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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学校本教材(第一辑)》初版前言

在党中央“国运兴衰，系于教育”、确立教育优先发展地位的战略决策指引

下，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课程改革，方兴未艾，并且渐入佳

境；而作为课改的一项重要内容——校本教材，早已被我校纳入教育改革的整

体规划之中。

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贯串十多年、由苏州中学四位校长任课题组组

长的苏州市、江苏省教育研究课题《主动学习教育模式的构建》(即《普通高中学

生素质教育研究》)，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总结了构建“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内

课外相结合”教育教学体系的实践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是：选修课在新

课程结构中确立了重要的地位，选修课纳入了课程改革的项目中，并以此为动

因推进考试改革，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当时开设的选修课就包括弘扬吴文化、

探讨校园文化和采写苏中校史等内容。

——校本教材的构想，在襁褓之中。

1995年出台的学校《教育现代化工程实施规划》描绘了苏州中学现代化的

蓝图，提出“压缩必修课，增设选修课”，创设既富有苏中校园特有的文化氛围又

充满现代气息的育人环境。《规划》要求“充分挖掘悠久校史中丰富的教育资

源，激励学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

感，献身四化，振兴中华”o

——这样，校本教材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呼之欲出o

1999年，以校庆九十五周年为契机，校本教材的编纂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由于本校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景观”丰富，英才辈出，因此，它是一项要求高、

难度大、周期长的教材改革系统工程。然而，我们决心把这项“利在当代，功在

千秋”的工程进行到底，方向明，措施实，干劲足。从规划到选题，从搜集资料、

求证钩沉到布局谋篇，增删修改，辗转五年，中间虽有周折，但总体运作始终不

辍，终于赶在学校“双庆”(府学千年，新学百年)之际的2005年，《苏州中学校本

教材(第一辑)》新鲜出炉。

第一辑围绕校史这条主线，从不同侧面确定选题。学校认为，要发展苏中

特色教育，首先要承传苏中教育特色，要让莘莘学子懂得自己心灵的故乡的千

年底蕴：名相办学，名流长校，名师执教，名人辈出，名闻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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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套容量300万字的主题鲜明的校本教材初具规模——

文言文读本《紫阳书院》。紫阳书院时期是千年府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

要的阶段。该书是“千年府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翔实的史料，记述了自清

康熙五十二年(1713)伊始到上世纪初(1904)一百九十一年间紫阳书院的(办

学)方针、形制、沿革、兴衰，以及历任执掌的名流和不断涌现出来的诸多名人学

者，让我们感受到此地从来就是培养精英的著名学府。

传记类读本《三元春秋》。这是《百年苏中》(《三元春秋》《碧霞春雨》《道山

春晖》)的第一卷。《百年苏中》以史为经，人和事为纬，为二百余人立传。取材

不拘一格，如“乱针绣”，交织成美丽的风景长轴；只见在学校发展的长河中远逝

的风帆，似乎在召唤后来者继续乘风破浪。

散文体读本《激情岁月》。这是形神兼备的回忆性散文。该书的作者系

5l_3届校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内容反映校友在抗美援
朝期间的风云岁月，从一个侧面感受到20世纪50年代苏中校园的沸腾生活，能

激励广大后学励精图治，奋发向上。

历史读本《苏州中学校史(1949--1999)》。这是一本地道的校本历史。它

分上下两卷，以学校发展和教育改革为主线，总结新中国成立50年来，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苏中历任校长带领师生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沿着新世纪的大道昂首阔步的同时，别忘了留住记忆，重温昔日的辉煌，感悟

前人披荆斩棘的艰辛。

为适应日益深化的课改的需要，在首辑校本教材成功面世的基础上，根据

规划，校本教材将按校史类、学科类、校友类(苏中百年，学子数万，他们的业绩

是学校宝贵的精神财富，《激情岁月》开了个好头)继续编纂下去。可以预料，从

第二辑起，教材的内容更加充实，选题的视野更加开阔，因而学生“选修”的空间

更加绰绰有余。

然而，校本教材的意义不仅如此。

校本教材的面世，是继《苏州中学校史(1035--1949)》出版之后，学校发展

史上的一件大事。五年前，我曾在那本校史的序文中提倡学点校史。今天，我

愿意重申：苏中人，那些有志于成为苏中教育传人的老师们，认真学点校史，认

真阅读这一辑以校史为主题的校本教材，把它作为业务进修的重要内容。由于

越来越多的新教师加盟，苏中实力明显提升，保持了苏中这所传统名校的整体

优势，但不免带来对校史知识的“贫乏症”，这无疑是有悖于苏州中学传统精神

的。我们不仅要有扎实的各科专业知识，而且也要有自己学校——自己心灵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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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丰富的知识，这才是完整的、适应苏中教育需要的知识。我主张，担任一定

