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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衡阳书院文化肇始于唐代,在宋代、明代和清末民初形成三个发展高峰,分别对湖湘学派的兴起、“王湛之学冶
和船山思想的传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 书院文化是衡阳历史文化的

高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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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衡阳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作为湖

湘文化“蓝墨水上游冶,孕育了衡阳的厚重辉煌,赋
予了这座古城特有的文化底蕴和灵气。 书院文化、
佛道文化、船山文化和大雁文化,是衡阳四座文化高

峰,令人瞩目。 其中,衡阳书院文化从唐伊始,一路

走来历经千年,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均

享有极高的地位。 曾国藩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天
下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冶本文主要以

时间为轴,对衡阳书院文化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一摇 衡阳书院文化的发展历程

(一)滥觞之水———衡阳书院文化的初始阶段

据现存史料记载,唐代中期,衡阳出现了第一所

书院———邺侯书院[1]。 邺侯,即唐代宰相李泌的封

号。 书院这个名称,早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就已经出

现,但晚唐以前的书院与宋代以后的书院有很大的

区别,它一般非官办,而为私设;非讲学之所,而为藏

书之地;非面向社会开放,而为家学、族学、士学交流

所用。 通言之,此时的书院与学堂、私塾之类性质完

全不同。
邺侯书院,是唐代宰相李泌隐居读书的地方。

李泌是南岳历史上第一位由皇帝钦赐的隐士。 他亲

历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个皇帝,辅佐朝政,屡建

功业,又屡屡辞官隐居,在南岳归隐长达 12 年。 他

在南岳烟霞峰下建“端居室冶,以读书为乐。 后来韩

愈游历南岳时,写下“邺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冶的

诗句。 端居室就是后来的邺侯书院。 今天我们见到

的邺侯书院是 1922 年重修的。
邺侯李泌的一大贡献就是开创了衡阳书院文化

的先河。 自他以后,一代代读书人创建的一个个著

名书院,为衡阳文化注入了氤氲之气,润泽了蒸湘大

地的千年文脉。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在唐代,衡阳共出现了

5 所书院,除了南岳的邺侯书院,还有李宽中秀才书

院(即宋代石鼓书院的前身)、韦宙书院、卢藩书院

和耒阳的杜陵书院。 而当时全国共有书院 48 所,其
中,湖南有 8 所[2],衡阳占湖南一半以上。

(二)绚烂之花———衡阳书院文化的繁荣阶段

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步僵化,官学由兴盛走向衰

落,促使民间私学走上文化教育的舞台。 自宋往后,
当时还零散、孤立、小致的书院,迅速发展,形成了与

官学并峙的文化和教育体系。 衡阳的书院文化也迎

来了三段黄金岁月,形成了三个发展高峰。
1、南宋时期:推动湖湘学派的兴起,成为理学发

展的重镇。
两宋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型

时期,传统的儒学不断转化,理学发展迅速,学派林

立,巨儒大师辈出,他们需要通过自由讲学来传播自

己的学术思想,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 而书院就为

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
衡阳书院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就出现在宋代,尤

其是南宋,这一时期衡阳书院的代表是文定书院与

石鼓书院。 文定书院之所以出名,在于它肇始了湖

湘文化。 文定书院的旧址,现为岳云中学“春秋楼冶



(即科技楼)所在地。 这里是湖湘学派的发源地。
宋代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

期。 儒学发展到了宋代,终于迎来了一场真正的复

兴———理学的诞生。 湖湘学派就学术本质而言,正
是宋明理学的一大学派。 理学在北宋发轫之初,有
周敦颐的“濂学冶、二程兄弟的“洛学冶、张载的“关
学冶。 到了南宋,则有朱熹的“闽学冶、陆九渊的“江
西之学冶、吕祖谦的“金华之学冶和胡氏父子的“湖湘

学冶,其中又以“闽学冶与“湖湘学冶最为出名。 两支

均是北宋二程之“洛学冶南传的结果[3]。
南宋初年,胡安国(1074—1138)来南岳衡山定

居,在紫云峰下文定书院讲授《春秋》之学,湖湘学

派由此而发端。 胡安国早年拜程颢、程颐弟子杨时

为师,研究性命之学。 入太学时,又从程颐之友朱长

文、靳裁,得程学真传。 胡安国对于心、理、性等理学

范畴的研究虽尚未形成规范的理论体系,但其以心

为本、心与理一的思想却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哲宗年间,胡安国属保守派,他在被罢后定居

