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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地 方 史研 究
·

与 文 天 祥
“

隆 名 并 峙
”

的

民 族 英 雄 陈 文 龙

林 精 华

“

人生 自古谁 无 死
,

留取 丹心 照 汗 青
”

的诗 句
,

光照 日月
,

气吞 山 河
,

成为 许多 爱 国 者

的 人生 座 右铭
。

与 文天 祥 同时代 的陈文 龙
,

在 被 元 军 押 送 临安途 中
,

也 留下
“

须信 累 臣堪衅

鼓
,

未 闻烈士 树 降旗
。

一 门百 指 沦 管尽
,

惟 有丹 心 天 地 知
”

的诗 句
,

同 样光彩 照 人
,

气 节崇

高
。

近代 民 族英 雄林 则 徐
,

在 清道 光 三 十年 ( 1 85 0 年 )
“

旨奉 重修
”

福 州 台 江 万 寿
“

尚书

( 陈文龙) 庙
”

时题 刻 的石 柱 对联 中赞 颂陈文 龙
: “

节 镇 守乡 邦
,

纵景 炎残 局 难 支
,

一 代 忠

贞垂 史传 ; 英 灵 昭 海噬
,

与信 国 隆名并 峙
,

十 洲 清晏仗 神麻
。 ”

把陈 文 龙 与 文 天 祥
“

隆名并

峙
, ,

同 为
“

一 代 忠 贞
” ,

作为 自己学习 的楷模
。

他们 与 陆秀夫
、

张 世 杰等 都是 南宋末 年 抗

元 斗争中涌 现 出来 的宁死 不 屈
、

忠 贞正 气
,

令 后 人 景 仰 的 爱国 者 和 民 族英雄
。

一

陈 文龙
,

福建 路兴化 军 人 ( 今莆 田 市东郊 阔 口 乡 )
。

生 于 南 宋理 宗绍 定 五 年 ( 12 3 2 年)
,

卒 于端 宗 景炎 二年 ( 12 77 年)
。

他初 名 子龙
,

字德 刚
,

别号 如心
。

出 身
“

世代 替缨
”

之 家
。

曾有 过
“

一 门两 承 相
,

九代 八太 师
”

的显 赫
。

他
“

幼 颖悟
,

苦 学不 厌
”

�
,

工 赋律 而名 噪 郡

库
。

陈文 龙 少年 时代
,

深 受 中国古代 传统经 史 文化 的熏 陶和 左 海
“

重 义 轻利
”

纯 朴 民 风 的影

响
。

常以 先 辈岳 武 穆
“

精 忠 报 国
” 、 “

还 我 河 山
”

的 慷慨 誓 言
,

策 励 自己
。

从小 立 志
“

居 官

廉 正
” 、 “

忠 君 报 国
” 。

南宋 末年 风云 诡 橘 的动荡 时 代
,

造 就 了 这 位
“

永 垂青 史
”

的 杰 出 民

族 英 雄
。

陈文 龙
,

二 十 一 岁 入乡 学
。

在 补 进 太 学 的 十 余年 间
,

以
“

能 文章
,

负气 节
”

� 而 名闻 间

里
,

成 为诸生 中出类 拔萃 的佼佼 者
。

咸淳 四 年 ( 1 2 6 8 年) 五 月
, “

赐陈文 龙 以下 六 百 六 十 四

人进 士 及第
”

�
。

度 宗皇 帝亲 自面 试
,

以
“

龙 飞 射 策第一
” ,

陈 文龙 获殿试 状 元
。

度 宗赏识

他 的文采
、

气 节和 情 操
,

遂御 笔 改其名 为
“

文 龙
” ,

字
“

君 贵
” ;