领导职务的干部、教师，更应带头学习，研究形势和任务，读好苏中这本书。而

要做到这一点，进入角色很重要。心仪苏中，感动苏中，才能产生读懂苏中的欲

望，才能肩负薪火承传的使命。我想起了已故校长沈仰石，从他上任伊始起直

到退休之后，总是念叨着“苏中这本书，要好好读⋯⋯”这种热爱苏中、献身苏中

的精神令人感佩。读通读懂苏中这本厚实的书，我不敢以好学者自居，但愿以

虔诚谦恭之心，与广大热爱苏中的读者们一齐努力。

最后，尚有两点说明：

其一，由于时间仓促，本书编者来不及就如何使用这套教材作通盘考虑，也

未明确具体教学要求，诸如教学课时、教法点拨、思考与练习、研讨与对话等。

只能寄希望于使用者的创造性劳动或期待再版时增补。

其二，史料的收集、筛选、甄别是很严肃的事，而观点的提炼和形成需要科

学的论证。同样由于编者的学识有限，加上时间仓促，教材中或多谬误不当之

处，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教师不吝指正。

2005．7



序

Preface

苏州紫阳书院是江苏省苏州中学的前身，清康熙五十二年由理学家、江苏

巡抚张伯行仿福州鳌峰书院的先例而创办，地址在府学尊经阁后。紫阳书院虽

说开办时间较晚，却由于其规模、影响，特别是由于聘请了众多名人学者掌院，

在一百九十一年办学史上共有二十八位山长，其中彭启丰、石韫玉两位是状元，

邹福保、冯桂芬两位是榜眼，蒋元益是会元，清一色的进士出身，规格之高，全国

书院所仅见。又集中了大批大儒，理学、经学家讲学，培养了众多全国一流的学

人，如钱大昕、王鸣盛、董国华、王昶、汪存宽、钱策、曹仁虎等，其中彭启丰、石韫

玉、吴钟骏、钱綮、陆润庠为状元，邹福保、王鸣盛是榜眼。紫阳书院以其出色的

办学成就雄踞东南，名扬天下，成为跻身全国一流的省城书院。尤其是书院形

成的优良的办学传统、行之有效的办学经验和措施，薪火相承，直传至今，成为

苏州中学宝贵的精神遗产。

苏州紫阳书院据说曾编过一部院志，失传了，颇为可惜。现在的《紫阳书院

志》是由我校退休教师杨镜如花了一年多时间、精力编写的，搜罗广泛翔实，难

能可贵。该书横向以人物为纬，辅以碑刻，纵向以概述、大事记为经，经纬交织，

给人以立体、完整的印象。

编写校史是为了回顾以往，总结经验，发扬传统，更好地前进。《紫阳书院

志》的编成，是苏中校史上的一件大事，填补了空白，是该校校本教材建设的一

个重大突破，对苏州中学今后的发展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对苏州的教育界也

同样具有借鉴的作用。

《紫阳书院志》是献给苏州中学“双庆”盛典的一份厚礼，为“双庆”活动增

添了光彩。这本书是“府学千年”的一个分册，我们期待着“府学千年”的姊妹

篇，另一个分册——《苏州府学志》早日诞生。

愿苏州中学师生借“双庆”的契机，努力奋斗，为实现“国内一流，国际先进”

的目标，创造出无愧于前人的更辉煌的业绩。

我很高兴说以上几句话，作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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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书院概述

苏州紫阳书院始建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于光绪三十年(1904)改办江苏两级

师范学堂而结束其使命，其间共历191年。紫阳书院存世时间并不长，不如白鹿洞、嵩阳、岳

麓、应天府书院等办得早，甚至也不如苏州本地的学道、甫里、文正、文学等书院办得早，但由

于名师治校、治学严谨、规模较大，又涌现出大批名流学者而为史家学人所盛赞。所谓“有

清一代，唯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诂经精舍、广州的学海堂等，都以讲求实学著名当世”。

