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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肇基于唐书院肇基于唐，，繁盛于宋元繁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普及于明清，，绵延千年绵延千年。。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先生在《《中国书院辞典中国书院辞典》》序言中写道序言中写道：：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流行了在中国流行了
10001000年的书院这种古老的办学模式年的书院这种古老的办学模式，，在今天还有其意义在今天还有其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取其精华我们完全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其糟粕，，利用这个形式利用这个形式，，加入新的内容加入新的内容，，使它为我们使它为我们
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为了让古老书院在现代图书馆中焕发青春为了让古老书院在现代图书馆中焕发青春，，让珍藏在图书馆的文献典籍利用书院走进百姓让珍藏在图书馆的文献典籍利用书院走进百姓，，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创
新性发展新性发展，，自今年自今年 55 月起月起，，山东省文化厅在全省创新推进山东省文化厅在全省创新推进““图书馆图书馆++书院书院””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在各级图书馆建设在各级图书馆建设““尼山书院尼山书院”。”。99 月月 33
日日，，山东省尼山书院正式成立理事会并开通网站山东省尼山书院正式成立理事会并开通网站，，山东省文化厅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还签订了关于共同推进尼山书院建设的山东省文化厅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还签订了关于共同推进尼山书院建设的
战略协议战略协议。。

书院这一古老的办学模式书院这一古老的办学模式，，其产生的土壤是什么其产生的土壤是什么？？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何等影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何等影响？？今天今天，，它与现代教育体制应当如何对它与现代教育体制应当如何对
接接？？山东省尼山书院所采用的山东省尼山书院所采用的““图书馆图书馆++书院书院””模式又有何意义模式又有何意义？？记者就此专访了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记者就此专访了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省文化厅厅长、、尼山书院理事尼山书院理事
长徐向红长徐向红，，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张炜万松浦书院院长张炜，，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尼山书院理事李勇慧尼山书院理事李勇慧，，山东省高等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山东省高等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尼尼
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颜炳罡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颜炳罡。。

