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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书院研究》精选了作者过去写的文章，虽不是系统地讲述书院的性质与发展变化，而有书院性
质与发展变化的实质。弘扬了中国教育这中这块瑰宝，也对后来从事书院研究者有着莫大的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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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研究》

作者简介

李才栋，1934年生于苏州祖籍新化，出身于教师世家曾祖父祖父父母兄姐妻儿均为教师。1956年东北
师大教育系毕业，1958年北京师大教育系研究生班毕业。1958年8月起任教於江西教育学院，历任省教
育学会秘书，省教科所秘书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书院史研究室主任，教育系副教授 教授研究员，中
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江西省谱牒研究会会长法人代表。先後师从成仿吾，陈元晖，何寿昌
，邰爽秋，陈友松，邵鹤亭，邱桩瞿，菊衣，王焕勋，董涓川，冯友兰，黄济诸先生门下。自1952年
至今50年一直从事教育基本理论、中国教育史、中国书院研究史的学习教学与研究，尤其在书院史方
面有所突破，填补了部份空白，为学科建设贡献全部精力。1992年开始享受中国国务院为有突出贡献
专家颁发的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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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研究》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北宋时期白鹿洞书院规模征实关于白鹿洞书院史实的若干质疑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刍议唐至
北宋的江西书院对《宋元学案》中陈澔传略的一些订正学田这设，非自北宋始关于书院研究的几个问
题——1984年在长沙举行第一次全国书院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关于书院史的学习和研究——1984年岳
麓书院的演讲摘要《白鹿洞书院志》考述书院的一种教学形式——升堂讲说书院的起源与宋 代书院的
发展我国古代书院的特点和研究书院的价值关于书院讲会与会讲和答问关于书院讲会与会讲的再答问
关于几所书院研究扣的若干问题明代南北两所武书院略述元 初儒学忠实门徒倪镗及其锦江书院南宋饶
州柴氏及其门人后学与书院甬上四先生与书院教育北宋时东南沿海诸先生书院略述我国古代书院的历
史地位与和特点——1991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摘要关于中国学校发展阶段之答问刘元亨任教白鹿洞
考江万里及其门人后学和江西书院周敦颐的教育思想和各地濂溪书院中国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及其现
实意义——1993年在日本兴让馆高等学校的演讲北山四先生与书院朱熹与中国书院庐山三所名书院及
其在中国书院史上的地位关于中国书院史研究的对象北宋时期白鹿洞书院历史问题刍议关于“中国书
院制度研究”的通讯⋯⋯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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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研究》

精彩短评

1、讲会，会讲，升堂讲说，白鹿洞书院，景德镇双溪书院
2、书中研究多基于宋。我不明白，《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为啥到现在还不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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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研究》

精彩书评

1、传统书院起于唐末，经五代，盛于两宋。有论者认为它是承继前代私学传统，但饶有兴味的是这
些书院最终的命运最终是官学化、科举化。近来有学人论述强调民间立场，如余英时论王阳明龙场顿
悟后走向民间，这民间主要是书院一类的场所，虽有教化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的记载，但从教育的角
度看，这类教化并不成功，书院仍不改其精英教育本色，即对象锁定为士人阶层。由于传统中国商品
经济不甚发达，且市场碎片化，虽然清代以来有些书院经济收入一改以前租金收入而呈现为学田、房
产等商业化后利润收入，但是书院的教育内容、受教育对象以及当时人们的观念，决定了书院的科举
化，而不是走向市场（因为士子们不屑走入市场，且没有足够的市场产业来容纳）。而书院的官学化
是士大夫和政府共谋的结果，都是彼此乐意见到的。对于书院来说，官学化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获得
财政支持，更多的是为了一种声誉的光环，如朱熹当年兴复白鹿洞书院力争皇帝为它御批匾额、书院
设官等即是为改善自己的理学的处境。所以归根结底，由于市场的不发达、人们的观念的落后，就决
定了传统书院只有投入政府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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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研究》