南岳,专心授学。 他在文定书院讲学撰著,深论《春
秋》,感于时事,经世济民。 受其影响者,除了自己

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还有众多湖湘士子。 胡

安国去世后,其子胡宏(1106—1162)承继了“春秋

大义冶家法,以文定书院为基地,以南岳衡山为中

心,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弟子,如张栻、彪居正、吴
翌、赵师孟等人,从而促进湖湘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文定书院作为培养和造就湖湘学派人才的基地,形
成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直接

影响了湖湘学派的发展和湖南近千年的历史。
宋代衡阳的另一所更具代表性、影响更大的书

院是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是一座历经唐、宋、元、明、
清、民国六朝的千年学府,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文
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其与睢阳、白鹿洞、岳麓书

院并称宋代全国四大书院。 石鼓书院创立于唐元和

年间,衡阳秀才李宽在蒸水、湘水交汇的合江亭旁建

“寻真观冶,在此悉心读书,为书院之雏型。 宋至道

年间,李宽族人李士真在这里开堂讲学、广招弟子,
使书院具备了教学与传播思想的功能。

石鼓书院因先后两次获宋太宗、宋仁宗赐匾而

独享尊荣,而诸多理学大师把这里作为学术交流与

思想传播的平台则是其走向鼎盛的重要原因。
到了宋代,官学的弊端逐步显露,各级官学成了

科举考试的附庸,把儒学倡导的“道冶抛到脑后。 理

学家们认为,这是读书人的耻辱,于是,他们纷纷通

过创办或利用书院来传播自己的思想。
周敦颐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程颐、程颢都是他

的学生。 周敦颐幼时曾在衡阳舅父郑向家读书,后
又在衡阳兴建廉溪书院,讲学授徒。 史志中有关周

敦颐与石鼓书院的记述不多,但明代李安仁有这样

的见解:“濂溪周公敦颐,古今称为绝学,其有声于

石鼓,当不下唐宋诸儒。冶 [4] 也就是说,他应该是在

石鼓书院授过业的。
一百多年后,理学大师朱熹与张栻将石鼓书院

的声望推向了顶峰。 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是孔孟之

后最伟大的儒学思想家,也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的

一位关键人物。 他传经白鹿、讲学岳麓、论道石鼓,
与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三大书院都有着密切的关

系。 张栻在南岳文定书院跟随胡宏学习,后来成为

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他与朱熹、吕祖谦齐名,被称为

“东南三贤冶。 公元 1167 年,闽学与湖湘学两大理

学流派的代表———朱熹与张栻,嘉会于岳麓、石鼓,
开创了中国传统教育中自由讲学、自由辩论的先河,
为理学的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对后世学

术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得提倡自由辩论、思
想碰撞的书院文化日益兴盛。

见证朱熹、张栻与石鼓书院关联的是一块著名

的三绝碑。 所谓三绝,是指朱熹作《石鼓书院记》、
张栻亲书《石鼓书院记》和韩愈《合江亭》诗文。 后

人依此镌刻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名曰“三绝碑冶。
朱熹曾与张栻畅游衡山七日,共同研讨理学话

题三昼夜。 朱熹还论道石鼓,专门写了一篇《石鼓

书院记》,对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育

重点、教学方法作了具体阐述。 尤其是他倡导的将

义理之学、修身之道作为书院的办学宗旨,为天下学

子打开“入德之门冶,以达到“明道义正人心冶的教育

目的,不仅为当时全国各书院所效法,而且对元、明、
清之后的办学都有深刻的影响。

宋代衡阳的著名书院,除了前面所说的文定书

院与石鼓书院外,还有张栻创办的南轩书院,位于南

岳大庙西边的赵季西书院和衡山的清献书院、常宁

的芹东书院(清代改名为双蹲书院)等。
2、明代时期:推动“王湛之学冶的交流,成为心

学传播的平台。
元朝一代,书院基本处于政府监控之下,石鼓书

院与全国书院不一样,是少有的受统治者重视的书

院。 元时有记载的石鼓书院山长有邓大佐、程敬直、
王复、康庄、张珪,元时著名官宦学者伯颜、契玉立、
李处巽、陈松年都题写过石鼓山水、书院诗文胜景,
说明石鼓书院在当时也是享有盛名的。 但南宋的自

