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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河南书院教育筒史

、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文明发达最早的地区。从唐他
：r 东都洛阳刨设第一所书院起到清末河南省各级各类书院改为学堂

止，1100余年间，今属河南省境内(以下简称“河南，，)的各级．

n‘7 各类书院对传播中华民族文明和培养造就人才发挥了重要的教育’
4

作用。河南书院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教：
育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

，

孓
慨 》

；
“√，●

第一节，唐朝歪北宋初叶河南书’

．，．院的起源及其教育制度

． ’的形成’o’7 。’。．

h

。

，

， 河南书院的起源始于唐代。延至五代十国时期，河南的几J孵

书院已显示出作为教育机构的根本属性。列北宋初年，河南书院。

较为系统的教育制度已经初步形成。而且，北宋初年河南的书晓
教育蓬勃兴起，对全国书院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 -．

‘
。

● ● ‘

二、河南书院起源于官方设立 、

j‘

，

“

，
‘

f ‘

就全国范围而言，书院的起源分官方设立和私人创办两种。

根据史书典籍记鼗，。笔者认为。河南书院起源于官方设立。．i：：

～1～一 ／

、／～
>



唐朝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 玄宗李隆基～这位历史上

=比较开明的皇帝为了更好地治理天下，纳学者马怀素之谏，钦命

，在东都洛阳的明福门外修建了、“丽正书院”。李隆基下令，将全

届的各种图书典籍收藏其中，并组织一批有学识、r有见解的学者

．如盛唐著名诗人王湾①及学者陆绍伯等在这里对图书典籍进行考

订，校勘，以确定书籍的真伪，正误和优劣。在整理，校勘经典

著作的过程中，。洛阳丽正书院的学者逐步积累和掌握了较为丰富

钓研究成果，’帮助皇帝“质史籍疑义"、“以辨明邦国之大典，

丽备顾向应对。凡有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
^求：焉，，。②由此可以看出，洛阳丽正书院(河南省建立最早的第

一所书院)事实上成了唐朝东都的一所国家图书馆。它尽可能收

藏全国的各种文献，资料，图书，典籍，自然也包括了当时文学

家、教育家、学者、文人们的所著书籍，而后进行认真的研究和

评价，从中发现当时有真知灼见的治世人才，向朝廷推荐，张说

③总其事。因此，可以说洛阳丽正书院既是全国的一个图书学术

①王湾；生卒年不详，洛阳人，先天二年(713年)登进±第，与著

名诗人綦毋潜友善．开元初(714)为荥阳主簿．，后马怀素请校正群籍，

召博学之士，分部议次，王湾亦在选召中．校罢，又与学者陆绍伯等同校

洛阳丽正书院藏书．湾诗名早著，往来吴，楚间，多有著述．其。海日生

残夜．江春入旧年’．之句．最流诵人口．张说手题于政事堂。每示能文

之士，令为楷式．官终洛阳尉．湾诗以<奉使登终南山》一首为著称，今

尚传． ；‘。
。． 誓．，

②引自‘唐六典'o · i：

③张说(667—730)，字道济，又字说之．洛阳人．永昌元年(689) 鬟
举贤良方正第一，授太子校书郎，迁左补阙．预修l三教诛荚'．后为兵 毒：

部侍郎．弘文馆学士．景云元年(7lo)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后
”’”

拜中书令，封燕国公．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时人以与苏通． 并称为 ．

。大手笔。j索与姚崇不相能，罢为相州剌史，累徒岳州．后复为中书令．

开元十二年(724)唐玄宗命兼管丽正书院事．著有文集30卷． ’

， 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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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又能发挥向朝廷举荐贤才的特殊作用，不失为当时睁

