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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东江,天赐圣水,惠泽岭南大地。客家古邑河源,教

化之风,源远流长。

河源属古龙川之境,公元前214年秦置龙川县设治至今,

走过了2228载春秋。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如银河之星,

散落河源属地,其中教育文化遗存尤为丰富而厚重。自秦以

降,特别是明清以来,客家人经百代之磨砺锤炼,“耕读传家,

崇文重教,读书明理”成为其重要的民系特质和文化认同,成

为客家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客家人修身齐家的美好

理想和追求家旺国兴的繁盛之梦。

历史更迭,奔流不息。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文化积淀和

文化遗存正面临着消失和湮没的境地,忠实地记录、整理和还

原这些文化遗存显得日益迫切。传统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

要的文化和教育组织。对于客家人来说,传统书院既是民系得

以维系、光大的重要载体,更是客家民系 “慎终追远”和 “崇

文重教”的核心体现,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故,对客家古邑

河源传统书院做全面的钩稽扫描和田野考察,其旨趣在于 “存

史、资政、传承、教化”,所谓 “益思培养,追踪曩哲”,无疑

将有助于今人了解客家古邑河源传统的文化脉络和历史记忆,

加深对东江流域文化源流和特质的认识,夯实和衍布客家人的

精神家园,传承和光大客家之文脉。

《客家古邑河源传统书院考略》这一课题的研究,为客家

古邑文化的深入发掘做出了积极的实践。回顾初始,笔者为了

探索东江流域客家文化教育的奥秘,发掘民族文化教育的瑰

宝,展示客家古邑河源 “传统书院”的文化精髓,让学界更进

一步了解河源传统教育事象,首次多视觉、立体化地对古邑河



源这块热土的传统文化教育积淀进行了发掘、梳理和甄别,深入历史故

址,深入五县一区、周边市县,查访遗址遗存,真实记录,数易其稿,

历经五载,终成梨枣。在此期间,本课题得到了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客家

文化学院的前期培育与资助 (课题编号:hk2013001),得到了河源市哲

学社 会 科 学 “十 二 五”规 划 重 点 课 题 的 立 项 资 助 (课 题 编 号:

hysk12z01),更是得到了2013年度省级宣传文化人才专项资金的资助,

课题成果得以拙成并顺利付之梨枣,为此深表谢忱!

岁月悠悠,沧桑世变。正是由于历代先贤遗著旧籍,屡经蠹鱼之蛀

蚀,屡遭兵燹之摧残,屡经朝代之更迭,或遗佚,或毁损,或湮没,或

公宬私藏,旧闻故事佚者已矣,存者弗全。至于书院建筑,更是经历代

云忧,或毁或湮,孑遗殆尽,所剩罕有。因此,书中的错漏、缺失与不

足必有其存,不胜惶恐,惟请有识人士赐教为盼!

是为序。

2014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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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古邑河源传统书院考略综述

一、考述古邑书院的目的和意义

二、古邑书院的发展和嬗变

(一)秦汉时期———古邑书院的发萌

(二)唐朝———古邑书院的开端

(三)宋朝———古邑书院的初兴

(四)元朝———古邑书院的沉寂

(五)明朝———古邑书院的恢复与兴盛

(六)清朝———古邑书院的鼎盛与没落

三、对古邑书院初步考略结果的几点认识

第一章 秦汉时期———古邑书院的发萌

一、秦汉时期古邑河源地域地理概况

二、秦汉时期古邑河源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一)移民实边,汉越融合

(二)垦辟定规,兴农惠农

(三)设治经略,文教初开

三、古邑书院的发萌

(一)古邑书院发萌的地理基础

(二)古邑书院发萌 “客”人的因素

第二章 唐朝———古邑书院的开端

一、唐朝古邑河源治域之设

二、唐朝古邑河源经济社会状况

(一)人口激增,客家先民聚集



(二)农业生产水平稳步提高

(三)府城扩建,文教初兴

三、古邑书院的开端

(一)龙川学宫的创建

(二)白鹿书院的创建

(三)翰林石室 (学士岩)的创建

四、唐朝建古邑书院 (学宫)

1.白鹿书院

2.翰林石室 (学士岩)

3.龙川学宫

第三章 宋朝———古邑书院的初兴

一、宋朝古邑河源治域的变化

二、宋朝河源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一)农业生产大发展,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东江流域客家民系的繁衍与初步形成