由讲学之风,已经荡然无存。 整个元代,衡阳的书院

文化处于低潮,也没有创办新的著名的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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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衡阳的书院文化又迎来了一个鼎盛

时期。 石鼓书院再一次成为全国性的学术交流中

心。 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湛若水。 湛若水,字甘

泉,属明儒理学的白沙学派,主张“随处体认天理冶
的理论,他与主张“致良知冶学说的王阳明虽各立门

户,但却是至交好友。
儒学在宋时为理学,明代初叶,“心学冶的崛起

可以视为儒学的又一次革命。 明代“心学冶的主要

代表人物有王阳明、陈献章与湛若水。 宋初理学的

鲜活生命发展到明初已成为死水一潭。 学术界循规

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陈献章却敢于挑战权威,以
开放的学风冲破这种思想僵化的局面。 湛若水是陈

献章的高足,王阳明没有见过陈献章,却通过湛若水

对陈献章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明朝嘉靖

初年,王阳明曾游南岳并在文定书院讲学。 湛若水

本来相约同游,却直到 20 多年后才来到南岳,此时

他已 78 岁。 此后,湛又两次游历南岳。
陈献章,广东新会人,人称白沙先生,是明代大

儒。 他对南岳衡山魂牵梦萦,虽然没有到过南岳,却
留下了许多写南岳的诗歌,如《梦游衡山》、《忆衡

山》等等。 陈献章游历南岳的心愿始终未能实现。
为此,湛若水特地在南岳紫云峰下修建白沙书院,以
纪念恩师。 此外,他还在南岳建甘泉精舍(后改为

甘泉书院),讲学其间。 湛若水对衡阳情有独钟,主
要是因他视南岳和石鼓书院为传播理学的圣地。 他

先后五次到石鼓书院讲学,高扬心学旗帜,湖湘学子

慕名而至,极大地推动了心学对理学的变革[5]。
石鼓书院作为当时全国的学术中心,不但湛若

水对它青睐有加,而且王阳明的弟子也对它非常重

视。 嘉靖十年,王阳明的弟子邹守益慕名而来,讲学

石鼓书院,阐述“致良知冶的思想,从学者蜂拥而至。
邹守益,号东廓,江西安福人。 他认为,教育是人后

天赖以长进的最根本的途径。 他把王阳明的“致良

知冶学说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并对“致良知冶作了

充分的发挥。 他也在南岳办了东廓书院。
学者用“王湛之学冶统称阳明学派(王学)和甘

泉学派(湛学)。 “王湛之学冶作为明代中叶的盛学,
两派虽各立宗旨,但他们的门人弟子并没有多少门

户之见,王学门人可以卒业于湛学,湛学弟子可以受

业于王学,王、湛二学成为了秦晋之好,这在学派林

立的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当时

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甘泉、白沙、东廓等书院,作为

“王湛之学冶最重要的传播平台之一,众多一流的学

术大师交相辉映,一时名重天下,形成了南宋之后的

又一个鼎盛高峰。

3、清末民初:推动船山实学的传播,成为近代人

文的源流。
清代衡阳的书院,经历了肃杀和繁荣两个阶段。

在雍正之前,衡阳的书院比较萧条。 在雍正以后的

100 多年间,衡州府先后恢复和兴办书院 50 多所,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船山书院。 船山书院是晚清颇具

