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院是中国古代重要教育组织形式之一, 集讲

学、祭祀、藏书、修书等功能为一体，兼具私学和官

学的性质，延续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命脉[1]。

书院起源于唐朝, 发展于宋元,明清达到书院发展史

巅峰，晚清时期迫于西学东渐的影响和书院自身积

弊而改制，退出历史舞台[2]。四川简称蜀或川，作为

行政区域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宋真宗时期，唐朝四川

又称剑南三川[3]，南宋时期，四川设制置使、安抚

制置使总领财富等官职，掌管四川兵民财政，自

此全国行政区划四川这一名称确立下来，并沿袭

千年[4]。四川书院兴起于唐，至今已历时一千余年，

为四川地区的社会稳定发展、文化的延续创新做出

了重要贡献[5]。20世纪90年代后，四川书院研究逐

渐兴起，书院发展历程、书院的教学组织、藏书教学

以及个体书院发展等领域逐步被揭示，通过对这些

研究的梳理，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四川书院的研究

进程。

一、四川书院研究概况

四川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许多书院史著作中均能看到四川书院的身影，如

《中国书院章程》便介绍了四川草堂书院的遵循规

格和龙门书院碑记[6]。李国均《中国书院史》一书介

绍了四川最早书院——张九宗书院（又名书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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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等[7]。这些研究对各朝代四川书院的数量进行

