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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上葱茏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

息7痒

九江学院院长

甘筱青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壮丽

诗篇，使人们心潮澎湃，给庐山增色添辉。

钟灵毓秀的赣北大地，东襟浩渺鄱湖，北枕滔滔长江。在风云际

会、气象万千的江河湖水之间，矗立着一座千古名山——庐山。这里
自古是从楚到吴的咽喉之地，雄镇着中国的东南半壁；也是从中原到

南粤的必经之路。自古至今，这里南北交织、七省通衢，商贾汇聚、人

文荟萃。在中国历史上，这里“三大茶市有其名，四大米市有其位”。千

百年来，秀美的自然山川，优越的地理位置，孕育并催生了灿烂的庐

山文化。1996年，庐山作为“世界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庐山的历史遗

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入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

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紧密联系的文化景观。

作为整个华夏文明中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瑰宝，庐山文化以其

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魅力，为世界所瞩目。早在三国两晋

时期，周瑜在官亭湖驻军，慧远在东林建寺，陶渊明在柴桑归隐，庐

山就迎来了她第一个文化创造的高峰。而从三国到近现代，有无数

的文化巨匠、政治贤达、民族精英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踪迹。现

代学者胡适1928年游历庐山，曾对庐山文化的内涵及其对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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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产生的影响作了高度概括：“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

(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牯岭，代表西

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当然，这三大趋势远远不是庐山文化的全部。以宗教而论，庐山

集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五教于一山；以教育论，与

白鹿洞书院同样影响深远的，还有理学宗师周敦颐创办的濂溪书

院；以山水田园诗而论，有以谢灵运为开端、陶渊明为宗师，积累一

千多年的山水田园文学宝库；以政治文化而论，中国近现代诸多重

大政治历史事件与领袖人物，都与庐山有着深切的关联；以军事文

化而论，一代名将周瑜、岳飞都曾经在这里督师鏖战，朱元璋鄱湖大

战的传奇至今广为流传；此外还有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中国

近现代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陈门四杰”等等。这一个个彪炳青史的

人物，这一桩桩影响深远的政治历史事件，在中国文化研究的历史

和现实版图中，毫无疑问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而在中国众多的

名山大川和文化名胜中，庐山文化始终以其特有的那份清新隽永和

恢弘旷达的神韵与气象，令历代文入学士向往。

秀美的山水自然、敦厚的历史人文，造就了这方天地的今古传

奇，滋养了这方天地的教育沃土。

2002年，在原解放军财经高等专科学校、九江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九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和九江教育学院的基础上，合并组建九

江学院。作为扎根于庐山脚下的唯一一所综合性本科院校，九江学

院自然应承担起传承和发扬千年书院文明的使命，承担起研究和弘

扬庐山文化的重任。事实上，使优秀的庐山文化发扬光大，既是每一

个文化工作者积极参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的需要，同时

也是九江学院提升办学品位、形成文化品牌的自觉要求。

大学人文精神的培育，是高校办学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在高

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中，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建设转变的根本

途径。一所高校是否重视入文精神的培育，不仅关系到一所高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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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形成自已的办学优势和特色，而且关系到一所高校能否真正解决

育人的质量等核心问题。而培育高校的人文精神，既要有先进的办

学理念作引领，也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对历史文化精神的发

扬。作为一所地方性的本科高校，尤其要重视从地方的历史文化资

源中汲取养料，并通过对地方文化资源的深入开掘和研究，形成自

己的办学和教育、研究的特色。

九江学院一贯注重本土的历史文化遗存和历史文化名人的研

究，其中陶渊明研究、周敦颐研究、黄庭坚研究等，都已取得了一些

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九江学院学报的“陶渊明研究”专栏，自

20世纪80年代创立以来，坚持了二十余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誉

为全国“研陶”中心；同时，依托这个基地。推出了一批“研陶”专家。

2006年，九江学院成立了庐山文化研究中心，整合全校相近学科的

研究人员和研究资源，进行系统的研究规划和集体攻关，并按省级

重点人文社科基地的目标进行投入和建设，使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

究工作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九江学院以庐山文化研究中心为引领，先后成立了白鹿洞书院

文化研究所、陶渊明研究所、青阳腔戏曲研究所、东林寺隐逸文化研

究所、庐山旅游文化研究所、庐山宗教文化研究所，围绕庐山及赣北

的政治、历史、宗教、文化、艺术等课题展开广泛的研究活动。一方

面，我们依托高校的人才优势进行专项的课题研究，另一方面。积极

与各级地方组织联合推出系列文化活动，诸如与德安、星子、九江县

合作，举办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庐山自鹿洞书院合作，举办传

统国学讲习和书院文化的研究；与湖口县合作，传承保护国家首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口青阳腔”。这些活动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为了确保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产生更广泛的社