特色和影响的一所书院。 书院从创办伊始,就以

“讲明夫之之学冶为办学宗旨,重在以船山精神培养

经世致用的人才。
明末清初,衡阳诞生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后

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王船山。 由于王船山是主张反

清复明的,在 200 多年间,他的思想并不为世人所

知,更不为统治阶级重视,直到清同治年间,湘军统

帅曾国藩力倡船山学,刻印《船山遗书》,使“阒寂二

百年的船山学倡行天下,成为风行中国一大显学。冶
曾国藩倡船山学,和他在衡阳的一段求学经历

不无关系。 清代中叶以后,衡阳书院的兴盛,不仅吸

引了大批本地子弟就读,对外地学子也产生了很大

的吸引力。 年轻时的曾国藩,也慕名来到衡阳,先后

在欧阳凝祉处和金溪双桂书院求学。 衡阳硕儒汪觉

庵当时在双桂书院执教,他对船山学深有研究,并以

王船山的经世致用之学教授弟子,曾国藩兄弟受益

匪浅。 后来,曾国藩通过了县试、乡试、会试和殿试,
被赐予同进士出身,进入了翰林院。 就在入翰林院

的当年,他还告假回衡阳,为老师祝寿。 后来虽然南

征北战,但他每天必读船山之书。
在曾国藩、郭嵩焘等人的大力倡导之下,船山学

成为晚清的显学。 推崇船山之学,衡阳人自然是责

无旁贷。 光绪十年(1884),衡阳士绅集资在城南创

建船山书院,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将家藏所刻

《船山遗书》320 卷版片捐给书院。 第二年,衡阳籍

兵部尚书彭玉麟独捐白银 12000 两,买地改建于湘

江中的东洲岛。 书院建成后,彭玉麟亲笔题写“船
山书院冶四个大字,还撰写楹联,上联是:“一瓢草堂

遥,愿诸君景仰先贤,对门外岳峻湘清,想见高深气

象冶;下联是:“三篙桃浪暖,就此地宏开讲舍,看眼

前鸢飞鱼跃,无非活泼天机。冶从此,船山书院名声

大震。 直至 1915 年,迫于新学的压力,船山书院改

为船山存古学堂,标志着船山书院命运的终结。
在衡阳知名的书院中,船山书院虽然存续的时

间最短,但却有着鲜明的特色和重大的影响。 一是

办学规格高。 从办学发起人来看,清光绪八年,湖南

提学使朱逌然倡议建立“船山书院冶,衡州乡绅彭玉

麟、王之春、杨概、程商霖、蒋霞初等和曾国荃积极募

捐。 其中,彭玉麟曾担任过清水师统帅、兵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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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曾任两江总督等要职。 船山书院的经费来源

主要有:衡阳、永州、郴州、桂阳四府州士绅捐集,每
年田租 2500 余石;衡州团防捐余款购置田地,每年

田租 1500 余石;每年省里拨给的补助费和书院自收

款项。 船山书院每年总收入,共计折谷达 5000 石。
从县学到道学,船山书院学资均为当时书院之最。
船山书院教师名气大,所聘的掌教多为大儒学者,先
后延聘的有邓辅纶、王闿运等。 邓辅纶,湖南新化

人,近代诗文家。 王闿运,人称湘绮先生,湖南湘潭

人,为晚清一代硕学鸿儒。 他一生在经、史、文学、教
育等方面都成就斐然,其思想得力于公羊学说,经弟

子发扬光大,对晚清思想界影响很大,时有“南王

(闿运)北俞(樾)冶之说。 在招生上,船山书院有自

己独特的方式,既有门槛又无限制,既有取向又讲际

缘。 有门槛,则是建立了一套选拔性吸收人才机制。
船山书院每年 2 月初旬定期招收生徒,通过衡、永、
郴、桂四府所属县考试,择优选送,再由衡州道应试

录取,方可入院就读;书院规定王船山先生后裔,每
届可保举 1 人入院读书,免收费用;对遵守学规,成
绩优异的生徒,给发膏奖(即奖学金)。 船山书院招

生考试虽然规模不大,但生源选拔严格,每年每次招

生不足 100 人,有时不足 50 人[6]。 无限制,主要是

在地域、出身、政治及学派等方面,不设过多限制,具
有开放办学、海纳百川的胸襟。 书院招收的学生立

足衡阳,但放眼湖南,省域之外也有人慕名而来。 学

生出身,更是五教九流,只要经过考试或名士推荐,
都可入院。 正因为如此,船山书院一经创立,便像一

个磁场,成为众多学子向往的文化学术殿堂,“海内

传经问学者踵相接冶,“岳麓、城南、渌江书院学子纷

纷南下冶,一时有“学在船山冶之称。 有取向,主要是

指在王闿运任书院山长之后,有意识地吸纳了一些

“不课八股,但慕实学冶之才,培养了一批不重科举,
但在政治、军事、地理、艺术、宗教等方面的奇才,包
括杨度、杨锐、“王门四匠冶等人。 讲际缘,主要是指

在招生及商聘师长时有着一定的机缘巧合。 创办初

期,彭玉麟、张宪和等人的意见建议基本被采纳,到
王闿运任山长之后,又被深深打上“王氏烙印冶,再
往后,随时局发展,船山书院渐渐与学堂无异,还一

度改为“农业学校冶、“东洲讲坛冶,再往后更成为名

副其实的官办学校。 甚至在王闿运任山长时期,前
后取向也并不完全一致,初期主张帝王之学,大招能

辩善术之才,后期心灰意冷,重国学儒家之士。 四是

历史影响深。 船山书院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见证

者、推动者。 在戊戌变法中,船山书院至少有 20 名

学生参与其中,学校还开展过激烈的时事辩论和讲

演。 船山书院教学内容以船山学为重点,“不课八

股,以实学造士冶,培育出了一大批改革家、政治家,
他们成为了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对中国近