并 打破 朝 廷 惯 例
,

予 以 加

官
,

授陈 文龙 为宣 义 郎镇东 军 节 度 判官
,

驻 节 越 州 ( 今 浙江 绍 兴 )
。

当 时
,

北方 的 蒙 古族 日

益 强 盛
。

在灭 西 辽
、

西夏
、

金
、

大理
,

并 迫 使 吐 蕃归 顺 的
J

睛况 下
,

虎 视耽耽
,

开始 倾全 力进

攻南 宋
。

这 时南 宋政 权偏安于 江 南一 隅
,

苟 延 残 喘
。

特 别 是 理 宗和 度 宗 统治 时 期
,

贾 似 道 专

权
,

国 势衰 微
、

政 治 十 分黑 暗
。

越州 乃 两 浙 鱼 米 之 乡
,

又是 南 宗 宗 室 的 聚 居 之 地
。

凡 正 直 清

廉的官 吏
,

在 此往往 受到 打 击和 排 挤
。

陈 文 龙 到 任后
,

深 知此 乃 是 非 之 地
,

处 境 维 艰 ; 但 他

以 一 介文 士 的 浩然 正 气
,

激 浊扬 清
,

不 愿 随 波逐 流
,

仍 然 保持 了 他刚 正 不 阿
、

秉公 执法
、

嫉

恶 如 仇的本 色
。

他 公 开 声 言
: “

不 可 干 以 私
”

�
。

在 这种 思 想 的 寸旨
一

导下
,

陈文 龙为 官清廉
,

关心 民痪
,

不 畏权 势
,

身体 力行
。

在 越 州
,

他 政声卓 著
, “

人 皆惮之
” ,

深 受上 司 镇 东军 元

帅 刘 良贵的器 重
。 “

政无 大小
,

悉 以询 之
”

�
,

成 为 刘 良贵靡 下 的 重 妥 智囊 人物
。

从 理 宗 开 始
,

贾 似 道 继 史际 远
、

丁 大金 之 后
,

专横 跋 息
,

以 致
“

正 人 端 士
”

被
“

斥 罢 殆

尽
”

�
。

许多 无耻 之 徒糜 集在 他 的周 围
,

争 相 溜 须拍 马 逢 迎
,

搜 刮 民脂 民 膏
,

鲜廉 寡耻
,

胡



作非 为
。

到 度宗 时
,

贾 似 道为 扩大 势力
,

培 植党 羽
,

极力 拉 拢 受 到皇 帝 赏识 的陈文 龙
,

接连

上 奏 朝廷 荐 举
。

数年 之 间
,

陈文 龙 从镇 东 军 节 度判 官升 为 崇 政殿 说 书
、

秘 书省 校 书 郎
,

后 又

摧升 为 监 察 御 史
。

正 直 耿介 的 陈 文 龙
。

对 贾 似 道 的
“

提 携
”

并 不 领 情
,

相 反地 却对 他 弄 权 误 国 的行径
,

予

以严 厉的 抨 击和 揭 露
。

度 宗 时 任浙 西 转运 使 的洪起 畏
,

乃 贾 似道 的爪 牙
。

在 贾 似 道 支持 下
,

他 把理 宗景 定 元 年 ( 1 2 6 3 年) 并未 施行 的
“

公 田 法
” ,

付 诸实施
,

致使 浙 西的
“

六 郡 之 民
,

破家 者 多
”