会影响，推动九江乃至江西的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决定编撰出版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使江西地域文化的研究结出丰硕的成果。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以整理和挖掘九江庐山及赣北地区的历

史文化资源为中心内容，致力于九江地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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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庐山文化研究丛书》涉及范围基：zIs：涵盖庐山文化研究的方

方面面。而其中以八个方面的研究专题为主要的研究方向：

l、gl,江历史上重大政治、军事、经济等事件的系列研究。包括三

国、东晋、南朝在江州发生的重大历史事44=、南宋岳飞在九江的活

动、太平天国在Jl,江的历史、民国政治与庐山、毛泽东与庐山等内容

的研究；以及九江的米市、近代的开埠、Jl,江与鄱阳湖黄金通道的关

系等研究；

2、庐山的宗教文化研究。包括东林寺净土宗佛教、云居山佛教、

庐山太平宫道教、近代庐山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研究；

3、庐山教育文化系列研究。包括周敦颐的濂溪书院、朱熹与白

鹿洞书院、宋代书院与宋明理学等的研究；

4、庐山山水旅游文化研究。包括以谢灵运、李白、自居易、苏轼

等为代表，历史上众多文入名士游览庐山的佳篇，作为主要内容的

山水旅游文学的研究；

5、陶渊明诗文、思想、生平、文化影响研究和以陶渊明为代表的

庐山隐逸文化的研究；

6、地方文化名人及其典籍的系列研究。例如黄庭坚、陈寅恪等

地方文化名人的研究；

7、建筑文化系列研究。例如庐山近代别墅的研究，具有地方文

化特色的建筑风俗研究；

8、九江地区民风民俗、民间文化的系列研究。如湖口青阳腔、武

宁打鼓歌、瑞昌剪纸艺术等民间艺术的研究。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以开放的研究平台和精诚合作的研究机

制，吸纳国内#1-精英人士参与庐山文化研究。并支持出版他们的研

究成果，努力打造具有较多学术创见和研究特色的学术精品。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计划每年出4-一5部学术专著，围绕庐山文

化研究的相关专题，形成庐山文化研究的研究系列。<庐山文化研究

丛书>第一辑包括《慧远法师传>《湖口青阳腔>《陶渊明寻阳觅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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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大师的文化基因——庐山新说)<自鹿洞书院艺文新志>五部

专著。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要求每一部收入丛书的著作，应具有专题
明确、资料丰富、挖掘深入的学术品格，同时要具有兼顾学术性与可

读性的特点。

对于蓄势腾飞的九江学院来说。<庐山文化研究丛书)的编辑出

版，作为庐山文化研究的系统工程，它将成为九江地方文化建设的

一个凸显亮点，成为高校参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一种有益实践；

同时也为打造九江学院的人文精神奠定厚重的人文基础。本丛书应

具有丰富的包容、开阔的视野、高远的目标，既显示庐山文化的大

气，也显示九江学院努力追求的目标和境界。

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对<庐山文化研究丛书>的高度关注和厚

爱，同时感谢各位专家学者x,l-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事业的支持和

帮助。我们衷心期待：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为中华文化的

发展增添新的光彩。我们共同期望：庐山文化的研究事业，能够如群

峰竞秀，跃上葱茏．屹立于长江之滨、都湖之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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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攘说明

传承千年书院文明，厚实新型大学

精神 甘筱青

第一卷文章

文童一书院兴复类

鹿洞书院记

重建书院记

重修书院记

重建书院记

重建书院记

重建书院记

重修书院记

薪辟自鹿漏记

修鹿洞书院记

重兴自鹿洞记

重修书院记

兴复书院记

重修白鹿书院记

重修白鹿洞书院记

重修白鹿书院记

重兴白鹿书院记

重兴白鹿书院记

重修白鹿书院碑记

吕祖谦

胡俨

彭 时

李 贤

李龄

何齐新

张元祯

吕椿

夏炜

郑守道

王 蠢

潘志伊

蒿寅亮

熊俸

蔡士英

李长春

熊维典

伦品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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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白鹿书院记 冀熏