了一定统计，并简要介绍了部分著名书院，但大都

浅尝辄止，缺少系统、深度的研究。但从这些学者

的研究中，足以证明四川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上的重

要历史地位。

随着书院研究的深入，区域书院研究逐渐兴

起，四川书院研究的著作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如胡

朝曦《四川书院史》、徐文涛《四川教育史》、熊民安

《四川教育史稿》等。据统计，在知网、万方、维普中

以“四川书院”为检索词，对唐代及唐代以后四川书院

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当前研究四川书院的著作有2

部，硕博论文有5篇，期刊论文有44篇。21世纪以来，

四川书院研究逐渐火热，研究内容逐渐完善，兹将对

四川书院各领域的研究进行一定梳理并简要评述。

二、研究成果概述

（一）书院整体研究

从整体上考察四川书院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在

宏观上整体把握四川书院的发展走向与演变历

程。四川书院的整体研究主要遵循书院发展的历史

脉络，对不同朝代书院进行梳理。从当前的研究来

看，对四川书院进行整体研究的有熊明安和胡朝曦。

熊民安《四川教育史稿》一书考察了宋元时期、

明清时期以及清末的书院发展情形，对四川书院的

起源、讲学、藏书、祭礼、性质、规模、书院师生管

理、讲学内容及部分书院进行了一定的介绍，整体

上反映了四川书院的发展历程，推动了四川书院研

究的历史进程[2]。胡朝曦《四川书院史》一书以时

间为线索，将四川书院的发展轨迹划分为四个阶

段，剖析各个时期书院发展的特点。从内容来看该

研究更加侧重书院的教学、藏书等方面；从时间来

看，则侧重于清朝时期的四川书院[5]。该书较为系

统地考察了四川书院整体概况，为后来学者进行四

川书院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朝曦《四川书院

发展与改制》一文简要回顾了自唐朝到清末四川书

院的发展过程，总结了四川书院最终走向改制的影

响因素[8]。

总体来看，四川书院的研究注重以时间为线索

揭示各时期书院的发展情形与特点，但由于时间跨

度过大，史料过于零散，增加了史料的收集难度，导

致无法对清以前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书院进行细致

考察。从地缘的特点来看，四川书院有别于其他地

区书院，四川书院以其独特的封闭性特征，形成了

与自身特色相适应的蜀学以及独属于自身的文化

特征，增加了四川书院研究的学术价值。

（二）四川书院断代研究

不同时期的书院往往会形成不同特点和不同

的发展趋势，留下独特的经验。据统计，当前关于

四川书院断代研究成果共有20余篇：宋朝1篇，明

朝1篇，清朝有8篇，剩下的研究集中清末的书院改

制，由此可见，四川书院研究更加倾向于清朝，原因

可能有以下三点：一是清朝距离当今社会最近，其

史料的收集无疑是最为容易的；二是书院改制与近

代教育体系的建立息息相关，自然引起了众多学者

的注意；三是四川书院在清朝以前不太受统治者所

重视，清雍正时期受到统治者支持方才发展兴盛。

因此清朝时期的书院研究颇具学术价值。

断代研究中，胡朝曦《宋代书院与宋代蜀学》是

极具代表性的研究，史料翔实、考证严谨，较全面地

论述了宋代四川书院与蜀学兴起的逻辑关系[9]，揭

示了书院对于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肖卫东

于《清代四川的书院》中指出四川书院迅速发展背

景在于宋明理学的大兴，但因统治者的几次查禁而

衰落，清雍正时期得到统治者的支持逐渐兴盛[10]。

王刚《清代四川书院略论》一文则从书院的性质、管

理制度、教育目的、升级课试制以及生活制度等方

面整体呈现了清代四川书院面貌，该学者认为四川

书院的作用在于促进四川文化的代际传递[11]。

综上所述，四川书院的断代研究多集中于清

代，且大多从政治背景、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分析

四川书院发展的具体情形。这些研究打开了四川

书院研究的大门，加深了后继学者对四川书院的认

识，但断代研究的缺失亦十分明显，唐、宋、元、明时

期的四川书院的发展研究尚待完善。

（三）书院藏书与教学功能

1. 藏书功能

书院自兴起时期便是藏书之所，后逐渐演变成

学子读书之所，这一演变与科举制的施行有着极大

的关联，科举制促使书院成为中国古代的教育组织

形式。藏书与教学作为书院发展的核心功能，引起

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当前对于这两个方面研究的

学者很多。

藏书是书院最初功能，其伴随着书院发展的整

个历史进程，是当前书院研究的重点之一。程磊将

书院藏书来源总结为四个渠道，即朝廷御赐、自行

刻印抄写、自行购书以及私人捐赠，指出书院通过

修建藏书楼，允许生徒和教师借阅而实现藏书的流

通，以《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为例，考察不同年

龄阶段学生读书的种类，揭示了书院藏书流通与教

学结合的渠道[12]。邓洪波把中国古代书院藏书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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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总结为朝廷赐书、官府自行置备、官绅或师生捐

助、书院出资购买或刊印与设立官府公款为图书基

金购书五个渠道[13]。陈谷嘉统计了各时期四川书院

数量在全国各省的序次:唐代居第4位,宋代居第6

位,元、明两代受统治者影响地位衰落至10位后,清

代得到统治者支持居第2位[14]，其以具体数据论证

了古代四川书院藏书在全国的地位。胡朝曦在《四

川书院的藏书事业》中，分析了书院的藏书在全国

地位以及书籍来源；并从图书的采购、整序与编目，

图书的保管与借阅两个方面介绍了四川书院藏书

的具体管理情形，指出四川书院藏书来源渠道从外

购、赐书到自行刊印的转变过程[15]。该研究分析相

当深入，从整体上反映了四川书院的藏书状况，并

对《书目答问》——著名的文献学著作进行研究，拓

展了四川书院的研究领域。

2. 教学功能

藏书与教学往往是书院两个密不可分的功能，

如陈磊考察应天府书院教学后，将书院教学归纳为

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前后三步骤[16]。教

学作为书院发展的核心功能，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如李兵总结北宋书院教学指向契合科举

