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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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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 976 年），位于湖南省长沙

市湘江西岸的岳麓山下，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也是国内现

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传承千年，弦歌不辍，岳麓书院现已发展

成为—个能满足你所有对书院想象的现代书院。 

一 

岳麓山，列属南岳衡山七十二峰的最后一峰，古人称之为灵麓峰，自

古就是文化名山，这里山水相依，茂林修竹，古枫参天，风景秀丽，环

境宜人。唐末五代战乱中，不少儒生寻找清静读书之地，僧人智璇等在

麓山结庐兴学，建起简陋学舍。北宋开宝九年（公元 976 年），潭州太

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由官府捐资兴建，正式创立岳麓书院，为

湖湘学子修养心性、研摩学问开辟一处清幽之境。在教育家、第一任山

长周式主持下，岳麓书院人文初起，从学人数和院舍规模都有很大发展。

北宋咸平二年（公元 999 年），潭州太守李允主持了书院最大一次扩建，

还请得国子监的《义疏》《史记》等典籍，正式建立藏书楼。大中祥符

八年(公元 1015 年)，宋真宗，亲书“岳麓书院”匾额，对岳麓办学予以

褒扬。两宋之交，岳麓书院遭战火洗劫。南宋乾道元年(公元 1165 年)，

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聘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张

栻主教期间，潜心讲经授徒，宣传理学思想，逐渐形成以传道济民为价

值导向的经世致用学风，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济世之才。乾道三年（公

元 1167 年），朱熹专程自福建崇安去长沙与张栻论学，从此“朱张会讲”

青史留名。绍熙五年（公元 1194 年），在岳麓会讲 27 年之后，朱熹任

湖南安抚使，再次来到潭州，重整岳麓书院，使其呈现出书院发展史上

的又一繁盛期。 

元时，岳麓书院屡废屡建。明嘉靖、万历、崇祯三次续修，书院的

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

基本格局。明正德元年（公元 1506 年）冬，阳明心学一代宗师王守仁赴

贵州上任途中路过长沙，前往岳麓书院参观。之后，王守仁及其弟子先

https://baike.so.com/doc/4753705-4969111.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24438-63375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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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到岳麓书院讲学，传播心学，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引发了

岳麓书院又一个学术繁荣期的到来。清初朝廷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顺

治末年开始松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实行支持和鼓

励政策。康熙、乾隆先后颁赐“学达性天”“道南正脉”匾额，并赐书

赐帑。清末实施新政，废书院而兴学堂，岳麓书院也难免受到改制的影

响，但却基址不变，始终未易其名。 

二 

书院总是离不开儒雅之气，名书院总是离不开气质儒雅、德高望重

的名山长。山长为古代书院的主持人，担负书院主讲及其组织管理之责，

还有权约束周边僧众及居民，真可谓“一山之长”。“山长”一词最早

见于五代十国时期，据史料记载，永州名士蒋维东，隐居衡岳（即南岳

衡山），以讲学为生，得受业者崇仰，尊称其为山长，山长这一称呼由

此而来。此后，宋、元、明、清一直沿用这一称谓。清代，乾隆皇帝认

为“山长”这一称呼显得没有文化内涵，便将其改为“院长”，但人们

习惯上仍然称书院的主持人为山长。 

山长对于书院发展与声誉都至关重要。岳麓书院可考的山长共有 58

位，每一位都满腹经纶、才高气正、治学严谨、善为人师、名扬当世，

他们留下了许许多多令人玩味的故事。岳麓书院首任山长周式，“学行

兼善，尤以行义著称”，办学出色，声名远播，使远在汴京的宋真宗也

有所耳闻。大中祥符八年（公元 1015 年），宋真宗召周式进京，欲封其

为国子监主簿，留皇宫为诸王子讲课。周式不为名利所动，婉言辞谢，

坚持回岳麓书院治学讲学，因为在他心中，书院才是他的留恋之地。宋

真宗甚为感动，在周式离宫时，御赐“岳麓书院”匾额及内府书籍，随

后还支持书院扩大规模，广招天下青年才俊。周式精心经营，为书院制

定了明确的办学方针、缜密的教学计划和规章制度，建立了严密的施教

系统，使书院的管理日趋规范。儒生们从遥远的地方会聚集到这座清幽

的庭院，有书读，有学求，有名师指点，有学友切磋，这里一时成了最

能吸引读书人的梦想之地，求学人数从建院之初的 60 余人增至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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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当时官学国子监的规模，岳麓书院进入鼎盛时期，遂成为天下四

大书院之一。关于“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但唯有岳麓为诸家共推，

反映了古之学者对岳麓书院的推崇。 

南宋乾道三年（公元 1167 年），时任山长张栻(1133-1180 年)，是

南宋大理学家、教育家，与思想家朱熹、吕祖谦齐名，史称“东南三贤”。

张栻在教育和学术上的影响，居岳麓书院历届山长之首，因与朱熹在岳

麓书院讲学论道两月有余，更是留下了千古佳话——“朱张会讲”。当

时，朱熹(1130—1200 年)在学术上遇到了对《中庸》之义不解的疑难，

闻知张栻得胡宏（二程再传弟子）之学，自成湖湘学派，早有敬仰之心，

便专程自福建崇安去长沙访问岳麓，与张栻“会友讲学”。各路学者闻

风而至，“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干涸”，盛况空前，岳麓书院名声

更加远播。朱、张两人在一起讨论《中庸》及理学重大理论问题，相互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最终趋于一致。两人的辩学及其相互影响，打破了

