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时期重庆地区书院记及其
学术意义和当代价值 ①

刘　霞

　　提　要：明清时期重庆书院记是记录、书写和见证书院历史的文献，其数量、分布、撰写时代和作者群对
重庆书院文化有生动的展示。从学术意义而言，它是重庆书院微观发展史的 “档案”，是地方士人文化活动的见

证，揭示了巴渝地区的山川地理和人文精神；从当代价值看，深入研究书院记，还可以对校园文化建设、书院

文化遗存重建和旅游等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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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记所提供的历史信息及价值已远超书院学范围，然目前长期附丽于书院学研究之中，很

少成为专门对象，并且大批书院记还尘埋于地方志文献中未被整理和关注。学术界对书院记多为

收录、整理、引用，专题研究较少。目前已有１７篇文献对书院记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①
西南地区书院志书缺乏，书院记的地位和意义相比较于中原更为突出，多散落在地方志中，对重庆

书院记进行考察可以窥斑见豹，加深对明清时期地方书院文化的理解，也是对地方志的积极利用。

一　明清时期重庆书院记的梳理
明清时期重庆书院记作为一种特殊史料，是本地区历史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是区域性书院学研

究的重要参考。因此，在进行深入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明清时期重庆地区书院记进行梳理。

（一）总体风貌和分布

据笔者目之所及，明清时期重庆书院记有８１篇，收录于雍正 《四川通志》、嘉庆 《四川通

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等方志中及少数个人文集中，其中８篇仅有题名而尚
待查考内容。就点校整理情况而言，《重庆书院史》点校整理４０篇、《重庆教育史》点校整理５
篇、《黔江旧志类编》整理４篇、《中国书院史资料》点校整理２篇，《历代巴渝散文选注》《中
国书院章程》各有１篇书院记收录。除去各书重复整理部分，共４４篇书院记已经整理，３７篇书
院记未整理，未经整理的书院记占现有总数的４５６％。今重庆市所辖区域包括了清代的重庆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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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有的书院记发表成果来看，学位论文有熊艳娥 《宋代书院记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５
年）、张子烨 《清代江西书院道德思想研究———基于书院记文的视野》（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６
年）等；期刊论文方面有的反映书院与文化教育关系，如郝永 《宋明理学大家的书院记述通论》（《原道》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论宋代书院记的时代特征与文化意义》（《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
１期）、李光生 《宋代书院记的文化阐释》（《兰州学刊》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等；有的关于书院记考证，如尹
海江 《明抄本 〈靖州志〉（残）所载 〈靖州鹤山书院记〉的文献价值》 （《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３年第７期）
等；有的着眼于地方书院记的研究，如汪德彪等 《明清大理书院碑刻史料探析》（《大理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
第１期）。笔者认为前书院记研究内容偏向于书院记与文化、教育的关系以及书院记自身的价值和考证，将
书院记作为专门的研究成果较少，专门性的、地域化的书院记研究有待深入开展。





夔州府、忠州直隶州、酉阳直隶州、石柱直隶厅以及城口县和潼南县，按此辖区对重庆书院记进

行数量统计，以见其概貌。

表１　明清重庆各地区书院记篇数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重庆府

重庆府城区 ４

綦江 ２

涪州 ２

江北厅 １

荣昌 １

大足 ２

铜梁 ４

巴县 ５

江津 ４

永川 ２

南川 ５

合州 ２

梁山 １

夔州府

酉阳直隶州

忠州直隶州

潼南县

夔州府城区 １７

奉节 ３

巫山 １

大宁 １

云阳 １

万县 ４

酉阳直隶州城区 ３

彭水 ３

垫江 ５

忠州直隶州城区 ２

黔江 ６

丰都 ３

潼南 ２

石柱直隶厅 石柱直隶厅 １ 城口县 城口 １

由上表可以看出，重庆府辖区在所有行政区划中书院记数量最多，共有３５篇书院记；其次
是夔州府辖区，有２７篇；此后依次为：酉阳直隶州辖区１１篇、忠州直隶州辖区１１篇、石柱直
隶厅１篇、潼南２篇、城口１篇。由于有的书院记在两个地区方志中均有出现，所以有７篇书院
记重复。书院记之多寡与区域和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有一定正相关关系，“有清一代，重庆府在

人口密度、垦殖水平和人均耕地方面都高于其他川东府厅州，是川东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①，

其辖县最多，书院教育较其他地区发达，书院记数量亦相应最多。

（二）撰述时间的时代考察

从整体来看，重庆最早的书院记始于北宋，有２篇存世，即李曾伯的 《公安竹林书院记》

和高斯得的 《公安南阳书院记》。明代重庆书院记亦有４篇，最早的撰于弘治年间，之后正德、
嘉靖、万历年间各１篇，只占明清重庆书院记总数的４９％。这与明代重庆书院发展趋势相仿，
当时仅２４所。② 清代书院数量获得大发展，书院记的数量也提升到７７篇，具体为：康熙朝３
篇；乾隆朝３１篇；嘉庆朝７篇；道光朝１０篇；咸丰朝９篇；同治朝７篇；光绪朝８篇，另有２
篇朝代不详。可以看到，清代乾隆时期所著述的书院记篇目最多为３１篇，其次是道光时期有１０
篇，书院记最少为康熙时期，仅３篇，但也明显高于明代各期数量。其次，书院记从乾隆年间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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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增加到顶峰，这是由于乾隆间是书院修建的高峰，据统计，乾隆朝修建的书院为３７所，仅次
于光绪朝修建的４１所，占重庆地区清代书院修建总数的１９９％。①