考试之需求，分析了书院存在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

义[17]。党亭军亦对明清时期的书院教学特点进行深

入分析，总结了书院重视德教、因材施教、寓教于

乐、学举并重等特点[18]。刘秀兰将书院的教学与组

织管理归纳为官吏参与、严选山长与生徒、公开经

费、重视保护藏书等几大方面[19]，较为完整地反映了

清代书院教学管理情形，但其注重的是对书院的外

在管理制度，并没有揭示书院的培养人才功能，胡

朝曦《近代四川书院教育与蜀学人才培养》一文梳

理了四川书院培养出的众多杰出人才名录，指出近

代四川书院对发展蜀学、培养维新人才的重要历史

作用[20]。

（四）书院改制

书院改制是指清朝末年，书院制度与社会矛盾

日益突出，清政府颁布政令将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度,

改革为近代新式学堂的教育制度[8]。这一改变加快

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步伐，书院由传统走向现代化

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如任欢欢在《清末直隶书

院的改制》一文中指出近代书院存在僵化、陈腐，严

重缺乏生气等问题，指出改制存在指导思想停留在

“通经致用”的层面和不同地域上发展的水平参差

不齐的特征[21]，刘少雪在《书院改制对中国高等教育

近现代化的影响》一文中，亦提出近代书院改制是

一场由政府主导的不成熟的改制，脱离社会实际等

观点[22]。

四川书院同全国书院一样掀起了自上而下的

改革，书院改制成了四川书院研究的一大热点，如

胡朝曦在《四川书院史》中，将书院改制的原因归结

为外部与内部两个部分，外部原因是清王朝的政治

腐败和官吏贪赃枉法，导致书院山长和教师的不作

为；内部因素是书院的管理制度废置，教师学生都

没有得到很好的约束[5]。吴洪成于《近代重庆书院

改制述评——纪念书院改制115周年》一文中，将重

庆书院改制的社会缘由归结政治方面面临外来入

侵、经济方面的小农经济的破产、文教政策方面专

一文教政策滋生腐败以及西方新式教育理论的冲

击四个方面，并以重庆地区的隆化书院、专经书院、

东川书院、聚奎书院改制为例，将近代书院的作用

总结为：一是为重庆地区注入了新教育力量，为重

庆经济建设、政治革命和社会发展输送大批人才；

二是促进重庆地区传统学术向近代转型[23]。杨

毅峰将书院改制的原因归结为国家面临危亡外部

压力、书院积弊难返、科举制度弊端的刺激三个方

面，并以四川存古学堂的办学目的、招生、教学内

容、教学方式等方面为内容介绍了学堂的具体发展

情形，指出书院改制是历史的必然，但书院改制的

结果威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24]。刘熠基指

出近代书院改制是应对外来挑战而非解决内部的

问题，虽然地方改学堂较为积极，但这只是在官府

压力下别无选择的缘故，这导致了近代学堂始终带

着书院的一些特征，夹杂着俗与制、中与西、新与旧

的纠缠[25]。李晓宇认为，书院改制的研究大多停留

在宏大的叙事当中，忽略了各地书院的差异性和复

杂性，该学者基于清末四川书院改制的错位的整顿

和改造、复古与维新的悖论、激进与趋新的补救三

大方面考察了近代四川省会两大书院改制的办学

成就、改制过程以及书院改制作用，并指出省会书

院在发展兴盛的阶段迫于清政府压力不得不进行

改制是导致四川书院改制的过程中充满矛盾、分

歧、反复等现象的原因，如改制后建立存古学堂兴

起复古维新之运动、创立近代蜀学等，但最终实现

了书院的完美转型，为四川近代社会的发展培养众

多人才[26]。

书院改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历史事

件，其直接的结果是建立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体系。

据统计，关于四川书院改制的研究成果达9篇，集中

于对书院改制的原因、作用以及评价等方面，学者

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书院改制的两面性，较为客

观地反映了书院改制这一全国性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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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书院个案研究

胡朝曦考察张九宗书院相关史料后，认为张九

宗书院实际建于贞观元年，距今已有1 200年历史，

建立顺序位列全国第十三，指出张九宗书院作为我

国古代早期书院之一，在四川书院史和文化教育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张九宗为四川书院教育的发展

