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学人物简介
·

金元之际的关学家

杨 免

都 蒙

金
、

元之际
,

历经战乱
,

但是
,

关学

学者仍
“ 以道倡起 关中

” ,

使关学得以继

续发展
。

在这方面
,

杨灸是传绪关学的一

位重要人物
。

杨免 ( 1 18 6一一 1 2 5 5 )
,

字免然
,

又

名知章
,

乾州奉天 ( 今陕西乾县 ) 人
。

学

者称紫阳先生
。

在当时
,

是可与许衡相颇

顽的名儒
。

杨灸生活在金
、

元贵族侵宋的军事活

动频繁 时 期
。 、

金 末
,

他 考 进 士
,

遭 到

了失败
,

作万言策
,

抨击当时社会 中的弊

病
,

议论国家大事
,

都是别人不敢指陈的

事 , 但未及上便回到了家乡
。

元初
,

他隐

居鄂县 ( 今陕西卢县 )
,

从事诣学授徒
。

每当门人自京师载书来时
,

便相聚而读
,

增进自己的学问
,

足见他的求学精神
。

蒙古统治者在侵入长城后
,

逐渐祟尚

儒学
,

收集理学书 籍
,

招 用 名 儒
。

1 2 3 7

年
,

元太宗窝阔台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
,

考

试儒生
,

命宣德税课使刘用之试诸道进士
,

杨灸参加东学会试
,

两次都中 了
`

赋 论第

一
。

于是
,

他随监试官北上
,

拜渴中书令

耶律楚材
。

经楚材荐举
,

任命他为河南路

征收课税所长官
,

兼廉访使
。

他在临行前
,

针对河南在兵荒之后
,

剩下的老百姓寥寥无几
,

人民需要安静一

下生活的情况
,

提出了
“
抚摩疮疫

” ,

安

定人心的主张
,

得到楚材的同意
。

杨奥到了

任所后
,

招致一些名士
,

和他们 商 议
,

“
政事约束一以简易为事 . 。

他身体力行
,

经常到各处
,

亲 自过问
“
盐务月课几何

、

难易若何
” 。

有人对他说要增 收 款 额
,

他斥责说
: “

剁上欺下
,

你想要我这样做

吗 ? ”
遂减原额四分之一

,

使公私兼顾
。

不过一月
,

政绩显著
,

时论 翁然
,

认为这

是前任所没有的
。

杨灸崇高的志趣和宽宏的胸怀
,

深受

人们敬仰
,

连朝廷中的诸老
,

都不顾行辈

与他交往
。

他一生不从事生产耕作
, “

家

无十金之业
” ,

就这样
,
他却喜欢接济别

人之急
,

不管自己的力量不足
,

犹勉强而

为
。

别人只要有一点好处
,

他都要给以称

奖
,

唯恐大家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 如果

有人有点小过失
,

他总是
“
尽言劝

_

11:,,
,

不计较这个人的怨怒子
,

杨灸聪颖过人
,

博览强记
,

在学术土

是有很大成就的
。

他幼时文已奇古
。

作文

时
,

务去陈言
,

以蹈袭古人为耶
。

后人评

价说他
: “

诗文皆光明俊伟
,

有中原文献

之遗
,

非南宋江湖 之 人 气 含 蔬 简者 可

及
。 ”

在学术上
,

他直接继承了张载关学

的
“
崇儒

”
宗旨和

“
实学

” 学风
。

他敢于
“
指陈时病

” ,

务求实践
,

使关学得 以自

己的个性获得发展
。

他在关中讲学
,

门生

甚众
,

关中志士学者很多
,

但比他有名的

却是不多的
。

他生平嗜学
,

著述颇多
,

被

誉为关西夫子
。

有《 还山集 》 六 十 卷
、

《 天兴近鉴 》 三卷
、

《 正统书》 六卷行于

世
,

集中体现了他的学术和 思 想
·

成 就
。

今天我们可 以看到的是 《 还 山 遗 稿 》 一

书
。

杨灸是
“
赫然名动一时

”
的名儒

,

作

为一个重要的关学人物
,

,

有必要对他的理

学著作和思想作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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