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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陈文烛曾于万历甲戌至丁丑作四川学政副使，督学蜀中4年。陈文烛衡文品士，兴学严教，雅正

文体，倡导儒学；宣扬教化，旌扬古今忠义之士，或整理蜀中先贤典籍，或培修巴蜀文化遗迹，

弘扬地方文化；与昭代蜀中文人谈诗论道，品藻游艺，情谊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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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烛督学四川兴学严教考※

◎ ◎ 杨 钊杨 钊

陈文烛（1535-1594），字玉叔，号五岳山人，

湖北沔阳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

历官淮安知府，累迁南京大理寺卿，甲戌二年正月

升为四川提学副使，丁丑十一月升为山东左参政，

忧归。癸未二月复除起任为四川左参政，十二月升

为福建按察使，官至南京大理寺卿。博学工诗，著

有《二酉园集》，文集十四卷、诗集十二卷、续集

二十三卷①。

陈文烛曾两次为政四川，《湖广通志》记载

陈文烛以其才知和德行迁任四川副学政曰：“嘉

靖乙丑进士，授大理评事，时七子有时名，意不可

一世，文烛雁行其间，不少让出为淮安守，以治行

迁四川学使。”〔1〕《四川通志》称美陈文烛为政蜀

中之功曰：“万历三年以副使督四川学校，表彰先

达，振起后进。惟日不足，公余复追寻名胜，访问

往迹，题咏记述，几遍蜀中山川。后三任监司，大

著恩惠，蜀士民感之。”〔2〕陈文烛《入蜀》曰：“遥

指西南隅，文翁教化主。遗化至今存，从来比齐

鲁。执手尔勿辞，千秋堪踵武。浣花有草堂，当年

留杜甫。辞赋本惊人，襄城况吾土。风流真我师，

到时应吊古。”②此诗是作者入蜀督学时所作，从

中可见其心情和想法，首先是踵武文翁化蜀之功，

选拔人才，表彰先达，振起后进，风化一隅；其次

承袭杜甫的风流，行吟山水，诗文与巴蜀山水相

映。陈文烛视学四川，兴学造士，整理蜀中典籍，

培修巴蜀文化遗迹，与蜀中文士品藻论道，对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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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川教函［2012］36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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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发展多有贡献。

