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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祥和 
安宁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生活。青少年关注的是自己 
的学习、事业、爱情、家庭⋯⋯紧张的工作、学习之 
余，可以去游乐场所尽情玩耍，也可在温暖的小巢中 
欣赏音乐、阅读书籍⋯⋯生活就像流水一样平静。没 
有人担心这和平的生活条件是否会失去，也很少有人 
经历过威胁生命的战火，遭受过外族的侮辱⋯⋯。然 
而，就在那并不古老的历史长河中，便有着许多和他 
们一样年纪的青少年，为了挽民族于倒悬，为了保全 
民族的气节和人的尊严而毁家纡难，投入到滚滚的烽 
烟中去⋯⋯。伟大的抗日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 
再上溯几百年，我们便会遇到历史上又一个变动的时 
代：明末清初。这同样是一个充满血泪与不屈抗争的 
可歌可泣的时代。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来，满族也属 
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这场斗争是满汉地主阶级 
之间争夺剥削统治权力的斗争，是封建王朝内部权力 
的更替,但在这“天崩地坼”时代进步官员、知识分子 
及广大劳动人民面对清朝统治者残酷镇压与奴役所表 
现出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斗争精神则永远值得我们敬 
佩。这种精神，上传屈原、岳飞、文天祥，下启林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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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魏源、孙中山以至抗战时期的爱国民众，是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的结晶与再现。忠、孝这中国传统的伦 
理规范所产生的强烈审美效果令人叹为观止。 
  夏完淳就是抗清义士的杰出代表。他之所以为后 
人广泛传扬，不止因为他高昂的抗清激情和民族气节， 
还因为他就义时尚不到１７岁。１７岁，正是从少年 
向青年过渡的时期，许多人在这个时候尚处在人生的 
十字路口，人生观还刚刚建立。但是，夏完淳这个早 
慧的“天才少年”在民族危亡、生灵涂炭的乱世迅速 
成熟，以１７岁的年龄做出了连成人也要为之叹服的 
壮行，并留下了不少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诗文， 
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幸运的是，在明、清之际的爱国诗人中，他是作 
品保存得比较完整并受到后世重视的一个。早在辛亥 
革命以前，夏完淳就引起柳亚子、陈去病、汪辟疆等 
人的注意，汪辟疆在《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 
文艺家》中这样评价他 ：“在我国过去几千年的史册 
上，的确产生了不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 
英雄。但是他的年龄，仅仅只有十七岁；⋯⋯他的文 
学，几至无体不工，虽然不能和徐陵⋯⋯杜甫、李商 
隐、辛弃疾这一般人入齐驱之辔 ，（却）的确是步着 
他们的后尘，走入了他们共同的途径⋯⋯与他同时的 
鼎鼎大名的文人学者⋯⋯。也要向这一位青年文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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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体投地的致最敬礼 。” 
  夏完淳，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儿子，同时也是 
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的思想当然还有狭窄的一 
面，比如他深受封建士大夫的影响，奉朱明王朝为正 
统，不能正确认识农民起义军的本质等等，因为在那 
个时代，爱国者往往把忠君作为表现爱国思想、从事 
爱国活动的形式，这是所有封建时代爱国者的不可避 
免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都不能掩盖他身上夺目的 
光辉，尤其在国难深重的时候，这种光辉就更加灿烂 
华美。郭沫若在抗战时期以夏完淳事迹为基础创作的 
话剧《南冠草》曾激动过多少誓以热血拯救祖国的中 
华儿女！今天，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但 
对祖国的义务没有变，青年人追求向上、追求真理的 
激情没有变，因此在他的身上，我们同样能汲取许多 
做人的力量。 
  对青少年来说，夏完淳这个人物有着不可磨灭的 
榜样作用，而且他的无论是做人还是事业的成功，都 
很有值得人们深思的价值。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关 
于神童的记载，但他们大多只是天上的流星，闪烁一 
时便没了光彩。王安石那篇著名的《伤仲永》对这种 
情况加以了分析，对社会上不正确的培养神童方法进 
行了指责。确实，这些天资聪慧的孩子将来有可能成 
为有用的人才，但盲目的吹捧迎合只能让这些还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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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成熟的孩子丧失进取心和清醒的认识，飘飘然不知 
天高地厚，同时又不再继续学习，因此大多数孩子很 
快就江郎才尽，像仲永一样沉溺于大人的指挥和机械 
的创作中，“泯然众人矣”。 
  现代研究也证明，一个人最终的成功，不只取决 
于他的智力因素，更取决于他的非智力因素。坚韧不 
拔的毅力和高尚的思想品德、永不屈服的意志才是衡 
量一个人是否成才的标准。正如郭沫若感叹的那样： 
“夏完淳是一个神童，五岁知五经，九岁善词赋古文， 
十五从军，十七殉国，不仅文辞出众，而且行事亦可 
惊人⋯⋯。似乎在教育学上也是最值得宝贵的事例。” 
夏完淳的辉煌 ， 不能不说是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学提 
供了一个经验，即怎样的后天教育才能使一个人幼时 
的聪明才智转变为成年时的栋梁之资 。“夏完淳是成 
功了，那是因为他具有好的家庭，好的亲眷，好的师 
友，好的时代，一言以蔽之，便是好的教育 ”（郭沫 
若）。今天我们的青少年，大多是独生子女 ，父母在 
他们身上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怎样利用古人的经验教 
育自己的后代，特别是不光教给他们知识，还教给他 
们对待逆境的精神，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夏 
完淳的成功，应该成为教育学上的一个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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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醴泉有源 
 