（三）作者群的梳理和分析

书院记的作者是书院建设背后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力量，这些人物虽不乏名人，但更多是知名

度不高的地方性人物，本文依据 《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诸方志进行资料梳理，书

院记提供的人物姓名为线索，详考其身份 （以其著述时身份为主）、籍贯等，具体如下。

表２　明清重庆书院记作者身份统计表

序号 姓名 篇名 身份 籍贯

１ （明）王守仁 平山书院记 驿丞，进士 浙江余姚

２ （明）刘　藽 白云书院记　 户部给事 四川涪州

３ （明）张　鲲 合宗书院记 按察副使 湖北均州

４ （明）郭　蓒 仰高书院记 知府，进士 广东番禺

５ （清）董新策 濂溪书院记 翰林，进士 四川合江

６ （清）张　澍
署县令重修棠香书院

碑记
知县，进士 甘肃武威

７ （清）倪　坤
变易棠香书院田地以

充膏火记
训导，举人 四川宜宾

８ （清）应士龙 隆化书院碑记 知县，进士 江西宁都

９ （清）翟凤翔
前任同知建修嘉陵书

院碑记
前任同知，进士 山西霍州

１０ （清）徐名缃
知县徐名缃捐置隆化

书院田业记
知县，监生 江西龙南

１１ （清）王臣福 培修隆化书院记 知县，举人 山西汾阳

１２ （清）张　涛 专经书院记 知县，举人 云南昆明

１３ （清）张　涛 隆化书院章程碑记 知县，举人 云南昆明

１４ （清）曾受一 增修几水书院记 知县，举人 广东东安

１５ （清）瞿敬止 育才书院记 训导，举人 四川丹棱

１６ （清）钟　瀚
重订凌云书院暨各里

乡学章程记
知县，监生 不详

１７ （清）许曾荫 经味书院记 知县，增生 江西抚州

１８
拨夏家观田入 （桂

香）书院碑记
不详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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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篇名 身份 籍贯

１９ （清）傅作辑
郡司马毛公 （晋阶）

书院记

督察院左副都御

史，举人
四川奉节

２０ （清）王萦绪 南宾书院膏火记 同知，进士 山东诸城

２１ （清）张　素 钟灵书院碑记 进士，知县 贵州铜仁

２２ （清）王萦绪 黔江三台书院记 同知，进士 山东诸城

２３ （清）张锐堂 改置云上书院碑记 县令，拔贡 陕西西乡

２４ 不详 瀛山书院义田记 不详 不详

２５ （清）陆　玑 新建万川书院碑记 知县 浙江萧山

２６ （清）冯卓怀 草峰书院碑记 邑令 湖南长沙

２７ （清）冯卓怀 太和书院碑记 邑令 湖南长沙

２８ （清）林斗魁 云安书院碑记 邑令 福建海澄

２９ （清）彭锡繢 云安书院碑记 知县，进士 江西湖口

３０ （清）全于天 巴川书院记 邑文生 四川铜梁

３１ （清）张九章 墨香书院记 知县，进士 山西平定

３２ （清）张九章
创建墨香书院膏火田

谷记
知县，进士 山西平定

３３ （清）夏　璜 云龙书院记 知县，举人 四川潼南

３４ （清）史鸿烈 北堂书院记 儒生 四川奉节

３５ （清）李复发 莲峰书院章程碑记 知府，进士 福建安溪

３６ （清）易　简 渝州书院记 编修，进士 四川丰都

３７ （清）康为善 丹兴书院记 知县，拔贡 陕西阳

３８ （清）谈廷蒶 三台书院膏火记 知县，监生 江苏武进

３９ （清）赵继美 三益书院记 不详 不详

４０ （清）陈　瀚 三益书院碑记 举人 四川巴县

４１ （清）嵩　龄 余庆书院叙 川东道 满洲镶红旗

４２ （清）长　龄 余庆书院叙 大学士 不详

４３ （清）彭时捷 锦云书院碑记 知县，举人 湖南新化

４４ （清）张孔道 朋云书院碑记 知县，举人 四川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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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篇名 身份 籍贯

