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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龙和晶

南昌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人文套萃、文化昌盛，早在旧石器

中晚期(距今四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繁衍活动。 自汉初建城

以来，一直都是郡、州、道 、府的治所，短期还曾做过南唐的南都，是江

西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 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给南昌留下了丰

厚的文化遗产。 那些可触可感的历代文物、口耳相传的流风遗韵、洋洋

大观的故事典籍以及在历史上涌现的众多名人，都承载着南昌的城市

记忆，构筑起南昌的城市文脉。

时代更替，岁月流逝，辉煌与沧桑的历史很难留下一部完整无缺、

细节详尽的实录，也不可能给我们留下一成不变的昔日场景。 无数发

生在这块土地上的重要事件，我们只能从文物遗址中去寻找痕迹;无

数活跃在这方热土上的先贤，我们只能通过史籍方志的记载去想象他

们的音容笑貌;无数影响人们生活的传统习俗，我们只能通过耳口相

传而得其大概。 然而，这些精之所存、气之所蕴、神之所附的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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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早已被南昌人民铭刻在岁月深处，并在踏浪前行的历史发展中，

藉以叩击新的梦想。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 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历史是城市的缩影

和积淀，做好南昌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利用工作，对于传承南

昌的历史文脉，提升南昌的文化品位，塑造南昌的特色魅力，凝聚南昌

城市文化认同感，增强南昌的综合竞争力，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正是

秉承"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城市历史文脉"的主旨，南昌市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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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社科院专门组织力量编撰了一套《南昌历史文化丛书~，这套丛书

涉及南昌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既有古迹风光，也有艺文风姿;既有科

宦风采，也有民俗风情，它们吸收了人们多年来对南昌历史文化资源

调查和研究的成果，把抽象化的文字资料、物态化的历史遗迹、多样化

的文化现象与精神化的人的心灵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点"与"线"的交

织中，呈现出南昌更为广阔的历史场景，揭示出南昌历史文化中更深

层次的个性内涵。这套丛书可谓套萃众美，通贯古今，图文并茂，雅俗

共赏，既是南昌文化建设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成果，又是继承和发

扬南昌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

文化是引导社会进步的标杆，只有记住曾经的沧桑，才能更好地

远行，只有铭刻历史的印痕，才能延续文明的薪火。《南昌历史文化丛

书》的编篡出版，无疑在这方面起到了引导和示范的作用，希望更多的

有识之士参与到发掘、研究、宣传、弘扬南昌文化的行动中来，续写元

愧于先贤、元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世的文在新番。 气
文化的延续性在于继承，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我们继承传统

文化，当然不是守旧复古，而是在发掘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

值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出具有我们时代特征的新的文化产品和新

的文化业态，为经济社会发展催生出新的增长点和动力源。为此，希望

广大读者借此丛书，在以新的视野和新的感受去寻觅、触摸南昌城市

发展的历史足迹之时，能从中汲取更多的南昌文化优良传统和精神动

力，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用我们的智慧和双手创造南昌更加灿烂的

今天和明天。

(作者系中共南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是担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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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南朝雷次宗说这里"水陆

四通，山川特秀，咽扼荆淮，翼蔽吴越"。 唐代王勃说她"物华天宝，

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濡下陈蕃之榻 o 物华天宝" "人杰

地灵这个原来本属于南昌专有的褒词，后来竟被各地随意效仿引

用，作为宣传自己家乡的赞语。"人杰地灵是说人才辈出，而人

才辈出则源自文化昌盛，源自教育发达。

南昌自古教育昌盛。 汉代程曾讲学豫章，数百人常居门下;唐

檀遭瞰章，教授弟a嗣·人。 三国时孙吴:7K相顾雍之子顾邵，年

二十七为豫章太守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摧置右职，

举善以教，风化大行" ({三国志·吴志·顾邵传~)。 东晋范宁为豫

章太守大设库序，遣人往交州取磐石，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

拘常宪，远近至千余人。 资给众费，→出私禄，并取四姓.嗨皆充

学生，课读《五经 ~o " ( { 晋书·范宁传~)。 东晋时范宣也是著名教师，

"常以教担.，."以致南昌"讽诵之声，有若齐鲁" ( { 晋书·范宣传~)。

唐代南昌文化教育继续发展，出现了一批推动文教的地方官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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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李行休镇洪州，下车逾月，虚心礼贤，流亡归附。 张锚大兴学政，

激励浮俗。 唐代的南昌地方官学，从大历十三年( 778) 开始，几次

迁徙，多有营建。 然而，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从唐代疆..南昌

出现了新的文化教育机构一一书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书院是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一朵奇酶，是支撑教育的主要支柱。

