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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笔者平生第一本出版物，自然。
这也是笔者平生第一次为自己的出版物写序。
这一个序应该怎么写?写全书的大旨或内容特色吗?我想读者可以直接看本书的引言甚至正文，没有必
要在这里重复寻绎。
写成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班固《叙传》这样提纲挈领的文字吗?本书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初涉史学的
小子的稚嫩之作，岂敢僭拟?谈谈写作感想和心得吗?大概泛泛而谈的文字也并不适合在此浪费读者的
时间。

　　我很粗浅的想法是．历史学研究里面有很重要的两个原则，一是研究一定建立在清晰的时间脉络
上。
二是研究一定要不能离开当时的整体历史背景。
如果把我这部拙作的撰写过程也用历史学眼光来考察的话，我希望我写作过程中的时间脉络和写作背
景也能向读者呈现出来。
从2009年9月读研究生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养成了每周写一篇周记的习惯．记录自己每天的生活。
我想在这个自序里，摘录几段周记里面的原文。
大致展现本书的时间脉络和写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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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写给谢显信中的“今岁甲寅”，即嘉靖三十三年，这是确定三封书信写作时间的主要线索。
湛若水在写给洪垣的书信，陈述了自己获知洪垣和谢显将要在嘉靖三十三年秋间到访，但却“久候且
无消息”。
在写给谢显的信中，湛若水质问谢显为何久无音信。
又提及“与洪觉山数载不得一音”，以及“去岁徒见惟仁有与觉山约来罗浮西樵之报，以后寂然”，
可见数年之内，湛若水与洪垣、谢显等人的联系十分疏略。
　　为何与湛若水早已有师生之谊，而且曾大力支持湛若水兴建馆谷、传播学术的洪垣以及其友谢显
、方罐等人，会在嘉靖二十六年北归之后对湛若水如此冷漠呢？
在这封信里湛若水终于透露出一个可能的原因——流言。
湛若水在信中提及谢显此前来信中“慨古人之大圣大贤不免流言之谤”。
而且又用了《战国策》中“曾母投杼”的典故，来说明人言可畏。
湛若水又解释称自己“欲避地以去此土，以土阻未能耳”。
这一流言到底指的是什么？
严重到洪垣等人要以这种方式断绝与湛若水的联系？
从湛若水与洪垣二人关系陡变的时间来看，这一流言大概是在洪垣于嘉靖二十六年秋间抵达广东之后
传到他耳中的，而且很可能正是这一流言导致洪垣转变了长住广东从游湛若水的想法，在广东停留三
个月即北上返乡。
嘉靖二十六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各种文献对此没有一个清晰的记载，只能从字里行间钩沉一些线索。
按湛若水于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写给其次子柬之的信中提及：　　今年各庄租入，分付管者各照家训分
送各人。
近年人情上下日非，族中生事，乡里诈冒，名皆归我，忌者因起谗谤。
念西樵昔年卜筑方毕，遂起赴京，未得饱居，埋没尘土三四十年。
今老矣，栖栖何为？
⋯⋯只望尔归管家行家训，令习熟不废，可免别人议笑于身后，如方霍子孙叔侄纷争如雠也。
　　作为为父者向为子者陈述家事的家书，湛若水在这里所提及的这些内容一般是不会向外人说的，
所以从中可以稍微了解当时湛若水家族中的一些内情。
湛若水在信中说：“近年人情上下日非，族中生事，乡里诈冒，名皆归我，忌者因起谗谤。
”可见这时确实有人“谗谤”，而原因则是因为“族中生事，乡里诈冒，名皆归我”。
至于谗谤的内容，大概是和家族产业这种经济纠纷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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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樵山由寂寂无名到闻名遐迩的过程，发生在明代弘治到万历这一百年间。
在这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西樵山获得了“理学名山” 的美誉，而且在万历年间成了“羊城八景”之
一，奠定了其“伯仲罗浮”的坚实基础。
但是，当我们说西樵山是理学名山的时候，这其中蕴含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是什么?西樵山为何能够
担当起“理学名山”这一美誉?当曾经声名不显的西樵山在明清之际成了“羊城八景”之一，我们又是
否能够说得清西樵山之所以入选“羊城八景”的历史因由?今日西樵镇所打造的“文翰樵山”这一品牌
，其历史文化内涵又在哪里?也许这些问题并不是阅读旅游区的宣传小册子就能解答的。
笔者任建敏希望能够通过《从理学名山到文翰樵山--16世纪西樵山历史变迁研究》，将这一个过程通
过严格的历史学考察来呈现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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