�
,

民 怨 沸腾
。

陈文龙
“

为 民 请 命
’ ,

将 此事直 接上 奏 度宗 皇 帝
,

据理 力争
,

要

求 弹 劫和 严 惩 洪 起畏
。

贾 似 道 为 使 自己 得 到 解脱
,

迫 不 得 己
,

只 好 以处 罚洪 起 畏 了结
,

平 息

了 这 次 轩然 大波
。

消 息风 传
,

人 心 称快
, “

朝绅 学 校相 庆
” 。

赞 扬陈 文龙是
“

朝 阳 之 鸣凤
, � 。

他不 畏权 势
、

关 心 民 虞的 赫然 举动
,

得到 了 浙 西 官 民 的众 口 称 烦
。

樊城
、

襄 阳 二 地乃 南宋 的 国 防军 事重 镇
。

度 宗咸 淳 四年 ( 13 67 年 )
,

蒙 古 军 再 次 围 攻

樊
、

襄 两 镇
。

贾 似道 隐匿 和谎 报军 情
,

欺 骗度 宗
,

从 中作梗
,

不 肯 派 兵驰 援
。

樊
、

襄 军 民在

孤立 无援 的情 况 下
,

虽 经 几 年 的顽 强 抵抗
,

但无 济 于 事
。

咸 淳九 年 ( 1 273 年) 正 月
,

元 军 采

纳张 弘 范 的计 谋
,

烧毁 樊
、

襄 之 间 联 系 的 浮桥 ; 又 用射 程远 的新 式武器 回炮 猛 轰
。

率 军 援

襄的 贾 似道 的女 婿范 文虎
,

贪 生 怕死
,

临 阵逃遁 ; 襄 阳 守 将 吕文 焕献 城 降元
。

被元 军 围 困达

六年 之 久 的樊
、

襄重 镇相继 陷 落
。

从此 形势 急转 直 下
,

由长江 中游 进 攻 南宋 的 门户洞 开
,

元

军长 驱顺 江 东流 而下
。

这 一 消 息传 到 临安
,

朝野 震 惧
,

舆论 哗 然
。

纷 纷要 求惩 办 范文虎
。

但

在 贾 似 道的庇 护下
,

只 作 出 知安 庆
,

降官一 级 的处 分 ; 同时
,

贾似 道还 任命 一 个 曾
‘

多献 宝

玉
”

的小 人赵 谱 出 知建 康
,

又 让一 个 卖身投 靠 他的无 耻之 徒黄 万 石 出 知 临 安 的美差
。

陈文龙

对此 极 为愤 怒
,

上 疏尽 陈贾 似 道 的 过 失
,

并 提 出弹幼 范
、

赵
、

黄三 人
。

说
: “

文虎 失襄 阳
,

今 反见 摧用
,

是 当罚 而 赏也
。

墙
,

乳 臭小子
,

何 以任 大 间之 寄 ? 万 石 政事 怠 荒
,

以 为 京尹
,

何 以 能 治? 皆请罢 之
”

�
。

此疏 涉及 贾 似 道 的戚 属 和 心 腹
,

因 而触 怒 了 他
。

于 是 贾 以莫 须 有

的 罪 名 反诬 陈 文 龙
,

陈 遂 被贬 滴出 知抚 州
。

在 抚 州 任上
,

他 仍 然 不改 初衷
,

居 官廉 正
,

治 民

宽恕
,

政 绩颇 佳
。

贾 似 道 找 不 到 陈 文 龙 的把 柄
,

便 通 过 用 官 爵被他 收买 的监 察御 史李 可
,

以
“

催 科峻 急
’

的 罪 名弹勒 陈文 龙
。

陈遂 被 罢 官
,

返 回 兴 化军 故里
。

咸 淳 十年 ( 12 7 4 年 )
,

度 宗死
。

权 臣 贾 似道 立 四 岁 的恳 为 皇 帝
,

是 为 恭 帝
,

由皇太 后 谢

氏 临朝听 政
。

德 佑元 年 ( 1 2 7 4 年)
,

范 文 虎 卖国 求荣
,

充 当元 军 响 导
,

逼 近 安庆
。

南宋君 臣

召 集紧 急会 议
。

一 面 下 诏 各地 起 兵
“

勤 王
” ,

救 援 临安 ; 一 面 要 贾 似道 出 兵 抵抗
。

贾 迫于 朝

野 的 压 力
,

亲 自督师
,

率诸 路 军 马 十 三 万 人
,

战 船二 千五 百 艘
,

迎 击元 军
。

在池 州下 游 丁 家

洲一 役 中
,

宋 军 一 战即 溃
, “

被杀 溺 者死 不 可 胜 计
,

水为 之 赤
” 。

贾 似道 临 阵求 和 不 成
,

弃 军 逃命 扬州
。

朝 臣请 诛 贾 以 谢天 下
。

贾 被罢 官
,

于 途 中被 杀
。

形 势危 急
,

南宋 朝 廷 始 悟 到 当初 不 听 陈 文 龙 之 言
,

以 致招 此 祸 端
,

乃 急诏 陈 文 龙 到 临

安
,

起用他 为左 司谏
、

寻 迁 侍 御 史
。

当陈文 龙从 家乡 兴 化动身 赴 临安 时
,

见 国 势 已 危在旦

夕
,

明 白此 行重 任在 肩
,

难 以 生 还
。

决 心 杀 身殉 节
,

以死 报国
。

临 行前 曾对其 族叔 陈琪 说 :