(三)城池建设粗具规模

(四)文教事业勃兴一时

三、宋朝开启了古邑书院初兴的华美篇章

(一)古邑书院初兴的时代背景

(二)古邑书院初兴及其特点

四、宋朝建古邑书院 (学宫)

1.嶅峰书院 (赵佗书院)

2.凤台书院

3.望高书院

4.三沙书院

5.河源学宫



第四章 元朝———古邑书院的沉寂

一、元朝文化教育的发展及其嬗变

二、元朝古邑河源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一)元朝古邑河源的治域

(二)元朝古邑河源社会经济发展之殇

三、元朝古邑河源文化教育与书院之殇

第五章 明朝———古邑书院的恢复与兴盛

一、明朝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二、明朝古邑河源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一)社会发展动荡曲折

(二)经济生产在恢复中有所发展

(三)城池建设提质扩容

(四)文化教育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三、明朝古邑书院的恢复与兴盛

(一)明朝古邑书院的恢复与快速发展

(二)明朝古邑书院的基本特点

四、明朝建古邑书院 (学宫)

1.龙溪书院

2.石笈书院

3.东山书院 (东山学堂)

4.小山书屋

5.官山书院 (官山书堂)

6.仰止书院

7.万竹书斋

8.湖山书院

9.倡南书院



10.东山学堂

11.和平学宫

12.观澜书院

13.崇文书院

14.永安学宫

15.九松书屋

16.铁潭书馆

17.柏塘书屋

18.连平学宫

19.清暾书斋

20.黄公书堂 (福山书堂)

21.紫金书院

22.彩云书院

23.奇峰书院

第六章 清朝———古邑书院的鼎盛与没落

一、清朝古邑河源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

二、清朝古邑河源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一)农业生产快速恢复并初具规模

(二)工业发展初具雏形

(三)城市建设粗具规模并规制比较完备

(四)文化教育公私两旺、城乡并兴

三、东江流域纯客家地区的形成和衍播

四、清朝古邑书院的特点及其嬗变

(一)清朝古邑书院的特点

(二)古邑乡村书院的勃兴与客家崇文重教之风的

形成



(三)清朝末期古邑书院的嬗变

五、清朝建古邑书院

1.富远书馆

2.铁潭讲堂

3.东山书院 (彭侯书院)

4.梅园书屋

5.嶅湖书院

6.五云书院 (贤侯书院)

7.三台书院

8.李公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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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蓉公书室

27.柳溪书院

28.蓉江书院

29.芝兰书室

30.文节书院

31.彭镇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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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古邑河源传统书院考略综述

摘 要:古邑河源 (古龙川)开埠于秦,是秦置南海郡的三大古县

之一,是客家的起源地和东江客家的主要聚居地,迄今已有2228年的

久远历史。古邑河源文化遗存丰厚多样,其传统书院文化与东江流域客

家民系的形成繁盛相依相伴,一脉相传,源远流长,是以2228年前的

先秦百越土著文化为肇始而跨越时空,斗转星移,流布传承,生生不

息。“耕可以养身,读可以进身”的传统思想早已成为客家人的基本生

活方式,古邑书院则成为客家人耕读传家的重要载体和世俗价值最佳寄

托而演绎千年的传奇。考述古邑书院的旨趣在于 “存史、资政、传承、

教化”,所谓 “益思培养,追踪曩哲”。经考证发现,古邑书院发萌于秦

汉,开端于盛唐,初兴于南宋,沉寂于元朝,恢复并兴盛于明朝,鼎盛

于清朝,没落于清末,命运多舛。古邑书院富含厚重而独特、鲜明而深

远的客家精神,是耕读文化的最深刻的映现,是客家人 “耕可以养身,

读可以进身”的传统思想的世俗演绎,既有先哲的崇尚,也有教化的真

谛,还有陶育英才的担当。对此,今人理应加以发掘和开发彰显,冀之

夯实客家人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家园,守望和衍布客家之脉。

关键词:客家古邑;河源;书院;精神;特质;传承

古邑河源 (古龙川)开埠于秦。秦始皇三十三年 (前214年),秦

将赵佗率数十万三秦将士南征岭南,首据龙川置县任龙川令,并于佗城

设治,经略龙川六载有余,迄今已有2228年的久远历史。古龙川遂成

为秦置南海郡的三大古县之一,演绎成为客家的起源地和东江客家的主

要聚居地。本研究所指地域地理的范畴,是指今广东省河源市所辖五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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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东源县、和平县、龙川县、紫金县、连平县和源城区,位于广东省东