代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船山书院培养的学生

杨度,一生极为复杂,与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周
恩来等风云人物关系密切,在公车上书、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走向共和等重大事件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 蒋啸青等后来成为共产党中的骨干力

量。 “王门四匠冶中的齐白石、八指头陀等人,深深

影响了中国艺术界、佛教界。 可以说,船山书院是湘

中南一带最具政治、思想和文化影响力的重地。 船

山书院时期是传播船山实学思想的最高峰。 正是船

山书院的开办,让船山学成为一大显学,使船山学说

影响中国甚至走向世界,船山先生也与黑格尔一起

被并称为“人类思想夜空的双子星座冶。
(三)薪传之火———衡阳书院文化的传承阶段

民国中后期,衡阳的书院纷纷迁建,有的改为学

堂,有的改为现代学校,有的废弃于野,成为历史深

处的记忆。 但衡阳书院文化的传统并没有中断,它
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在传承、弘扬和光大。

民国时期,随着新学的兴起,衡阳随之成为湖湘

革命摇篮和文化教育中心之一。 特别是抗战时期,
衡阳还一度成为全国第二或第三大城市,许多大学、
中学迁移至此。 如湖南师大的前身国立师范学院创

办于 1938 年,是我国第一所独立举办的师范学院。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学院曾在衡山复校。

新中国成立后,衡阳依然是湖南的教育大市、文
化大市。 衡阳的高等院校数量、在校学生、科研水平

等均位居全省前列。 现在南华大学、衡阳师院、湖南

工学院、衡阳市一中、岳云中学等学校,与衡阳历史

上的书院都有着一脉相承、同源同根的关系。
今天的衡阳,一直致力于传承千年的书院文化。

2006 年,举全市之力重修了石鼓书院,让千年石鼓

重新迸发人文之光。 对船山书院、文定书院、邺侯书

院等也正在抓紧保护、修缮之中。 更重要的是,突出

教育先行和文化强市,大力实施“文化塑城冶,衡阳

的文化源流一直滚滚向前、延绵后世。

二摇 衡阳书院文化的特点

衡阳是一片积淀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大地,从神

农创耒开启农耕文明,到蔡伦造纸推动人类文明;从
神奇传说中的帝喾兴兵,到不为人知的嫘祖织纱;从
受人景仰的祝融取火,到千古之谜的禹王圣碑;从佛

教南禅的承传光大,到湖湘学派的发源兴盛,衡阳涌

现出一串串璀璨夺目的文化瑰宝。 其中书院文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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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衡阳众多文化形态中的翘首。 “天下之书院,楚
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冶这是一句让衡阳人不能

不文化自信的话。 追溯岁月而上,无论是创立时间,
还是数量质量,无论文化传播,还是思想交流,无论

学术成就,还是人才培养,衡阳都是中国书院文化中

最闪亮、最引人瞩目的地方之一。
衡阳之所以被称为文明奥区,与书院文化的发

达密不可分。 综观衡阳千年的书院文化,主要有以

下三个特点。
(一)起源早

唐代中期,邺侯书院创立于南岳,它是唐代史料

记载中最早出现的书院之一。 但当时的邺侯书院因

为对外开放讲学较少,影响有限,有的文献没有收录

进唐代书院之中。 唐时书院从《全唐诗》中考证有

11 所,而在地方史志中有记载的为 17 所(以陈元晖

《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和王镜第著《书院通证》及
周书舲著《书院制度之研究》三文所列 17 所为准)。
两者都有记载的仅三所:衡阳李宽中秀才书院(即
石鼓书院)、南溪的南溪书院、永济的费君书院。