４５ （清）张秉 辅仁书院记 进士，知州 贵州贵筑

４６ （清）文国恩 文明书院记 进士 贵州南里

４７ （清）朱　彀 重修玉屏书院序 邑令，进士 广西临桂

４８ （清）李　谦 重修平山书院记 知县，进士 不详

４９ （清）湛露青 重修鹿鸣书院记 教谕，拔贡 四川丰都

５０ （清）徐　浩 涪陵书院捐廉创设记 州牧 浙江德清

５１ （清）张　习 文昌书院三善宫碑记 贡生 四川铜梁

５２ （清）陈大文 巴川书院记 知府 江苏吴门

５３ （清）冉广遹
重制巴川书院义田

碑记
知县，进士 四川巴县

５４ （清）李豐生 晋阶书院记 教谕，进士 四川垫江

５５ （清）李兴祖 晋阶书院碑 江西布政使 奉天铁岭

５６ （清）徐　良 云安书院记 知府，举人 江苏娄县

５７ （清）钱　基 巫峰书院记 知县 江南金匮

５８ （清）郭南英
大宁县修建明伦堂学

署 （凤山）书院记
知州 福建闽县

５９ （清）胡　林 重修丹泉书院碑记 巡检，监生 顺天宛平

６０ （清）仇如玉 捐设凤山书院膏火序 知县，举人 浙江钱塘

６１ （清）吴秀良 新城书院碑记 同知，举人 安徽全椒

６２ （清）奚大壮 环溪书院并义学记 邑人 四川蓬溪

６３ （清）吴彦升 创建几江书院碑记 拔贡 四川江津

６４ （清）王萦绪 南宾书院记 同知，进士 山东诸城

６５ （清）丁　涟 凌云书院记 知县，监生 山东诸城

６６ （清）俞廷举 重修凌云书院记 知县，举人 广西全州

６７ （清）孔继纲 补修凌云书院 未详 不详

６８ （清）罗教忠 重修凌云书院碑记 知县，廪生 湖南善化

６９ （清）崔邑俊 夔州府文峰书院记 知府 山西大同

７０ （清）杨　崇 增修文峰书院记 教谕，举人 四川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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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篇名 身份 籍贯

７１ （清）李复发 莲峰书院碑记 知府，进士 福建安溪

７２ （清）李复发 莲峰书院膏火碑记 知府，进士 福建安溪

７３ （清）彭端淑
郡守李公创建莲峰书

院颂并序

教授 兼 管 院 事，

进士
四川丹棱

７４ （清）周景福 重修莲峰书院碑文 知府，监生 河南祥符

７５ （清）恩　成 重修莲峰书院碑记 知府，举人 满洲镶白旗

７６ （清）程腾凤 绍鹅书院设立膏火记 知县 奉天

７７ （清）萧世楷 明善书院记 训导，举人 四川富顺

７８ （清）李清晏 捐增白鹿书院膏火记 知州，监生 甘肃狄道州

７９ （清）张九章 墨香书院藏书记 知县，进士 山西平定

８０ （清）吕　辉 少陵书院记 知县，拔贡 河南永城

８１ （清）仲纯信
移祀李太守书院新

祠记
知府 山东莱阳

从表中可以看到，为书院撰记的作者既有大学士、知府、知县等各级官僚，又有训导、教谕

等教官，还有拔贡、举人、邑人等学者，各色社会人等共同参与了当地的文化建设。书院记作者

仍以本地为多，含重庆在内的四川籍士人占总数的２４６％，表现积极和活跃；四川之外湖南、
山西、福建、山东等外来官员和文化士人发挥了主体的作用，对巴渝文化与中原其他区域文化的

交流广泛和紧密。官僚在作者群中比例最大，其中知县所撰有３３篇，占总额的４０７％，这也从
侧面说明在重庆地区各级政府尤其是县级官府对书院建设和发展其极其重视，书院修建均带有官

方背景，以及朝廷在地方文化事业中的主导地位。

二　重庆书院记的学术价值
书院记的学术价值来源于书院本身。近年来，在传统儒学和书院复兴的大潮下，书院学逐渐

发展为一门显学，书院记作为其支撑材料也逐渐得到重视整理。重庆书院记记录了众多书院发展

的细节，展示了士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描绘了独具特色的巴渝山川地理及人文精神，具有较

高的学术价值。

（一）记录书院微观发展历史的 “档案”

书院记是记载书院沿革发展的文献，相对其他史料，由于创作者亲历其事，故具有一定的直观

性与真实性。同时，书院记对书院修建的具体记述，比方志记载要丰富很多，提供了诸多历史细

节，如书院修建缘由、经费捐建、基址选择、藏书购置、建筑原貌、修建影响等，具有一定的翔实

性。所以地方志一般都会收录书院记以补其不足；如果未予收录，书院记的价值则更为突出。

书院修建是一项重要的地区性文化事业，书院记一般会展示其修建背景。一方面，书院兴建

可以正人心，弘德化，传播儒学以移风易俗。彭时捷在 《锦云书院碑记》中指出，“书院之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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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党、庠、术、序之遗，其地不如学之尊严，其事较学尤为详尽，或兴或废，人材风俗因之”①。