“

是 行 也
,

某 必 死 之
”

@
。

当 时继 贾 似 道 之 后 任宰 相 的是 投 降 派 陈宜 中
。

元 军 压境
,

兵临 城

下
,

攻破 临安
,

指 日 可 待
。

在 这 危急 关头
,

陈宜 中不 谋 划 退 敌的 军 国 大 计
,

却整 天 与另 一 宰

相 王 玉俞就一 些 小 事
、

私 事 争 执不 休
。

陈 文龙 目睹此 状
,

痛心 疾 首
。

上疏 要 求 大 臣
“

同心 图

治
,

无 滋虚 议
” ,

共 赴国 难
,

不 要 互 相 争执
、

猜疑
。

德 佑 元年 十 二月 初
,

朝 廷委 陈文龙 以



童任
,

又报升 他为 参知 政事
。

不久
,

元 军 攻破 临安 城 北的 独松 关
。

守军 望风 逃审
,

朝 廷大惧
。

十二月 二 十八 日五 鼓
,

陈宜 中
、

文天 祥
、

张世 杰
、

陈文龙 等 一 班 文 臣武 将 齐集于
“

漏 院
” ,

等 待面 君
,

商讨 退敌 之

策
。

陈文 龙对 张世 杰 说
: “

宋家 天 下
,

被 人坏 了
。

今无 策 可 施
,

愿太 尉收 拾 残 兵
,

出 关一

战
,

大 家死 休
,

报 国 足 矣! ”
0 张 似有 苦衷地 回 答说 : “

相公 此语 不济 事
。

此 间只 靠 淮 军出

阵
,

⋯ ⋯ 今 次焦 山 输 了 二 万 三 千人
,

只有 七 千人
,

只 教 出关
,

北 军 马 踏坏 了
’ �

。

文天 祥在

旁 认 为此 举 已 晚
,

胸 有成 竹地 说
: “

古 有一 沐 二杭 三 闽四 广 之 徽
,

今 可 行 也
。 ”

国文
、

张 力主

入 闽
,

再 图匡 复 良策; 陈宜 中却力 主 议 和
,

而 已届 七 十 的谢太 后
, “

惮于 远迁
” ,

也支持 陈

宜 中的议 和主 张
。

于 德 佑二年 ( 12 76 年 ) 正 月
,

派 监察 御史 刘 岔奉 表 向元 称 臣
。

陈文龙 见和

议 已 床
,

抗 战 的壮 志难酬
,

便 以母 老为 辞
,

请 求归 养
。

他怀 着
“

报国 无 门
”