(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

一、书院创办的背景

书院一词由来已久。从史书上看，大约唐代就有，如丽正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

这是朝廷修书、校书、藏书的地方。唐代也有私人读书、藏书处称为书院的，如杜中丞书院、

李宽中秀才书院、赵氏昆季书院等，但只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与书房相仿佛，不是后来意

义上的书院。

我们所说的书院，是指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一般的书院在宋、

元、明、清时高于蒙学程度，不列入国家学制。而另有一种书院则集讲学、研究、祭祀、著书、

读书、藏书、校书、刻印书籍为一身，是一种综合教育机构。苏州紫阳书院就属于后一种。

书院之兴，是由于学校遭到破坏，所谓庠序之教不修，立精舍以为讲习之所。在古代，官

办的学校兴旺，书院就消弱；学校衰败，书院就兴盛。两者就是这样相互消长的。

书院经宋、元、明三代而进入清。

自从女真族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金政权之后，再20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

世祖人关，定鼎北京，人主中原。清初统治者对国内各族(特别是汉族)实行高压政策，在军

事上，于各省设驻防军，严加防守；在风俗上，强令改俗，服满人衣冠，剃发结辫；在文化思想

上，大兴文字狱，稍涉嫌忌，即予屠灭，往往株连数十上百，甚至数千人；在教育上，则推行官

办学校，大兴科举，钳制人民思想。鉴于私人书院以传播理论、聚徒讲学为主，特别是无锡东

林书院顾宪承、北京首善书院邹元标等一批人以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主持清议为己任，所以

清统治者对书院疑忌兼之，采取压制、严禁的态度。顺治皇帝的上谕“不许别创书院，群聚

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正反映了这种心态。甚至俸度欲为白鹿洞书院聘请

一位掌院，礼部议复“应不准行”，且批下如下一段话：“至于设立书院择一人为师，如肄业者

少，则教泽所及不广；如肄业者多，其中贤否混淆，智愚杂处，而流弊将至于藏垢纳污，如释道

之聚处寺庙矣。”人多不行，人少也不行，简直是强词夺理。所以清初近百年，书院十分

沉寂。

但压制不如控制，不如“固其俗以柔其人”。清廷设学校、祀孔孟、尊理学、倡科举、编类

书，尤其注重对汉族士大夫阶层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笼络，来防止他们的反清情绪，使种种举

措成为羁縻汉人的工具。

及至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才改弦更张，变禁止书院为创设书院了。上谕日：“朕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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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才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是以未尝敕

令各省通行，盖欲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

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竟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

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封疆大臣等并

有化导士子之职，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械朴之化。则书院之设，于士习文

风有裨益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着该督抚商酌奉行。各

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久。”(《清通考》)一时之

间，各省城都办起了一两所规模较大的书院，如浙江的敷文、江西的豫章、湖北的江汉、山东

的泺源、山西的晋阳、广东的端溪及越秀、湖南的岳麓及城南、广西的秀峰及宣成等。此类书

院与官办之学校并无很大差别，也无本质之不同，只是学校的补充，以科考为追求目标，所以

有人认为：“此种举措的动机与开四库全书馆，借整理之名以行焚毁之实的政策作用相同。”

而当初圣祖仁皇帝的一封诏书，似乎又改变了部分书院办院的方向。

皇帝诏日：“朕自冲龄即好读书，亦好写字，一切经史，靡不遍阅成诵。在昔贤哲所著之

书，间或字句与中正之理稍有不符，或稍有疵瑕者，后儒eP)bll指摘，以为理宜更正。惟宋之朱

子，注明经史阐发载籍之理，今五百余年，其一句一字莫有论其可更正者。观此，则孔孟之

后，朱子可谓有益于斯文，厥功伟矣。朕即深知之而不言，其谁言之!特谕集议优崇之典，今

以朱子向祀孔庙东庑之列，应如所议，移于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先圣，以昭表率先贤之意。

其以六月十五日丁卯本主升配祭告。特谕!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二、紫阳为官办书院