北部,东江中上游,全境属东江流域。其辖地东接梅州市,西连韶关

市,南接惠州市,北邻江西省赣州市,处于粤东北山区与珠江三角洲平

原地区的结合部,属山地丘陵地区,山岭与盆地相间,属赣闽粤三省交

界之地,是东江流域客家人主要居住之地,是今全国罕有的纯客家地

区。客家古邑河源全境流贯东江,因水而兴,因 “客”而盛,是岭南开

发比较早的文明之地,东江也因此成为客家人的母亲河而被后人称颂。

书院是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方作育人才,研究学术,凝

聚和涵养一方人文精神的渊薮。所谓书院,宋代学者王应麟在 《玉海》

曾经作过解释:“院者,垣也。”观之天下,书院教育在人类文明历史上

可谓独树一帜,对中国教育事业、学术发展,乃至对世界文明传播起过

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在人文主义传统和治学方面的诸多理念和特点,给

后世教育事业的发展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借鉴。对地方而言,书院数量

之多寡,规模之大小,人才之盛衰,历史之久暂,以及制度之是否完

备,影响之是否广大和深远,是衡量所在地方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水平

的重要标尺。

古邑书院,本文是指客家古邑河源自秦设治至清末期间所创建的传

统意义上的所有书院的泛指。古邑书院,源远流长,与客家民系的长成

一脉相传,发萌于秦汉,开端于盛唐,命运多舛。古邑的书院之设是指

自公元前214年秦赵佗在龙川佗城设治经略肇起,经唐、宋、元、明、

清止,历朝历代2000余年所创建的书院 (包括学宫),亦有 “讲堂”

“书斋”“书屋”“书馆”“学堂”“书舍”“书堂”之称谓。就创办性质而

言,由朝廷官府主导或拨款设立的,是谓官办;由官宦、乡绅、富商甚

至乡里捐纳作为学资而创办的,是谓私立。书院按就读对象和设置课程

区分,有些书院相当于高等学校,多为成年人入学;也有些书院是属于

中等学堂性质的。历朝历代的书院,其任务和作用无外乎彰显在提倡讲

学风气,树立社会清议,培植学术中心,造就治术人才,乃至储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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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籍等五大方面。古邑书院也不例外。

一、 考述古邑书院的目的和意义

书院之魂在于养人、养气、养神而贯穿于民系乃至社会。所谓 “致

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在学校”。客家

人莫不以兴学育才为重。清编 《龙川县志》卷首载:“学校之设,所以

敷教化,育贤才,鼓舞而陶成之,责甚钜也。……唐宋以来,人才彬

彬,多循中出。今圣天子,右文重道,广历师儒,德教涵濡。海滨之

士,有邹鲁风。古云师道立则善人多尚,其益思培养,追踪曩哲也。”

清编 《河源县志》曰:“考三古盛时,学校庠序,皆所以明伦。及隋唐

以来,设立科目,又兼以取士顾士,希贤希圣,躬行实践,必尊孔孟。

而为国为人,书升论秀,必育英才。二者体用,相须华实并茂。则是立

学校以造士,性理与文章原属一以贯之。自宋元丰令,天下州县皆立

学。迫我国家,制度尤备。”王公守仁 (王阳明)在 《添设和平县治疏》

中指出:“于和平地方设建县治,以控制瑶洞;兴起学校,以移风易俗

……敷施政教而渐次化导之。”

客家人以科举为出身之阶,崇文重教之风历久不衰。客家儿歌唱

道:“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无老婆”,“山鹧鸪,咕咕咕,唔读书,

大番薯”;谚语说道:“路唔走唔平,人唔学唔成”,“养子唔读书,唔当

养头猪”,“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道出客家人对教育的敬畏、重

视和向往。“耕可以养身,读可以进身”的传统思想早已成为客家人的

基本生活方式,古邑书院则成为客家人耕读传家的重要载体和世俗价值

最佳寄托而演绎千年的传奇,所以办 “社学”和 “义学”,甚至开办书

院,是客家人的基本生产生活方式,也是客家民系宗族兴旺之本。正如

罗香林先生所言: “刻苦耐劳所以树立事功,容物覃人所以敬业乐群。

而耕田读书所以稳定生计与处世立身,关系尤大。有生计,能立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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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可久可大。客家人的社会,普通可说都是耕读人家,这在过去为