参政李公修复白鹿书院记 靖道谟

重修白鹿洞书院记 秦承思

文章二院内建筑类

书堂记

延宾馆记

贯道门由tLf'i记

重修贯道桥记

白鹿洞重修庙宇记

独对亭记

品士亭记

大意事记

六合亭记

钓台亭记

宗儒祠记

宗儒祠记

独对亭铭并序

思贤亭记

太极事记

喻义亭朱陆同然记

陟岵亭记

宣圣诞期碑记

忠节祠记

重建二贤祠记

贯道门桥记

独对亭记

钓台记

御书阁记

郭祥正

胡居仁

胡居仁

陈敏豉

张住

郁 宝

郡 宝

唐龙

李梦阳

李梦阳

扬康

李梦阳

李梦阳

t 忭

叶云初

许子伟

方 文

张贞生

田 窟

蒋国祥

来廷置

朱 赍

束 夤

安世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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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洞公建冀公讲堂碑记 李风翥

建邵康节祠记 郡延龄

紫阳祠记 张象文

文公朱子专祠碑记 张象文

重修礼圣殿记 熊德扬

重修白鹿洞文会堂记 胡淑寅

重建宗儒堂记 朱雅淳

原泉亭记 干建邦

重修自鹿洞书院枕流石桥碑记

杨树基

重修白鹿洞书院流芳桥记 帅方蔚

重筑流芳桥碑记 邱建猷

重修白鹿洞流芳桥记 陈富庆

⋯⋯⋯⋯⋯⋯⋯⋯⋯⋯⋯⋯⋯⋯⋯⋯⋯⋯69 文章三学田膏火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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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予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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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四洞规教条类

朱子自鹿洞规

主洞胡居仁规训

布衣章潢为学次第

原敬续规

主洞汤来贺学规

蔡宗兖洞规说

主洞蔡宗兖谕士

邹守益示涡生四说

赵参鲁四教说

提学邵宝谕来学

巡抚胡松谕诸生

提学朱廷益谕来学诸生

巡抚宋荦谕诸生

提学李龄六戒

提学高贲亨十戒

主洞李应升洞规

督学王鲸戒勉各八条

提学副使冯景隆教条

黄冈庶常靖道谟果园先生鹿

洞书院续规

冯敏功谕白鹿洞诸生

文章五洞主掌教类

李公去思碑记

主洞廖侯去思碑记

郡伯刘公教思碑记

朱熹

胡居仁

章潢

原敬

汤来贺

蔡宗充

蔡宗充

邹守益

赵参鲁

郓 宝

胡松

来廷益

宋 荦

李龄

高贡亨

李应升

王琼

冯景隆

靖道谟

冯教功

熊德扬

余忠宸

熊士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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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伯叶侯教思碑记 李凤翥

南康太守赵公教恩碑记 熊直宋

郡伯董大公祖白鹿渭书院教士记

虞东顾夫子教思碑记

姊子文夫子教思碑记

吴棣斋夫子教思碑记

张翰卿夫子教思碑记

干运昌

查 浩

张凌云

郭杨薰

欧阳熙

文章六游记序赋类

西源庵记 来熹

游鹿溺记 王褡

游自鹿洞记 祁颅

游白鹿洞记 于孔兼

卧龙庵记 贡安国

鹿洞书院讲书记 张维屏

誉翟萎主喜还鹿洞序暮享萎兰姜白鹿文茸序 I，李应升

自鹿较艺序 王在晋

庐山自鹿古迹诗选序 吴面元

白鹿洞赋 来熹

次晦翁韵 林俊

原泉亭赋 干建邦

第二卷诗歌

诗歌一五育古诗

寻白鹿洞故址爱其幽邃议复兴建

感叹有作 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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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白鹿洞得谢字赋呈元范伯起之才

三兄并示诸同游者 束熹

白鹿洞书院同尤延之提举杂咏未 熹

题白鹿洞
‘

方岳

游白鹿洞 张铁峰

拜文公像 夏寅

赠友忆白鹿洞 丘春

希贤吟 胡居仁

题漱石 部宝

钓台 邵 宝

独对亭望五老 王守仁

次阳明韵 唐龙

又次韵 唐龙

过白鹿洞次韵 舒芬

次阳明朗 邰守益

次阳明韵 羽克庄

再至白鹿洞 王汝宾

至白鹿洞 李梦阳

白鹿遍览名迹 李梦阳

钧台亭成 李梦阳

再至白鹿洞 苏祜

白鹿亭新成二首 邦廷冀

过白鹿洞 陈洪谟

题白鹿洞 翁溥

白鹿洞次阳明掳 黄固卿

登回流山 陶尚德

白鹿洞 熊敦朴

初至白鹿洞与诸生 昊国伦

次阳明韵 邰元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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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漏偶成二首 方大镇