一个搿人才信息库"。开元十三年(725年)， 钦命洛阳丽正书

院改称搿集贤书院势， “集贤’’也就是“罗致贤才，，的意思。突

出说明皇帝十分重视书院举贤荐才这一功用。从725年起， 洛阻

集贤书院进一步汇集了一批熟悉经史掌故，学术水平较高的学者

和文人，加强了对古今图书典籍、著作、文献的研究评定。他俩

不断将其最新研究成果提供给皇帝咨询和参考，或引经据典向皇

帝提出某些政策性建议，积极参与国家政务。使得洛阳集贤书院

成为与长安“丽正书院"(成立于开元十一年，是全国最早成立

的官办书院)齐名的两个全国性比较稳定的学术活动基地。

诚然，唐代河南洛阳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仅具有图书学术研

究和举荐贤才的作用，还不是后来那种聚徒讲学的教育机构。但

它的建立却开创了河南各级各类书院兴起的先河，为以后书院教

育制度在河南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唐朝政府在洛阳设立书

院，对河南书院教育的发展是有开创之功的。丽正书院一开始就

突出藏书和举荐人才的作用，孕育了书院趔育人"和“研究经史

典籍"的学风。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造就了一个重要的阵地。

这也是书院教育长盛不衰的一个基本原因。 。

4二、+河南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演变过程

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唐朝灭亡， 中国历史进入“五代

十国"分裂动乱时期。乱世之下，一般来说，学校教育是衰微．

的。而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官学遭受破坏、库序失教的状

况较全国各地更为严重。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却直接促成了中原

地区私人创办书院、学舍之风的兴起。其中，最著名的是后晋

(公元937至946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s)相继创设的蛆

_3～



’。德军《今商丘)南都学舍和登封“太乙书院，，，。j‘@．‘j。rh：4

i¨+，归德军南都学舍是著名的，应天府书院矍。的前身，：由当地热

：心教育的邑人杨悫创办，’趾在今商丘县城西北隅。南都学舍建有

：藏书楼，继承了丽正书院藏书的传统。书楼雄伟壮观，表明创办

者延揽四方名士，聚徒讲学的心迹。此举受到归德军将军(当地

：最高军政长官)赵直的鼎力相助。因此，杨悫办学成绩卓著，培

养出一些人才。名儒戚同文便是这些人才中的一位佼佼者，

登封太乙书院选择太室山麓风景秀丽，环境幽静的地方作院

一址，也建有藏书楼、斋房，’聚集文人、学者专心读书。大凡来这

里的文人士子一般都是学习儒家经书，．并且不愿在乱世为官者。

他们公推学有专长的人担任主讲，j精心研读《五经》，共同寻求

’_种避世隐居的消闲清高生活。当时这些文人士子以郑邀②为突

：。J出代表。登封太乙书院的创办时间虽比南都学舍晚10余年，‘但它

；直接用了书院这一名称，应该说是河南最早由私人创办的第一所

．书院。，如果说洛阳丽正书院是河南出现的第一所官办图书学术研

：究机关，那么归德军南都学舍和登封太乙书院则是河南最早显示

书院教育属性的私立书院。这两所私立书院共同揭开了河南省书

院教育史的新页。 ．

。

⋯_～：’ ’一

五代后晋末年，归德军南都学舍创办人杨悫去世后，其高足

弟子戚同文继承了老师的事业，把南都学舍的讲学活动推向新的

，①早在登封太乙书院创办前，后唐清泰元年(934)至三年(936)进 ；，。

士庞士就曾于此处聚徒讲学，为太乙书院在此创办打下了基础．
‘

。§”
’

，②郑邀(866—939年)，字云叟，’滑州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人，昭 2
‘宗时，累举进士不第．遨打算携妻子隐居山林，其妻不愿．遨乃薄游诸 五
’郡，得钱数百缗赡养家室．而后独往登封嵩山．在这里，他著《拟峰诗'

’。

。06章，以导其趣．其妻多次撰书信劝他还家，遨均不阅，尽投于火．他与

本道殷，罗隐之甚友善，世人称他们为。三高‘±，．唐．晋等五代时的国

君召拜高官，郑邀均坚辞不受．著有‘咏酒诗'、文集等20余卷传于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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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 归德军改称宋