铺下基石，同时又拉开了四川书院发展的序幕，其

具有的中国书院传统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方

法，为四川后续书院的办学提供了有益借鉴，同时

也能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提供重要

借鉴[27]。郑豪于《清代金江书院简史》介绍了金江书

院的讲学、藏书、祭祀、学产、经费几个方面的内容，

从金江书院153年的办学历史中侧面烘托出了清王

朝在四川书院发展史上所起的重要促进作用[28]。

锦江书院建于康熙四十三年，后得到统治者的

支持逐步发展壮大。胡朝曦《四川书院史》考察了

锦江书院的建筑规模、教学管理、经费及事务管理

以及书院改制的历程[5]。刘平中《锦江书院山长考》

则从书院山长的角度出发，从书院的教学管理、制

度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揭示山长对于书院的灵魂

导向作用，其以具体文献传承数量解释了锦江书院

对于四川文化发展的作用。但正如此学者所述，其

对锦江书院制度沿革、刻书藏书等方面的研究尚未

展开，而这也恰是锦江书院研究所未涉及的领

域[29]。谢春燕考察了锦江书院的改制，指出锦江书

院改制根本原因是列强入侵所引起的急剧社会变

动，外部动因则是书院发展千年形成的弊端，其认

为书院改学堂顺应社会发展和变革，促进了四川教

育近代化进程，且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极具影响力的

新式人才[30]。

尊经书院与锦江书院并列清末四川的两大官

办最高学府。晚清时期，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时

期，为培养经世致用的新式人才，于成都创办尊经

书院。胡朝曦认为，尊经书院历时8年，为蜀学的传

承与兴盛做出了巨大贡献，改为新式高等学堂后，

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新式蜀学人才，推动了传统文化

向近代文化转变的进程[31]。曲洪波则认为尊经书院

形成“汉宋兼采、古今会通、通经致用”的新风气，使

其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重要缩

影[32]。李晓宇认为尊经书院所形成的尊经学术是中

国近代学术的起点，承载着中国近代转型的诸多要

素，推进了四川社会近代化进程[33]。黄海明《概述四

川尊经书院的刻书》另辟蹊径，从尊经书院刻书的

成就与特点出发，总结了尊经书院培养大批新式优

秀人才、传播维新思想的作用[34]。黄新宪在《张之洞

与尊经书院》一文分析了张之洞与尊经书院的关

系，总结了尊经书院沉静好学、崇实去浮，同舍诸生

互相切磋的学风[35]。何一民比较了尊经书院建立前

后四川士林风气，将尊经书院建立前的风气总结为

热衷科举，轻学问、时事；尊经书院建立后的士林风

气总结为重实用、轻八股，突出了尊经书院引领四

川社会发展的作用[36]。

在四川书院发展史上仅宋代便存在27所书院，

其中影响深远的便有张九宗书院、鹤山书院等[5]。

但当前关于四川书院的个案研究多以清代尊经书

院、锦江书院为主，缺少对其他书院的系统考察，由

此可以看出，四川书院的个案研究尚有不少空白领

域值得探寻。

（六）其他研究

随着书院研究的火热，跨学科视角的研究逐渐

兴起。有学者从环境学的角度揭示了书院外环境

对于人才培养的积极作用，如王玮、董靓于《四川书

院园林植物造景研究》一文中从植物的空间构成角

度，揭示了四川书院园林植物色彩构成的意义，为

今天校园文化环境的构成提供了有益启示[37]。

韦昳《巴蜀园林艺术手法研究——以龙景书院为

例》一文则从园林艺术设计的角度出发，考察龙景

书院园林艺术设计的具体内容，为当今校园意境的

创设提供了一定借鉴[38]。

此外还有学者从著名人物对于书院的影响角

度出发，剖析了书院发展的具体情形。如张亮于

《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遗文考释》通过对尊经书

院的创设背景与命名过程考察，完整地呈现了尊经

书院的发展过程[39]。魏红翔《宋育仁与成都尊经书

院》一文以尊经书院学子宋育仁从学子成长为山长

的过程为案例，揭示了尊经书院在近代维新变法中

的重要历史作用[40]。学者们从新的角度、视角出发，

丰富了四川书院的研究成果，为当今教育的发展亦

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三、四川书院研究的展望

书院在四川存废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不仅对四

川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书

院的建立与发展更为四川地区教育体系的建立做

了有效的铺垫。但当下四川书院的研究力度还不

够，从时间线索看，已有研究多集中于清代四川书

院；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四川书院的整体历史发展

进程、藏书、教学、管理、改制以及个别书院发展的

梳理更受学者的关注。已有研究缺少对四川书院

史料的系统整理，缺乏对清以前四川书院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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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贫乏。不可否认的是学者们已为四川书院的研

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学者胡朝曦系统梳理

了四川书院的整体历史进程，为后续学者的研究做

了极大的铺垫。在未来的书院研究中必将以跨学

科的视角为支撑，以多样的研究方法为手段，以完

善书院内容为己任，以联系当下为实际需求，拓展

四川书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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