李豐生在 《晋阶书院记》中也有相似的感慨： “羽翼经传则有功于圣贤，扶正人心则有补于名

教，助宣德化则上培乎国运，移易风俗则下匡乎生民，书院之所系亦綦重哉！”② 另一方面，书

院兴建也可响应朝廷兴教劝学的号召以培育人材。如崔邑俊在 《夔州府文峰书院记》中谈到：

“今国家蒶朴作人之化，岂特文翁而已哉！上自太学以至侯国，郡县靡不择师儒，兴教劝学。且

外而苗疆改国归土，皆添设学校，即山瑶子弟莫不知学，况夔名郡也？”③ 在作者来看，当时文

教盛兴遍及苗疆，夔州府书院更是国家文教事业的重要一环。此外，书院兴建还表现了官员对

地方政教的强烈使命感。罗教忠在 《重修凌云书院碑记》中记载，知县孔继纲到凌云书院后，

看到被毁的堂室，曾感叹，“书院者，人文之渊薮，令漂摇风雨变为荒墟，弗思修葺之为育才

地乎？第公家之事知之不必为，为之不必力，积习相沿，往往隳于颓靡，有心执政者曷敢知难

而退也”④。

书院记极其注重对书院经费这一 “经济基础”的记载，并提供了书院经费筹集的历史细节。

书院记显示，地方官筹集经费的过程中显示着强烈的官方背景性⑤，当地官员一般会起率先捐

俸、发挥引领作用。郭南英 《大宁县修建明伦堂学署 （凤山）书院记》记录建凤山书院时知县

“捐俸百金为倡而邑士民亦踊跃”⑥，吴秀良 《新城书院碑记》也提及知县考虑到当地民情，“乃

鹤俸首倡”⑦，希望自己的捐俸能引导民众的捐资。本地士绅是书院经费筹集的一支主要力量。

如孔继纲 《补修凌云书院记》中便记载了知府丁涟为建凌云书院，“爰集邑中绅耆，谋创始焉，

遂捐廉倡先众”⑧，民众随后踊跃捐钱。官府利用士绅群体在当地的号召力，及士绅对社会文化

事业的关注度，将这一群体纳入书院建设中来。如郭南英 《大宁县修建明伦堂学署 （凤山）书

院记》指出，书院费用 “捐资多者惟明经刘明楚、孝廉沈汇，董其事者优贡生王启鳌、廪生沈

于岱，附生崔美中、刘明楚亦与焉，司工役者礼吏吴河清，而工之所以速竣，则诸绅士襄助之力

也”⑨。可见士绅们积极响应书院的修建事宜。士绅们一般有自己引以为傲的功名，并且崇尚儒

学，对传播儒学的书院建设持积极态度。

从书院记文字中还可以看到书院选址有着严格的要求。为了让生徒心无旁骛，书院一般都修

建在山清水秀，静谧安宁，富有灵气之所。李豐生在 《晋阶书院记》这样描述书院的环境：“大

江流其前，小溪南折而入于江。面山数峰，挺秀插天。端凝若屏者，其后山也。左右峰峦，绮绾

绣错。”瑏瑠 书院矗立于山环水绕间，环境优美，远离世俗喧嚣，是读书人极佳的修身之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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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自然风光灵秀之所，人文气息浓厚之地也是书院基址的佳选。南宾书院的基址即是看重其厚

重的文化历史，王萦绪 《南宾书院记》云：“今择此地傍夫子庙，觐至圣先贤之光也；左连朝贺

所，动尊君亲上之心也；门东南向，随地势，亦取巽已文明也。”① 将书院建于夫子庙、朝贺所

旁，是为了生徒们能在二者浓郁的文化中感受到先贤之光，形成尊君亲上之心，以修德敬业、提

升自我。

研读书院记可以发现当时书院藏书的状况和生徒的阅读生活。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经、史、

