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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128年前川大历史源头 “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出土

研究成果首次对外正式发布 

2013-10-18 09:55:04 作者：邓静秋 来源：川大新闻网 浏览次数： 0  网友评论 0  条 

  2013年4月，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挖掘出土了“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碑上刻写

了四川大学前身之一——晚清时期的四川尊经书院在1885年“发布”的一份中举贡生“光

荣榜”，见证了128年前川大源头。经过历时半年的研究，10月10日上午，四川大学档案

馆首次正式向社会公开发布“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有关信息及研究成果，汇聚参与

研究的专家教授，共同探讨交流石碑内容、价值及文物保护等工作。来自四川大学校内外

的专家学者和师生代表，校党委宣传部、社科处、历史文化学院、博物馆、档案馆（校史

办公室）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成都

电视台、四川作家网、四川大学新闻中心等媒体代表出席了发布及座谈会。

  会上，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公室主任党跃武教授首先介绍了《四川尊经书院

举贡题名碑》的出土经过和主要价值，以及学校目前采取的保护措施、取得的初步研究成

果等。 

 

  著名教育史专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胡昭曦教授详细解读了《四川尊

经书院举贡题名碑》 的碑刻内容、碑刻时间、碑文书写和历史价值，重点分析了题名碑

在四川大学校史研究、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四川尊经书院是我国教育制度从

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代表性书院之一，石碑的出土补充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具有重要历史

价值，是研究中国教育史、中国书院史、晚清蜀学新的历史文物；同时见证了川大128年

前历史脉络，为四川大学校史研究及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资料；并反映出尊经书院前期的

办学理念和办学状况，是研究尊经书院的重要史物资料。胡昭曦教授同时对进一步开展

《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研究提出了建议，希望四川大学能以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研

究为契机，整合资源，各相关学科、部门形成合力，大力推进川大历史及川大文化传统的

研究，以研究实绩丰富中华文化宝库，推动文化传承创新。 

 

  在交流发言中，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元奎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邱沛篁教授，历

史文化学院院长、博物馆馆长霍巍教授，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白彬教授和李晓宇博士，成

都市档案局经科处副处长谢敏等专家学者对“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的学术价值和社

会价值，以及从教育学、历史学、文字学、艺术学、新闻学、文化学、档案学等角度进一

步开展相关工作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四川大学自1896年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其源头为四川中西学堂、尊经书院和锦江

书院。创建于1874年的尊经书院虽存在时间不到三十年，但它是晚清时期全国著名的省级

书院之一，也是教育制度从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代表性书院之一，在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

化、振兴蜀学并促其转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四川近代高等学校的源头之一和近代四川人

才培养的摇篮，也是振兴蜀学的基地。据考证，这块新出土的“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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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上共有两件碑文，皆为著名学术大家、书院教育名人、晚清蜀学贤哲之作：一是由时

任书院院长王闿运记录、书法家吴之英书写的碑文《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碑文包

括题款、序文、题名3个部分，在题名中一共记载了50名举贡生源的里籍、姓名字号与年

龄；二是尊经书院创办者张之洞在《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中的部分文字。石碑碑文的记

载详细反映出了尊经书院前期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状况，是中国书院史研究中罕见的历史实

物。 

 

  石碑出土后，四川大学领导高度重视和关心石碑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校档案馆、校博

物馆、校社科处、历史文化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等相关单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抓紧时

间开展研究工作，前期研究成果汇编《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已于近日由四川大学出

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现存放于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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