的痛楚 心 情
,

一

路 快侠 返 回 兴 化 故里
。

临安朝 廷投 降后
,

元 军 俘 恭帝
、

谢 全 两 太后 并 南宋 宗室
、

官 吏等 北去
。

主 战 派 文 天 祥
、

陆秀 夫
、

张世 杰 等人
,

继 续筹 划抗元 救国 的斗 争
。

五 月
,

拥益 王 赵 是在 福 州 称 帝
,

是 为端

宗
,

改元 景炎
,

复 以 陈 文龙 为参 知政事
。

这 时 正 值漳 州 反叛
,

端 宗委 陈文龙 为 闽广宣 抚 使
,

发 兵 征讨
,

继 而 命他 知兴化 军
,

赋 予抗元 救国 的重 任
。

元 军攻 占临 安后
,

以 雷霆万 钧之 势
,

兵分 两 路
,

向闽广进 军
。

十一 月
,

东 路军 兵 锋直 指

福 州
。

府 尹王 刚 中
、

福建 招捕 使 王 积翁 献城 降元
。

陆秀夫
、

张世 杰 等护送 端 宗 由海道逃 往泉

州
。

这 时驻 节 兴化 军的 陈文龙 闻讯 后
,

倾 尽家 财
,

募 勇死 守 兴 化
。

一 些 乡绅 士 庶 出面 劝 降
,

陈文 龙理 直 气壮 地 说
: “

吾 岂不知大 厦之 倾
,

非一 木 能 支
。

顾世 荷 国 恩
,

官 至 三 府
,

国 何负

予? 而 余 负国 ? ”

又 说
: “

设我贪 生 畏死
,

已屈 辱 于 杭州 矣! ⋯ ⋯百 姓要 降 自 降
,

吾 自死

耳
,

愿 勿 复言
” 。

正 当 陈文 龙在 兴 化 积 极部署 抵 抗元 军 之 时
,

泉州 招 抗 使蒲 寿庚 和 府 尹 田 真 子 献 城降元
。

元 军 及叛 军杀 害 了 南宋 在泉 州的 宗室
、

士 大 夫和 驻 守泉 州的 淮军
。

端 宗被迫 逃 往 潮 州
。

泉 州

继 福 州之 后 落入元 军 之 手
,

兴 化 腹背 受敌
,

成为 一 座孤 城
。

景炎元 年 ( 127 6 年) 十 二 月 初
,

降将 王 刚 中遣使 到兴 化 招 降
。

陈文龙 怒斩正 使
,

放 归副使
,

让 其带 亲 笔信 给王
,

斥 责他媚 敌

卖国 的罪行 ; 之后
,

元 将阿 拉罕 亦遣 使 招降
,

也被 陈文 龙所 杀
。

与此 同 时
,

陈文龙 发动 城中

不满 千 人 的官 兵
,

坚 守城 池
。

元 军 见 招 降无 望
,

乃 下 令攻 城
。

二 十 一 日
,

城 内 谣 传 元 兵 捅

至
。

陈文龙 亲 自巡 城
,

揭榜 晓谕 百姓
: “

当职 登第 八年
,

叼 恩 两 府
,

生 为宋 臣
,

死 为宋 鬼
。

不 惜一 条生 命
,

止为 百 姓生 灵 各仰 安居
,

毋 自掠扰
。 ”

0 并 制 了两 面
“

生 为宋 臣
” 、

“

死 为

宋 鬼
’

的 大旗
,

置 于 军营之 前
。

每 次巡 城则 命 士 兵扛 着这 两 面大 旗 为 前导
,

以 激 励 士 气 民

心
。

兴 化 军 民 同 仇 敌汽
,

誓死 守城
。

元 军 屡 攻不 克
,

又 几 次 向陈 文 龙劝 降
。

二 十 三 日
,

元 军

派太 学生 卢 泽劝 降
。

陈文龙 怒不 可遏
,

斩来 卒
,

悬 头 于 架 上
,

以 示 对 变 节者 的警 告
。

接着
,

元 军 又 抓 了 陈文龙 的 姻亲家
,

胁 迫其 致书劝 降
。

陈文龙 大 义断亲
,

焚 毁书信
,

斩 杀 来者
,

并

复信 说 : “

国事 如此
,

不 如无 生
,

惟 当决一 死 守
。 ’

又 说 : “

文龙不 爱一 身 死
,

不 爱 一 家

死
,

但欲 存赵 氏一 脉
。

若 以 区 区 之 守义为 不 然
.

或杀身 复家
,

鄙 意则 虽 阖 门碟 尸 数段 亦所愿

也, 请 从 此 决
,

勿 复多 言
。 ”

@ 二十五 日
,

为防元 军 来攻
,

陈文 龙 遣 部 将林 华到福 州 侦 察敌

情
。

不料 林 华叛 变
,

与福 州 的降 将王 世强 狼 狈为奸
,

暗中 勾引元 军 万 余人 至 兴化 城 下
,

诈 称



.