章节试读

1、《中国书院研究》的笔记-第28页

         
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刍议：

朱熹曾经非议科举，指责官学，徒以利禄、功利为务，他鼓吹居敬穷理，高明自得。在《白鹿洞书院
教规》的跋语中写道：“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而推
以及人，非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钧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朱熹兴复的白鹿洞书院曾经是学
者自择课题，各抒己见，兼容并蓄的论坛。这种讲坛在当时对促进思想交流，繁荣学术研究多少起过
一些积极作用。但是朱熹及其门人后学的一再努力，不仅在使书院成为官学，而且在于使朱氏理学亦
成为学术讲台上的“官学”。这就使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时所继承和发扬的古代书院传统遭到了自我
否定。其后果：一是不断加深门户之见；二是使学校、书院中仅有那一点微弱的务实之学，受到进一
步排斥。⋯⋯书院高官是古代书院发展的末路。有的教育史家将书院之不同于官学而颇有生气，取得
了教育史上重要地位的原因归之于并非官学，有想法的办学自治权。这样，设官问题就成为书院是否
具有特殊存在价值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了。许多教育史家以为，书院设官始于元代，其实宋代就开
始了。窃以为如果不算晏殊、范仲淹改应天府书院为府学的话，那么设官的主意恰好来自朱熹这位兴
复、创办书院的大师，成其事于大力支持书院建设的理宗皇帝。元不过是因循宋制罢了。（李才栋《
中国书院研究》P28-P29）

清代书院经济来源变化及其意义：

书院的经费能否得到保证，这是书院生死存亡的关键。正如朱熹所说，置田，买牛等都是书院的“久
远之计”。一般是建立一种“基金”，或田地，或池塘，或房产，或某一种产业（如田庄、典库、盐
店、书局等），或一笔现款，使之在运作中得到收益，来维持书院的开支，包括房屋的修缮、增建，
教师的束修、薪金，学生的膏火、奖赏，仆役的工食银，购书、刻书的投入，以及祭祀等日常开支。

从书院的发展历史来看，开初主要依靠土地资源的“出息”。⋯⋯这些“出息”，究竟是地租，还是
陈氏子弟劳作的产出呢？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从陈氏子弟均需自己参加劳动，不置奴仆的情况
看，恐怕其“出息”不完全靠“地租”。再如宋初民间人士在南唐庐山国学的地基上创建白鹿洞书堂
（书院）。其师长已无法继续领用官府奉禄，办院的其他经费亦已无由向“财政”“报销”。书院只
能依靠原有的数十顷学田以维持生计。太平兴国五年（980）洞主献田得官，白鹿洞学馆（书院）从此
失去了经济来源而废弃了。

据许多人研究，唐、宋、元、明书院主要依靠田亩的租金来维持各项开支，官绅、士民的捐赠，大多
为银钱（也有直接捐田地和房产的），除了成笔花费在修建外，大都用以购置田亩。这里要说明一点
，许多书院的创建，在记述中往往讲是某某官员所为，这些书院亦被后人说成是官办书院，其实这是
一种误解，真实情况是官员们的“倡捐”。官员们尽管也拿了一些钱银出来，而民间士绅捐者无论在
人数和钱银数方面往往都要大大超过倡捐的几位官员。以白鹿洞书院于明正统间（？正德？）的重建
为例，一般都记载是知府翟溥福所为，因此，这时的白鹿洞亦被断言为官办的书院。其实翟氏不过是
倡捐而已，主要的捐资者，据考证实为南康府士绅叶刚、杨振德、梁仲、万志谦、彭孟鲁、余康常、
杜子诚、杜子章等人。此时的白鹿洞书院实质上是一所地方公众集资重建的书院。

清代中后期，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江浙、皖赣、闽广等地靠近地市的书院中，情况逐渐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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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研究》

变化。土地的出息逐渐被房租、店租、存款利息、自办产业的利润所替代。⋯⋯

清代一些笃信儒术经商致富的士大夫对书院的关心与单纯依靠地租为生的土财主相比愈来愈占据更为
重要的地位。

城市中经营工商业的儒生对书院的捐赠，逐渐成为书院流动资金的重要来源。儒商们以其工商利润的
一部分来支持书院的维持和发展。书院的经济来源由地租转向工商利润，这是一个重要的讯息，意味
着书院的社会经济背景正在逐渐由“土地”转向工商业。道光前后书院的规章、课程几乎依旧，然而
其依靠和服务的对象却已逐渐转向经营工商业的儒生。这预示着书院本身即将产生巨大的变革。
（P304-P306）

学田之设，非自北宋始：

朱熹《申修白鹿洞书院状》称：“南唐之时因建书院，买田以给生徒，立师以掌教导，号为国学。”