子、集都是其中的主体，明代刘藽 《白云书院记》就谈到书院 “置经书子史四科书籍于堂之壁，

为四柜贮之，供诸生诵读”②，让诸生直接接触四书五经，学习其中经典。张九章 《墨香书院藏

书记》也谈到虽然 “书之号万有不一”③，但购置藏书时选择 “经、史、子、集、说文、地舆、

古今诗文之适用者耳”④，尤其儒家经典永远是书院藏书的首要选择。此外，从书院记可以看到

关于借阅的规章。《墨香书院藏书记》规定：“凡住院生童听由斋长手取，读不得圈点浸损。其

不在院省读者，无论何项人等，不准借阅，以防散佚。”⑤ 在院者可借阅，不可圈点，院外之人

借阅都不可，可见藏书珍贵异常。因为墨香书院所在地区 “藏书之家绝少”⑥。这样书院就成为

地方的具有图书馆性质的知识中心。

书院记记录着书院修建前后文教的变化。重庆所处西南相对偏僻，多地文教薄弱。如山川秀

丽的黔江，在清代王荣绪 《三台书院记》中记载，“地接五溪蛮疆，故自汉以来，虽为内地州

县，武备多设，文教未兴”⑦。黔江与与诸少数民族聚居地毗邻，由于地理环境较偏僻，文化熏

陶不足，在未建书院之前文教落后。但是随着三台书院的修建，儒家文化逐渐渗透至民众中，当

地文教面貌焕然一新。书院记记载如下：“继自今文教振兴，灵秀所钟，得学问相造就，鸿儒硕

彦伫俟接踵。”⑧ 从中可以看出书院的兴建不仅使文教发展，还培养了一批文化传承的儒生。又

如冉广遹在 《重制巴川书院义田碑记》中记：“铜安为渝郡属邑，往者太守作育人才多于郡治，

而远县缺焉，故铜安旧无书院。”⑨ 铜安即今铜梁，当时由于此地位置偏远，书院也未有建设。

全于天的 《巴川书院记》中也言及，铜梁 “虽弦诵不辍，科第弗替，大都缙绅之俦，家自为塾，

人自得师，而所谓书院者，则慨乎未之前闻”瑏瑠。时人只知私塾不闻书院，可见当地书院教育薄

弱。在巴川书院修建之后，当地学生接受书院教育，沾濡于礼乐诗书之中。时人冉广遹于 《重

制巴川书院义田碑记》中说：“则铜安虽地处偏隅，而教泽日深，人文日出，又安在不可媲美于

石室也哉！”瑏瑡 书院记内容清晰地反映了书院修建前后当地文教的变化，对研究书院的作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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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参考意义。

（二）见证地方士人文化生活和理想的历史记录

地方儒家士人除参与政治以及个人自修之外，其集体性活动主要在书院。一般来说，士人包

括崇信儒学的地方主政官员，教育官员如训导、教谕，以及山长和生徒等，此外还有积极参与书

院建设和活动的地方士绅。书院记尤其体现了地方主政官员和教育官员对书院的教学目标、内容

和方法的要求以及对文化事业的态度。知县应士龙在 《隆化书院碑记》提及：“夫明体达用，处

则为纯儒，出则为良佐，此设学储才意也。以其学问发为文章，特余绪耳，至寻章摘句，博取科

名，亦末矣。”① 应士龙认为书院设学目标在培养人才，应试科举则在其次。关于书院教学内容

孔继纲 《补修凌云书院记》曾言：“广膏火，崇奖赏，垂诸箴铭以激劝多士。其教士也，五伦体

用，六经根柢，无不讲明切究，至焉精详。盖侯之学亦于此可征。”② 体现出书院在教学过程中

重视儒家伦理道德的培养，对五伦和六经内容进行深入细微的讲解，教导学生遵循儒家伦理道

德。其中，德行的培养居于首位，表现了书院尊德明伦的儒家精神。崔邑俊在 《夔州府文峰书

院记》中谈到：“愿为师者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其上立德，其次学文，使子云问字，酒樽

浓郁，咀含不至于久而淡，是则守斯土者所厚望也。”③ 又如陈大文在 《巴川书院记》指出：

“夫师道立则善人多，书院之设岂徒以文章为登进之阶，必将黜华崇实，敏行力学，以求古人所

以立教之方，以庶几文翁讲堂之义。至于居有，食有饩，来者不拒，至者如归，则又贤有司乐育

宏奖之，深心如此，其重以周也。”④

书院祭祀是当地儒家士人在孔庙祭典之外的又一精神维系地。书院记不仅细致地记录了祭祀

的种类、祭祀经费、祭祀对象、祭品以及组织者等，还展示了这种缅怀先人的精神追求。李复发

在 《莲峰书院章程碑记》中记载：“年春秋二季致祭十贤堂、水镜堂先贤神位暨莲花池三贤祠，

置办羊豕祭品，支钱四千文。每年开学致祭先贤，照例置办，支钱二千六百文。”⑤ 可以看出该

书院祭祀包括两堂一祠三处春秋各两次祭祀以及开学礼，就祭品来看，花费不菲，是书院比较重

视的活动。仲纯信 《移祀李太守书院新祠记》包含信息更广，具体如下：

祀例春秋二祭，每年丁祭祀先贤后，以豕体一，羊体一，笾四，豆四，一，簋一，

一，登一，酒尊一，知府率僚属师生致祭。其费统于祀先贤项内，每祭酌增银二两，并发经

历司敬办。六月二十二日公之忌辰，院长会同监院率肄业生童醵金致祭，以伸私意。⑥

从中可看到春秋祭由当地知府及其僚属会同师生共同参与，费用统于先贤祭祀中，地位更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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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先人李公的祭祀带头人则是院长，费用需整个书院包括生徒都参加集资筹备，值得注意的

是，书院祭祀对象有可能是当地以 “忠孝节悌”著称的乡贤。郭南英在 《大宁县修建明伦堂学

署书院记》谈到节孝祠的祭祀对象时，细致描述了节孝祠 “分为三楹，中祀王、向二公，左祀

教匪滋扰殉难之绅士义民及阵亡乡勇，右祀节孝妇女并教匪滋扰以来殉难妇女”①。在这里我们

看到祭祀对象除了先贤，还有 “身上凝聚、体现了儒家的某些伦常品质，显示了人格的光辉”