州。北宋既统一海内，乱世渐乎，文风日起，．‘士子纷纷要求就学

读书。但当时北宋政府尚无暇顾及教育，没有充足实力兴学设

校。。宋州南都学舍在这种形势下就显示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文

，人，6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远千里而至宋州者络绎不绝。同时，值

得注意的是，许多文人、士子的思想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由

乱世时期的“穷居草野、不愿为官”转变为治世时期的“显身扬

名、居官从政”。例如，南都学舍从戚同文学习的文人士子先后

有百十人参加宋朝政府举行的科举考试，‘叫登第者五六十人，

’宗度、许骧、陈家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

7阎。，，①著名的北宋大政治家范伸淹，少年时慕戚同文名，’从家

j乡山东淄州来到河南宋州，拜戚同文为师，在南都学舍苦学’5

j年。戚同文赞扬范仲淹有颜回求学的精神， “并把他当作自己的

．颜回，，， “虽然他每天只有稀粥和咸菜充饥，但他胸怀壮志，发

愤读书，昼夜不息"， “在戚同文的精心培育之下，他不但获得

i4了渊博的学识，而且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为他以后的事

j业奠定了基础。罗②南都学舍教学成绩斐然，太乙书院讲学活动

盛行，东西呼应，名震华夏。河南书院教育从此步入新阶段。这

：一事实充分说明-宋州南都学舍和登封太乙书院共同完成了河南

：省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演变过程。在北宋初期的30余年间，这两

，所书院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讲学教育机构，培养出了÷些治国安

邦的人才。而且，这两所书院的教育成绩逐步引起朝廷的重视。

‘，宋廷认为这两所书院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书士子求学的迫切

。要求，又为统治者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官方给予私立书

貌告定，支持和资助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一

、 ， ， ：

①引自‘宋史·戚同文传'． ‘

‘： ．， ，。， 、

：@沈其丽‘应天府书院简介'．转弓I真‘河南教育志资料选编'总第

13期第11页．．，．．： ， ．。r， 。：：■．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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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书院教育制度的形成

：： 北宋至道三年(997)， 宋太宗赵炅赐登封书院匾额及印本

《九经》，并将太乙书院改称太室书院。《九经》即儒家9部经

典，《易经》，《尚书》，《诗经》，《左传》、《礼记》、

‘《周礼》、《孝经》、《论语》和《孟子》。此举是宋朝政府对

河南私立书院的第一次肯定，赐《九经》还明确规定了书院教育

的内容和范畴。显德二年(1005)，宋真宗赵恒升宋州为应天

府。应天府民曹诚曾为宋州南都学舍学生，对其老师聚徒讲学的

情景十分怀念。于是，他慷慨捐资300万， 就戚同文旧居修建学

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恢复了应天府南都学舍①。 曹诚为赢

得政府对书院教育的进一步支持，决定将所建学舍、“书籍悉数捐

．给政府，并上书请求让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讲南都学舍。大中祥符

二年(1009)，宋真宗亲自批复曹诚提出的请求，钦命端明殿学
“

士盛度②文其记，前参知政事陈尧佐③题其榜，表彰曹诚恢复南

都学舍之举，并御赐书院匾额“应天府书院"。因人称戚同文先

生为“睢阳先生，，，所以又称南都学舍为“睢阳书院"。宋朝最
， 高统治者宋太宗和宋真宗分别御赐两所书院匾额之举，大大提高

了书院的地位和声誉。此后，一些有远见的官绅仿效朝廷的明智

之举纷纷捐助资金、田产，支持书院的教育讲学活动，成为书院

①朱太平兴国元年(976)戚同文去世后，南都学舍教育曾一度中
●

、

断．
、

。 、

，

②盛度(t—1039年)．字公亮，杭州余航人，好学举为进士，迁

为翰林学士，与李宗等编<通典'．‘文苑英警等书．景事鑫间以礼部侍
郎参知政事，迁知枢密院事．后知应天府，以疾致仕卒． 5．

③陈尧佐(963一1044年)，字希元．祖籍河朔，．曾为书院教育家种

放的高足弟子．举进士后，仍读书不辍．官至参知政事．着有文集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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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①宋廷通过对书院的这种支持和资助，在