⋯⋯

官方学田之设，非自北宋始。其起始时间至迟可前推至南唐。（P55-P56）

我国古代书院的特点和研究书院的价值：

我国古代的书院（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始建于唐代后期，经五代，至北宋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发展，
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至南宋，书院作为一种学校教育
模式，它的办学和教学经验日见完善、成熟。这时以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主持或兴办的白鹿
洞书院、岳麓书院、丽泽书院、象山精舍等为代表，以其办学和教学经验所构成的模式，成为尔后书
院的榜样，对其后七百余年的建设和教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书院的开创是建立在私家聚书、藏书的基础上的。中唐以后，由于军阀混乱，天下大乱，士人避乱于
比较安定的穷乡、僻壤、山林之间，或聚族而居，耕读为业；亦由于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印刷书籍
逐渐流传，聚居之家或隐居之士，有建书堂或书楼、书屋、书舍，以至书院聚书，以资读者者。久而
久之，原为聚书、藏书之堂屋、院舍，又由于官家“庠序不修”，“士病无所于学”，而逐渐发展成
为学者讲学说书之所，士子求学读书之地。这就是具有教学授徒职能的书院产生的大概经过。

书院作为起源于私家藏书、教学的古代的大学，在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办学和教学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与官学相比，确有很多长处。⋯⋯综合各家之言，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书院由聚书、藏书开始，逐渐又进而发展了著书、编书、校书、传书等项事业，又成为学者进学
说书、士子求学读书的教育机构。它不但以大学著称，而且又是学术研究和学者以文、以学会友的重
要场所。

⋯⋯书院的师长既从事教学，又从事学术著述、学术研究。宋以后，不管是理学家还是汉学家，他们
中间很多人的重要著作，就是在书院中的讲义和教材，或者是在主持书院教学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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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研究》

书院往往成为学派活动的基地，甚至是某学派的发源地。

⋯⋯
许多著名书院在学术上又实行“兼容并蓄”，推进不同学术流派、学术观点的发展、论争。有的书院
还同时或更替地聘请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前来讲学。有些学者还主张：正因为有不同的学术观点才需
要讲学，在异中求同，在同中见轻重，见长短。如明代吕柟在答“问今之讲学，多有不同者如何”时
说：“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耶！故用人以治人者，不可皆求同。求同则说谄面媚之人
至矣！”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时，就特意请他的论敌陆九渊登台讲学。

二、鉴于书院系私人、家族或地方公众所建，故能以其条件之不同而因院、因师确定各自的办学方针
、课程设置。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具有不同培养目标和办学形式、不同治学风格和教学方法，不同教
学内容和思想倾向的书院。有的书院注重义理之学，有的则重视诗文，有的重制艺贴括，有的讲究考
据之学，也有的重视经世致用。同是讲义理，有的宗程朱，有的专陆王。

⋯⋯

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书院是不分科的。但也有分科的。清代颜元主持的肥乡漳南书院即实行分斋教学。
漳南书院设有“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四斋，并暂设“理学”、“贴括”两斋。前
四斋或课以“礼、乐、书、数、天文、地理”；或课以“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攻守营阵
，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或课以“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或课以“水学、火学
、工学、象数”。后两斋或课以“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或课“八股举业”。

明代嘉靖间江右王门子弟邹守益，刘邦采等人开创“惜阴会”，王守仁作《惜阴说》相赠。自此以后
大江南北陆续建起了各种讲会，涌现了一大批讲会式的书院。嘉靖中徐阶执政，由他带头又会讲京师
灵济寺，为宣讲式的书院的发展带发头。讲会式书院，宣讲式的书院与原有的聚徒式的书院鼎立而三
，使书院的发展朝着多种形式的方面展开。

⋯⋯

三、书院一般具有鲜明的自治性质，这与官学不同。书院从民间集资兴建，或由个人出资，或由家族
筹集，亦由地方公众筹集钱银、田地和房屋的，其中还有的是地方官吏带头倡捐。公众兴办的书院中
，一般都会推举若干经理人员轮流值年负责，掌握办学经费，修缮院舍，购置器具，聘任山长，并与
山长共同商办书院大事。很多书院尚吸收年长学生参加书院管理，担任堂长、斋长、管干、典谒、经
长、引赞等职事，管理风纪、事务、迎宾、祭祀、图书、作息等事务。

⋯⋯

四、书院往往聘请学有专攻，德高望重的名师主持院务，为一院之长。这种院长也就是主要的讲师，
或称山长、洞主、山主、掌教、主讲、主席等等。选聘什么样的人来主持书院，这往往是书院声望高
低、教学成败和能否使四方学子闻风而聚的关键。

