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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书院文化系列学习选刊

书 院 故 事
第 14 期（2022 年）

河南科技大学河洛书院编 2022 年 9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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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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溪书院：咏莲比德 弘道笃行

濂溪书院，前身为濂溪书堂，始建于宋嘉祐六年（公元 1061 年），

位于江西九江庐山山麓，由理学鼻祖周敦颐所创。除此之外，自宋至清

代，为纪念周敦颐兴教办学、传播理学的人文化育之功，全国各地特别

是江西、湖南各地，以“濂溪”命名的书院，如郴州汝城濂溪书院等，

还有以“景濂”“宗濂”“清濂”命名的书院，有数十处之多，可见后

世对周敦颐及其肇造理学思想的景仰之情。

一

周敦颐(公元 1017-1073 年)，字茂叔，原名敦实，号濂溪，湖南道

县人。宋天圣七年（公元 1029 年），十四岁的周敦颐辞别父母，择岩洞

而居，专心读书思考。十五岁时，周敦颐父亲去世，他随母亲到衡阳投

靠舅舅郑向（龙图阁学士）。见周敦颐酷爱白莲，郑向便在自家宅前的

西湖凤凰山下构亭植莲，供周敦颐负笈其间参经悟道。景祐三年（公元

1036 年 ），郑向把朝廷恩荫、准许一名子弟出来做官的机会给了周敦颐，

周敦颐就此当上了朝廷将作监的主簿。此后，周敦颐先后在洪州（属江

西）、大余（属江西）、虔州（属江西）、郴州（属湖南）、合州（属

重庆）、星子（属江西）等地，任县令、大理寺丞、太子中舍、判官、

提点刑狱、知南康军等职。熙宁六年（公元 1073 年），周敦颐终老隐居

庐山莲花峰下（属古江州，今属江西九江），遗嘱子孙为江州人，子孙

以此为家。

周敦颐早年远离故乡，长期在江西为官和从事讲学授徒活动，对庐

山之美异常喜爱，便有结屋侨寓此地之意。宋嘉祐六年（公元 1061 年），

周敦颐迁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今赣州市），公务之余，在庐山山麓

筑书堂，辟为会友读书著述之所，遂寓名濂溪，始称濂溪书堂，亦称濂

溪祠，为濂溪书院的前身。熙宁四年(公元 1071 年)，周敦颐重回江西任

职，后退职隐居濂溪书院，一则讲学授徒，二则潜心著述。期间，他写

下了《太极图说》《通书》等宋代理学的开山篇，影响甚大。从周敦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5%9C%A3/105666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91%E5%90%91/47920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91%E5%90%91/47920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A4%E5%87%B0%E5%B1%B1%E4%B8%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9F%E7%AC%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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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濂溪书堂讲学伊始，理学就成为书院教育的理论指导，书院成为传播

理学的文化宝地，理学与书院有了不解之缘。历史上，许多名人到九江

濂溪书院，或求学、游学，或寻访、拜谒，可谓连绵不断，诸如黄庭坚、

苏轼、“二程”、朱熹、王守仁等都曾在此驻有足迹。“二程”被父亲

程珦送至濂溪书院，拜周敦颐为师，后来都成为声名煊赫的大理学家。

朱熹作为再传弟子，怀着对先师的敬仰之情，于淳熙四年(公元 1177 年)