一

《明史·儒林传》曰：“粤自司马迁、班固创

述《儒林》，著汉兴诸儒修明经艺之由，朝廷广

厉学官之路，与一代政治相表里。……明太祖起

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

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

宏规。”〔3〕陈文烛视学蜀中之际，适逢明神宗秉

政，上承前朝，重教兴学，崇儒右文，加意学校，

棫朴作人。陈文烛《叙州府建学碑》欣欣然论列

曰：“我国家郡邑建学二百年来，涵儒道化。今上中

兴，留意治本，又用辅臣之议，将宪臣玺书更新，

毅然三代之上，即蜀在一隅，尊崇孔氏，人文丕

变，几于西南齐鲁矣。”明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

正上疏论兴学之用，申明“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

后民知敬学” （《礼记·学记》）之意，书入，圣主

俞允，玺书颁布天下，“申明功令，广励学官，期复

祖宗之旧云耳”。《礼记·学记》曰：“建国，君民教

学为先。”“化民成俗，莫先于学也。”〔4〕国家兴学

极其重要，涵儒道化，“教化汪濊”（陈文烛《东乡

县修学碑》），严师、尊道、敬学相互联系。

（一）兴学严教，涵儒道化

“书院者，其吾党讲学明道之肆乎。”（《石鼓

书院志序》）庙学、书院，作为士子习道之处，与君

子明道、参德、讲学相联系，《后汉书·鲁丕传》：

“学官传五帝之道，修先王礼乐教化之处。”〔5〕陈

文烛督学四川，广厉学官,修明掌故，崇师重道，对

各地修学给予高度的肯定和支持，并题词勒铭，

表达其训经隆教、重仁袭义的思想。

什邡县庙学工始万历四年九月，成于五年二

月，知县主其事，邑之多慕义捐财者，不费帑金，

庙学规模 宏大。陈文烛认为地方为政者主修葺

事，自己身为督学的责任是 “崇厥道而新之者，吾

党事也”，因此就此鸿休之事而论孔子之道，修学

之举，即隆礼敬德之举：“庙者貌也，先王饰貌以

隆礼，将以报德也。”而诸生当如汉儒潜心大业，

“钻厉而治六经”，传承孔子之道也（《什邡县休

学碑》）。

处夔州万山间的东乡县，迁其山郭中的旧学

于县城，陈文烛“试士至夔，与夔守南海郭君斐议

之得迁云”，再试于夔则学成，于是作《东乡县修

学碑》，“将偏告巴蜀”，使士子明白兴学的重要：

“士明经修行，而本诸身教。”并且蜀中士子更需

明白，重学兴教为蜀地传统：“嗟乎，蜀自三代以

还，如汉文翁作讲堂，画仲尼七十二子像，后高胅

作周公礼殿图，号西南齐鲁。太史新都杨公慎以为

后世学宫之设，盖仿诸蜀云。”

作为蜀之名郡的保宁府，其旧学规模宏达，隆

庆庚午，参政杨吉守阆时新庙学；万历甲戌，陈文

烛督学三试阆州，徘徊于庙学，而与诸生论学，慨

叹杨吉兴学之伟绩；万历甲申，陈文烛以参政分守

川北，有感于保宁府学宫之变，而作《保宁府重修

庙学碑》，“以孔门学术与阆故事”而训迪诸生。孔

子之道主忠信，而过勿惮改，日省乎身；而阆州古

有如氂凫侯之“功而忠”者，有如杜子美“文而忠”

者，这些先贤，“创业死难谪居流寓，所遭遇不同，

使得圣人为之依归，可列于政事、文学之科，阆人

祀千载，血食与孔庙等，二三子求此心之忠耳，出

而效用，何患不古人若也，好勇可改也，货殖可改

也，所当新者独学宫哉”。

（二）衡文品士，雅正文体，倡导儒学

陈文烛《品士录序》曰：“万历甲戌，予奉命董

蜀学事，是年入蜀，秋试于北，冬试于南，明年乙

亥春试于东，夏试于西，及期而周，再试如初。”督

学期间，陈文烛按例在蜀中各州县进行试士，在品

士之外，还对文武士子多有谆谆训诫，如《武举录

后序》曰：“自烛奉命董蜀学政，圣天子用辅臣言，

将玺书更布天下，中惓惓训迪武士，烛得合文武士

兵而并教之。”在万历丙子年，陈文烛应约先后撰

写《四川乡试同年录序》、《四川武举同年录序》、

《武举录后序》、《品士录序》等，表达其基于职

责的兴教观念：雅正文体，倡导儒学。

《品士录序》是为万历丙子年文试诸生的训

迪之言，“圣天子广厉学官，思正文体。余所录士，

大都文达意耳，意称物耳，期从先进而塞明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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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明弘、德以前之文，质而不俚；嘉、隆以后之文，

