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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唐初至清末近 1300年，7500余所中国书院，遍布华夏广域，以求学问

道、成人之教、文武担当、经世致用为所求，创布德传道、人文化成、育才

兴邦、服务天下之壮举，延东方之文脉，垂青史之典范。 

书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本学习选刊，将通过精选并讲述一系列中国古代书院故事，

以期为大家体味、认知和理解“真”的过去，不忘本来传承千年书院的文化

血脉，面向未来开创新时代大学书院制改革中国特色之路，引发思考，提供

帮助。 

为保证年代准确、史料真实和故事翔实，编者查阅了大量图书报刊网络

百科文献资料，引用了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说明和致谢。因

水平所限，其中差错在所难免，诚待敬启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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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洞书院：以圣贤之心传播文明 

白鹿洞书院，始建于五代南唐升元四年（公元 940年），坐落于江西庐山

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阳，静卧在山水灵动、云遮雾绕、层峦叠嶂之间，几

进几出的大四合院建筑，布局相当考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是先贤立言、

教化先民的学府之地。历史上，曾将白鹿洞书院与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河

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合称为“中国四大书院”。 

一 

庐山，耸峙于长江中下游平原与鄱阳湖畔，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

是一座集教育文化、宗教文化、名人文化和政治文化及外来文化于一身的千

古名山。庐山之魂在文化，而庐山文化的精髓就是白鹿洞书院。 

相传，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 785-805年），河南洛阳人李渤(公元 773-831

年)与其胞兄李涉，在庐山脚下隐居读书，有白鹿形影不离、嬉戏于前，常听

鹿鸣与书声相伴，和谐悠扬，更为苍松翠竹、青石流水增添了一抹浪漫。性

情温顺、通人性、解人意的白鹿，被周边村民称为飞下天际陪伴李渤读书的

“神鹿”，李渤也因此被称为“白鹿先生”。元和初年（公元 806年），唐宪宗

诏令李渤出山任职，李渤上书辞谢，不肯受官。后经当时声名显赫的古文运

动倡导者韩愈的极力劝说，李渤于元和九年（公元 814年），出任江州(今九

江)刺史。李渤就职后，公事之余，旧地重游，于此修建亭台楼阁，疏引山泉，

种植花木，随成为一处人文名胜。由于这里山峰回合，地势四周高中间低，

俯视如洞，遂得“白鹿洞”之名。五代南唐(公元 937-975年)李氏父子，素

来喜好诗文，于是下诏在白鹿洞建立学馆，称“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

即“白鹿洞书院”，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由中央政府于京城之外设立的国学，

与金陵秦淮河畔国子监齐名，各地学子争相往之。 

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公元 927-976年）、宋太宗赵光义（公元 939-997

年）及地方官史都十分重视书院教育。为了促使书院教育更好发展，宋太宗

赵光义下令将国子监刊印的《九经》等书，御赐给白鹿洞书院，使白鹿洞书

https://baike.so.com/doc/5365856-560154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45882-5581328.html
https://baike.so.com/doc/6673067-6886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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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名气大增。后官学兴盛，白鹿洞书院渐渐荒废。直到南宋淳熙六年（公元

1179年），大理学家朱熹知南康军(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率百官造访书院，

当时书院残垣断墙、杂草丛生，早已没有了往昔的尊容，非常惋惜。朱熹亲

自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自任洞主，制定教规，延聘教师，招收院生，划拨

田产，苦心经营，重振学风，使书院再度名家云集，溢满书香。然而，白鹿

洞书院的命运绝非坦途，它以自己的沧桑记录着世事的变迁。元代末年，白

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明代正统、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先后进行

过维修。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光绪二十四年(公

元 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年）停

办。辛亥革命以后，书院遗址曾遭火灾，藏书大部分损失。民国时期，书院

也偶有修整，但终又日益颓坏。抗战时期，遭到日本侵略军的破坏。抗战胜

利后，蒋介石曾表示白鹿洞书院由当时设在南昌的中正大学接管，作为中正

大学的永久校舍，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 

二 

白鹿洞书院以其悠久的办学历史，深远的文化影响，在中国教育和文化

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真正奠定白鹿洞书院崇高地位、使之

闻名海内外的是朱熹。另外，与朱熹同时代的理学代表性人物陆九渊、吕祖

谦等，都曾在此讲学或辩论，这里一度成为理学传播的中心，成为播撒文明

的文化高地。 

传习六艺，成就君子之教。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古代书院教育的核心目

标诉求。在白鹿洞书院时，朱熹整理儒家经典，作注诠释，主张以传统儒家

“六艺”经典作为教本。“六艺”之教，其实就是君子之教，它包含三个方面：

对知识的探求、技能的培养和人格的熏陶。礼、乐同出于人心，相须以为用，

有助于疏导人情，陶养心性；射、御能够训练体能，锻炼肢体协调能力，提

高行动能力，有益身心健康；书、数是知识性的学习，锻炼智力和思维能力，

在智慧的磨练中探索客观真理、学习知识技能。三者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

实现身心交融，以成人之教。通过修习六艺以滋养智力和情感，恢复人的本

https://baike.so.com/doc/490207-519058.html
https://baike.so.com/doc/3078527-324469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49554-5585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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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澄澈心灵，达至融通无碍的境界。六艺蕴含不同的审美向度：“礼”体现

