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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A2_E5_BB_BA_E7_c57_614270.htm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

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

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书院，这一当时的高等学府

，成为名流学者们的讲经论道之所，文人学士们的向往之地

，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而又独特的地位，具有举足

轻重的影响。 CBD传奇小户型风暴 书院的兴起、发展与衰败

，伴随着朝代的更替，成为影响我国历史文化变迁的重要组

成部分。 唐末五代，由于战争的影响，官学衰废，士子苦无

就学之所，于是选择景色优美、清雅静谧的山林名胜之地，

作为群居讲学之所，出现了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中国书院

从此在历史的驿道上留下一道道高高低低、深深浅浅的印记

。 北宋百年间中国书院及书院制度的基本形态渐渐确立，出

现了一批私人创办的著名书院。如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

鹿洞书院，嵩阳书院，雎阳书院相继而生。 南宋时，官学衰

落，书院随之发展兴盛，形成了讲学、斋舍、藏书、祭祀及

风景园林相结合的格局。由于书院教育受到官方支持和资助

，因而起到了代替和补充官学的重要作用。 到了元代蒙古族

的入主，为推行统治，采取了汉化的文化政策，尊孔从儒，

对书院采取保护，并把书院官学化。书院建设呈现出一片繁

荣景象。 明朝的官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而书院门庭冷落

，出现了长达百年无人问津的现象。此后，明朝由盛转衰，

官学制度出现弊端。天下乱，则书院起；官学弊，则书院兴

。书院便又开始悄悄复兴。 入清后，由于官府控制加严，科



举的束缚，官学化的影响加深，书院追求科举，几同官学，

而丧失特色，陷入僵化，走向衰败。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

政府下令改书院办学堂，延续900年的书院教育至此结束。 书

院继承了古代私学的传统和特色，同时也汲取佛教寺庙讲经

说法和官办学校的一些长处，因此其建筑既具学府之精髓，

亦有传统民居特色。同时，书院作为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

持的文化教育机构，成为儒家文化的标志和人文精神的象征

。 儒家士人把书院看成独立研究学问的安身立命之所。书院

从萌芽之日起，就和士人“独善其身”的生活道路联系在一

起。创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超世脱俗的精神追求，体现了儒

家人文精神的超越性。因此，书院创建者总是把书院建在僻

静优美的名胜之地。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岳麓

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嵩阳书院在河南嵩山脚下，石鼓

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书院既不同于作为一种统

治象征的盘据城中的学宫，也有别于一般民间建筑。它映衬

自然，构成了一独立整体，成为地方风景环境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书院建筑多为一组较为庞大严谨规整的建筑群，但