石鼓书院史载建于公元 806—820 年间,是中国

四大书院中创建时间最早、并具有确切史志记载的

书院。 对比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石鼓书院的创建

时间比宋代其它三大书院都要早。 其中,比创建于

五代南唐升元年间(937—942)的白鹿洞书院早 120
多年;比创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的岳麓书院

早 160 多年;比创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
的睢阳书院(又称应天府书院)早 199 年。 再拿曾

一度被纳入“五大书院冶之一的嵩山书院(又称嵩阳

书院)对比,据《开封县志》记载,其创建时间为五代

周时,比石鼓书院也晚了近两百年时间。 石鼓书院

还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唯一一个在唐朝时就已相

当著名的书院。 唐时,齐映、宇文炫、吕温、韩愈、邹
君等名家都在石鼓书院留下过诗词。

当时,为什么会在衡阳出现并兴盛书院这一新

的文化和教育载体? 唐代中后期,科举极为盛行,江
浙、长安、洛阳等地经济繁荣,大兴官学,岭南漠北又

较为莽荒,而湖南、江西一带正处于这种文化和教育

的过渡地带,为私学的代表———书院的创立提供了

良好条件。 衡阳在唐时已是湖湘经济文化的中心之

一,衡阳人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衡阳包括南岳一带

山水秀美、民风纯朴、交通便利,被贬、被撤和隐居隐

逸的文人士官非常多,这些是促成衡阳成为全国书

院文化最早发端的地方之一的重要因素。 比如邺侯

书院,就是辞官隐居的唐代宰相李泌在自然风光秀

美、充满文化灵气的南岳创办的家庭式书院。

(二)数量多

地方史志中记载的唐代书院共 17 所,其中衡阳

就有 5 所,分别是南岳的邺侯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

(宋代石鼓书院的前身)、韦宙书院、卢藩书院和耒

阳杜陵书院。 宋时衡阳书院又为全国之最,有四大

书院之一的石鼓书院,还有南轩、文定、双蹲等当时

著名的书院。 明嘉靖时,全国有书院 900 多所,其中

湖南 124 所,衡阳就有 31 所。 清光绪年间,仅南岳

就有邺侯、卢藩、文定、甘泉、白沙、东廓、集贤、景行

等 27 所书院,当时湖南每个县只有 4 所书院。 这些

书院如满天星辰,灿烂了衡阳的历史文化天空。
(三)影响大

其一,衡阳书院文化是中国书院文化的典型代

表。 言书院文化,必称湖南衡阳。 无论是产生时间,
还是数量质量,无论文化传播,还是思想交流,无论

学术成就,还是人才培养,衡阳都是中国书院文化中

最闪亮、最引人瞩目的地方之一。 特别是以朱熹为

代表的闽学和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两派会讲于

岳麓、石鼓,开自由讲学的先河,促进了传统文化的

变革与学术的繁荣,奠定了湖南衡阳在中国哲学思

想史上的地位。 衡阳书院文化之深厚,地位之崇高,
学术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为盛天下。

其二,书院文化是衡阳历史文化的瞩目高峰。
从横向来看,书院文化在衡阳光彩夺目。 衡阳历史

文化极其深厚,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大书。 大雁文

化、农耕文化、寿文化、火文化、佛道文化、抗战文化、
山水文化等,每一种文化,都非常厚重。 书院文化,
仍然是其中最夺目的文化景观之一。 至今,石鼓书

院、船山书院等仍是来衡客人的必去之地。 从纵向

来看,书院文化也是衡阳文化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一。
衡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历史上的

几次走出湖南、走向全国,都与书院文化紧密相关。
宋时,衡阳是理学研究重地;明时,又是心学研究中

心;明清之际,又成为王船山“实学冶的传承基地。
尤其是船山学说的推广、运用,与书院文化的发展有

着极其重要的关联。 在彭玉麟、郭嵩焘等一大批文

化名人的倡导与推动下,清朝末年建立的船山书院,
其建立初衷就是为了弘扬船山学说。 从创办伊始,
船山书院就大力传播船山实学,培养了一大批学子,
如杨度、杨锐、“王门四匠冶 (僧人释敬安、铁匠张正

炀、木匠齐白石、铜匠曾昭吉)、蒋啸青等。 书院是

近现代人文的重要源流,由于船山书院对实学的倡

导,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书院开办实学,发展实学,
助推并形成了实学传播的时代热潮。 正是船山书院

