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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

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 特别是近代以来， 一批又

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比吨风云，谱写了辉

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

深远。 为弘扬湖湘文化、砾册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

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篡出版 《湖湘文库》 大型

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

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

今，编篡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 主要为湘籍

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

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 。 包括研

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

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 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据原本影印及数据

光盘三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 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

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

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 乙编图书

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

1见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

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地、夺、衍、倒作

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

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

特殊情况外， 一般不作改动。 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

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

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 卷l快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

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 编辑出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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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岳麓书院记事录存》书影

成嘉森《岳麓小志》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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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背负灵麓，前带湘江，左拥

凤凰山，右揽天马山，苍山碧水相映，茂木清泉交织，幽静闲旷，

风景独好，诚为天下名胜，读书圣地。 书院创建于宋开宝九年

(976) ，甫四十年，即以讲学、藏书、祭祀、学田等规制齐全，山

长学行兼善，生徒达至数百，而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赐额赐

书之嘉奖。 于是，鼓萄登堂者不绝于途，称名遐迹，号为天下四

大书院之首。 又依三舍之法，而居潭州州学、湘西书院之上，以

"潭州三学"积分升等之式而确立地方高等教育中心地位。 南宋前

期，张树主教，朱嘉讲学、更建，更使其成为湖湘学派基地，全

国四大学术中心之一，生徒云集，致有"书院一千徒"之时谚流

传，可谓盛况空前。 从此，弦歌相续，学脉绵延，历宋、元、明、

清，兴学不断，走过了千余年的风雨历程，完成了从古代到近现

代学制的过渡，几经演变，发展成为今天的湖南大学，成为举世

罕见的千年学府。

学府千年，岳麓书院是宋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缩

影，展示着华夏文明的风采与辉煌;杏坛百世，岳麓书院是湖南

学人的精神家园，乃至象征与符号，承载着湖湘文化的追求与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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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即公元 10 世纪上半叶前期，是岳麓书院的"始

作"时期。 当时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

期之一。 其时湖南也是"风化陵夷，习俗暴恶岳麓山的佛教僧

侣智璇等想以"儒者之道"来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就"割地建屋，

以居士类并派人远走京师，购买"经籍"收藏其中，使得深处

乱局的湖湘之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有了一个安静的读书研

21 究场所。 湖南归入宋朝的版图后不久，地方当局就将智璇创办的

教育机构改建成了岳麓书院。 为了嘉奖僧侣的办学之功，当局还

立碑载记，予以表彰。 后来，当岳麓成为有名的儒者之区，名列

宋初"天下四大书院"之后，怀有门户之见的儒家士大夫就避而

不谈这段历史了 。 对这种"独以其僧"而"置之不道"的作法，

南宋淳桔十年(1250) 始任岳麓书院副山长的欧阳守道深感不公，

因而将其记录在其文集《翼斋集·赠了敬序》中。 殊不知僧侣兴

办儒家教育是不必讳言的，它反映的是一种儒佛两家相互交融的

文化现象。

宋开宝九年 (976) ，湖南安抚使兼潭州(治所在今长沙市内)

知州朱洞和通理郡事孙逢吉接管智璇的办学设施和图书资料，并

在其基础上"因袭增拓"创办了岳麓书院。 当时，书院有作为师

生讲习场所的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有收藏图书的书楼，还

崇祀孔子及其门徒。 规模宏敞，设施齐全，初步奠定了岳麓讲学、

藏书、祭祀的基本规制与格局。 加以地方政府的重视，使得书院

很快就吸引了大批学者，仅五六年时间，就"教化大洽，学者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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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振雅事" ，行谊修好，庶几于古 ① 改变了过去那种"风化陵夷，