书院有官办、私办两种。官办书院始于元代，一般与官办的州学、府学、县学无多大差

异。而私人书院创办者往往为某学派创始人，他们借书院传播自己的理论、学说、观点。苏

州紫阳书院和福建鳌峰书院一样，都是巡抚张伯行一手创办的，也都是官办性质的书院。

我们说紫阳书院是官办书院，有以下四方面的依据：

(一)地方官奉命办书院

创办人张伯行是江苏巡抚，紫阳书院是由他奉皇上圣谕创设的。这不同于由学者、文人

创办的书院。“地方官奉命办书院，督抚一级的所谓封疆大吏如康熙时的张伯行、鄂尔泰，

乾嘉时期的毕沅、阮元，道光以还的曾国藩、张之洞等，往往以文字、经学自许，而又以培养治

术人才相标榜，许多书院都是他们所护持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张伯行办紫阳书院的B,1N不及他办鳌峰书院长，第二年就离开了苏州了，许多事都未及

办，但可以从他办鳌峰书院的情况来推断。只要时间允许，他也一定会像鳘峰书院一样请皇

上颁赐瞒额，颁赐经史典籍，请拨官帑为膏火等。正如费元衡在《行状》中所言：“其(紫阳书

院)规模制度及讲贯课试之法，大略与闽(鳌峰书院)同一。”

这就决定了紫阳书院的官办实质。

(二)山长、讲师均由官府聘请

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载“国子监虽设于京师，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胥

会，则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居讲习者固宜老成7订望，而从游之士亦必立品勤学，争自濯磨，

俾相观而善，庶人才成就，足备朝廷任使，不负教育之意。”又载：“书院师长，由督抚学臣不

分本省邻省、已仕未仕，择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厚给廪饩，俾得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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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导。”

山长为书院之长，虽说乾隆帝曾下谕：“既日书院，则主讲席者自应称院长，着于各督抚

奏事之便，传谕知之。”(乾隆三十年《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但习惯上仍称之日山长。盖自

赵宋以来，书院概建于山林，以山长呼之。比如，江苏巡抚王师礼聘沈德潜、巡抚丁昭礼聘夏

同善、巡抚李鸿章礼聘俞樾为紫阳书院山长，所谓“省会书院，大府主之；散府书院，太守主

之”(载钧衡《桐乡书院四议》)。

山长的资格是有严格限制的，即必须有科甲出身。据《同治苏州府志·学校》载，紫阳

书院前后共28位山长，其中彭启丰、石韫玉两位为状元，邹福保、冯桂芬为榜眼，蒋元益为会

元，余均为进士。 t

省会山长虽不是在籍官员，但也须受官府严格考核，“学臣三年任满，咨访考核，如教术

可观，人才兴起，各加奖励”；六年后“著有成效，该督抚学臣酌量提请议叙；毋得视为具文，

亦不准滥行题请”。(见《大清会典》)

清高宗专门提到紫阳书院的山长廖鸿章成绩卓著，超过六年却无人奏明，对此大为不

满。高宗对紫阳书院的山长沈德潜、彭启丰也很了解，称其为“堪称师儒之席”者。

山长不仅有可观之收入，而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新山长到院，地方官必带领生员迎

接，“与山长行宾客之礼”；而新任地方官到任后，亦往往前去拜望山长大师。山长大师常常

是大吏们的座上之宾，还常常一起讨论军国大事。例如，俞樾经常和李鸿章、曾国藩通信，坦

陈政见。

书院山长一年一聘，大多在年前由书院所属地方长官发出聘书，并附聘金，郑重礼聘。

“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礼宾之。”(冯桂芬《重儒官议》)“即当事亦均以师道尊礼之(钱大

昕)。”(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大昕墓志铭》)

这种厚给修金、礼若上宾的做法，虽是控制书院的手段之一，但客观上也造成社会尊儒

崇道之风气。

不仅山长由官府聘任，讲师亦由督抚学臣敦请，所谓“嗣后书院讲席，令督抚学臣悉心

采访”。

(三)由官府控制学额，考核生员

．清代之书院和宋、明时的书院不同，生徒有名额与籍贯的限制，招收的权力不在师，不在

书院，而在于官府。清代书院名额主要依据经费的多少、规模的大小以及主管衙门的等级和

学生的资格来确定。紫阳书院这样的省城府级书院人数常在数百人之谱，“诸生中材器尤

异者，准令举荐一二，以示鼓舞”(乾隆元年“上谕”)。《大清会典》卷三十三：“书院生徒，由

驻省道员专司稽察，各州县秉公选择，布政使会同该道再加考验。果系材堪造就者，方准留

院肄业。”《大清会典·事例》乾隆九年议复：“通行各省督抚会同学政，将现在书院生徒，细

加甄别，务使肄业者皆有学有品之人，不得莠良混杂，即令驻省道员专司稽查。”并重申：“嗣

后各省书院肄业之人，令各州县秉公选择报送，各布政司会同专司稽查之道员再加考验，其

果材堪造就者，方准留院肄业，毋得滥行收送。”