的民众②，这也证明了士人希望通过祭祀表彰贤德，追思先贤行迹，施加教化，从而再现纯真民

风的精神追求。

书院记碑记是士人承载信念与鞭策自我的重要途径。书院记不仅只有纸质载体，还有木刻、

书写、碑刻等，但以碑刻为主。碑刻自身有一种庄严、肃穆之感，在书院中放置碑刻，不仅可以

将士人的信念寄托于碑刻中，还能让士人产生对碑刻内容的敬畏感。如张涛 《隆化书院章程碑

记》写道：“若不刊碑之案，诚恐相沿，日久或有废弛更张。兹立定章程，勒石院以垂永久，俾

众共知。”③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将书院记刻于石碑，其目的在于利用碑刻对文字记载的永久性、

庄重性，让士人熟知其内容，以之为信念追求，约束士人严格按照书院条规行事。《跋夏家观田

入书院碑记》也如此写道：“丈人义学以资公用，复详请州宪五讳两卿格批，允饬请勒石书院，

永为延师脯之用及肄业诸生之需。”④ 指出将文字刻于石碑上，永为后世遵守。总之，碑刻书

院记更加具有仪式感，神圣性，能更好地承载士人信念及自我约束。

（三）描绘巴渝山川地理及人文精神的优美诗章

书院记作为历史文献，除了对书院有详尽的记载、对士人生活有所展现之外，其内容也反映

出当地的文化面貌和地方特色，展示了独具一格的巴渝地理风貌及巴渝人文精神。甚至每一个书

院名都 “蕴含着一种美好的希冀，一种文化的品味，必然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是一种精神的传

递”⑤。例如万川书院即是根据所属州县地名而来，陆玑在 《新建万川书院记》中说：

考万邑，乃汉朐邑县地，自是沿革曰 “羊渠”、曰 “南浦”、曰 “鱼泉”、曰 “安乡”、

曰 “万州”，而后则曰 “万川”，其取义诸水所汇欤？于是众议凤山之名无甚深义，且与大

宁同，请更之，遂额曰 “万川书院”。⑥

万县号称 “巨镇”，地势崎岖，岷江流入三峡，必须经过万县，万县为众多河流汇合之地，所以

取名为 “万川”。虽然作者当初取名 “万川书院”，期待生徒能如江水一般 “气宇渊深” “文思

澄澈”，最后功成名就，其名称却也透露着此书院位于巴渝地区万县，是重庆地区的书院独有的

名称。同时，万川有水流众多之意，在重庆山地高低起伏的地形基础上，水流形成了奔腾澎湃之

势，奔腾无束的河流在万县汇集，地势与地名相得益彰，展示了豪放不羁、包容外界的巴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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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峰书院同样展现了浓厚的巴渝地理文化元素，冯卓怀的 《?峰书院记》就谈到 “山形

对峙，若两髻然，故彦之曰?峰书院”①。因为书院所处地势崎岖，山峰高耸，所以取名为 “?

峰”，是对当地独有的高低不平地理环境的映射。

书院记对不少雄伟奇丽的巴渝山川名胜进行了讴歌。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隅，山川众多，地势

崎岖险峻，不少胜景都出现在书院记作者的笔触下。比如，现为森林公园的五峰山，时为文昌书

院所在地，如张习在 《文昌书院三善宫碑记》中描绘道：

余观五峰形胜，群山还拱，二川夹流，映带左右。东西两山皆自南逦迤而来，乃铜之名

山也，一名巴岳，一号东山。巴岳峙于前，如锦屏横列，琴书堆按；东山拥其后，如玉几交

扶，翠叠重蘞。天造地设，仿佛泗水凤山，此则三善宫之大观也。②

从中可以看到书院所在地有群山环绕，山势险峻，还有河流映衬，山水相间美不胜收。又如夔门

和瞿塘峡，杨崇 《增修文峰书院记》中也有对夔州府地区景致的叙述，如 “夔门屏藩三楚，锁

钥全川，瞿塘吞吐万派，滟砥柱中流，山川之盛惟夔为最”③。写出了瞿塘峡雄伟壮阔，江水

汹涌奔腾、气势宏伟的景象。周景福 《重修莲峰书院碑文》中说：“予窃惟夔郡山水争奇，白盐

赤甲环对，离垣、滟、瞿塘锁流东注，文人学士钟川岳之秀。”④ 写出了瞿塘峡白盐与赤甲两

山对峙，山峰秀丽高挺，崖壁似城垣陡峭险峻，江水从山峡中流淌经过险滩的磅礴之景。

书院记展示了巴渝的文化精神和劝教兴学的历史传统。关于巴渝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学术界的

讨论方兴未艾，书院记以其生动的笔触为之提供了一种古代士人的解读，即直面文化弱势、奋发

图强。湛露青在 《重修鹿鸣书院记》中曾言：“我朝文教极盛，凡省会府州县各有书院，教其境

内俊秀，而吾丰独缺焉。”⑤ 当时他省府州县都有书院建立，而位于重庆的丰都却未有书院，可

见文教落后。同样，乾隆时期学者易简在 《渝州书院记》指出：

渝州，蜀大都之会也，统州县十六，地千余里，户少亦数十万，山川灵气之所钟，天下

百货之所辏，文人墨客之所游，皆其他郡所不及，宜其人才辈出，而夷考其实，真有用者数

人而已。⑥

说明此地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山川秀丽，经济发展，文人墨客常聚之地，拥有绝好的资源，然