华而渐靡，时代使然也，故视学的陈文烛自觉地担

当起雅正文体之任，蜀中自古多文章之家，陈子昂

矫正陈、隋之士为文浮躁之弊，苏轼力纠嘉佑之

士为文奇谲之偏，“因二先生以风蜀，因蜀以风海

内”，或则这亦是陈文烛督学的责任和理想。如陈

文评价与其以文行相砥砺、先后视学三秦八闽之

地的王敬美曰：“所颁功令，惓惓于文体之正，复

梓所取异等以训诸士。”文章与世道、文人人品相

系，王敬美所选诸生制义之文为“典雅纯粹”，堪

称教化典范（《八闽式士录序》）。陈文烛评价遂

宁陈讲宇亦曰：“视学燕晋，雅正文体，郁然为海

内儒宗。”（《中川选集序》）

自古太平之盛世，盖文武并用。万历丙子年，

蜀中陈文烛主乡试，何侍御主武举，同年文武诸

生皆有同年录，陈文烛应约而题词。陈文烛对文

士撰写同年录的目的是“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所求

乎朋友”予以反驳，认为如是的目的应该是展示

儒家礼义之道，“余闻长幼之节等，诸君臣之义，

洙泗之间，断断如也”（《四川乡试同年录序》）。

而对武举同年更多的是祝愿，让其明白用兵之道

当有儒家的礼让品行，由是，“同情相成，同好相

趋，同病相救，则无甲兵而胜也，无充机而攻也，

无沟壑而相守也”（《四川武举同年录序》）。《武

举录后序》训迪中武举者士子，需懂得“丈人行师

之道”，非徒善战善射，当明白“正与不正之辨”：

“诸士咏吉甫烝民物则之诗，而味孔明淡泊明志

之语，则人心不自有真乎，得其心而艺必可用也，

言必可行也，师无不吉也，庶几哉，古名将争烈

矣。”

二

四川自汉始为人文荟萃之地，陈文烛对蜀中

文化的灿烂和名士迭起给予高度的评价：“往奉玺

书入蜀，而知蜀之多才也。”（《送花先生之内江

序》）陈文烛奉玺宣教，按例旌扬古今忠义之士，

于是自觉地担当起整理蜀中先贤典籍、培修巴蜀

文化遗迹等责任，弘扬地方文化，彰显圣朝教化。

如对宋代“直声动天下”的洪雅人田锡，陈文烛奉

玺课士于嘉州，刻公遗草，下新祠之檄，祠成而撰

写《宋谏议田公祠碑》碑文，以“励忠臣于永世”。

陈文烛《礼部尚书李公祠堂记》是有感于富顺“仕

而贤”的李方家族，自正统至万历，贤能者先后相

继，人品、政声、学识堪称表率，撰文的目的就是

“可以风蜀矣”。

（一）对蜀中三处杜甫草堂的培修和题记

陈文烛督学四川，评杜甫曰：“老杜高名日月

浮。”（《同李修撰高大行饮浣花草堂》）并对蜀中

三处培修后的杜甫草堂题记，先后有《建杜工部

浣花草亭记》、《重修瀼西草堂記》、《牛头山工

部草堂记》，记载草堂培修事迹，有较高的史料价

值，并且表达出作者徘徊杜甫遗迹地的喟叹。《重

修瀼西草堂記》曰：“万历改元，夔州郭君棐访遗

址，檄奉节令罗绣藻新祠事，肖先生像，太守能文

章，有记述，而又请予碑焉。余奉天子玺书，宣教

化，例得旌扬古今忠义之士。徘徊祠下，不觉泫然

也。”①陈文烛《 杜亭记》叙及牛头山草堂记的

修建曰：“万历甲戌，不佞奉命督蜀学政，三试梓

州，徘徊牛山者三，询亭旧基，在寺之后，命张刺

史创为工部草堂而记之。海内通志移书嘉焉，谓兢

兢卫道，匪徒重词人尔也。”在文中，陈文烛明确

地表达，对草堂等蜀中文化遗迹培修和题记，是

基于其视学的职责，奉玺书而宣教化的卫道之举

也。

陈文烛视学期间事关杜甫的诗文，对杜甫的

评价是多方面的。

陈文烛《陈双溪拟陶杜诗序》曰：“自昔言诗

之达者必曰陶潜，诗之圣者必曰杜甫，晋唐以来不

易云。余窃谓两公用世之志，易地则皆然，故荆轲

之咏，稷契之许，识者概其品流而感士之不遇，叹

①  陈文烛《二酉园文集》卷9。又仇兆鳌《杜诗详注》卷25注引《重修瀼西草堂記》，文有小异，且为节文，引文后有注释曰：“万历
间，陈公文烛督学四川，记少陵草堂者凡三处。……陈公皆为之记。”（中华书局1979本，第2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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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老、无家，又何同也。……夫陶潜之诗，遣驰竞