振兴书院 传承文脉
本报驻山东记者 孟 娟

颜炳罡：书 院 出 现 于 唐 玄 宗 年

间，当时有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

不过这时书院的主要功能是国家藏

书机构，相当于图书院，还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书院。作为集教学、研究、

祭 祀 、藏 书 等 功 能 为 一 体 的 书 院 兴

起于五代，盛于宋、元、明、清，衰于

晚 清 。 晚 清 纷 纷 改 书 院 为 新 式 学

堂 ，书 院 作 为 中 国 教 育 主 体 的 地 位

已不复存在，但书院并没有消失，也

没 有 完 全 废 止 。 民 国 时 期 ，马 一 浮

先生建有“复性书院”，梁漱溟先生

建有“勉仁书院”，张君劢先生建有

“大理民族文化书院”等，书院可谓

不绝如缕。当然，新中国成立之后，

在 相 当 长 的 时 间 内 ，书 院 教 育 在 大

陆消失了，但在我国台湾、香港地区

乃至东南亚、韩国，书院仍然存在。

如 钱 穆 先 生 在 香 港 创 办 新 亚 书 院 ，

牟宗三先生的弟子在台湾创办的鹅

湖 人 文 书 院 等 。 改 革 开 放 后 ，中 国

各 地 学 者 纷 纷 加 入 到 旧 书 院 复 建 、

新 书 院 创 建 之 中 。 据 相 关 学 者 统

计 ，现 在 中 国 挂 有 书 院 之 名 的 机 构

多达 2000 多家。

书 院 之 所 以 能 延 续 上 千 年 ，至

今 仍 然 还 充 满 活 力 ，关 键 取 决 于 社

会 的 需 要 。 在 传 统 意 义 上 ，书 院 是

儒家的道场，是人文教化的机构，是

新思想的发源地。大凡历史上有名

的书院都与有名望的思想家或某学

派 联 系 起 来 。 在 传 统 社 会 里 ，书 院

是 养 士 的 场 所 ，一 些 贫 寒 之 士 可 以

在 书 院 里 读 书 、接 受 教 育 。 在 科 举

时 代 ，一 些 书 院 也 扮 演 着 科 举 预 备

学 校 功 能 ，这 是 书 院 延 续 千 年 而 不

废 止 的 重 要 原 因 。 今 天 ，书 院 之 所

以 仍 然 有 活 力 ，在 于 书 院 是 中 华 文

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

场 所 和 重 要 方 式 ，同 时 还 可 作 为 官

办 教 育 的 补 充 。 因 此 ，书 院 会 继 续

存在下去。

记者：作为我国古代特有的教育机构和教学组织，书院自唐代出现到清末，

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书院得以产生的土壤是什么？为何它能屡败屡建，延续上

千年？

生命力旺盛绵延千年的书院

李勇慧：书院是中华文明史发展

到唐宋时期的产物。不过，这只是书

院与中华文明史相互关系的一个方

面，这种相互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则是

书院对中华文明史发展的重要促进

作用。

其一，书院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

史的发展。具体表现：一是宋、元、

明、清时，学术思潮的演变与书院的

发展密不可分。没有书院的发展，无

论 是 宋 代 理 学 的 兴 起 ，还 是 明 代 心

学的大盛，都是不可思议的；二是在

上述朝代中，有不少重要的学术思想

流派，如宋代的程朱学派、湖湘学派、

金华学派、象山学派，明代的甘泉学

派、阳明学派、东林学派及清代的乾

嘉学派等，都是以书院为主要基地而

形成或发展起来的。

其二，书院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

发展。古代除了不少著名思想家曾

在书院充任主持人或从事讲学活动

以外，还有大量著名文学家活跃于书

院讲坛。书院是其文学思想得以传

播 的 重 要 渠 道 。 例 如 ，清 代 桐 城 派

“三祖”之一姚鼐，在书院讲学长达数

十年，其弟子方东树、姚椿、姚莹、梅

曾亮，再传弟子吕璜、方宗诚等也曾

在书院讲学。桐城派之所以能够成

为清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流派，姚鼐

等人在书院从事讲学活动是一个重

要的因素。

其三，书院促进了中国图书业的

记者：请谈谈书院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所产生的作用。

书院促进中华文明传承功不可没

李勇慧：书院确是一种古老的办学

模式。但是“古老”并不代表落后。毛

泽东同志早在 1921 年长沙创办湖南自

修大学时，就曾提出过“取古代书院形

式，纳入现代学校内容”的主张，到今

日仍具有指导意义。

书院历经千年而蓄积的教育、思想

精华影响至今。针对现代教育体制批

量化、标准化、德育弱化等缺陷，越来越

多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应试教育带来的

弊端，它不仅扼杀了学生创新性思维，而

且在其内容和制度越来越“臻于规范”

后，其与中国古代延续了 1000 余年的科

举制度的“八股”性也体现了出来。

书院自古就具有大众性，它提倡自

由、不设门槛，以宣传、传播儒家传统

经典文化为教育宗旨；以注重培养学生

的个人素质、道德涵养为教育目的，更

与现代教育相互补充。

如今，数以百万计的老人、青年、少

年在书院接受国学传统教育，足以说明

书院的魅力与积极作用。

记者：近年来，中国文化书院、白鹿书院、中国书院等相继出现。在现代

社会中，书院这种古老办学模式的存在有何意义？传统的办学模式与现代教

育体制应如何对接？

书院教育与现代教育相得益彰

徐向红：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山东曲阜，在孔子研究院发表

重要讲话。这是中央高度重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宣示，赋予了

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使

命。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山东省

文化系统须切实增强文化自觉和历

史担当，创新载体和机制，继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另一方面，“十艺节”后，全省

公共图书馆和其他文化场馆建设

改造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如何利用

好这些现代化的文化阵地，充分发

挥好图书馆现有设施的作用，还是

个重大课题。

结合这两方面内容，我们探索

创新“图书馆＋书院”模式，让古老

书院在现代图书馆中焕发青春，让

藏在图书馆的文献典籍利用书院

走近百姓，提高公共图书馆的文化

服务能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以刊

藏典籍、教化育人、研究传播为主

要 职 责 的 文 化 教 育 机 构 ，在 文 脉

传承、教育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尼山书院坐落

在 孔 子 诞 生 地 曲 阜 尼 山 之 上 ，始

建于宋庆历三年，元时重修，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现

代 公 共 图 书 馆 承 担 着 文 献 收 藏 、

整理研究、社会教育的职能，是构

建 学 习 型 社 会 的 重 要 阵 地 ，是 广

大群众的终身学校和传承延续文

明的文化重镇。将现代公共图书

馆和传统书院有机结合，在全省公

共图书馆建设“尼山书院”，进一步

发挥其传承教化的文化功能，具有

重要意义。

图书馆和书院分离已经很久

了，我们甚至已经忘却了图书馆和

书 院 之 间 还 有 一 种 天 然 的 联 系 。

在 古 代 ，书 院 和 图 书 馆 是“ 一 而

二，二而一”的，书院即是图书馆，

兼 有 图 书 收 藏 、传 播 等 重 要 功

能 。 近 代 以 来 ，随 着 古 代 书 院 的

日渐式微，现代图书馆的兴起，两

者 分 离 现 象 比 较 明 显 ，图 书 馆 教

育 、教 化 功 能 弱 化 。 随 着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推 进 ，在 中 华