仲冬六日宿鹿洞有怀示诸子

二首 李应井

游白鹿滑 程拱宸

经宿书院感述 林廷玉

游白鹿洞次韵 王 巨

奉次高吾大方伯韵 陈琦

游白鹿洞 囊金

游白鹿洞 ． 希 王慎中

次阳明韵二首 ∥ 霍风翥

送裘任远自鹿洞还南州 汤来贺

白鹿洞次回流山 王士穰

谒白鹿洞 宋荦

白鹿篇赠毛心斋 汪士铉

白鹿篇赠毛心斋 韩象起

次韵答白鹿洞生周虔臣并简学博

郑子充副讲徐履青 ， 查慎行

追和朱子白鹿洞诗 · 陆奎勋

白鹿洞书院 用希孟

游白鹿洞 胡庆豫

鹿洞即事 毛德琦

鹿洞吟 徐鸦龄

华盏松下纳凉 徐鹤龄

王南康见示用朱子游鹿洞韵诗

依韵和赠 易顺鼎

赠鹿洞华院长再叠韵 易颠_lll}

自鹿洞书院示诸生 张维屏

白鹿洞书院 ■湘

题白鹿漏 张映展

惦惦惦盯盯钉∞船鸽帕船妁∞

∞∞引弱副跎轮

昭昭昭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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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洞西望星眼

自鹿漏

游鹿洞朋来亭望五老

白鹿洞谒朱子祠

干特

范钟

敖文祯

傅玉书

诗歌二七盲古诗

游白鹿洞诗 曾桀

庐山书屋 袁忠彻

游白鹿洞 罗汝敬

白鹿洞别诸生 孛梦阳

余邹二子游自鹿书院歌 李梦阳

高美亭望五老峰 孙慎

题白鹿洞 洗丸畴

游白鹿洞歌 紫霞真人

重游白鹿洞歌 孙应整

鹿眠亭望五老峰呈袁使君 李应井

和李仲达望五老峰 袁懋贞

白鹿歌为李应升赋 但宗皋

过白鹿洞 彭梦祖

白鹿洞歌 伦品卓

白鹿洞歌 汪搏

游白鹿洞 王纲

白鹿洞歌 程颂万

游白鹿洞 雷铉

回任吴城重望庐山放歇 咸丰时人

白鹿洞 魏际瑞

雪中登朋来亭望五老峰 吴之龙

⋯⋯⋯⋯⋯⋯⋯⋯⋯⋯⋯⋯⋯⋯⋯⋯⋯··166 诗歌三五畜律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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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彦辅白鹿洞之作 米熹

游白鹿洞三首 胡俨

次胡祭酒二首 余鼎

和胡祭酒韵 陈捡

初诣洞学 蔡宗克

游白鹿滑 徐琏

白鹿洞纪行六首 张时彻

登六合亭 王忻

回流山亭 1_． ．李梦阳

再至白鹿洞 。李梦阳

自鹿洞 郑廷鹄

独对亭 郑廷鸽

钓台亭 郑廷鹄

六合亭 郜廷鹌

自天池下南康白鹿洞四首 方沆

钓台亭 刘世扬

即事 王溱

登思贤堂 李淳

宿白鹿洞三首 吴国伦

和吴国伦宿洞三首 伦品卓

白鹿洞 束卷

白鹿篇赠毛德琦 蔡升元

白鹿篇赠毛德琦三首 陈鸬年

白鹿篇赠毛德琦 詹嗣禄

白鹿篇赠毛德琦 采j|

白鹿篇赠毛德琦 舒大成

登庐山白鹿洞谒朱子庙二首 商 盘

登庐山白鹿洞谒朱子庙二首徐有常

登庐山白鹿洞谒朱子庙二首吴修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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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庐山白鹿洞谒朱子庙二首 吴焓文

游自鹿洞 扬绍芳

失题 冯敏功

失题 王学t

春El游白鹿洞 彭 藩

过白鹿洞 徐鹗龄

洞中即事与徐大右舟吴五绣云 彭 澜

白鹿洞 罗运崃

白鹿洞 弘历(乾隆)

游白鹿洞 刘平

省墓三峡桥。南康太守携具栖贤。

复偕游白鹿洞(二酋选一) 李明赛

将之鹿洞主讲留别陈伯潜同年三首

谢章铤

可庄信宿白鹿洞同朱绍霞(锡祁)大

令游庐山 谢章铤

至鹿洞书院 陈衍

自鹿洞 陈三立

白鹿洞 胡先骑

诗歌四七言律诗

次卜掌书落成白鹿佳句 朱

白鹿讲会次卜丈韵 朱

再用前韵示诸同游 朱

和子澄白鹿之句 朱

次韵四十叔父白鹿之作 朱

读诸友游山诗卷不能尽和和首尾

两篇 朱

游白鹿洞 黄

熹

熹

熹

熹

熹

熹

异

玛孢阳

∞∞∞刚刚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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