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 少 年 百 科
ｑｉｎｇ　ｓｈａｏ　ｎｉａｎ　ｂａｉ　ｋｅ

风声，雨声，读书声———中国书院

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编写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青少年百科／顾永高主编．－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

疆青少年出版社，２００７．６
（中小学图书馆必备文库）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３７３－１０８３－３

Ｉ．青…　Ⅱ．顾…　Ⅲ．科学知识－青少年读物　Ⅳ．Ｚ２２８．２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４）第０４０６０４号

青 少 年 百 科
风声，雨声，读书声———中国书院
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编写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出版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７８７毫米×１０９２毫米　３２开　４００印张　１４０００千字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修订版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第１次印刷

印数：１－３０００册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３７３－１０８３－３

总定价：２０００．００元（共１００册）



书书书

前　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浪潮的一步步推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是关系全

社会的一件大事。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实行）》中强调，为提高民族素

质，增强综合国力，必须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对中

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热潮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并日益加快

步伐。根据课程的资源和学生的需求，为了增加中小学生的

课外阅读面，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发展，我们组

织了相关专家，编写了此套丛书。

丛书内容丰富、实用，深入浅出。选材时基本上是以知识

性为标准的，但也兼顾到了可读性，可以说是知识性、可读性

都很强的青少年读物。



由于编著水平有限和选择资料的工作量太大以及时间的

关系，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疏漏、不当的地方，希望广大读者

朋友能够理解，也欢迎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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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书院制度的起源

书院源于唐末五代十国期间，但是作为一种正式教育制度

的形成，则是在宋代，是在北宋开国十余年后。

书院是唐代末年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

之名始于唐代。根据史书上记载，唐代有两种场所被称为书院：

一种是中央政府设立的藏书、校书之所，如丽正修书院、集贤殿

书院；还有一种是由民间设立的供人们读书治学的地方。作为

教育机构的书院，起源于私人讲学。书院制度是私学教育发展

的最高形态。

唐末五代十国以来，由于战争频繁，官学衰废，一些士大夫

选择山林名胜之地，建屋立舍，研究学问，聚徒讲学，这便是书院

的前身。

书院虽然渊源于唐末五代十国期间，但是作为一种正式教

育制度的形成，则是在宋代，是在北宋开国十余年后。探究书院

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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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学衰落，士子失学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由盛转衰，形成了藩镇割据的

局面。各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相互征伐，战争不断，严重地危

害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造成官学日趋衰落，士子失学的状况。为

此，一些笃学之士便在山林名胜之地建屋立舍，藏书授书，聚徒

讲学。正如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所记述的那样：“前代庠

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

讲习之所。”说明书院的产生确实与唐末五代社会动乱、官学衰

微，士子失学有直接关系。

二、禅林影响

自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至魏晋南北朝时

期已经极盛。到了唐代，佛教的重要派别禅宗广为流行。佛教

徒往往在山林名胜之地建立禅林精舍，从事坐禅和讲授佛经。

佛教这种注重自然环境选择、公开讲经、注重修养的讲学制度，

对书院的影响很大。宋代的许多儒者虽然排斥佛教，捍卫儒学，

但是在办学形式和讲学制度等方面，却吸收了禅林的有益影响。

这可以说是书院兴起的又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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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学传统

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私学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私学

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只有秦朝

暂禁私学，奉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对私学的存

续和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秦后历代，私学一直蓬勃发展，作为

培养人才的重要组织形式，它与官学相并行，不仅在教育教学上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在教育管理上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色，对

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汉代之后，私学遍布中国城乡的各

个角落，尤其是在社会动荡，官学无法维持的情况下，私学则作

为官学的补充，发展更为迅速。可以说，中国源远流长的私学传

统对书院产生了直接影响。因为书院之始，就具有私人讲学的

性质，后来逐渐嬗变为私办官助、半官半私和完全官办的学校。

四、雕版印刷术的发达

唐末五代以后，雕版印刷被广泛地采用，印书、藏书之风盛

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书院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的重要原

因。书院创设之初，纯属私人讲学的性质，宋王朝为了把书院掌

握在政府手中，加强朝廷对书院的影响和控制，经常采用“赐

匾”、“赐书”、“赐学田”等手段。可以说没有活版印刷术的发明，

没有大量书籍的刊刻问世，五代，尤其是两宋书院的产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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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的。由此不难看出，印刷术的发达，是书院发展兴盛的