文 化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进 程

中 ，寻 找 和 加 深 书 院 与 图 书 馆 的

天然联系恰逢其时。

将尼山书院融入全省现代公

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利用“图书馆+

书院”模式打通古今，把全省图书

馆建设成礼乐教化、以文化人的文

化重镇、精神家园，不仅对于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

院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孔子及儒家

思想研究与传播体系建设，弘扬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传

统 美 德 的 创 造 性 转 化 、创 新 性 发

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深化图

书馆的精神文化内涵和公共服务

功能，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现代化设

施的社会教育作用。

记者：今年 5 月以来，山东省文化厅在全省创新推进“图书馆+书院”模

式建设尼山书院，将公共图书馆与传统书院相结合，到 2015年底，将在全省

150多个公共图书馆建成“尼山书院”，这一举措意义何在？

创新推进“图书馆+书院”模式

李勇慧：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

特 殊 教 育 组 织 形 式 ，其 教 学 与 组 织

制度别具一格。唐末至五代社会动

荡，官学衰微乃至废弃，宋初统治者

因 加 强 中 央 集 权 无 暇 顾 及 官 学 教

育 ，使 士 子 们 求 学 成 为 严 重 的 社 会

问 题 ，提 供 了 促 使 书 院 产 生 的 主 要

历史机缘。书院由唐末私人读书、校

书、授徒、讲学之所演变而成，教学需

要 书 籍 ，因 此 书 院 必 须 拥 有 藏 书 功

能 ，必 须 以 大 量 书 籍 流 通 为 前 提 条

件。我国雕版印刷术正是由唐代产

生 至 宋 代 转 盛 ，为 书 院 的 产 生 提 供

了必要条件。书院产生及其一整套

制度形成又与理学兴起与发展关系

密 切 。 宋 代 传 统 儒 学 在 以 自 身 为

主 并 吸 收 佛 、道 思 想 的 基 础 上 ，发

展 到 理 学 阶 段 ，然 而 理 学 在 初 期 并

不 为 封 建 统 治 者 所 认 同 ，于 是 理 学

家们便以书院为从事研究与传播的

重 要 基 地 ，大 量 的 著 名 知 识 分 子 与

青年士子参与进来，促进书院生成并

臻于成熟。

上述因素是构成书院产生的外

因。而促进书院产生并得以发展的

内 因 有 二 ：一 是 士 子 接 受 教 育 的 需

求。隋、唐科举制度创立与兴起后，

官学教育沦为科举附庸，形式死板、

内容空洞，满足不了真心求知的士子

们，他们势必要在官学以外去寻求就

学的场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应运

而生；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无

论哪个朝代，社会发展都需要人才推

动 ，相 对 于 培 养 人 才 单 一 的 官 学 体

系，书院源于民间，深知社会发展对

人 才 的 具 体 需 要 ，它 们 强 调 学 术 自

由、主张开放交流，具有官学教育不

可比拟的优势，培养出大量人才，其

产生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书院

屡废屡兴，屡败屡建，历经沧桑，却能

绵延千年，生命力旺盛，正是由于书

院具有独特的教育功效。

张炜：传道授业，知识分子有这

样 的 恒 念 和 理 想 ，这 是 书 院 得 以 长

存 的 根 本 原 因 。 社 会 需 要 有 深 度 、

有 理 想 的 教 育 ，而 一 般 的 教 育 机 构

及 教 学 设 置 不 能 完 全 满 足 这 种 需

求 。 对 于 中 国 教 育 而 言 ，无 论 是 过

去 还 是 今 天 ，书 院 教 育 都 不 仅 仅 是

其 他 教 育 形 式 的 补 充 ，而 是 不 可 或

缺、极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另一片

天地。

张炜：看看中国的几大著名书院出了

多少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这个问题也就

清楚了。一些书院的主持人（山长），本

身就是文化巨人，他们对于拨动一个时

期的文化心弦，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都

有功不可没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书院的

文化培育，就没有今天这样一幅中华文化

版图。

发展。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代书院

都有藏书，使大批典籍通过书院得以保