入学的生员大多分籍贯，如苏州的平江书院专课长洲、元和、吴县的童生。而紫阳书院

则稍异于此，江浙的生员均可人学，甚至远及山东、广东等省，所以有生员不顾路途遥远，爬

山越岭来紫阳书院投于高师门下。

“乾隆元年，命免举贡生员杂色差徭⋯⋯嗣后举贡生员等，著概行免派杂差，俾得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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肄业。”(《清通考》)由政府列出对生员的优待条件。

对生员的品格要求很严，“士先识器，而后文艺”，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中选拔人才的原

则，“务取志在实学，不骛声色之士，尤宜心地淳良，品行端洁”，“行诣笃实，资质敏悟，精神

充足的生员”。

书院又有甄别一法，意在选贤绌恶。

书院课程分官课、师课两种。

考课之用于学校，始于北宋的王安石，即王所推行的“三舍制”，以考课定升降舍。考课

是一种学业考核制度，用考课来督促生徒努力钻研，写出论文，也可以说是一种讲习的方法。

官课由官员主持，由总督、巡抚、学政或布政使、按察使、运使道台等轮课，以时文试帖为

主，范围在“四书”之内，由官员亲自出题、阅卷、评定高低、发放奖金。官课一月一次，也有

加课的，于课外另课诗赋、杂体。主试者每逢出题，恒自撰程作(范文)一篇，供生员学习、

揣摩。

苏州紫阳书院“每会课，请掌教先生先将题之道理、节旨、字句、虚实一一发明，何为切

实，何为浮泛，一一剖析指示，并作为题解以示诸生，俾于题之真铨实谛一一明白，将来触类

旁通，自然识见透彻，看书有眼，不至有文无题，于诸生有益”(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

檄》)。石韫玉就从中获得很大益处，后来他回忆道：“每会课命题后，则相与讲论题旨及作

文之法，各出其所心得，予从其后窃闻之，集思广益，所得于师友之助良多。”(《独学庐四稿》

卷三，《院课存真序》)

师课又叫斋课，考试形式大多参照官课，不过由监院监场。“通例辰刻由监院饬院吏督

同号役持名帖，请院长出讲堂公座点名。点毕退，监院饬吏缮写题纸，签押张贴”，考试内容

比官课多，课词赋、古论等。

陈宏谋《培远堂集·书院条规》中言I“一、每月两课，官课一次，掌教课一次。课卷分一

二三等为次序，一等者首名给赏一两五钱，余一两；二等六钱。每月课文二次，讲书六次，或

四书，或经，或史，不拘长短。一、凡课期，毋论在院、附课均齐集讲堂上，安桌列坐，将大门封

锁，不许一人出入。”可见考课已成定规，纪律十分严格，膏火奖励也非常可观。

考课不但和膏火奖励多少相关，甚至还和是否得以住院有直接关系：“正课连列劣等三

次者，降为副课；副课连列劣等三次者，降为外课；外课连列优等三次者，升为副课；副课连列

优等三次者，升为正课。”赏罚分明。

正课分内课、外课两种。内课是住院生，外课则是走读生。副课也叫附课，是旁听生。

内课名额有限，有膏火；外课也有膏火，但少于正课。

官府还明令：“诸生中材器优异者，准令荐举一二人，以示鼓舞。”(《钦定学政全书》)

另外，清代对生员的年龄、籍贯、贫富没有过多的限制，但出身必须清白：“定例：倡优隶

卒之家，不准考试。其皂隶、马快、禁卒之子孙，有朦混捐纳者，俱照例斥革。”(《清通考》)总

之一句话，出身低下者，不准人书院就读。

(四)经费由库银拨给，或划学田提供

据《清通考》载：“雍正十一年，命直省省城设立书院，各赐帑金千两为营建之费。”甚至

还说不足部分可用“存库发商生息”的办法或“在存公项下拨补”的办法补偿。《同治苏州府

志》载，同治十年(1871)，巡抚张之万拨给藩库银六千两生息，增诸生膏火。又据《苏藩政

要》载：江苏省紫阳书院于乾隆三年(1738)，奉前抚宪杨(永斌)奏请，将扬、海二关之规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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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四万两交两淮运司发商营运，每年生息银四千八百两，内除每年应解学院书役、廪工银五