书院可以选择学生，自行确定招收对象的资格、程度、志趣，甚至籍贯、行业和宗族。因此不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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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研究》

院在上述几方面可能很不相同。有的书院只招举人，有的招生员和监生，也有的招童生，有的则仅要
求志趣相投。有的书院以家族子弟为主要对象，有的则有地域限制，也有的不管哪一族，哪一姓，哪
一地，来者不拒。有的对来学生徒要进行考核，亦有的著录即可。

在书院盛行的时候，学子亦可以自己择院，择师。某一书院苦有名师掌教，则四方游学之士即会闻风
负笈而至，甚至不远千里，“裹粮”而来，“结庐”而居。有的名师解聘离职，讲学他院，许多学生
亦会结伴随行；有的还集资建院，礼请老师留住讲学。书院一般地讲不可能授予学生一种什么“出身
”，“功名”，“官诰”，用今天的话讲，不能给学生一张“文凭”，一只“铁饭碗”，然而它却能
吸引学生。有的论者可能认为书院有膏伙可以养士。不错，不少书院是有丰厚的膏伙的。但大部分书
院的膏伙很薄，有的没有，但仍能产生吸引力。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四方士子闻风而至，主要
是为了求道问学，为了自身在知识、德行、才智⋯⋯上有长进。⋯⋯另一方面看，那就是书院及其师
长，确实能够使慕名而来的士子有所得益，比个人苦读会有显然不同的长进。

五、书院的教学活动有好多种形式。前面讲到的聚书、藏书是书院的重要特点，书院中许多教学活动
是围绕着书展开的。书院中学生大量的时间是在教师指导下认真读书，自行理会。教师要说的话，亦
往往通过自己的著述，让学生自行钻研，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实行自学为主。

书院中虽然实行的是自学为主，但也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言完全不由教师讲课。实际上除学生的“自行
理会”之外，还有教师的“升堂讲说”，师生的“质疑问难”，学友的“互相切磋”。

⋯⋯

书院的教学活动并不局限于斋、舍、讲堂之中。前面讲到的祭祀、展礼，朱熹提倡的优游于山石林泉
之间，胡瑗实行的游历名山大川，考察历史名物，以及许多学者所做的师生共同访学，参加讲会，会
讲等等。我认为，都应看作是书院教学活动的继续扩展和延伸。

⋯⋯

书院起源于私人的聚书、藏书，讲学、授徒。它本来曾经是作为官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但是在它的
发展过程中曾经变为官学，它的标志就是由朝廷设官治理。在南宋理宗度宗当政时，书院发展很快，
据《读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称：“或间有设官者”。查史料，先是由州学教授或添差州学
教授兼书院山长，继而予书院山长以“州学教授并视”。后来又以庶官、祠官兼任书院山长，原来书
院为私学，山长系公众聘请，此时书院设官，由朝廷授官主持。聘与授，一字之差，性质不同。过去
的教育史大都是只讲元代书院设官，其实从宋代就有了。元代书院山长其地位相当于州学学正。比路
郡学教授要低一级，也就是说比宋代山长的地位要低。书院设官一事的下限约为明洪武初。据说明初
还有荐授山长的。书院由朝廷设官治理，此时虽名为书院，实为官学，当然，就在这个时候，仍有大
批民办的书院，或者改个名字，称为义塾、学塾、学舍等，办的还是书院，还是私家创办，聚书教学
的大学。

⋯⋯

书院自产生至改为学堂一千多年中，总的讲是私学。然而却长期存在着官学化的问题；在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办学风气、组织管理等各方面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官学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朝廷和地方官
吏对书院的控制日益加强，教学内容由于官方的种种限制日益贫乏，治学风气、教学方法由于官僚习
气的影响而日见单调，以至僵化。⋯⋯许多书院的山长或“疲癃充数”，“多有庸恶，陋劣，素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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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窜处其中”。

再则是大部分书院逐渐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课试，讲习，无不以科举为目标，以闹墨为中心。⋯⋯
士子孜孜于“贴括”，既不研习经书义理，亦不知历史掌故，更不明经世致用之学。连士大夫都大呼
：“经史之故籍无存”，“圣贤之实学无与”了，绝大多数书院都成了研磨登科应举敲门砖的“作坊
”了。