而祛鄙吝；杜之诗，薄风雅而该沈宋，奋乎百世

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非达而圣者能之

乎。”认为杜甫为“诗之圣”者在于其品行端正，且

皆有用世之心，并且诗歌上乘三百篇风雅之旨，格

律精工。陈文烛《游杜工部草堂》曰：“驱车出郭

外，来泛浣花溪。青郊缘江路，乃在成都西。孤舟

系水槛，上有杜甫祠。振衣一下拜，思君会乱离。

兵戈正满眼，卜居聊茅茨。严武怜才者，而有草堂

赀。故人况高适，细酌哦新诗。苍松带幽色，寒林

半成桤。忠贞贯草木，不减初移时。数椽未零落，

千载谁心期。”描写作者心 虔诚，祭拜浣花溪畔

杜甫祠，有感于杜甫遭遇乱离，流落成都，幸遇友

人相助；尽管生活贫寒与艰辛，但杜甫忠贞品行依

旧，使千载之后的人兴起。

当然，陈文烛更多的是基于其视学的身份，

对杜甫的学识、人品、气节的称美。如《建杜工部

浣花草亭记》慨叹“后世奈何以诗人之雄概子美

哉”，杜甫于后世，更多的是当体会其忠义之心：

“风月之夕，则榿林翠竹，作鸟鸟声，如垂老之别，

无家之叹，忠臣义士闻者，泪不可禁。……方其茅

屋为风所破，叹曰：安得大广厦，更被天下寒，真

壮士哉，可以许稷契矣。”《重修瀼西草堂记》感

叹杜甫节义高尚，忠君忧国，堪称今日士子的楷

模：“而史称先生挺节不污，所为诗歌善陈时事，

千彚万状，兼而有之，忠君忧国，每饭不忘。”《牛

头山工部草堂记》亦曰：“嗟乎，公遭禄山之变，飘

零于蜀，或自绵而梓，或自阆而梓，坎廪之状，千载

流涕，而诵其诗者，兴忠君爱国之思。”

（二）对杨慎著述的整理和评价

陈文烛为政四川期间，对圣朝蜀中前修“博雅

直节”（《明诗纪事·丁签序》））〔6〕的杨慎极为敬

重，先后梓刻杨慎年谱和刊布杨慎文集，并有题

序，有《杨升庵太史年谱序》、《杨升庵先生全集

序》。

陈文烛两篇序文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据王

文才先生《杨慎学谱》的考证，传世的杨慎年谱有

简绍芳、程封、孙錤三人所写，其中以简绍芳本为

佳〔7〕。《杨升庵太史年谱序》曰：“杨用修先生没

十八年矣，余过新都，收其遗书，十财一二也.偶得

先生年谱于友人朱秉器，乃简子绍芳所次，年谱例

编年，而此直书。往简子布衣游滇，先生见其诗，

结交驩甚，大都实录云。先生从子行人以义刻传,

而属予叙。”此段记载刻谱的时间是万历丙子年，

时督学四川的陈文烛为之题序，而作谱者是在滇

云与杨慎“结交驩甚”的简绍芳，故其年谱的记载

堪称史书之“实录”。《杨升庵先生全集序》记载

万历蜀刻杨慎文集本的流传刊刻情况，其中特别

记载：“蔡公因里中宪使费公，寓书不佞叙焉，以

督学西蜀时，曾与谋刻。”陈文烛督学四川就 始

谋划刊刻杨慎文集，至万历十年才 终完成这一

弘扬巴蜀文化的盛举。

基于视学的身份，陈文烛《杨升庵太史年谱

序》对杨慎的遭遇鸣不平，对杨慎在逆境中的斐

然成就给予高度的赞美：“余览兹谱，盖不知涕沾

襟云。先生敏慧天授，又世掌中秘，假之岁月，广

厦细毡，从容启沃，无论勲业，式糓厥考，即国家

典章之盛，当润色而还之古。乃使延搜穷探之志，

极于深山断碑之间，扬摧往邃，弹射诸家，约其著

作四百余种，斯足盖代矣。”更称赞杨慎才识上

乘蜀中扬子云，“风节”则过之，故“虽百世可知

也”。陈文烛《过新都 杨用修学士》二首为缅

杨慎之作：“思君供奉三朝远，老去滇南竟不还。

金马碧鸡□①览遍，石渠天禄梦魂牵。韦家世业非

偶然，贾傅湘潭更可怜。我亦铁楼楼上客，诗筒郡

得到莲然②。”“高远荒草不胜情，词客何缘共结

盟。环召已停巴子国，彩笔犹动锦官城。遗书万卷

无封禅，□③疏千秋有令名。纵似子云甘寂寞，赏

① 原文字迹不清。
② 此句原诗自注曰：“铁楼乃张愈光读书处。”
③ 原文字迹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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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宁独是桓生。”诗中既表达出对杨慎才华和气