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学，自汉至清末，各府州县只设一所于其治所，

按照历代的规定，人数大致维持在 20 人至 60 人。 有些特定时期，

由于各种原因，学生人数会多一些，但这个基本数字未变。可是另

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人口却在不断增加。 唐天宝时(742一

755 )，江西有人口 158.6 万，而到清道光元年( 1821 )，江西人口为

2234.6 万，增长了十四倍({ 江西通史 》 第 4 、 9 卷)地方官学学额

这么少，怎能适应人口不断增加的形势?怎能承担教育的重任? 于

是，书院教育应时而生，应运而增。

对于书院史的研究，从上世纪前叶直至今天，多有著作与论文

问世。 宏观的探索大到"中国书院史" "江西书院研究"微观的探

索小到"白鹿洞书院史" "岳麓书院史但却鲜见"中观"的 、 以

地区为对象的书院史研究O

《 南昌书院史 》 是南昌社会科学院-同志的力作。 -君

首次以江西南昌地区的书院为研究目标，旁搜博引，翔实记述，以

历史顺序为主线，丰满而精致，深人而独到。 我有幸多次拜读书稿，

并与之讨教商议，每每感慨良多。

-君对南昌书院的阐述，既有整体概况的把握，也有脉络方

向的评析;既有宏观发展的铺陈，也有具体书院的解读，让我们能

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掌握南昌 105 所书院的活动轨迹。 -君对南昌

书院的论述是建立扎实的史料之上的。 在著作中，我看到了大量新

发掘的第一手材料，如陈宏绪关于陈陶书堂的论述、虞集的 《虎溪

精舍碑记》、 黄爵兹的《经训书院记》等等，不一而足。 更难能可贵

的是'.君还运用了大量的文人诗词来求证书院或讲会的概况和

活动细节，这些厚实的史料为本书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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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对南昌书院的分析，还特别注意将其放在时代环境与学

术承传之中，如唐五代的援佛人儒、北宋时期的家族文化、南宋的

朱陆之争、明代的江右王学、清代的经学影响、清末的西学与改制，

力图从更大的视野去观照时代给予书院的历史痕迹。而在上述讨论

中，作者又将书院活动与学者文人讲会、结社、雅集融为一体，呈

现了一幅纷繁别致的南昌书院的文化场景。同样新颖的是，作者对

书院地理的分布和发展走向多用图表呈现，并以此对其中的年代、

位置、起伏、消长进行统计分析，这或许是大数据时代青年学者新

的尝试吧。

..君是一位勤敏敦厚、好学善思的江西学者，文学硕士与博

士的系统训练使其对古籍的理解、鉴识和运用有着专业的敏锐，而

其对教育史、文学史、思想史的融汇，使其对书院的发展有独特的

判断。我以为， ~南昌书院史》的问世，是书院研究的一个硕果;对

文史研究工作者来说，对热爱江西文化的广大读者来说，是一件值

得庆幸的喜事。 我相信读者朋友研读之后，一定会获益良多。

是为序。

于 2015 年国庆胡青

(作者为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国家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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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

江西书院研究会会长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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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它是介于私学和官学

之间的一种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殊的教育机构。从唐代至

清末，书院存在了千年左右。 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书院在政

治上和教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成为传播文化、进行教化的重

要场所，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发展和学术繁荣产生过相当重要

的影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书

院教育的历史文化功绩不可磨灭，书院教育的历史经验值得批判

性地借鉴和发展性地继承。

一般认为，书院产生于唐代。唐玄宗开元 (713-741 )年间

置丽正殿书院、集贤殿书院。 这种书院是具有较为明显的政治职

能，起着图书收集、整理与收藏等作用。 唐代也有一些私人读书

处或称书堂或称书院，基本上是学者个人读书或研讨学问的场

所，其中也有一些书堂书院已有授徒讲学活动，具有社会教育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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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但基本上处于书院制度发展的肇始阶段。 五代十国之际，南

唐境内已发展出几所重要书院。 北、南两宋时期，书院普遍兴起，

书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书院制度得到确立。经有元一代的迟滞，

书院在明清两代继续发展，并形成了新的特点，书院制度日趋完善。

至清末光绪年间( 1875-1908) 科举废除，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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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机构的书院和书院制度也废止了，或停办或改办，有的变为新

式学堂。

南昌是历史上江西乃至全国书院颇为兴盛的一个地区，它的

形成和发展大致走过了一条与全国书院发展相似历程，同时也有

着自身特色。古代南同书院起源于唐末五代之际，发展兴盛于南

北两宋，在经过元代的沉寂后，至明清两代得以再度辉煌，历经

周折，几度波澜兴衰。 据不完全统计，自唐至清末，南昌(现有

行政区划)历代共建有书院一百多所，其中唐代 6 所，宋代 27

所，元代 8 所，明代 30 所，清代 34 所。 古代南昌书院不但数量

多，而且起步早。 唐太和初隐士施肩吾在新建西山建有石室书堂

(施肩吾书院)，赋诗著述，授徒讲学，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书院起

源于唐代的观点;唐乾符五年( 878 )程天器建虎溪书院(一名

飞麟学塾)，延师以教宗族子弟及四方学者，这所以培养家族子

弟科举及第为目的的书院，是目前所发现史料较为可靠的我国古

代最早的书院之一，是了解早期书院教育发展的重要标本。 古代

南昌书院所留下的宝贵遗产还在它的重要影响，如为纪念理学家

罗从彦而建的豫章书院，罗氏以堂号命名之，广州|、贵阳、福建

宁化等地也为此建有"豫章书院"形成极具家族特色的书院文化，

其影响甚至远及东亚和东南亚等一些地方。 南宋晚期的宗谦书院

是江万里所建，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机构弘扬民族气节和培养立德、

立功之士的文化象征。 而诸如明代南昌讲会结社盛行，明末清初

新建天峰山遗民群的讲学授徒活动，经训书院之于近代政治社会

发展的互动等，都在江西教育史乃至中国教育史、文化史上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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