⋯⋯

倘若完全离开了书院的研究，那么要弄清唐以后，尤其是宋以来的教育发展史，文化学术思想也是相
当困难的。

宋以来的许多思想家，教育家都与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 （P99-P111）

关于书院讲会与会讲的答问：

“讲会”与“会讲”两辞虽常有人混用，但实非相同概念，似应各有涵义。“会讲”系学术聚会、学
术讨论或会同讲学等活动。而“讲会”乃学术组织、学术团体，故有“联讲会”说。

“讲会”在宋代有，明清亦有；宋代有“会讲”，明清仍有之。

正因明代中叶以后书院讲会组织与多种会讲活动之普遍展开，促使书院之教学规范及教学组织形式有
了新的发展，产生了讲会式书院、宣讲式书院，与聚徒式书院鼎足而立。（P111-P116）

关于书院讲会与会讲的再答问：

一、讲会是学术团体、学术组织，会讲是学术聚会，学术讨论，与会同讲学等活动。讲会一般都定期
会讲。二、会讲大都有不同观点的辩论，往往也就是讲会中有不同意见的交锋。三、宋、元、明、清
，均有讲会和会讲。

明嘉靖、隆庆间，王阳明立派讲学，尤因王门后学的竭力倡导，讲会组织几乎遍布大江南北，出现了
讲会式书院与聚徒式书院并驾齐驱的局面。

“讲会”与“会讲”是两个概念，必须加以区分。会讲，作为学术聚会，当然与讲会有密切的关系，
是讲会组织的一种活动方式。⋯⋯将学术组织与该学术组织的某种活动方式从概念上加以区分是完全
必要的。尽管这种活动方式十分重要，并与学术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P117-P120）

关于几所书院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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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的问题

关于唐开元间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特别是他们与唐末聚徒讲学书院的关系问题。前次，我引用清袁枚
《随园随笔》中的一段话说过一些意见。袁枚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
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

有的知名学者，例如陈登原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文化史》中说过：“书院之始，起唐玄宗间，时
有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我以为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只是书院名称的始用，而非聚徒讲学书院的起
始。研究书院应该讲到书院名称的由来，但必须区别丽正、集贤这类书院与聚徒讲学书院的不同性质
。

从出现的时间看，丽正、集贤书院固然建置在前，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产生在后，然而他们之间并无
直接承继关系。

目前，对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产生的原因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有三个因素，一是中唐天下大乱，官学废
坏，以至“士病无所学”；二是佛道，主要是佛教禅宗丛林“依山林，即闲旷”、讲经、说法的影响
；三是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书籍的生产量、发行量的增加，民间逐渐出现了一批书堂、书
楼、书舍、书院等藏书机构。这三种因素中何者为主呢？我以为应从直接表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
方面去探求。而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正是书籍生产过程中具有革命性质的变化、发展。它为文化教育事
业的发展、普及，为教学方法、组织形式的变化，创造了新的物质条件。正是印刷术的出现和发展，
使书院，这种以指导学生认真读书自行理会为主要教学形成的，在当时来说是新型的学术教育机构得
以产生，并逐步发展成为宋元明清四朝、发挥重要作用的学术机构。

应该说，产生书院的三个因素之中最重要的因素在开元间尚未成熟。开元盛世，印刷技术尚在萌芽状
态。

关于鹅湖之会与书院和讲会的关系

近几年来，有的学者论及书院讲会必自“鹅湖之会”始，我以为这乃是一种误会。

鹅湖之会可以称之为会讲，但只是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人临时相约的学术聚会，并非讲
会的会讲活动，亦非书院的会讲活动，更不是书院讲会的会讲活动。

第一次鹅湖之会是淳熙二年（1175），第二次鹅湖之会是淳熙十五年（1188）。而鹅湖书院则始建于
淳祐十年（1250），相差六七十年。淳熙间既然还没有鹅湖书院，何有鹅湖书院之会讲呢？（南轩按
：这种“误会”主要是对“会讲”、“讲会”的概念的理解不同导致的。）（P121-P133）