及以后两年，遍访周敦颐当年在江州、庐山、南康的遗迹，修缮周的旧

居，撰《濂溪先生祠堂记》《濂溪先生画像记》，建“爱莲碑”，题“爱

莲匾”，还带白鹿洞书院的生徒到山北拜谒濂溪祠，“我率诸生拜祠下，

要令今古播清芬”，可见其虔诚参拜的情景。宋元之际翰林学士吴澄，

曾在濂溪书院一边讲学，一边研读院中藏书，研究理学，知名一时。九

江濂溪书院绵延 800 余年，历代屡有修整，数易其址，称谓亦多次变更。

宋嘉定十三年（公元 1220 年），为表对周敦颐的感念之情，汝城乡

民在县城西郊桂枝岭麓修建了濂溪书院。那么，周敦颐与汝城又有着怎

样的关系，汝城乡民为什么要感念周敦颐呢？据史书记载，庆历六年（公

元 1046 年）至至和元年（公元 1054 年），周敦颐一直在郴州郡的郴州

县、汝城县任职，这个时期是周敦颐理学思想孕育、形成的重要时期，

也是他利用旧有的县学兴教办学、传播理学的重要时期，理学思想融入

到了地方治理的实践中，融入了当地的寻常百姓家。在理学精义的化育

下，县内人文蔚起、文运昌盛，政治清明、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民情

淳朴，产生了域内外的社会影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汝城濂溪书院创建

后，历代名师在此传道授业，理学精神代代传承，濂溪遗韵历久弥光，

宋代状元朱经贵、左中大夫朱辂，明代两广总督、太子太保朱英，监察

御史范辂，工部尚书曾鉴，清代翰林何庆元、著名诗人郭远等，一大批

经天纬地之才脱颖而出。汝城“御史世家”不绝如缕，如宋代的邵晔与

朱辂，明代的朱海与朱守恕父子等。汝城古祠堂 700 余座，大多数在命

名上都彰显了理学精义，祠堂大门两侧或大堂之上的楹联或匾额都体现

着“忠孝廉节”的理学精神教化。濂溪书院、濂溪理学思想涵育了古今

汝城人一种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人格秉性，当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D%E5%9F%8E%E5%8E%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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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良才、李涛等，均出生于此地，成长过程中受到濂溪书院的文化熏陶，

后投身革命大潮，迈向辉煌人生。汝城濂溪书院，因与周敦颐的独特渊

源关系而建，几经盗火，数异其址，数度修葺，文气沛然，精神永存。

二

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由孔子创立，核心要义是讲大一统，

讲仁义礼乐。从汉武帝开始，“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儒学就一直作

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的官方学说。即便如此，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

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其社会地位并不是牢不可破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开始削弱。唐代，虽以儒学思想

为主导，却也受到了佛教、道教的渗透。宋代，经周敦颐、程颢、程颐、

张载、陆九渊、朱熹等各位大儒的继承、改造与完善，形成了一套更加

完备、生命力更强的新儒学体系，即程朱理学，终于大放异彩，成为稳

如泰山不可撼动的正统和主流哲学思想。直到近代的“五四运动”，儒

学的统治地位才被彻底取消。

周敦颐，濂溪先生，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延传儒学，开创理学，

从而受尊为理学开山鼻祖，在我国思想史、教育史上享有重要地位。周

敦颐的“发端之功”：一是哲学思想的贡献。周敦颐在其哲学著作《太

极图说》《通书》中，对《老子》《易传》《中庸》以及五行阴阳学说

等思想进行了熔铸改造，进而提出了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

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并作出新的论断。在周敦颐

看来，“诚”首先是宇宙存在的根据，即天道本体论；“诚”又是人的

伦理道德的突出表现，即心性本体论。从天道推演出人道、天人合一之

道，从而建立了以“诚”为本的伦理道德学说，把儒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二

是政治思想的贡献。周敦颐把理学思想融入社会治理，形成了德治与刑

治相结合的政治思想。在周敦颐看来，德治就是修圣德，“立人之道，

曰仁与义”，仁义修而万民感化；重师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

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推礼乐，“礼，理也；乐，和也”，礼的实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4%92%E5%AD%A6/2494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8%E7%A7%A6%E8%AF%B8%E5%AD%90/34052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4%B8%80%E7%BB%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9F%E6%B2%BB%E8%80%85/105580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A8%E6%95%A6%E9%A2%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5%9B%9B%E8%BF%90%E5%8A%A8/2916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81%E5%AD%90/10672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93%E4%BC%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BA%B8/57005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8%A1%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4%E9%98%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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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理，“理”的本意在于治。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