习俗暴恶"文化落后的局面。

威平年间，书院获得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咸平二年 (999) , 

潭州知州李允则扩建院舍，并"请辟水田使书院获得了稳定发

展的经费来源。 至此岳麓书院讲学、藏书、祭祀、学田的规制完

全确立。 当时肆业院中的生徒有六十余人，过去的藏书显得不够

用，于是李允则又于咸平四年(1∞1 ) 二月 二十日报告朝廷，请

求赐予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暨主管全国教育行政的最高权力机

构)的经史书籍，不久就获得儒家经书的释文、义疏及《史记》 、

《玉篇》、《唐韵》等。 这是岳麓书院第一次受到中央政府的关照。

书院的兴盛，使得湖南"学者无将落之忧而有丢掉文化落后帽

子的自豪之感，曾经的南蛮之地，此时已被人们比之于孔孟故乡，

称其为"潇湘诛洒"、"荆蛮邹鲁" 。②

十一年之后，即大中祥符五年(1012) ，周式任岳麓书院山

长。 他是见于岳麓书院史志的第一任山长。 据史书记载，他"学

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于当时，著有 《毛诗笼注辨误》 八卷、

《论语集解辨惑》 十卷等经学著作，因此慕名而求学书院的生徒激

增，达到数百人之多。③ 原来的斋舍已容纳不下，遂请求太守刘师

道再度扩建学舍。 周式兴学岳麓的事迹受到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

注意。 祥符八年( 1015) ，真宗皇帝赵恒在皇宫召见周式于便殿，

拜其为国子监的主簿官，留在宫中讲学。 然而周式以兴学岳麓为

己任，坚持要求回山执教。 真宗为这种执着的事业心所动，就赐

给他对衣鞍马，使其归院主教。 为了褒扬岳麓的事业，真宗除增

①陈傅良 : (漳州重修岳麓书院记) . 见明万历 《岳麓书院图志》 卷八。

②王禹偶: (小畜集》 卷十七. <漳州岳麓山书院记》。

③朱蕉: (朱子文集》 卷九七. (南岳处士吴君行状》。



是|赐皇宫藏书的副本给书院外，还亲笔题写了"岳麓书院"匾额。

jj| 明代依其手迹刻制的石额至今还保存在岳麓书院陈列室中。

志| 皇帝召见山长，赐书颁额，使得岳麓书院的声望日益提高，

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人不绝于途于是书院之称始闻天下 ① 岳

麓书院遂成为宋初"天下四大书院"之一。

"天下四大书院"之说始见于南宋，但各家所指却有些不同 。

乾道九年 (1173) ，范成大游衡州石鼓书院，在《掺莺录》 中有

《石鼓山记} ，首先提出此说始，诸郡未命教授，时天下有书院

四，但保、金山、岳麓、石鼓，山名也" 。② 范成大之后，吕祖谦

41 于淳熙七年( 1180) 作《白鹿洞书院记} ，以肯阳、岳麓、帷阳、

白鹿洞为天下四书院。③ 王应麟《玉海》列"宋朝四书院"为白

鹿洞、岳麓、应天府、富阳。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一书二说，在

《学校考》中以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为"天下四大书院

并指出"此外则又有西京富阳书院，赐额于至道二年，江宁府茅

山书院，赐田于天圣二年。 高阳、茅山后来无闻，独四书院之名

著" 。⑤ 《职官考》中则有商阳而无石鼓。⑥ 元、明以来，论者各执

一家之言，孰是孰非，尚难定论。 但我们注意到，在众多的说法

中，岳麓书院是唯一一所为各家所共推的书院。 这说明岳麓在人

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也表明它已成为北宋书院建设的

典范，冠于"天下四大书院之首" 。

四大书院是在宋室初立之时，需要大量高层人材，而中央政

①张抵: <岳麓书院记> ，见明万历 《岳麓书院图志》 卷八。

②鲍廷博: {知不足斋丛书》二十三集。

③吕祖谦: <东莱集》 卷六。

④王应麟: <玉海》 卷一六七。

③马端l恼: {文献通考》 卷四六。

⑥马端临: <文献通考》 卷六三。



府又无力发展地方教育的情况下，由地方政府出资或组织民间力 |前

量兴办起来的，从总体上来说，都属于地方高等教育的范围，成|画

为地方的高教中心。 因此，它们或接受皇帝御赐匾额、学田，或

获得皇家宫延藏书，都受到了国家最高当局的重视。 尤其是岳麓

书院，它的山长还享有受到皇帝接见的殊荣，这是整个宋代书院

史上唯一的特例。 继山长周式以国子监主簿主持院政以后，天圣

八年( 1030) 岳麓书院山长孙胃又由主管财赋并监察官吏的"糟

臣"建议而被朝廷特授官职。 山长由中央政府任命，也说明岳麓

书院在宋初教育领域处于较高的地位。 而最能说明岳麓书院高等

学府地位的还是庆历新政以后出现的"潭州三学" 。

潭州三学指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

潭州州学创建于庆历以来大兴官学的运动中 。 按照宋制，天

下士人必须通过考试合格才能进入县学，取得学籍，称县学生。

县学生再经考选升州学。 州学生每三年有一次考选拔贡升入全国

最高学府太学的机会。① 就其层次而言，州学属于高等教育机构。

潭州下辖长沙、衡山、安化、醋陵、攸县、湘乡、湘潭、益阳、

浏阳、湘阴、宁乡、善化十二县，而两宋惯例潭州知州兼任湖南