中庸之美，“乐”内含中和之美，“射”展现力量之美，“御”蕴含技巧之美，

“书”包含造型之美，“数”旨在培育智慧之美。“六艺”之教有其内在的关

联与共通处，相互长益，相通相融，共同通向审美之境，成就君子之美。可

见，“六艺”之教，蕴含人生至理，可以完善心智，使人获得审美欣赏的自由

和从事创造的活动，重在引发情感的愉悦与精神的满足，是君子的人格教化，

是书院教育修身成人的理想。 

崇礼尚义，提升情怀格局。朱熹倡导读书、修身和济世的统一，摒弃门

户之见，不局限于对经义的注解，更多体现开放性和包容性，重在辨明义理、

思想交流，从而形成了自由讲学、自由听讲、自由论辩、深入探讨的讲学模

式。在教学内容上：一方面，注重修习先秦儒家经典以开启心智，旨在构建

涵盖宇宙生灵、符合万物运行规律的宇宙生命观；另一方面，提倡文史兼修

的学习情怀，为学生累积了良好的人文素养和济世情怀。书院以“人文化成”

为理想，教学过程大多渗透着自修参悟之“化”的特点。书院所倡导的读书

六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以及居敬持志。

“人之为人”是一个“化”的过程，从个体从生物性的人，化为社会性的、

文化性的人，通过自身积极有为、自觉的日常践履，实现自我价值。书院讲

究正心诚意的修身之道，倡导言语忠诚信实，行为笃厚敬肃，能够克制愤怒、

抑制嗜欲、改正过错、不断向善。书院还倡导重义轻利，“君子谋道不谋食，

君子忧道不忧贫”等教化内容。 

“白鹿”学规，高扬书院精神。制定学规，明确书院办学宗旨，指示读

书治学门径，规定进德立品、修身养性的程序和方法，规范和约束书院师生

的言行举止，是书院制度确立的标志，也是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建设做出的重

大贡献。朱熹主持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规》，十

分强调书院的教育目的，不仅仅在士子个人的学术造诣、道德修养，还有传

道济民安邦的更高要求，它是一个由道德、伦理、济世相融合的共同体，高

扬经世济民、传道济世或传道济民的学风，明示了穷理而笃行的实践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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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科举学校之学来说，体现出一种很特殊的浸透了理学教育理念的书院

精神。据史料考证，《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我国最早的一个专门完整供书院管

理使用的学规，也是岳麓书院等诸多书院的学规或制定学规参照的榜样，其

办学的模式为后世效仿，甚至传至海外的日本、南韩及东南亚一带而誉享海

外。 

三 

白鹿洞书院，作为人文教化的结晶，自宋以后，忠义之士频出，无论是

以身去国、抗疏犯颜的胡铨，还是坚决抗争、从容就义的文天祥，或是秉性

刚直、面斥达官的蒋士铨，都彰显了堂堂正正的君子气节，传于后世，万古

传唱。不仅如此，白鹿洞书院还培养了被李约瑟盛赞的“狄德罗”一样的百科

全书式人物的大科学家宋应星。 

宋应星（公元 1587-1666年），江西南昌府奉新县（今江西省奉新县）人，

明朝著名科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出身于书香世家，少时便兴趣爱好广

泛，遍读农学、医学、天文学等书籍，甚至对声学、工艺制造也有着浓厚的

兴趣，养成了不盲从、不唯书、不唯上的性格，在评价事物时极有主见。明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 1615年），29岁的宋应星在乡试中以第三名的成绩高中

举人，然而次年的会试之中却名落孙山。在落第之后，宋应星选择前往白鹿

洞书院进修，以期下次再战。可未曾想，科场竞争激烈，此后一次又一次接

连失败，宋应星便放弃了科举之念，往后的仕途生涯也未达到决策圈的显赫

地位，但其对于学问的追求却从未松懈。饱受白鹿洞书院穷理而笃行的理学

思想影响，宋应星注重实际，重视实践，专注于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

系统总结，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著成《天工开物》一书。《天工

开物》记载了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诸如机械、砖瓦、陶瓷、

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

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历史上伟

大的科学巨著，有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 17 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宋应星在对待事物的认知上，有的用试验的方法论去甄别，而非经验论；

https://baike.so.com/doc/980327-1036260.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A5%BF/2153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98%8C%E5%BA%9C/39249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89%E6%96%B0%E5%8E%BF/60070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8E%E6%9C%9D/141291
https://baike.so.com/doc/6715688-6929732.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18480-673220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77860-56140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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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把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

的思想表现的淋漓尽致，反映出一定的实学意识和民生意识，体现了朴素唯

物主义自然观、朴素辩证法。对于宋应星而言，从他的身上不难看到属于中

国古代文人的执念。这种执念，既有对于科举及第的追求，对著书立说的追

求，更是对于自身品德上的追求。于是，即便是科举落第，宋应星却也成为

了一位写下《天工开物》的大家，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一位以身报

国的忠贞之士，一位备受后世颂扬的历史人物，在他的身上，有着中国古人

对“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完美呈现。 

四 

新中国成立后，白鹿洞书院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各级政府先后拨巨

款进行三次大的维修，再度兴盛。在中华文化几千年未曾中断的传承中，书

院教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谓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火种与载体。对于

书院文化的阐发，我们既要回到历史的场景尊重其历史贡献，更要立足当下

坚定现代教育的科学性，强调文明之间的相互通约与共识。回望历史，需要

赓续千年文脉，但更要有现代意识和世界眼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文

化的支撑，书院文化的传承意义大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