  夏完淳出生于崇祯四年，即公元１６３１年，这 
时的明朝社会离灭亡只有１３年了，可谓内忧外患， 
积重难返。自天启以来的虐政，弄得民穷财尽，崇祯 
上台后虽决心挽回败局，但已是强弩之末。再加上他 
刚愎自用，多疑少信，不喜欢听逆耳之言，信任贡谀 
献媚的宦官，因此不但促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 
化，而且还“自毁长城 ”，中了离间计，杀害了袁崇 
焕等忠心为国的良臣，给予关外清兵入侵的机会。同 
时，自１６２８年起，在饥荒最为严重的陕北又爆发 
了农民起义。焦头烂额的崇祯帝把主要精力都放在“ 
剿匪”上，大力征收苛捐杂税，抓丁入伍以对付农民 
起义，使得国家一片混乱，政治已紊乱到不可收拾的 
地步。 
  同时，在文化思想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 
要求个性解放，反对理学桎梏的时代精神也在广泛发 
展，许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的士人按照文学观念或 
活动地域形成各种流派或社团，与腐朽的阉党进行斗 
争。这里面就有著名的东林党。继东林党之后，又有 
组织地主阶级中下层知识分子及小市民的复社和几社， 
而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就是几社的创始人之一。 
   
 
 
 
 
 



 

 
 
 
 
 
 

夏完淳传                       ·7 · 
 
  一代奇才夏完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在大雷雨 
即将来临前的江南，松江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 
  夏完淳出生后，夏家上下欢天喜地，亲朋好友也 
纷纷前来祝贺，祝贺夏允彝３５岁喜得贵子，更祝贺 
夏家单弱的门庭终于有了生机。大家都涌到摇篮边， 
啧啧称赞这有着一双黑亮眼睛的婴儿天庭饱满、聪明 
可爱。此刻，这个躺在摇篮里，乳名端哥，大名完淳， 
号存古，别号小隐的孩子还不知道，那些欢喜地俯在 
摇篮上向他微笑的人是多么地优秀，他们的才华，他 
们的教诲将影响他短短１７年的有生之年，并使这１ 
７年在历史上永远留下光辉的一页，并且因为了他，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因此留在了历史的书页中。 
  如果说夏完淳是一株挺立的青松的话，无疑的， 
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根茎供给了他养分，支持了他每一 
点一滴的成长。在夏完淳成长的周围，有一个极良好 
的环境，上至先人遗风，父母教诲，下至姐妹及亲戚 
朋友的影响，这一切都成就了他的才华与品格。 
  让我们先从夏家这条根说起。夏氏先世是晋朝人 
夏统，因此夏家也算是诗礼后裔。夏统生活的时代也 
是乱世，他不肯与奸臣同流合污，隐居家乡会稽，并 
在《晋书·隐逸传》上留有清名。这种刚直不阿、清 
白做人的家风遗训一直为后人所继承，同时又在明末 
这个历史上的特殊时期染上了新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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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完淳的祖父夏时正是一位很有个性，却不为世 
所重用的知识分子。他身世很苦，由于父亲夏凤早逝， 
幼年时他便被过继给了叔叔夏鸾。由于是被出嗣的， 
心理上自然有些悲凉，再加上他的新父母严禁别人谈 
论他亲生父亲的事情，因此夏时正对自己的亲生父亲 
只能靠幼时的记忆来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但夏时正天生警醒，非常早慧。据说他４岁时，亲生 
父亲还没有去世，有一天，他看见父亲和客人玩叫做 
“双陆”的游戏（一种赌博，类似于今天的掷骰子）， 
好奇心动，便替父亲叫点，谁知百发百中，父亲大惊， 
自以后便非常喜爱他。他却天性驯谨，不因为父亲的 
喜爱而失去规矩、沾沾自喜。还有一次，他因为某事 
而训斥家里的小厮，这在封建时代是极其正常的，一 
般人并不以为怪，但父亲夏凤却非常生气，他告诫夏 
时正说 ：“他（指小厮）也是父母的孩子，难道他就 
不能呵斥你吗？”幼时亲生父亲的教育给夏时正的感 
触是终生难忘的，从此他再也没有斥责过仆人，直至 
生命结束。 
  进私塾后，夏时正的才华得到了充分体现。据说 
他只要通读一遍书籍就能倒背如流，记忆力极其惊人， 
年龄稍大时，他已有了自己的主见，竟常常问倒老师。 
在参加童子试时，他通过了极严格的测试，名列榜首。 
一天，在考试前夕，他为散心溜到市场上去默记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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