的开办,让船山学成为一大显学,使船山学说影响中

8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4 年



国甚至走向世界,船山先生也与黑格尔一起被并称

为“人类思想夜空的双子星座冶。 中国自宋代以来

儒学的三大阶段性创新,衡阳都有参与,而且扮演了

举足轻重的角色。 衡阳在全国的学术地位由此

确立。
其三,书院文化是衡阳地位变迁的重要因素。

尽管衡阳历史悠久,三皇五帝大都来过衡阳,或与衡

阳有过密切关联;自三国时期起,衡阳就开始设郡设

县,成为湘南中心;衡阳人才辈出,蔡伦、蒋琬等人早

已名播天下。 但是,衡阳真正在中国以文化的影响

而著称天下,还是因为书院文化的兴盛。 湖湘学派

发轫于南岳,轰鸣在三湘四水;王湛之学以石鼓书院

为重镇,瞩目于天下。 可以说,正是书院文化,让偏

隅湘南的衡阳为四方所瞩目,开始在中国文化史上

发出更强劲、更响亮、更精彩的声音。 自书院文化兴

盛以来,衡阳乃至湖南,对中国的影响都是极其巨大

的。 文化大师钱钟书先生曾漫谈说:中国有三个半

人,两广人算一个,江浙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
东人算半个。 而湖南言文化和人才,主要集中在自

长沙至衡阳、沿回雁峰至岳麓山这一八百里南岳衡

山山脉一带。 从这个意义上说,衡阳书院文化,对湖

湘文化的兴盛、湖湘人才的成长、湖湘经济的发展,
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

影响。

三摇 衡阳书院文化的启示

书院是封建制度和文化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史

上的一朵奇葩。 追思衡阳灿烂的书院文化,有几点

值得感悟的启示。
(一)文化是一张名片,必须擦亮彰显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冶。
即使是普通的山水,一旦与名人结缘也会立刻身价

百倍,成为众人所景仰、所神往的名胜,更何况一座

全景生态、丰富资源、数万人居留的城市? 一座城

市,最有内涵和价值的是文化,最具标识性和代表性

的也是文化。 书院文化毫无疑问是衡阳最具亮点和

特色的文化名片之一,但这张名片,如果不擦亮、不
发掘,依然会沉于古籍古典之中,而不为人知、不为

人所用。 因此,弘扬发展衡阳的传统文化,首先应从

衡阳的书院文化入手。 要整理其文化史脉。 要借石

鼓书院、船山书院这些载体,把衡阳深厚的书院文

化,以及大雁文化、农耕文化、佛道文化、湖湘文化等

进行全面梳理和整复。 要传承其文化精神。 通过举

办书院文化论坛、专家座谈、市民学校等,引导和带

动更多的人把目光停留在这里,把思想承连在这里;
通过组织开展好石鼓书院大讲坛、书院寻道等活动,
传承衡阳书院的文化因子;将书院文化与衡阳的

“名人文化冶相结合,开展一些特色活动,打响书院

文化、名人文化品牌。 这些年来,衡阳的文化人不断

搜集资料、建整旧址、扩大宣传,就是为了把这张名

片更好地打出去,让它彰显品位、增强影响、扮亮

城市。
(二)文化是一片土壤,必须深垦细培

从书院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环境与文化是互

促互进、互为依存的。 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会有

什么样的文化业态;有什么样的文化气象,就会有什

么样的社会环境。 衡阳的千年书院,是衡阳历史文

化长河中最重的一笔,它既是传统文化变革的重地,
又是开放性的学术研究中心,还是教育革新的基地。
衡阳之所以能站在书院文化的潮头,也是因为衡阳

抓住了历史的机遇,营造了包容、开放、奋发的社会

氛围,涌现了一批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甘于奉献的

仁人志士。 文化的土壤,需要深垦细培,让最优秀的

思想文化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成长。
(三)文化是一种责任,必须传承弘扬

文脉不绝,自有兴。 文化也是一种责任,立于当

代,需要以文化来启蒙思想、振奋精神、丰富生活、提
升品位;处于后世,需要把文化搜集梳理、发掘保护、
传递继承、发扬光大。 作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主

人,衡阳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使命更大。 衡阳有着如

此深厚、灿烂的文化,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

责任。 每一位衡阳人都应积极行动起来,为打造衡

阳文化之城、推动衡阳崛起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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