宋兵 来援
” 。

通 判曹澄 孙见 势不 妙
,

开 城降 元
,

陈文 龙 及 其一 家 人 被俘
。

陈 被 押 至 军 营

时
,

坚 贞不 屈
,

踞 床而 坐
,

怒 目圆 睁
。

从 窗外 忽见 城 中大 火
,

他延 颈 眺 望
,

对 看押 的人 说
:

“

速 杀我
,

无 害百 姓
。 ”

之 后
,

陈 文龙 及 其一 家 人 又 被 转押 到福 州 董文 炳 军 中
。

董 再 次劝

降
,

遭 陈 断 然 拒绝
。

他 指 着 自己的 腹 部
,

说
: “

满 腹 子节 义 文 章
,

汝曹 还能 相 逼 耶? ’ 公 董

不死 心
,

又 说
: “

国 家兴 亡有 成 败
,

汝是 书生
,

何不 识天 时 ; ’

陈不 为 所 动
,

斩钉 截铁 地 回

答 说
: “

国 亡
,

我 当 速死 ! ” 。元 将唆 都 也企 图从
“

母 老子 幼
”

的亲 情 上
,

来 软 化和 动摇 陈

文龙 的 决 心
。

陈大 义凛 然地 回 答 说 : “

我家 世 受国 恩
,

万 万无 降理
,

母 老 且死
,

先 皇 三子歧

分 南 北
,

我 子 何 足 关 念
。 ”

0 唆都 无 法
,

只奸将陈 文龙 押送 到 临安 复命
。

陈 文龙 从福 州起 程

开 始绝食
,

以 表一 片报 国 丹 心
。

行 至 白沙 途 中写 了一 首 《 别 子诗 》
,

表达 了 他 决 心 为国 殉

节
、

杀身成 仁 的 悲 壮 情怀
。

景炎 二年 ( 12 77 年 ) 四 月 二十 五 日
,

陈文龙 被押 至杭 州 岳 王 庙前
,

要 求 停 车拜 褐
,

实 现

了他 以岳 王
“

精忠 报 国
”

为 榜 样的夙 愿
。

当晚 即 俄死 在 岳王 庙中
。

寿 四 十六 岁
。

死 后 赠
“

太

师
, ,

溢
“

忠 肃
” ,

赐庙号 为
“

昭 忠
” 。

陈文 龙一 家 以 民族 和 国 家 大 义为 重
,

以身 殉国
,

可歌可 泣
。

群 众为 了纪 念 这 位 忠 烈 可

嘉
、

彪 炳史 册的 乡贤
。

在 福州 和 莆 田二 地都建 有 庙宇
。

莆 田 的
“

二 忠祠
”

内有 清末 翰林 张琴

手书 题 刻 的石 柱 对联
,

写 道
: “

南宋 两 状 元
,

理 宗丙 辰 科
,

度宗 戊 辰 科
,

十 余 年
,

甲第 蝉

联
,

千 古 文章标 节义 ; 西 湖三 忠肃
,

前身 岳 少 保
,

后 身 于少 保
,

一 坯 土
,

松 揪相 望
,

双辉 日

月 照 乾坤
’ 。

今人 原 民 革 中央 主 席屈 武 同志 在参 观
“

二忠 祠
’

时
,

也题写 了
“

民 族英 雄
’

的

横 匾
,

以 示 对 陈文 龙的崇 敬 和 褒 扬
。

在 福州 的 台江
“

万寿 尚书 ( 陈 文龙 ) 庙
”

内
,

除林则 徐

外 还 有沈葆 祯
、

李殿 图
、

杨 廷辉
、

陈宝 深 等名 臣
、

学士
、

文人书 写 题 刻的 对联
。

这 些对 联惟

足珍 贵
,

表达 了 他们对 陈文 龙这 位
“

如水在 地
,

如 日在 空
”

O 的乡 贤 的景 仰之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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