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日趋成

熟的图书收藏、维护、流通等方面的制

度，从而丰富了我国图书管理经验；二

是宋代开始书院具有了刻书的功能，且

屡出精品，书院刻书也为繁荣图书业做

出贡献。

其四，书院对促进中国教育史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宋元明清的著名书院，

一般都是当地的教育中心，对推进所在地

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与此同时，书院在其长期的发展

过程中，在教学与组织管理等方面还积累

了许多经验，形成了不少与官学迥然有别

的特点。如重视实践、注重学生道德能

力培养、师生感情甚笃以及学习气氛轻

松、管理人员较少等。所有这些都丰富

了我国的教育遗产，而且为今日的教育

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其五，书院曾经培养过大批著名的

历史人物，他们分别在各个领域做出过

杰出贡献，对促进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起

到了重要作用。

颜炳罡：现代教育是大工业化的产

物，以为人才的生产可以像工厂生产货

物一样，按照一定流程，合乎一定的标

准就可以从流水线上滚滚而来。这种

教育有其优势，可以满足现代社会对人

才的要求，但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个性

化教育与培养。忽视了个性化教育的

现代大学可以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工匠，

但难以产生大师。

传统书院教学模式因主持人的学

术特长而定，没有固定的教学模式，没

有 国 标 课 程 ，也 没 有 规 范 的 教 学 大

纲。同时，书院还实行讲会制度，相近

甚至不同学术观点的专家同时登坛授

课，让学生自由讨论，所以真正办出名

堂的书院都有自己的学术特色。书院

更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有些书院

是师生共同研究的场所，学生与老师

一同成长。

现 代 教 育 体 系 应 当 引 入 书 院 精

神，而不是照搬书院的教学方法与模

式。书院精神说到底就是自由讲学精

神，创新精神，教学相长的精神，这样

才能使传统书院与现代教育发展相得

益彰。

张炜：11 年 前 ，我 创 办 万 松 浦 书

院。当年觉得中国的大批量常规教育

之外，还需要书院这样的个性化教育。

面对少数人施行的特殊教育，在这个时

代是有意义的。教育和其他事物一样，

许多时候也有个多元并存的生态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书院不是搞一点建

筑，花一点钱请人讲讲学、存一些书、取

一个名字挂上一块牌子，更不是将过去

废弃的书院从外形上恢复起来，这都不

是书院。书院的三个要素（独立的院产、

主持人、独有的理念）中，最重要的还是

主持人。这个人必须稳定持久地与书

院结成一体，有知识学问资格，还要有

自己的学术理想与人文情怀，有自己的

世界观。有了这样一个人，其他都好

办。钱穆的新亚书院当年在香港门面

毫不堂皇，租了几间房子，学生躺在楼

道睡，照样对中国文化作出了极大贡

献，培养出了一些重要的人物。

现在 建 书 院 的 实 在 不 少 ，但 有意

义的并不多。为雅兴花 一 点 钱 ，太 容

易 了 。 其 实 这 反 而 是 有 害 的 。 万 松

浦书院的院长如我也不合格，但我知

道书院是什么。

颜炳罡：“图书馆+书院”模式

是山东省文化创新工程，具有重要

的文化意义，可以说是山东省在弘

扬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方面的新

举措，可喜可贺。书院起于藏书、

修 书 、校 书 ，相 当 于 今 天 的 图 书

馆。“图书馆+书院”模式一方面健

全并扩大了图书馆的功能，另一方

面，借助图书馆这个平台，让传统

的书院得以复活，这是一个共赢的

模式。

“图书馆+书院”模式是政府主

导下的文化工程，传统书院有政府

建的，更多是民间办的。我认为，

山东省 150 多个“图书馆+书院”模

式虽基本覆盖到全省的地级市、市

辖区、县级市以及县，却没有无缝

对接广大乡、镇、村、社区等基层单

位。在做好“图书馆+书院”模式的

同时，动员民间力量，发挥广大民

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山

东省各地市传统文化资源优势，将

山东省境内比较有名的书院恢复

起来，如泰山书院、徂徕书院、洙泗

书院、泺源书院、公冶长书院、荀卿

书院、愿学书院、曾子书院、颜鲁公

书院等等，这对于山东省的文化建

设将起到重要作用。

书院恢复与重建应当两条腿

走路，“图书馆+书院”是一条腿，民

办书院是另一条腿，两条腿并行不

悖，各有优势。政府积极引导，给

予适当扶持，古老书院一定会焕发

新时代的光彩。

















尼山书院的礼仪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