得已的选择，德刑为先，慎刑为要，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轻易使用刑

治。三是教育思想的贡献。周敦颐使是理学思想与书院教育相结合，十

分重视儒学经典，始终将“诚”放在育人最显要的位置，强调“教人向

善，进德修业”的教育目的，“六经为主，以诚为本”教育内容，“自

学为主，重在启发”的教育方法，坚持开明开放的教育主张，创办的濂

溪书院在中国书院史、教育史、哲学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独特地位，在

理学发展史上，更处于其他书院所无法比拟的核心、灵魂和渊源的显赫

位置。

三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句千古名言，出自周敦颐的

《爱莲说》。“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其它常见文体还有记、序、书、

志、传、表、铭等。“记”是一种散文体裁，如碑记、游记、杂记；“序”

亦称“叙”，主要有“赠序”和“书序”；“ 书”即信函，或著作；“志”

指记事的书或文章，如地方志、墓志和《三国志》等；“表”主要是朝

臣写给君主的奏章和呈文,如《出师表》《陈情表》；“铭”是刻在器物

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一种文体，如《陋室铭》。“说”类似

于现在的杂文，借物抒情，托物言志，托物寓意阐述事理。那么，周敦

颐为什么会写《爱莲说》呢？

周敦颐自小志存高远，常坐莲池参经悟道，尤其对白莲情有独钟。

做官后，他自号濂溪，创建的濂溪书院内凿有“爱莲池”，甚至把晚年

寓居屋前的溪水命名为濂溪，这个“濂”是廉洁的“廉”加上“水”作

偏旁，不言自明对于“清廉”的崇尚之意。周敦颐虽身居官场，却始终

“为政精密，务尽道理”，清廉勤勉，一生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嘉

祐八年（公元 1063 年）5 月间，周敦颐与文朋诗友相约写诗作文，兴致

所至，一气呵成，挥笔而就千古名篇《爱莲说》。《爱莲说》全文一百

一十九个字，精炼简短，结构严谨，笔意超越，言简意赅，情景交融，

其采用“借影”笔法，以莲自喻，字字珠玑，有着深邃的思想内涵。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7%E5%AD%97%E7%8F%A0%E7%8E%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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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周敦颐以莲的不染、莲的不妖、莲的气度、莲的风节，莲的“中通

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寄予自己对理想人格的

肯定和追求，表明自己襟怀淡泊、洁身自好的人生态度，清廉正直、不

甘屈服于世俗的高尚情操，以及对追逐名利、趋炎附势的世风的鄙弃。

其次，周敦颐将菊花、牡丹与莲花作比，菊花代表隐逸，牡丹代表富贵，

而“莲，花之君子者也”，寓意道德高尚的人、积极入世的人、担当有

为的人、奉献于社会的人、不逃避责任的人，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理学

思想。那就是入世而不入俗，通情达理而不故作清高，积极做事又保持

名节，“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濂溪”寓意清廉，“爱莲”寓意廉洁，《爱莲说》又何尝不是“爱

廉说”，实属周敦颐一生清廉自守的真实写照。《爱莲说》是我国古代

文章之精品，历来为人所传诵。淳熙六年（公元 1179 年），朱熹任南康

（今星子县）郡守，得到周敦颐曾孙周直卿送赠的家传《爱莲说》墨本，

于是在濂溪书院莲池旁壁上摹刻了此文，得以流传千古。

四

后世的黄庭坚、朱熹、黄宗羲等，都对周敦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宋代著名文学家黄庭坚说：“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

朱熹称赞他说：“不卑小官，职思其忧。”“短于取名，而乐于求志；薄

于邀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尚友千古；闻茂叔之风犹足律贪。”

清代学者黄宗羲评价道：“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

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

徂徕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

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濂溪先生为人的光风霁月，为官的清正廉洁，

为学的开端之功，值得今人学习传承与发扬光大。

https://so.gushiwen.cn/authorv_ae228ff17e7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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