因此夜不能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11月28日，程颐29世孙、著名二程问题研究专家、旅美学者程德祥与司马黛兰伉俪来陂寻根，应黎世炎先

生之邀，我有机会接待了他们，当面向他们请益，并将书稿的目录与第一部分交给其审阅，得到了他们满腔热情的支持与真诚的帮

助。他们不仅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解答了一些疑义，返美后，还寄来许多珍贵的图文资料。当笔者从程德祥伉俪那里得知，尽管二

程祖孙三代在黄陂生活了60多年，但外界知之者不多。且他们正在筹备2007年“纪念程颐先生逝世900周年暨二程国际学术研讨

会”。笔者觉得，若是黄陂能与武汉大学联办此次盛会，岂不快哉！得到授权后，笔者立即与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

教授请教，得到了陶教授的热情帮助。经陶教授牵线，我与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武大哲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取得联系，郭教授

也给予了积极回应。2004年11月29日，我与区文化局长李书俊陪同程德祥伉俪访问武大，受到了郭教授等哲学院领导的热情款待。

郭教授告诉我们，作为东道主，他们正在筹备2007年7月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于是，三方商定，届时武大与黄陂可联手，

将“两会”串起来召开。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更让我加快了写作进程。2005年初，中国.武汉黄陂二程文化研究会成立，将拙作

列入交流书籍。我更加不敢懈怠。正在此时，武汉市文联陈元生先生率全国知名书画家来陂写生，已到耄耋之年的书画大师张善平

老先生得知笔者正在撰写二程传，且鸡年又是笔者的本命年，欣然为笔者题写了“闻鸡起舞”几个大字。也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

量。同年5月12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书号中心网站主持、中国精神文明年鉴副主编卢云先生来访。他本来是陪同李泽先生、刘淑

珍女士，采访笔者撰写《田长霖传奇》始末，以及我与田氏家族的交往的。当他得知笔者正在撰写“胡秋原传”与“二程传”时，

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欣然承诺尽快促成出版。在三易其稿的过程中，王士毅教授、郭齐勇教授、卢云先生，教育专家李忠洲先

生、青年作家邓运华先生等参与了对书稿的修定。尤其是耄耋老人王士毅先生，不仅三度审稿，还对其中的古文、诗、词、楹联

等，从出处、平仄、韵律等方面，进行了矫正。与此同时，同年10月中下旬，承蒙武汉作协董宏猷主席、张炳绍秘书长之邀，携稿

参加武汉作家年度笔会，得到了各位大家的指教。尤其是董宏猷先生、涂怀章教授就如何正确处理文学性与真实性的关系，提出了

许多具体的意见，为此书平添了一段佳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前院长方克立教授，对中

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的马小援先生等，亲自为拙作作序，著名诗人、翻译家绿原先生，亲自题辞。为此书增添了光彩。定居上海，

与笔者缘悭一面的研究二程专家、程颐33世孙程云仙老先生，在网站获悉拙作行将出版后，先后在新浪网和程氏宗亲网等网上推

介，并寻求海外程氏宗亲的支持，还发来了二程的相关图片与资料。93岁高龄的台湾知名人士陈济民、陈华山先生，胡育华、任茂

华、魏端等同仁，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值此拙作绣梓之机，对各位的支持与帮助，一并表示谢忱！末了，笔者想起了清.康熙五

年黄陂县令杨廷蕴《重建二程祠记》的一段话：“嗟呼！二夫子之还洛也，犹曰：吾梦寐恒在西陵，是夫子未尝一日忘陂也。二夫

子不能一日忘陂，而谓陂能一日忘二夫子乎！？” 作者乙酉秋于斐祎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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