由于重视地形的利用，多依山而建，前卑后高，层层叠进，

错落有致；加以庭院绿化，林木遮掩，以及亭阁点缀，山墙

起伏，飞檐翘角，构成生动景象，与自然景色取得有机结合

，因而收到“骨色相和，神彩互发”之效。书院建筑虽较封

闭，而环境的开拓则十分开敞，两者相互映发，构成有机联

系，反映了书院教育的特点，成为沟通天人关系的一种显现

。儒家士大夫们在其中把置身宁静闲适的大自然、寄情山水

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自然恬淡的心境和宁静幽美的山水悠

然合一，也体现了儒家之道的超越性的一面。 书院严谨的建



筑群体，是社会群体意识的表现，反映了“礼乐相成”的思

想。一般而言，每一所书院都有包括讲堂、斋舍、书楼、祠

堂在内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从每个殿堂厅房所居的位置、

装饰到总体格局都遵循纲常礼教的严谨秩序，使书院师生置

身于一种浓厚的政治伦常的观念和秩序之中。这一切，正是

儒家之道的世俗性的一面。 书院建筑以讲堂为中心，中轴对

称，庭院天井组合，布局严整。中轴一般三、四进，即由大

门、讲堂、祭殿和书楼，或两者结合，依次排列，亦有增设

二门、文昌阁等建筑，多达五、六进，体现了书院以讲学、

藏书、供祀的“三大事业”的主体地位。斋舍则对称分列于

中轴两侧，或前或后，各成院落，以满足居学读书的需要，

少则数间，多则数十、百间。其它厨仓廒、亭台楼阁，则因

院因地有别，相应配置，不拘一格。 书院建筑群力求中轴对

称的理想布局，以居中为尊；通过轴线层次序列，以别尊卑

、上下、主次、内外，达到由序达敬的目的；又通过不同特

点的庭院天井的空间组合，达到以和至亲的目的；以此形成

一个序中有和，和中有序，和序统一的整体。 然而，书院建

筑的朴实造型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清

高风骨和实际社会地位的低下。 古代文人都有反对土木之奢

，提倡俭朴之风，强调社会实用功能的美学思想。因而，书

院不同于官学建筑强调表现那种所谓“贤关”、“圣域”、

“官员下马”的神圣气氛，而更多吸取了民间地方建筑特点

，更为朴实庄重，典雅大方。一般以砖木结构为主，构架以

穿斗与抬梁结合，硬山搁檩，砌上明造，简洁清新，突出封

火山墙，起伏连续，形成具有节秦变化的轮廓线；一般单层

为主，晚期亦多两层，密集组合，突出个别歇山楼阁，形成



紧凑的整体造型；装修装饰较少雕饰彩绘，点缀素雅，比较

讲求表现材质、色调和体量、虚实的对比效果，显示其朴实

自然之美，突出反映了文人的建筑观点。 书院建筑的朴实美

，还反映在忠实于材料结构的表现，而不追求雕饰之华。书

院外部显露其清水山墙，灰白相间，虚实对比，格外清新明

快；内部显露其清水构架，装修简洁，更显素雅大方。远观

其势，近取其质。既无官式画栋雕梁之华，也少民间堆塑造

作之俗，给人自然淡雅的感受。 中国书院，留在了历史的记

忆中；曾经遍布在九州大地上的书院建筑，也只给我们一个

渐行渐远的儒雅身影。无数书院在历朝历代的更替中成为废

墟。但在尚存的瓦砾间，我们依稀看到了书院曾经的辉煌气

势。 位于河南登封嵩山南麓的嵩阳书院建于五代后周。北宋

时，因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

，时与河南的雎阳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

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但南宋时书院已废，后在清康熙年

间重建。今存建筑基本保持了清代建筑的制式、布局，南北

长128米，东西宽78米，占地面积9984平方米。中轴建筑共分

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

藏书楼，中轴线两侧配房相连，共有古建筑106间，多为硬山

滚脊灰筒瓦房，古朴大方，雅致不俗。其实，嵩阳书院在古

代并不是单纯的一个院落，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

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地域分布比较广阔。大至而言，除今

天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

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

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

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



坏，散布在嵩阳书院周围的这些建筑已全部损毁殆尽，今天

在原址只遗留有少量的石刻题记或残砖碎瓦，与历史文献的

记载相互印证。 如今，最为完整保存着书院建筑格局的是位

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创办于唐末五代的岳

麓书院经历宋、元、明、清各代，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

学至今，沧桑千年，弦歌不绝。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

，仍完整地展现了古代书院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渲染

了闲情逸致的士人风格。 岳麓书院以讲堂为中心，中轴对称

，教学斋、半学斋分列两侧，前后四进，每进建筑均有数级

台阶缓缓升高，层层叠进，给人一种深邃、幽远、威严、庄

重的感觉，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的社会伦理

关系。御书楼位于中轴末端，是书院惟一的三层楼阁建筑，

显示书楼在书院的重要地位。北侧有专祠五处，供祀名儒先

贤，反映它在学术上的师承关系和道统源流。院侧有文庙与

书院平行，自成院落，既保持了书院中轴的突出群体，不致

使文庙喧宾夺主，又表现出文庙“圣域”的独立特殊地位。

各部分建筑互相连接，互为整体，完整体现了我国古代书院

讲学、藏书、供祀三大功能的格局。 一千多年来，从岳麓书

院走出了大量的教育家、文化哲学大师，包括朱熹、张轼、

王阳明、王文清、王先谦等。如今，深深附着在这些历史文

物上的，也是那渗透着儒家人文精神的学术教育方式，以及

博大精深的建筑神韵，以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使古老的书

院文化放出耀眼的光辉。 但愿这些尚存的书院建筑，不再成

为我们的惋惜、后人的诟病。毕竟，从这里不仅能接近那些

儒雅的身影，感受历史文化的氤氲，更能让我们及后人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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