朱熹与中国书院：

朱熹热衷于私人讲学的精舍与精舍一样不受朝廷拘牵的，民间公众创办的书院。

朱熹所以会这样做，首先体现了我国自古以来儒家学者私人讲学的传统。特别是因为此时的朱熹所提
倡的周、程理学尚未成为朝廷支持、推尊的官学，只是一种学术流派。在南宋初期，高宗赵构、秦桧
当政时，理学尚处遭禁的地位。即使在孝宗时期，也只能在私家、民间讲学活动中才有较充分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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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机会。所以这样做还因为朱熹对当时的官学和科举颇有不同看法，甚至可以说是很有意见。⋯
⋯总之，在朱熹看来当时的官学和科举鼓励的都是追求名利，其内容则为声病、辞章、或记诵文字，
既无补于实用，更谈不上诚意、正心、道德修养，故必须认真改革。他主张要走学习圣贤的道路，以
明“政事之本”，“道德之归”，并“访求名士以为表率”。

⋯⋯

朱熹采用多种教学形式。有教师的升堂讲说，有生徒的潜心读书，有师生之间的质疑问难，有生徒之
间的互相切磋，有祀祠先圣、先贤的祭礼，亦有处事应对的仪礼，每有闲暇复率生徒优游于山石林泉
之中。并有讲会之类的学习组织。

⋯⋯

我国古代具有学术性质的书院始于唐代后期。我国春秋以来，就有私人讲学的传统。汉代人立精舍，
精庐讲学已成为风尚，成为当时大学教育的主流，而官学则相形见绌。然而当时书的生产能力极为低
下，或为竹简，或为帛书，尽管到了东汉已有纸的发明，但仍需手抄，故书皆得之不易。师徒传递“
皆用口授”。⋯⋯隋唐时发明了雕版印刷术，这就促使了书的生产力得以大大提高，使得民间藏书量
大大增多，这种进步使教学形式发生变化。士子求学可“视简而诵”。这就为新型的学校－－书院的
出现创造了基本条件。唐天宝以后，宦官乱政，军阀割据，天下扰乱，官学废坏，“士病无所学”。
加上释氏寺院、道家宫观往往依山林，即闲旷聚信士讲经说法的诱发。这就产生了设置于比较安定的
穷乡僻壤的书院。

书院与理学的结合过程中是由周敦颐开始，经过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而朱熹，当然也有胡安国
、胡宏、张栻以及其他人，一百余年，几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完成。从此理学成为书院的指导思想和
传授内容，书院成为理学社会化的途径和手段，影响几百年。

我们还可以从南宋政局的发展，并由此而影响学术思想、书院建设的大框架来看待这个问题。南宋初
期建炎、绍兴间，高宗、秦桧当权，向金屈服，迫害要求抗金的文武官员和士人，在思想上既禁王学
，也禁同程理学，理学家在朝堂受到排斥，只得通过私人讲学表现自己，其带头人是杨时、游酢、胡
安国，其学术活动受到压制，书院略有建置。隆兴以后由乾道、淳熙至绍熙，学禁稍解，各种学派纷
纷出现，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大家各立书院，陈亮、叶适、唐仲友、陈傅良以及辛弃疾等
亦争鸣期间，堪称为宋代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时书院事业得到很快发展。但是在朝野仍有相
当有力的反对周程理学的势力存在。朱熹的办院与教学主张仍难以推广。宁宗庆元、嘉泰、开禧时由
于学术与政治的分歧激化，有所谓“庆元党案”。以韩侂胄为首的一派迫害赵汝愚、朱熹为首的另一
派，诛连甚广。理学家、包括心学家们的学术、政治活动，以及他们的书院均受影响。可是没有多久
，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被杀，史弥远掌权，弥远乃杨简门徒，陆学传人。自此理学家、心学家的
处境为之一变，平反昭雪，赠谥封爵，累见载籍。故史书称此时为“嘉定更化”。书院的教学与学术
活动得到恢复、发展。

由宁宋嘉定年起，经理宗、度宗朝，书院得到很大的发展。朝廷给予各种支持，赐书、赐额，时有记
载。理宗后期，又在部分书院设官治理。先是由州学（府、军学同）教授兼任书院山长。景定间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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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注差授书院山长，其待遇与州学教授等，或为添差州学教授。继而由庶官（主要是幕职官员）兼
任书院山长。最后，实现了朱熹在兴复白鹿洞书院时的建议，由祠官兼任书院山长。书院设官始于宋
末，元代又继承宋制在书院设官治理。

朱熹在世时曾经希望以他他导的书院模式来取代、或者说改造当时的官学和书院，未能实现。至理宗
时情况大有变化。这时周、程理学成为官方支持的学问，一部分书院亦成为官学，但是似乎并没有真
正解决朱熹当初指出的学校与科举条件下未闻“德行道艺之实”的顽症。（P243-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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