又一重要原因。

五、名师在书院讲学

常言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北宋

的著名学者，如胡瑗、孙复等多在官学任教；而南宋的著名学者

却多在书院讲学，这就为书院在南宋的勃兴奠定了基础。名师

在书院讲学，提高了书院的教学质量，扩大了书院的影响，不仅

使旧有的书院在规模上进一步扩大，而且诱发了新书院的萌生。

基于以上诸种原因，也就是在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书院这种特

殊的教育形式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古代优秀文化教育的传承

作出了重大贡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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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书院制度的发展嬗变

宋代书院的发展嬗变，可以相对分成两个不同的时期：北宋

书院的兴起时期和南宋书院的勃兴时期。

宋初，书院一度兴盛，创建了一批著名的书院，但是短暂即

废，就连著名的白鹿洞书院都遭废弛。

北宋书院初兴之时，有六大著名书院，它们分别是：石鼓书

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

到南宋时，书院教育进入极盛时期。南宋的一些著名书院，

多数称“精舍”，由理学大师亲自主持。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对

天下书院影响很大，其后２０年，各地书院大兴，书院的数量空前

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书院活动内容更加充实与丰富。一般来

讲，书院的活动主要有三项：藏书、供祀和讲学。到南宋时，书院

的三项活动内容基本具备。书院进一步制度化，订立了比较完

备的条规。严格地说，南宋书院的复兴发端于朱熹修复白鹿洞

书院和岳麓书院，尤其是朱熹亲自拟订《白鹿洞书院教条》，成为

书院的标准学规，这是书院制度化的主要标志。以后各地书院

纷相仿效，它们皆以《白鹿洞书院教条》为纲领，逐步建立起一套

完整的书院制度。

元至明清时期的书院，也分为官立和私立两种。元初为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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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增设学校和书院，首先在燕京设立太极书院，此后，各地纷纷

设立书院。据统计，元朝修复、改建和新建书院２００余所。不过

元代的书院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是，已初步具有官学性质。朝廷

规定，各书院一律由礼部派人充任山长（书院负责人）。书院被

官方所控制，逐渐失去了自由讲学和学术研究的宽泛空间。

明初书院不及宋、元两代发达。主要原因是明初统治者把

兴建官学、提倡科举作为办教育的重点，对书院不予重视。所以

明代在开国后的百余年里，书院教育一直处于沉寂状态。大约

是从成化年间，书院才开始发展。明代书院计千余所，最有影响

的是无锡的东林书院。据说，当时人们不知各地有书院，只知天

下有东林，所以把所有的书院都称为“东林”。东林书院有著名

学者顾宪成、高攀龙讲学其中。东林书院的办学特点是，师生积

极参与政治活动，反对明哲保身，致力于讽议朝政、议论得失，裁

量人物，师生思想极为活跃，它提倡自由讲学之风，主张“风声雨

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书院不仅

是东林学派教育和学术活动的中心，也是制造舆论的政治活动

的中心。明代天启五年，大太监魏忠贤禁毁书院，首及东林。

清代对书院先是限制，后又奖诱、提倡。清代的绝大部分书

院都已经变成了官办学校，完全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作出突出贡献

的是宋明理学家、心学家以及清代的实学家所创建的精舍和书

院。这些精舍和书院的教育实践，与汉代以来太学所形成的教

育风格迥然不同，形成了另外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模式：

第一，培养目标不同。书院的培养目标，首先要求士子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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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它追求学生人格的完善，强调道德与学问并进，而不像官学

那样以科举入仕为主要目标。

第二，自由讲学。每一个学派的大师所主持的书院、精舍，

一般就成为这个学派进行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的基地。书院教

育自由讲学、注重学术研讨的特点十分明显。

第三，学生自由择师，不受家庭出身及籍贯等的限制。

第四，教学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师生之间注重质疑问难。

宋代之后所流行的各家语录，一般就是书院师徒间的问答记录。

第五，倡导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争鸣与交流。宋代书院倡

导并推行“会讲”制度，所谓“会讲”就是一种学术研讨会，在书院

所举行的定期会讲中，各派学者云集荟萃，彼此议论学术上的

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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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宋代书院的兴衰