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满足了读书人求学的要求，同时，政府也加强

了对书院教育的控制，较好地收到了借民力培育封建政治所需人

才的效果。宋初，河南私立书院教育的地位明显提高后，在宋廷

的继续支持下，书院教育制度的形成有了比较可靠的保障。同一

切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制定并完善书院教育制度经历了几

代人的艰苦努力。其中，晏殊和范仲淹对河南书院教育制度的形

成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晏殊(99l～1055年)，北宋著名文学家，工于词。 字同

叔，临川(今属江西)人。景德年问(1004至1007年)进士。他

任职应天府知府时，对书院教育极为重视。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

亲为诸生讲课，而且大力聘请名师任教，使得应天府书院得到了

较快的稳步发展。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因母丧辞去

了兴化知县职，在应天府居丧。晏殊又特聘范仲淹主讲应天府书

院。范仲淹欣然受命，认真总结先师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为书院

制定出一系列学规，提出“为学次序"和“读书次序，，，严格要

求院生学习。他在主讲应天府书院期间，写下了有名的《上执政

书》，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

“杜奸雄"、“明国事"6件大事。其中， “重名器”就是慎选

举，敦教育，初步形成了宋初河南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他重视

并竭力推崇书院的教育作用，一针见血指出只考试而不教育的科

举制度犹如“不务耕而求获，，②。‘在教育实践中，他还提倡“明

体达用"，提倡实地考察，使院生获得感性知识，强调苦学，把

①官绅创办书院以当时的退职宰相张齐贤为代表，他于大中祥符初年

【lolo年左右)隐居避静沟(在今伊川县境内)，捐田产巨资创建。和乐

书院。．主讲书院并延聘名师讲学其中．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张齐

贤谢世，和乐书院停办． ．

一

②引自‘范文正公文集’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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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人才作为书院教育制度的核心：这些精辟见解形成了完全区。：

别于科举的书院教育制度，使众多的经世致用人才脱颖而出。并’

对后代河南的书院教育能够沿着比较正确的轨道发展产生了极其+

深远的影响。’
。 。 ’

四、五代与北宋初叶河南书院培养人才例举一
。

五代、北宋初叶的100余年问， 河南各书院培养出一批政一

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人才，显示出书院教育优于各级官

学的属性。河南各书院培养出的这批人才对当时的社会作出了不：

同程度的贡献。兹举例简述如次· ．． ㈡

高颇(902～98S年)，字子奇，开封雍丘(今杞县)人，学’

，于归德军南都学舍，力学强记，手抄书千余卷，苦学精神堪称院：

生楷模。后参加考试，举为进士，任天雄军掌书记，退职后居雍。

丘30年，孜孜于讲学活动，受到读书士子的爱戴。他为家乡雍丘．

的教育作出了较大的建树。． ，． ．．

．．，

薛居正(912～981年)，字子平，开封浚仪(今开封县≯

人。学于宋州南都学舍，举为进士。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

官兵部侍郎，曾监修《五代史》。976年加封为左仆射， 官至司j

空，谥号文惠。著有《文惠集》30卷。 一 √
，

魏丕(919～999年)，字齐，相州(今安阳市)人，学于辉
县太极书院①，颇涉学问。周世宗时辟为司法参军，．历宋累皿至+

左武卫大将军，工诗文，喜与士大夫游接s一 一一⋯+

一．冯吉(919～963年)，字惟一，河南洛阳人，早年求学太：

乙书院，957年授官太常少卿。善属文，工草隶， 雅好琵琶，．
、

． ．

，

‘

①太极书院建于五代末年，位于河南辉县苏门山百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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