安抚使(管潭、衡、永、道、邵、梆、全七州及武冈军、挂阳监

等共九个行政区域)兼任，因此，潭州州学除了所属十二县高材

生外，也时有其他州县的学生肆业，这样潭州州学就成了湖南地

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

湘西书院在潭州城外湘江西岸，是咸平四年( 1001 )知州李

允则扩建岳麓书院之后，奏请朝廷创办的，主要是为了缓解岳麓

书院学舍紧张难以容纳就读学生的矛盾，在学生层次上湘西书院

①《宋史》 卷一五七. (选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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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稍低于岳麓书院。

自| 潭州三学由考试升降连为一体，据明代崇祯年间所编 《岳麓

志| 书院志》记载宋潭士目居学读书为重，岳麓书院外，于湘江西

岸复建湘西书院。 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书院生，又分高

等，升岳麓书院生。 潭人号为三学生。 " 三学生按层次分成三等，

分居州学及湘西、岳麓两书院中，他们的升降按每月考试的成绩

而定。 积分高者从州学升人湘西书院，从湘西书院升人岳麓书院。

在三学中，岳麓书院是处在最高一级的。 这样潭州三学"就成

了岳麓书院最终确立其高等学府地位的重要标志。

61 潭州三学与北宋中后期三次大兴官学运动并推行"三舍法"

有紧密的关系。 在大兴官学运动中，宋初创办的好些书院被改为

各级地方官学，如名列四大书院之中的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在

景葡年间分别被改为应天府学、衡州州学。 庆历以后，富阳 、 茅

山、植保等书院都涅没无闻，白鹿洞书院也在皇庆末年停废。 惟

有岳麓书院经受了考验，借"潭州三学"的形式得以保存发展，

并高居于官学之上，这说明岳麓书院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以其

较高的教学水平与教育质量赢得州县官学无法取代的重要地位。

潭州三学的教育体制一直保持到南宋末年。 据《宋史·尹谷

传》记载，德桔元年(1276) ，元兵围攻潭州时，岳麓、湘西两院

师生放弃院舍撤人城内 三学生聚居州学，犹不废业" 。 当潭州

保卫战进人最艰难的时候， 三学生又毅然放下书本，拿起武器，

与军民共同战斗，其中 90% 的人在这一战役中牺牲。 在民族危难

之时， 三学生所表现出的可贵的民族大义与爱国精神，受到世人

的敬慕，无论是元代官修的 《宋史》 、明清之际的 《宋元学案} ，

还是现代人周谷城先生的 《 中国通史》 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元、明以后数百年，潭州三学的体制虽然不复存在，但岳麓



书院自宋代以来所确立的湖南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却丝毫没有|前

改变。 I 画

岳麓书院在北宋成为湖南地区的高等教育中心，确立了它在

教育领域冠首全国书院的崇高地位。 到南宋，书院的主持者们积

极进行学术建设，使之成为以胡宏、张树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大

本营，人称宋代学术"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 。① 至此，它又确

立了其在全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与朱嘉的白鹿洞书院、吕祖谦

的丽泽书院、陆九渊的象山书院一起，并称"南宋四大书院即

代表湖湘学、程朱理学、中原文献之学、陆王心学的全国四大学

术中心。

这时它的体制更为完备，形成了由山长、副山长、堂长、讲

书、讲书执事、司录、学录等构成的山长负责制的教学管理体系 。

教学上由于张挝、朱嘉及其门人等倡导，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吸引着三湘四水及全国各地的学生。 全盛时，学生达到千余人，

以至有"道林(寺)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时谚，还有学田五

十顷以供师生费用，可见其规模之盛大。

南宋末年，岳麓书院师生参加了悲壮的潭州保卫战，英勇抗

击元军，但元代统治者并未因此而废弃这个一代文化名区。 元至

正二十三年 (1286) 、延桔元年(1314)曾两次加以修建。 岳麓书

院仍然规制宏敞，有礼殿、斋舍、讲堂、尊经阁、诸贤祠、百泉

轩，以及其他亭 、 台、门、庞、庭、馆等建筑群。 教学上它继续

倡导不务记诵、辞章、功名而求审思、明辨、慎思、笃行，造就

传道济世之人材的办学宗旨，保持了教学、研究并重的高等学府

的气度，成为各地书院效法的榜样。 如书院极为发达的江西，其

①《宋元学案》 卷五十， (商轩学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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