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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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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元代建立之后 ,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 ,以捍卫其作为“道统”

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 ,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 ,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

方广大地区扩展 ,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 ,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

学 ,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 ,元代书院的教学

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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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 ween the Ac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ng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Neo2Conf ucianism in the Yuan Dynasty

L I Bing

( Yuel u A cadem y , H unan U ni versi t y , Changsha 410082 , Chi na)

Abstract :After t he Yuan Dynasty was founded , t he adherent s of t he p receding Song Dynasty

made ancient ac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ng t he important base to st udy and disseminate neo2
Conf ucianism in order to retain their dignity of Conf ucian ort hodoxy. Moreover , t he base served

to disseminate neo2Conf ucianism in nort h China wit h t he support of t he Yuan regime , while

Mongolian aristocrat s ha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t . Later , neo2Conf ucianism was upgraded to

official p hilo sop hy by t he ruling class , which made it a rule t hat neo2Conf ucianism should be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s. U nder t he guidance of t he unification of neo2
Conf ucianism and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s , teaching in t he academies became t he most

important way t hrough which to disseminate and pop ularize neo2Conf ucianism.

Key words : ac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ng in the Yuan Dynasty ; neo2Confucianism ; dissemination ;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s

元代统治者以武力征服中原之后 ,安抚汉族士人 ,进而实现对全国的思想控制成为他们必须面

对的首要问题。而程朱理学已经被南方士人普遍认同 ,并发展成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这为程朱理

　



学上升为官方哲学提供了可能。然而 ,程朱理学要真正实现这种转化 ,还面临着两个问题 :其一 ,在

维持程朱理学作为南方地区主流思想地位的同时 ,如何将其影响从南方扩展到元代政治中心所在

地的北方地区 ,并尽可能地让统治阶层认同其存在的必要性 ;其二 ,在程朱理学上升为官方哲学之

后 ,统治者应通过何种手段进一步扩大其影响 ,从而能让范围更广的普通民众接受这种官方哲学。

在解决这两个难题的过程中 ,元代书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它不但成为程朱理学北传的重要载

体 ,而且通过开展科举教学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的地位。

一、书院是南宋遗民宣讲程朱理学之所

元朝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使宋代士人经受着双重的心灵拷问 :一是赵宋王朝的覆亡使士人普遍

有亡朝之痛 ;二是“异族”的蒙古民族入主中原 ,使得历来注重“道统”的士人失去了原有的尊严。为维

系程朱理学家所阐扬的“道统”,南宋遗民将研习和传播程朱理学作为其人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大多数南宋遗民与其先辈一样 ,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

重要基地。人称“江汉先生”的赵复主讲太极书院时 ,主要讲述程朱理学的精华 ———“道统论”,他认

为 ,“周、程而后 ,其书广博 ,学者未能贯通 ,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 ,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

教 ,周、程、张、朱所以发明绍续者 ,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1 ]卷九○,2994 。另一位遗民胡炳文

的家学源于朱熹 ,“笃志家学 ,又潜心朱子之学 ,上溯伊洛 ,以达洙泗渊源 ,靡不推究”[1 ]卷八九 ,2986 。他

先后主讲信州道一、明经等书院 ,专门讲授程朱理学。在他的努力下 ,出现了“儒风之盛甲东南”的

盛况[ 1 ]卷八九 ,2986 。熊禾从学于朱熹门人辅广 ,虽登咸淳十年 (1274) 进士 ,但入元不仕 ,将大部分精力

投入到修建、讲学书院的活动中 ,以图扩大程朱理学的影响范围。据《宋元学案》载 ,他曾讲学于武

夷书院 ,修建洪源书堂、鳌峰书堂并讲学其中 ,从者甚众。这些有着程朱理学知识背景的南宋遗民

成为元代书院讲学的主力军 ,他们的书院讲学活动不仅使得南宋遗民在一定程度上重拾了原有的

尊严 ,而且使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不少以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闻名的南宋书院得以修复 ,为南宋遗民的学术

活动提供了更加稳固的基地 ,如白鹭洲书院、岳麓书院、淮海书院、月泉书院、慈湖书院、道州书院、

濂溪书院等。有些地方修复书院的活动还相当活跃。黄 　在《重修月泉书院记》中描述了浙江地区

修复书院的盛况 :“　窃观在昔郡县之未有学之时 ,天下唯四书院 ,其在大江以南潭之岳麓、南康之

白鹿洞而已 ,三吴百粤所无有也。今郡县悉得建学 ,而环江浙四封之内 ,前贤遗迹名山胜地为书院

者 ,其多至八十有四 ,好事之家慕效而创为之 ,未见其止也。”[2 ]5各地修复书院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

与传播程朱理学 ,如广西宣城书院祀奉理学大师张 　与吕祖谦 ,至元二年 (1265) 修复以后 ,书院主

持者为达到“道不可泯”的目的 ,要求生徒“读其书 ,释其旨 ,汲汲焉 ,拳拳焉 ,勉其如宣成者 ,去其不

如宣成者 ,则沿张吕、溯濂溪、接洙泗 ,使圣道之明千万世如日”①。

为更加凸现朱熹在创发和传播程朱理学方面的贡献 ,在朱熹的祖籍所在地修建书院成为理学

家和地方官吏的共识。欧阳玄说 :“今州县学校则必专祠先圣先师 ,于是国家秩诸祀典。若夫书院

则又多为先贤之祠 ,或其过化之邦 ,或其讲道之地 ,如是者不一也。”[3 ]34 朱熹的祖籍所在地徽州有

直接以朱子的室名、别号命名的紫阳书院和晦庵书院。方回在《徽州重建紫阳书院记》中说明了重

建书院并命名为紫阳的原因 :“紫阳山去古歙郡之南门五里而近 ,故待制侍讲赠太师徽国文公朱先

生郡人也 ,合山与人 ,称曰紫阳夫子 ,若洙泗先圣然 ,此书院之所以作 ,而名之曰紫阳也。”[4 ]398 至元

二十六年 (1289) ,在地方官吏和乡绅的共同努力下 ,于朱熹的故居婺源修建了晦庵书院 ,“聚其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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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以时修习礼教于其中”[5 ]329 。