在孝宗和光宗时期，朱熹等地方官为了传播理学，重建了一

些著名书院，使宋代书院教育引人注目地复兴起来。他们以巨

大的热情投入书院建设，使书院的教学和用人制度逐渐成熟。

由于理学家的顽强努力，这些书院引起了朝廷和社会各界的

注意。

书院在宋代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宋代书院教育的萌芽时期

以教育为基本职能的书院是在宋朝建立之前不久才出现

的。五代时期（９０７－９６０年），连年的战争和动乱破坏了大批学

校，因而一些信奉儒家教化理论的人建立起书院，以弥补学校数

量的不足。这时书院很少，都以培养学生参加科举为基本目标，

同一般学校并没有太大区别。关于五代时期书院教育最清楚的

记录见《范文正公别集》：窦禹钧先后担任州郡支使判官和后周

户部郎中。他在自己家的南面建立一所书院，有４０多个房间，

藏书几千卷，聘请儒士任教。他的５个儿子都在这里学习，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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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相识与否，任何有志于学的人都可以到这所书院读书。窦

禹钧为贫穷学生提供费用。结果他的儿子全部科举及第，这所

书院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重要官员：“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门

登贵显者，前后接踵。”

宋代书院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太祖朝（９６０－９７６年）至仁宗

朝（１０２２－１０６３年）前期。这是宋代书院教育的萌芽时期，实际

上是五代书院发展的延续。这时中央和州县学校非常萧条，书

院的数量也很少，全国大致先后出现过１０所左右。这些书院的

情况都很不稳定，兴废不常。

先看官办书院。五代时期，两位僧人在岳麓山下建了一所

儒学。宋太祖开宝九年 （９７６年），知潭州朱洞和通判孙逢吉加

以扩建，兴办了岳麓书院，有５个教室和５２个房间。不久，二人

离去，继任的地方官不予支持，“诸生逃散，六籍散亡”，书院很快

就停废了。

过了２０年左右，李允则知潭州，在咸平二年（９９９年）重建

了这所书院，招收学生６０多人。咸平四年（１００１年）三月，朝廷

批准李允则的要求，赐予岳麓书院儒家经典和注疏，以及《史

记》、《玉篇》、《唐韵》等书籍。书院需要这些经书、史书和韵书，

说明它的主要教学内容为经学、策论和诗赋，教学目的是培养学

生参加科举。这时全国学校教育十分萧条，因而岳麓书院显得

很突出。作为支持文教的一种姿态，真宗在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

年）召见了书院山长周式，授予他国子监主簿的官衔，以示表彰。

这个官衔并不是周式的实际职务，而只表明他的俸禄和在官员

队伍中的地位。周式带着这个官衔继续担任岳麓书院的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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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升元时期（９３７－９４２年），南唐政府在庐山白鹿洞

办学，叫“白鹿国庠”，由精通经术的教师任教，并拨给良田几十

顷，学生常有几百人，都享受丰裕的伙食。开宝八年（９７５年），

宋朝攻灭南唐，白鹿洞还有学生近百人，宋朝没有接管，于是这

所南唐的官办学校变成了私学。因为这时书院是不列入地方学

校系统的教育机构，所以“白鹿国庠”改称“白鹿洞书院”。太平

兴国五年（５８０年），洞主明起提出把书院交给政府。六月，朝廷

加以接管，于是它又恢复了官办性质。宋朝任命明起为褒信县

主簿。这也只是一个表示等级的官衔，而不是实际职务。县主

簿同岳麓书院山长获得的国子监主簿地位相差非常远。这时宋

朝社会比较稳定，政府不重视教育，收走了书院的耕地，却不给

它任何帮助。白鹿洞书院无法继续提供膳食，学生纷纷离去，校

舍逐渐倒塌，书院不久就停办了。

再看私立书院。这时的私立书院有两类。一是士人建立

的，由创办者亲自执教。这类书院经济条件往往比较差，规模不

大。例如真宗时期（９９７－１０２２年），侯遗在三茅山开办茅山书

院，自己设法为学生提供膳食。天圣二年（１０２５年），朝廷批准

地方官的请求，赐予这所书院庄田三顷，以解决学生的食粮

问题。

第二类是富家大族办的书院。南康洪氏是一个几代聚居的

大家族。他们修建雷塔书院，购置了大量的图书，并为学生提供

丰裕的伙食。“竹简韦编，将敌秘书之富”，“厨廪益丰，弦诵不

辍”。据说一次科举，这所书院的学生及第的超过１０人。

综合史籍的记载，我们看到，在北宋前期的８０多年，书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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