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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自从唐代初年产生，到清末退出历史舞台，古老的书院体系

在中国存在了 1000 多年。 在各种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我们

曾无数次地看到古代学子们的书院生活， 似乎和现世的学校生

活差不多。 事实果真如此吗？

古代学生进书院学习， 要不要参加入学考试， 要不要交学

费？ 书院的老师是怎样教学的，都教哪些科目，而学生又是怎样

安排一天的学习生活的？他们要不要月考年考，学得不好会不会

被留级甚至开除呢？

古代书院为何都安在深山老林里

书院在唐朝产生之初，常与僧院、道观为邻，选择
的地址往往在深山老林里。 例如年代最为久远的
光石山书院，就建在条县

(

今属湖南
)

麒麟山中，附
近有朱阳观与惠光寺。 比光石山书院稍晚的李宽
中书院，则直接建在石鼓山的寻真观里。 这里风景
优美，如诗如画。读书人和道观中的道人，坐以论道，互
相熏陶。

不光书院选址很讲究， 创建人对书院内的小环境

也很在意，常常栽花种树，移竹运石，打扮书院。 例如，

唐朝著名的诗人贾岛，在《田将军书院》一诗中，这样描
写田将军书院内的美景：“满庭花木半新载， 石自平湖
远岸来；笋迸邻家还长竹，地经山雨几层苔。 ”

书院选址， 为何要在远离人烟的深山老林里
呢？ 这与书院兴起的初衷有很大关系。 古代的书
院，往往是在官学

(

公办学校
)

废坏时出现。 兴办书
院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科举考试；另一方面，在

一些大学者看来，官学一旦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

就严重丧失了教书育人的能力， 并日益腐败和衰
落。因此，他们以个人的力量另建书院，就是为了研究
学问，启迪民智，回归教育的本质。 而在他们看来，一个
空灵安静的地方，更有益于学问。比如，曾经执掌白
鹿洞书院的南宋理学大家朱熹， 就曾奉劝他的学
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好去山头且
坚坐，等闲莫要下山来。 ”

桀骜不驯的“校长”连皇帝都奈何不了

理学大家朱熹所在的南宋， 是书院管理体制形
成并得以确立的重要时期，理学家和书院结为一体，

使书院承担起了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推行教化的重
任。同一时期，书院的管理也借鉴官方的学校以及禅
宗佛家的清规，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制度。

与今天的大学相比， 古代的书院在制度上有哪
些特别之处呢？据了解，书院的管理体系，有分工
明确、便于操作的特点。它的核心是山长负责制
为代表的管理体制及与之配套的组织系统，它从
组织上保证书院的管理有序有效地进行。 山长最重
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为书院聘请老师。 聘请老师时，

或者重视学行，或者重视文凭———也就是科举出身，

这样就能确保书院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水平能够达到
一定的标准。 山长以下，有副山长、堂长、讲书等职，

他们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协助山长维持书院正常的
教学秩序。

前面所说的“山长”，其实就是书院的负责人，相
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校长，位高权重，是书院的核心
人物。 山长的称号， 充满了野性和对官府的反叛，

这与早期书院倡导的自由精神是一致的。它的由来，

也要追溯到唐代。 不过，真正固定下来，则是到了宋
代。

古代那些著名的书院， 无一例外都拥有名震四
方的山长。 例如，北宋年间，岳麓书院有个叫周式的
山长，他的学术和品行都很好。 宋真宗知道后，就派
人接他进入皇宫，封他为国子监主簿，并想留他在京
城侍驾。 然而，周式却坚持要回到岳麓书院，真宗无
奈之下放他南归。 此后的岳麓书院，更是名声大振。

学生违规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有了德高望重的山长和教师，书院不愁没有学生。

因此，书院也设定了不低的入学门槛，也有入学笔试，

而且招生数量有限。

“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在南宋乾道年
间，就“定养士额二十人”，后来扩到三十人。 岳麓书院
名气出去以后，远道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别
置额外学生十员，以处四方游学之士”，等于是增加了
10

个旁听名额。

一旦进入书院学习， 学生就要遵守书院的一系列
规章制度。 以明道书院为例， 首先要求学生要穿“校
服”，规定要穿颜色深的衣服，和一般的民众区别开来，

让学生有士人的责任感和优越感。 另外，书院还设专门
针对学生的“请假簿”“讲簿”“德业簿”“食簿”“宿斋
簿”。 其中，讲簿记录山长讲学的情况，德业簿登记学生
的功课情况，食簿是用来领取钱米，宿斋簿则用来领取
灯油和木炭。

为了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 书院还有考试制度，主
要考查德行和学业两大方面。德行考试的考核标准一般因
山长的习惯而定，例如，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时，提倡
自觉自励，不做硬性规定；而普通的书院，则从更实用
出发，对儒家伦常做了具体化的规定，例如，不尊敬师
长、不孝敬父母，就可能受到被除名的惩罚；那种严重
践踏院规、破坏伦常的，书院不仅会将其除名，还会报
官立案，并永远不许再入书院。

享受政府拨款后书院逐渐失去了光芒

从书院诞生之初，饱含理想主义热情的读书人，就
希望把书院经营成一方净土。 然而， 在与现实的碰撞
中，他们最终不得不让步了。 实际上，从书院最为兴盛
的南宋时期起， 许多原先民办的书院， 就逐渐被官方
“收编”。 这种收编，首先是从书院的经费着手。

书院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经费。 而书院经费的来
源，多依赖于学田。 书院兴起之初，私人筹措办院经费，

主要也是靠私人的田产或别人捐赠的田产来供给。 然

而，仅仅靠捐赠，是不能满足书院需要的。 因此，当官府
开始给书院划拨田产时，书院没有理由不接受。

除了经济上的控制，南宋中后期以来，书院的实际
负责人山长，也渐渐由朝廷吏部差授。 在清代，书院
的常年经费已经由官府一次性拨给。 享受政府拨款的
书院，花起钱来也大手大脚。 例如，为参加正式科举考
试的生员提供一定数量的经费。 考生如果科举得中，更
有丰厚奖赏，数目可达五十两银子。 不仅考中的生徒有

奖，书院的老师也跟着有奖。

如此一来，虽然书院的办学经费不愁了，然而，书
院不可避免地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 尽管还有一些理
想主义的书院在苦苦支撑，然而，书院没落的历史已经
无可挽回。

同治光绪年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已经与科举
合为一体的书院，也一并成为历史。

（据《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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