而文化名人屈指可数，显见其地文风不足，文教薄弱。因此，到晚清重庆地区学人在成都尊经书

院风气的影响下奋起直追，文翁崇拜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形成的。文翁是西汉时期在巴蜀任职

的地方官，曾在成都兴建学宫、提倡儒学，改善蜀地民风落后的状态、推动文化进步。巴渝文化

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也推崇文翁，书院记对此多有表现。有对文翁建立学宫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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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崔邑俊 《夔州府文峰书院记》谈到： “昔者文翁治蜀，精明行修之士所在多有。”① 奚大壮

《环溪书院并义学记》也说：“昔文翁兴学，风教大行比于齐鲁。”② 将文翁在蜀建学后学风比于

齐鲁学风，培养了众多人才，发扬了本地文化，可见后世人对文翁建学影响的赞美。有对文翁后

世影响的记录，如陈大文 《巴川书院记》中这样说：“蜀自文翁起讲堂于成都，招下县子弟以为

学官弟子，后世书院窻此。”③ 指出文翁是后来者建学的榜样力量。还有以文翁为比较对象侧面

赞美当世官员的，如冉广遹 《重制巴川书院义田碑记》：“然则今之太守非即昔之文翁欤？佥曰：

然。”④ 说明文翁形象在后世巴渝人心中是劝学兴教官僚的榜样。明清巴渝之地偏僻，又兼以朝

代鼎革的兵祸连年，文化远不及江南兴盛，巴渝学风文化重建的过程中，人们追念文翁，实寄希

望于再现巴渝当年兴盛学风。因此，在明清书院记中，文翁作为当地的文化符号经常出现，共有

１０余篇提及文翁。
文翁是西汉巴蜀地区经学振兴的符号，崇尚文翁实际上是为振兴经学，加深与中原的主流文

化圈的联系。当时，振兴经学成为晚清时期重庆书院学人的主要方向，这在书院记中亦多有表

现。知县许会荫在 《经味书院记》中指出，永川虽有两所书院，儒生众多，但所习 “往往专攻

时艺，而经籍之学罕能精研”⑤。当时东南经学尚未传入重庆，故众多学者倡导经学、期待增加

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张涛便是其中之一。在其看来：“夫士为四民之首，教乃治化之原，经既不

明，行何以修，则习经乃当时之急务。”⑥ 张澍在 《重修棠香书院碑记》中也指出经学的重要

性，认为 “通经学，人首事也”⑦，将经学作为书院教育的首务。在书院记中，巴渝学人这种对

振兴文教和经学的意志和决心以及其创业的艰辛被以细节的方式、以生动的笔触描绘得淋漓

尽致。

三　明清重庆书院记的当代价值
学术界近４０年来对书院问题较为关注，修复与创新新型书院在不断崛起，这显示了书院在

逐渐重返社会文化教育生活。⑧ 重庆书院记记载书院信息，虽零散隐于方志文集甚至残缺的石碑

上，长时间为人所不重视，但其自身具有独特意义，对我们当代的校园文化建设、古代书院的重

建、旅游产业均有借鉴意义，需要深入探索和发掘。

（一）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借鉴作用

书院 “时常可以作为重要的参照与有待改善的现代教育制度相补充、相融合，并有利于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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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僵化的体制和被禁锢的发展思路”①，因此，大学与书院结合的办学模式是近年来高校办学的

潮流之一，这种模式将逐渐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比如湖南大学与岳麓书院、苏州大学与敬文书

院、贵州大学与中国文化书院等均是将书院与高校结合的典型。但是，在这种发展模式中，绝大

多数书院都是新建，在新建书院中如何增加其文化积淀，书院记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古代书院记多是以竖碑形式存在，岳麓书院在重建过程中即将各代书院记刻碑嵌于长廊之

中，在高校重建书院时，可以仿照岳麓书院的立碑方式，将原书院的书院记重刻竖碑，以此追怀

古人尊德敬业的精神，展现书院所具有的深厚历史。当修建学校大楼或者举办学校重大活动时，

也可借鉴古书院请人为书院撰记的方式，请当地书法名家为其题记，刻于石碑上以示纪念，以构

建和增添学校的文化韵味。学校守则与某些传统书院记相似，皆是约束师生行为的规条，为了更

好的提醒师生遵守规条，可以模仿书院记刻碑方式，将学校条规刻于醒目的墙壁上，增加其庄严

性和权威感。

书院记以文字方式记录了书院的具体情况，其作为一种历史文献说明，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

重要事件都应该得到记录，为了使这种记录可以长远留存，得到世人关注，还需要考虑记录本身

的文化价值。因此，在学校所属书院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修建、迁址、讲学、祭祀、习礼