节的称美，亦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

基于文士的身份，陈文烛《杨升庵先生全集

序》，首先是引用同时代的士大夫之评赞叹杨慎为

“昭代博学”者：“至海内名流，若宝应朱子价，

谓其即事称奇，朗彻千古；亳州薛君采谓其穷极词

章之绮丽，牢笼载籍之菁华；永昌张愈光谓其立朝

去国，弘业葆贞；……即诸家品，而用修之博可知

也。”其次论及杨慎各类文体的特点和承袭关系：

“窃谓赋祖枚马，而《戎旅》《药市》，则崔之《幽

征》﹑张之《白羽》也;……《垂柳》《流萤》七言古

之佳者，照邻《古意》之间，《明河》似之矣；近体

多深沉之思，《春兴》八首，其夔州以后诗乎；绝

句极风人之致，《滇海十二曲》，其《横江》客中行

乎！此用修大较也。”陈文烛《近譬轩稿序》评价

明代蜀中硕学之士谢少安，其诗之音节婉丽，阐扬

风教，期以明道，特别是其参政南中，“值杨用修

谪居，相与切劘，其学日益，其才日达，其言术可以

一家目之者”，由此可见杨慎对蜀中后学的影响。

三

陈文烛视学期间，与蜀中昭代士人如陈以勤

陈于韶父子、任瀚、熊过等谈诗论道，品藻游艺，

其中尤其与“以功业显”而诗多“慨忼奋厉之气”

的张佳胤交游深厚〔8〕。

盛明蜀中名臣陈以勤，以道德文章，光重两

朝，隆庆年间，“狷介自喜”、“性尤澹约”的陈

以勤不愿卷入内阁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归隐故

里（张佳胤《文端陈公行状》）①。陈文烛曾两次

到青居拜访陈以勤，夙承至教，《祭南充陈相公

文》既称美先生为相时有“都俞昌言、同寅协恭

之谊”，更崇敬先生能够激流勇退：“先生受知穆

庙，窥见其微，奉身而退，虽爱天下之心，甚于一

身，而自爱其身，始可及于天下，易退者，节难完

者，名有出于彝常钟鼎之外，百世之后闻者，莫不

兴起”。陈以勤之子陈于韶与陈文烛更多的是文

章道义之交，陈文烛评陈于韶诗力拨明诗“株守

往哲，徒工学步”之弊，能够“合辙而独造”（《卧

云楼诗序》）。

陈文烛曾与“嘉靖八才子”的蜀中学人任瀚在

嘉陵江边谈诗论道，《秦苑吟编后序》曰：“任司

直少海先生题（中丞曾公）为《秦苑吟编》，余过

南充，任先生诵公诗，评其在建安六七子间，犁然

有当于心。”陈文烛从四川转任福建按察使，任瀚

有《送五岳陳公升福建按察使序》相送，评价陈文

烛为“殆郢、鄂、湘、汉间奇崛士也”，其视学蜀中

政绩亦多，“又僻好山水，履齿所蹑半天下，至其

提衡横校，分部方隅，先后政绩，多在蜀”〔9〕。

张佳胤，“道学、勋业、辞赋、文章收前喆之

难兼，而成一人之独诣”（《屠隆《张居来先生集

序》）。陈文烛入蜀督学之初，张佳胤对其给予厚

望，以诗相赠，诗中既自豪于蜀中自汉以来的人才

辈出，更多的是祈望陈玉叔视学巴蜀，不仅是奉

公守法之“循良”，更能严教兴学，使蜀学再放光

彩:“汉庭一授相如节，星象双垂益部光。经术异

时看列传，君名岂但是循良。”（《陈玉叔以淮安太

守入觐遂擢四川督学副宪》）“风散琴台传木铎，

经横石室拥皋比。人言礼殿千年后，齐鲁西南又一

时。”（《陈学宪入蜀柬之（陈郢中人也）》）张佳胤

《职方题稿序》曰：“五岳君者，守淮阳，以循良高

第迁益州学使，不半岁而文翁之颂，彻于远迩”。

张佳胤《送陈玉叔学宪转漕运大参十首兼呈若翁

宪卿年丈》（其四）曰：“三载衡文见国工，西南邹

鲁此时风，应知杨、马非天授，化蜀何人第一功。”