然,现在还未全改,所以在他们普通人家的家庭分子来说,总有人能做

到可进可退,可行可藏的地步。这在社会遗业的观点看来,可说是一群

迁民经过了生存奋斗而累积了无数经验的优者。”古人说:“大夫之仕以

是邦者,征信而考疑;后学之生长兹土者,景行而仰止。”

对客家古邑河源传统书院做全面的发掘、整理和扫描、考证,试图

还原历史之痕,其现实意义和重要作用可见一斑。

1.岁月不驻,沧桑世变,星转月移,物是人非。开邑2228年之客

家古邑河源,作为客家的起源地,历代先贤遗著旧籍,屡经蠹鱼之蛀

蚀,屡遭兵燹之摧残,屡经朝代之更迭,或遗佚,或毁损,或湮没,或

公宬私藏,旧闻故事佚者已矣,存者弗全,至于书院建筑,更是经历代

云忧,或毁或湮,孑遗殆尽,所剩罕有。故惟博采旁搜,钩稽旧籍,甄

别族牒,蒐讨辑佚,讨于野老耆旧,方可还原旧况,勾勒旧貌,借以还

原古邑书院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及其艰辛备至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彰显

客家文化的传奇。

2.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是客家民系得

以维系、光大和生生不息的重要载体,也是客家民系 “慎终追远”和

“崇文重教”的核心体现。对古邑书院做全面的钩稽扫描和田野考察,

其在 “存史、资政、传承、教化”方面的作用显而易见,无疑将有助于

今人了解客家古邑传统的文化脉络和历史记忆,加深对东江流域文化源

流和特质的认识,夯实和衍布客家人的精神家园,传承和光大客家

之脉。

3.对古邑河源传统书院的全面和深入研究,切中客家民系 “文教以

兴民”的灵魂和梦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民俗价值,可

使世人存留旧文,得稍流布,追根溯源,接续传统,继而进一步认识古

邑,感受古邑文化的魅力,品味和汲取先贤的智慧精华,重新继承和续

接文化传统,传承客家优秀人文精神。古邑书院所彰显的客家厚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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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和传奇华章,亦有助于塑造今之河源的新形象,张扬河源的新魅力。

4.近年来,河源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转型加快,需求呈现多元化,

社会分层断裂明显,价值观分歧严重,无论正负,可谓人心不古。此种

情况愈加需要彰显灵明,恢复信仰,满足世人既渴求自由文明,又追寻

传统根由,张扬地域文化,敬畏民性传统,以充实当下社会所欠缺的精

神元素。近年来,民间有识之士重建儒家书院、重振国学的愿望日益强

烈。在此背景下,如何对传统书院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对传统书院作用

进行重新评价,对传统书院教育模式进行解构与重建,在当下颇有启发

意义和现实指导作用。对古邑书院开展全面和深入研究,亦冀为河源乃

至南粤的文化建树助绵薄之力。

二、 古邑书院的发展和嬗变

古邑书院的发展和嬗变与我国书院之起变一脉相承。我国书院之名

源远流长,早在盛唐开元期间 (713—741年),已有丽正书院和集贤殿

书院。唐德宗时李渤隐居庐山,在白鹿洞设庐山国学,由李善道为洞

主。这是书院的开端,但未普及。其实,作为一种教育方式或文化现

象,书院的源头要更早,一般认为起源于东周晚期,到了明、清两代,

是书院兴盛时期,遍及省、府、州、县。

据笔者之初考,古邑书院的发萌、发生和发展几与全国先进地区同

步,主线清楚,脉络分明,传承有序。古邑书院发萌于秦汉,开端于盛

唐,初兴于南宋,停滞于元朝,恢复和兴盛于明朝,鼎盛于清朝,没落

于清末。大致历经了四个过程:首先,是唐代以前以中原文化传播为主

要特点的书院讲学初始期;其次,是南宋以闽学传播为主要特点的书院

讲学发轫期;第三,是明经通史的私人讲学兴盛期;最后,是清代书院

官学化渐次取代府县儒学而占据教育主导地位,清末却被私学淹没及至

为新式学堂完全取代的突然消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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