等，可以请名人作记，累计成册后出版。这样不仅将书院所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进行了记录，更

为这些文化事件赋予了文化价值。

书院记中记载的书院建筑名称大多具有文化意涵。如王萦绪 《南宾书院记》中记载将老师

所居命名 “栖凤亭”，学生所居命名 “梅花书屋”，期望老师能德行如 “凤之五采”，弟子的学

识如 “梅花之冠群芳”②。书院记所反映的建筑命名既有文化氛围，又有一定程度的警醒约束之

义，显示了教育机构的深厚文化底蕴。建筑命名对学生有潜意识的文化熏陶，如贵州大学教学楼

有 “德正”“崇厚”“明俊”等，宿舍有 “启心居”“惠心居”等，这种命名方式既能使大学的

文化气息得到更好升华，还能使学生在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中提升素养。

（二）古代书院重建的重要依据

在长达千年中的不同时期，书院恢复和重建乃至新建都是历史常态，它是文化在特定地

区传衍的必然结果，书院作为传播儒学的阵地它的重建实际上就是文化的重建。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现代新式书院建设如雨后春笋，保守估算亦有数千所之多，随着传统文化强势复

兴，以后新式书院数量增长定然更快。同时各地古代书院也在部分复建、完全复建的基础上

迅速恢复之中，许多复兴的书院都开展了讲学、教学等活动，这较之新建书院有更为深厚的

历史感和文化精神。就目前来看，明清时期重庆每州县都有书院，而且是当时地区性的文化

中心。

书院记一定程度上记录着书院的建筑原貌，通过其内容可以复原书院当时的原图。比如，凌

云书院在清末改制后几经变化，现为垫江教育局。据清代孔继纲 《补修凌云书院记》载，书院

“自讲堂入内上房，左右两廊课士之亭，庋书之阁，炊爨之所，无不得宜，更辟余地增修耳室十

余间”③，教学、考课、藏书、住宿等地一应俱全。虽然凌云书院可以找到原图，但该图仅标识

“讲堂”“东文场”“西文场”３个地方，其他具体场所却并未标注。书院记可以很好地解释图示
内容，图文结合，对复原凌云书院建筑极为有利。又罗教忠 《重修凌云书院碑记》中描述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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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之处，“凤山蹲其右，虎山峙其左，双溪抱其前”①，可谓山水环绕，美不胜收。现在的垫

江教育局周围是高楼大厦，除了一条书院街还能让人依稀遥想原貌，与书院相关的一切已经消

失，凤山也变为了公园。凌云书院虽已成为历史，但通过书院记的文字记载，我们仍可以清晰还

原其规制，恢复其昔日尊容，使书院像当地凤山公园一般，作为当地的旅游景点进行开放。

还比如位于丰都实验小学的原鹿鸣书院 （也称平山书院），遗址早已尽毁，但是此书院的历

史悠久，从明代建立至清代重建，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历史。明代王守仁 《平山书院记》、清代

湛露清 《建鹿鸣书院记》和李谦 《重修平山书院记》３篇书院记都有记载书院的具体情况。钱
基 《巫峰书院记》所描述的巫峰书院有 “大门讲堂，厢房，内房，厨房共十三楹”②，巫山县南

峰小学所在地正是巫山书院故址，而巫山书院的重建便可依赖 《巫山书院记》。梳理书院记中的

相关记载，可以对更多书院进行修补、重建，切实推动书院遗址的保护，让书院遗址丰富重庆人

文风韵。

（三）为当地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助力

旅游与文化关系密切，书院文化能提升人文旅游的档次和深度。重庆地区有 １８６所古书
院③，几乎遍及各市县，但由于遗址较少，导致书院文化缺少关注度，书院旅游亦未广泛进入公

众视野。

首先，可以根据书院记所载的建筑细节重建书院，恢复传统书院建筑的面貌，再根据书院记

所记大门、讲堂、走廊等空间放置器物，还原当时书院摆设，为游客创造更为真实和具体的书院

场景，使之有身临其境之感。其次，在书院建成之后请文化名人书写记文碑石，与曾经的书院记

一起刻于碑石之上，竖碑于书院之内，使碑刻成为文字信息补充说明书院的状况，增添书院文化

底蕴。再者，可以以绘画形式将书院记所展现的书院讲学情景描绘在画纸上，悬挂于书院走廊供

游客观赏，或者以书院记内容为基础，编写与书院相关的情景剧本，以话剧形式呈现给观众。另

外，还可以依据书院记提供的线索将相关人物，如知府、知县、训导、山长生平勾勒出来，将书

院原有地形、创建历程梳理出来，丰富对书院历史的讲解。

总之，将书院记的文化信息挖掘出来，帮助传统书院重建，推动书院旅游资源的开发，这不

仅是对传统书院的保护及书院文化的宣传，更是对文化稀薄区县文化资源的补充。书院记在旅游

方面的利用，还可以将书院文化与道教和佛教文化联系起来、丰富旅游内容，从而进一步拉动经

济活态旅游。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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