百两，又文待诏、祭品银十二两，文庙不敷祭品银一百六两二分四厘外，余银四千一百八十一

两零归人紫阳书院，以充膏火。

另在该书“紫阳生息”项下作如下记载：“此款自道光六年经贺前司详明于节省漕费银

内拨银三千两，分发长、元、吴三县，发交典商营运，按月一分生息，每岁共得息银三百六十

两。遇闰加增银九十两。由该三县按季解司，拨充书院经费之用。”

再一是来自于学田收租所得。学租钱粮由各学征收，即学田所完之租也。例应按年完

解司库，抵解书院、衙门，赈济贫生及修理学宫之用。

据《同治苏州府志·学校》记载：“康熙五十二年，巡抚都御史张伯行拨吴江县水北庵僧

人官田以廪诸生。雍正十一年，世宗宪皇帝赐帑一千两，令官置田。十三年巡抚尚书高其倬

拨给赎锾并变卖废祠银置田。”

学田收入乃供书院开支，而且明文规定公田私田“各隶其籍，上下不相侵凌，即彼此不

得强为移置”(《清续文献通考》卷一oo)。

这些银两主要用于师生教学、生活、祭祀及讲会等项活动开支。书院除不收学费外，并

订有津贴寒士膏火的办法，所谓“皆奉旨赐帑，赡给师生膏火”(《清会典》)。这些津贴不仅

可供学生自给，还可赡养家室。

官府拨给帑银，划拨学田供书院开支，为加强控制，不仅须“委员经理”，还每年造册报

销，以便稽核。(《清会典》)

综上四点，可见紫阳书院是一所官办书院。

书院与“天下第一清官"

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号恕斋，后以为学之要在于一敬，更号敬庵。先世从上

蔡移徙仪封，遂为仪封人。张伯行幼即颖异，七岁入小学，恂恂恪恭有儒者气象。赣榆倪长

犀以翰林授仪封令，于义塾见张伯行所作文，说：“此大成之器也。”康熙二十四年(1685)为

进士。后多年治河，从家运粟、钱、绵衣数船分济冻馁灾民，并开汶上县、阳谷县仓，动用二万

二千余石谷物赈济灾民。圣祖仁皇帝巡阅河工，特赐“布泽安流”匾。康熙丙戌年(三年，

1646)冬十月迁任福建巡抚，仅两月而廉惠之声已深人人心。御赐“廉惠宣猷”匾，并应求赐

张家庙“积善余庆”匾。闽地乃故理学名邦，自杨龟山载道而南，三传而得朱子，集诸儒之大

成。嗣后名儒迭兴，号称海滨邹鲁。张伯行以为此邦之士可与振兴绝学，于是建鳌峰书院于

省城，俾有志正学者偕来肄业，还拿出家藏千卷书，并广搜前贤遗书、先儒文集，命学者分任

校订，次第刊布之。于是士皆鼓舞振兴，理学复明。圣祖御赐“三山养秀”匾，又赐御纂书

籍。书院弦歌不绝，皆先生倡导之力也。康熙四十九年(1710)二月移抚江苏，士民攀留不

及，皆呼号如失怙恃。

张伯行移驻苏州，当时连年灾梗，民不聊生，张伯行正忙于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夙夜匪

懈，突然爆发辛卯年(1711)秋江南科场案。当时，两江总督噶礼性鸷骜，大张威福，意所不

可，必巧构阴中以祸，虎噬狼贪，人人不寒而栗，众莫敢撄其锋以贾祸。张伯行与噶礼议事辄

龃龉，行事每掣肘。张伯行上疏，称事由制府，并暴其生平贪暴状。噶礼暗中施法，屡次具折

参张伯行。此案前后近年，三上三下。最后康熙帝裁决：张伯行乃“天下第一清官”，“噶礼

操守朕不能信，微伯行在彼，江南睃削半矣!”命伯行“仍留原任，噶礼革去，科场作弊诸人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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