此诗总结陈文烛督学三载，其功上乘文翁化蜀，使

巴蜀成为西南邹鲁，文化发达，俊才辈出。

陈玉叔到合阳考评士子，张佳胤以《陈玉叔

校士合阳却赠》诗相赠：“再见蜀中逢李杜，可

知门下有王杨。同时若得承清问，献纳看君达建

章。”蜀中自古自古地杰人灵，有奇才异士，当然

① 张佳胤《居来先生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565页。本文所引用的张佳胤诗文，皆出于此书，后文
不再一一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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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胤希望陈玉叔更需象文翁化蜀一样，清审详

问，举荐俊才，培育一方文化。陈文烛有《酬张肖

甫中丞见赠之作》回赠：“匹马渝州路更西，陌头

芳草更萋萋。蓴鲈秋思聊阡陌，花鸟春深好杖藜。

书著龙门寻旧隐，名高麟阁待新题。美人咫尺还

烟水，缭绕用原日欲低。”既有对朋友的相思，亦

有勉励。二人曾有同游合川钓鱼城之约，张氏因事

不能赴约，陈文烛《登合州钓鱼城读唐石头和尚草

庵歌兼寄张中丞肖甫》曰：“千仞峰峦倚杖登，宋

元往事感偏增。钓鱼绝顶仙人迹，驱马中原国士

能①。南渡江山逢圣主，东林烟月付高僧。披云无

限悲歌意，把酒何缘问季鹰。”张佳胤《陈宪学约

游钓鱼城余以它事未赴承枉篇什赋此答谢》是想

象友人陈玉叔游览钓鱼城之作：“大江东指钓鱼

城，使者乘舟自在行。壁垒尚容天地色，山川不尽

古今情。台留屐迹参差见，云受松门次第生。如此

胜游难授简，野人虚负挂冠名。”②诗风不乏豪迈

之情，末尾诗句警醒，有感于历史上的民族气节和

英雄壮举，游览历史遗迹，无需以虚浮之词抒情，

更不能矫情地作挂冠隐居之想。是赞美，更是共

勉。

王世贞与陈文烛父子二人交谊深厚，如曾撰

写《亚中大夫山西提刑按察副使苏山陈公墓表》，

先后两次为陈文烛诗文题序《五岳山人前集序》、

《二酉园集序》。对陈文烛视学蜀中评价亦高，

如《陈玉叔书》曰：“蜀地固多文士，如相如、子

云、王、李、大小苏，近时用修、少海辈，雅已彬

彬作者，后进得公，一陶铸勃兴之士，当不复让数

君也。……公秉铎全蜀，绍明文翁之业，而光大

之。”〔10〕《夫子杏坛图后》曰：“大廷尉陈公玉叔，

宝藏其父宪使公所贻夫子杏坛图，出入必奉，以偕

至蜀，而教铎所振，与文翁相后先，此图出，则石

室弟子皆披靡矣。”文中对陈文烛的文学成就之

评或有赞誉过甚之嫌，但是指出陈文烛视学蜀中，

能够绍明汉文翁之业，而发扬光大。时人胡應麟

对陈文烛视学蜀中阐明地方教化，亦不乏赞美之

词，《寄陳玉叔十韵》曰：“朱衣群吏谒，彩笔众僚

惊。赋属扬雄和，诗从杜甫评，支机有片石，一为问

君平。”〔11〕

① 原诗自注曰：“时王公坚张公珏以死守。”
② 诗见《居来先生集》卷18。关于张佳胤陈文烛合阳同游之约的相关情况，参见张春林《明“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

考——兼与张森楷先生商榷》（《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