门户之见，开创了书院自由讲学的新风，对于加强各学派之间的学术交

流，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朱张会讲”是南宋最早的

书院会讲之一，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之间会讲的先河，在中国

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乾隆四十七年(公元 1782 年)，进士出身，多年为官，精通经学的罗

典(公元 1718-1808 年)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并且五次连任，主持岳麓书

院长达 27 年，名气很大。罗典除了治学讲学，还每年拿出自己的俸金，

增修书院建筑，开辟“岳麓八景”，其中就有一座专为欣赏秋天红叶的

亭子，取名“红叶亭”。公元 1785 年秋天，江南大文豪袁枚到了长沙，

仰慕者争先恐后赶去相会，只有罗典不加理睬。罗典为人清高傲慢，认

为袁枚有官不做，到处游山玩水，写诗作文又标新立异，广纳弟子且女

弟子尤众，怎么着都看不惯。他不但不进城去会袁枚，还怕袁枚找上门

来，就在书院的牌楼上贴了副对联:“不为子路何由见，非是文公请退之。”

过了两天，袁枚真的到书院门口，递了拜帖，自然是碰了一鼻子灰，便

自管游山去了。袁枚走后，罗典叫人用水冲洗书院门前的台阶，说是要

洗净异端邪气。袁枚尽兴下山后，对岳麓山上的景物都写了诗，惟独在

https://baike.so.com/doc/5375382-7577937.html
https://baike.so.com/doc/24611290-25491672.html
https://baike.so.com/doc/23738884-242947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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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亭》题目下，只抄录了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绝句:“远上寒山石径

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枫林，霜叶红于二月花。”偏偏第三句“停

车坐爱枫林晚”少抄了两个字。罗典听了袁枚抄诗的事后，脸红到了颈

根，连声说:“惭愧，惭愧……”，当即亲笔题写了一块“爱晚亭”的新

匾额，把“红叶亭”的匾额替换下来。(少了“爱晚”两个字，袁枚的意

思是罗典不爱护晚辈)。此后，罗典一改傲慢脾性，每有文人上山，不管

自己喜欢不喜欢、熟悉不熟悉，总是客客气气地接进书院，热情相待，

彰显书院之开放、包容、大气。 

三 

历经五代、宋、元、明、清时势变迁，岳麓书院谱写了饱经沧桑的

千年传奇。这千年传奇，得益于岳麓书院薪火相传的教育理念、一脉相

承的精神特质，得益于崇尚务实精神、重视人格培养、注重博学多思、

涵育湖湘一脉的浓厚学风，吸引着读书人，哺育着读书人，成为读书人

精神安顿的家园，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场所，享受学术争鸣的盛宴之

地，培育读书人士大夫精神的殿堂，走向社会、实现经世济民理想的出

发点。这千年传奇，书写了宋代的“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清代

的“中兴将相，十九湖湘”，岳麓书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经世济民之才，

彭龟年、王夫之、谭嗣同、梁启超、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

黄兴、蔡锷、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这些名字与整个国

家的沉浮兴衰，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岳麓书院是“唯楚

有材，于斯为盛”的英才聚集之处。 

那么，岳麓书院正门的“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名联，又是从何而

来的呢？原来，清嘉庆朝曾任国史馆、功臣馆纂修的袁名曜（yào），被

聘任为岳麓书院山长。任期内，袁名曜曾对岳麓书院修缮改造，竣工后，

门人请其撰题大门联，他便以“惟楚有材”嘱门生应对。众人正苦思冥

想之间，贡生张中阶高声应对曰：“于斯为盛。”众闻之皆拍案叫绝，

于是这副著名的集句联就此诞生。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

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即楚材晋用的典故，本意是楚

https://baike.so.com/doc/5350408-558586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09887-564792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7695-56558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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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才外流，为晋国所用。袁名曜将“虽”改为“惟”。“惟”是文言

助词，常用于句首。意思是说楚国是出人才的地方，翘楚云集。下联“于

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

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

妇人焉，九人而已。”本意是孔子盛赞周武王时期人才鼎盛局面，在这

里借指岳麓书院更是彬彬济济、英才齐聚之会所。这副古联意境深邃，

气势豪迈，寄托了古人对于盛世人才济济的理想和向往。 

四 

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南大学接手管理、修复岳麓书院，秉承其传道

济民、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延续其千百年来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

文化传播功能，又有现代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承的功能。目前，

书院致力于培养文哲史高级（本硕博）专门人才，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

两年一度的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每年一百多场的学术报告，接续不断的

国际交流与合作，等等，引导学生以先圣先贤的道德人品为楷模，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让千年学脉与时俱

进再延绵，为千年学府不负时代添光辉。 

一个再没有文化的人，进了岳麓书院，仿佛也有了文化；一个再有

文化的人，到了岳麓书院，似乎也没了文化。岳麓山下，湘江西岸，一

座学府，跨越千年，弦歌不辍，贯穿古今，这里的御书楼、文昌楼、半

学斋、濂溪祠、时务轩、自卑亭，这里的楹联、名碑、善本、翰墨，这

里的山泉、溪流、松柏、红枫、风荷、草竹……可观可赏、可思可学，

一砖一瓦都写满故事，一碑一石都镌刻着传奇，都有着让人缅怀的辉煌

历史，而卓绝的历史背后，何尝不是无数读书人千年相继的文化追求、

思想血脉和精神光芒。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3%E5%B9%B4%E5%AD%A6%E5%BA%9C/10153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