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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绵亘在江西奉新、高安、宜丰之间的华林山，属赣西北九岭山系支余脉。
“山峰耸拔，高险奇秀”，风光旖旎，气候温和，千百年来，逐渐成为一座文化名山，这与生活在这
里的众多耕读人家胼手胝足的勤俭劳动是分不开的，与历代先贤的苦心经营也是分不开的。
华林山周围分布着诸多姓氏，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和睦共处，胡姓是其中一大姓氏，以华林为堂号。
中国的胡姓源远流长，绵延瓜瓞，生生不息，在长期发展中，形成若干支派，如安定胡氏、晋陵胡氏
、龙川胡氏、明经胡氏等。
华林胡氏是其中的重要支派之一。
始祖胡藩，在东晋末年辅佐刘裕南征北战，赐封华林山。
唐末天下大乱，侍御史、华林一世祖胡城既不能治国平天下，挂冠而去，隐居华林山。
胡城生有五子，在其夫妇督课下，五子以学而出仕，尔后分迁各地，唯胡踏独留华林。
其时江西属南唐国版图，可说是南唐的大后方。
南唐在中原混乱之际，保境安民，重文兴学，在庐山建国学，恢复科举制度，不失文明礼仪之邦，为
此后北宋文化的高涨作了铺垫。
后来天水赵氏一统天下，偃武修文，士子归心，文质彬彬，光被华夏。
因北方长期战乱，江南文化领先于北方，兴学重教，北宋朝廷需要倚重江南士人。
其时胡城第五代孙胡仲尧与其弟仲容兄弟义居，聚族八百余人，和睦相处，成为一方教化的榜样。
胡仲容之师徐铉说：华林胡姓“孝友姻睦之行，周旋揖逊之仪，内修于闺阃，外达于里闾⋯⋯言斯出
矣，身则行之”（《华林胡氏书院记》）。
华林胡姓族贤兴办塾学，“宾礼师儒，以训子弟”，既为教化一方，也积极为朝廷输送人才，宋太宗
两次下诏旌表其家族之举。
华林胡姓使塾学向前跨一大步所采取的举措是将之改为华林书院，不仅招收本族子弟，其他姓的优秀
子弟也可来此求学，且免费提供食宿，可说是义学，也可说是推行平民教育，所以当时四方学子纷至
沓来。
后来胡仲尧被举荐为洪州助教，迁国子监主簿；仲容创建县城儒学孔圣殿，授秘书省校书郎，光禄寺
丞。
他们不仅为华林书院的兴建呕心沥血，也为洪州州学与县学的教育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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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绵亘在江西奉新、高安、宜丰之间的华林山，属赣西北九岭山系支余脉。
华林山周围分布着诸多姓氏，胡姓是其中一大姓氏，以华林为堂号。
华林胡氏自南唐在此建学，至北宋建立华林书院，大大促进了华林山周边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并
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
《华林往事》一书为一批有志于研究华林山的发展历史的文史工作者，历经数年，从史书、历代府县
志、书院志、族谱、诗文集乃至联语等诸多史料中搜集、爬梳，并到实地寻访、考察，然后整理、撰
稿而编成，其内容包括对文化、教育、风俗、人物、文物诸方面的研究。
    本书适合于从事历史学、教育学、民俗学、地方志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及爱好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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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正德二年（1507年），华林山地区爆发了一场空前的农民起义，起义军的声势如江河之水汹涌
澎湃，给当地带来了空前的浩劫。
社会秩序大乱，万年宫遭遇冲击。
浮云山上当年胡氏家族捐给浮云观（宫）的田产被蚕食一空，几乎尽为他人强占。
胡氏家谱就此有详细的记载：正德“越二年，山贼蜂起，阿房罹楚项之灾，邱亩饱饿虎之腹。
麦秀之悲，良有以也，黍离之慨，岂徒然哉！
”附近一些乡民乘农民起义道士逃离之机，毁坏宫殿，瓜分万年宫承续浮云宫用作香火的田产。
动乱平息之后，万年宫几无产业，香火熄灭不燃，胡氏族人遂向官府告发，衙署却置之不理。
胡氏家族举全族之力，不惜倾财荡产，坚决告官诉讼。
胡氏族人佑兴、祖庭、彩庭、仁庭和耀会等人请来南昌举人良臣帮助清理，山上田产原各有八百石，
现在仅存六石半，而且土瘦地偏，可谓丧失殆尽。
万年宫住持李显熊也出面一同起诉，状告无良乡民霸占观产。
终于有幸依赖冯姓县官公正审理，涉案者得到了应有的处罚，田产大部归还。
胡氏家谱所录雍正九年（1731年）作的序中记载，直孺四子楫支后裔、元代进士文昌令文炳公次子邦
贵徙居住于塘溪，“逼近浮云书院”，利用居住近靠万年宫的便利，自觉保护万年宫不受侵害。
文炳公九世孙“兴云、兴爵力清浮云之产，至今香火有供，非其以孝相尚，而以义相率有如是乎”。
这里记录的应是明代约嘉靖前后万年宫又受蚕食，胡氏子孙参与追讼，维护万年宫财产之事。
光绪版《华林胡氏大成宗谱》载，明天启二年（1622年），胡氏子孙胡佑兴、胡良臣、胡虚信三人同
清浮云山租产，兼清仲尧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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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华林往事》由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振鹏提出选题，江西省文化厅副厅长曹国庆、江西省博物
馆彭明瀚进行总体策划构思，多次组织学者商讨、拟定全书基本框架、主要内容、写作提纲和进行实
地调研，并负责全书修改、统稿。
胡振鹏、曹国庆同志最终审定。
各章分工如下：第一章，胡迎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第二章，李江（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王紫林（江西省文化厅副处级调研员）；第三、第六章，王宁（江西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第四章
，陈建平（江西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第五章，熊贤礼（江西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刘禄山（江西
省博物馆研究馆员）。
江西省文化厅、财政厅和科学出版社的领导给予了大力的关心和支持，谨此一并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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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林往事》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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