不仅如此 ,朱熹曾经生活、任官和讲学过的福建、江西、浙江、湖南等地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为

纪念他而创建或修复的书院[ 6 ]168 —173 ,这些书院不仅讲朱子之学 ,而且在规制上也纷纷效仿程朱理

学的大本营白鹿洞书院。在这些地区之中 ,又以朱熹出生、任官、讲学以及终老之地 ———福建最盛。

虞集说 :“国家奄有四海 ,郡县无大小远迩 ,莫不建学立师。乃若先贤讲学故地 ,遗迹所在 ,及贤士大

夫好善乐道者 ,或因或创 ,为之书院。其以文公而有所创立者甚众 ,而七闽为甚。”①其中朱熹出生

和讲学所在地建阳有七所 ,皆由朱子门人及信奉者所立 ,分别是考亭书院、庐峰书院、同文书院、化

龙书院、鳌峰书院、云谷书院、环峰书院。此外 ,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尊崇程朱理学的书院 ,对程朱理

学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南宋遗民以书院为依托宣讲程朱理学 ,不仅扩大了程朱理学在

南方地区的影响 ,也让蒙古统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程朱理学与士人之间的密切关联 ,从而使急于

想笼络南宋遗民者不得不正视程朱理学 ,这为程朱理学上升为官方哲学奠定了坚实的认识基础。

二、书院是程朱理学北传的主要载体

当程朱理学在南方地区大范围传播时 ,忙于征战的元世祖忽必烈接受尊孔崇儒的建议 ,采取武

力征伐与文化掠夺并用的政策 ,即通过武力征伐俘虏南宋士人、掠夺汉人书籍等手段 ,达到为其所

用的目的。元军在攻取湖北时 ,不仅“屠德安”,而且还实施了相当严酷的文化掠夺 ,“凡儒、道、释、

医、卜占一艺者 ,活之以归”[1 ]卷九○,2994 。其中人称江汉先生的赵复也在其中。元代另一位大儒许衡

在灭金的前一年也为元军游骑所得 ,成为元代“朱子之后一人”。在书籍及文献方面 ,中书省事杨惟

中依靠武力在四川、湖广、浙江等地大肆掠夺文化资源 ,《宋元学案》载 :“时濂溪周子之学未至河朔 ,

杨惟中用师于蜀、湖、京、汉 ,收集伊洛诸书 ,载送京师”[1 ]卷九 ○,3003 。这种文化掠夺虽然对南方文化

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但却为程朱理学的北传提供了良好的人才储备和物质条件。

在此基础上 ,蒙元统治者建立了首所书院 ———太极书院 ,使其成为程朱理学北传的大本营。元

太宗七年 (1235) ,中书省事杨惟中、姚枢在燕京创建太极书院 ,延请赵复为主讲。书院以程朱理学

开创者周敦颐所提倡的“太极”命名 ,直接向世人表明其宗旨是传播程朱理学[7 ]34 。与此相应 ,书院

的教学内容也以程朱理学为主 ,其中尤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重。北方的著名学者如许衡、窦默、

姚枢、刘因、梁枢、赵 等人皆为赵复主讲太极书院时的高足 ,他们学成之后成为北方地区利用书院

传播程朱理学的中坚力量 ,其中许衡曾主持陕西西安正学书院教事 ,刘因主讲静修书院达二十余

年 ,姚枢则退隐苏门讲学。由此可见 ,在程朱理学北传的过程中 ,太极书院确实发挥了主导作用。

黄百家对太极书院在传播理学方面的功绩有相当高的评价 :“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 ,吾道入北 ,而姚

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 ,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 ,由是北方之学郁起 ,如吴澄之经学 ,姚燧之文

学 ,指不胜屈 ,皆彬彬郁郁矣。”[1 ]卷九○,2995

正是在这些学者的大力推动下 ,北方地区出现了创建、讲学书院的热潮。笔者根据《宋元学案》

和《元史》的相关资料 ,统计了 60 位宋末元初和元代著名学者的活动 ,他们修复、创建和讲学的书院

达 49 所 ,有学者统计 ,元代书院的数量为 406 所[8 ]37 。也就是说 ,《宋元学案》和《元史》中有传的学

者所执掌的书院占元代整个书院的 12 %。更何况在《宋元学案》、《元史》记载之外 ,还有相当一部

分著名学者也利用书院传播程朱之学 ,且生徒数量众多。如至元年间 ,翁森在浙江安仙建安洲书院

授徒讲学 ,生徒达八百人 ②。著名学者程瑁主讲陕西三原学古书院时 ,“启迪渐有成序 ,部使者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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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报下旌其门”[9 ]389 ,从游者百余人。这些以讲学为主的书院不仅广泛分布于南方的浙江、江西、

安徽、江苏、湖南、福建等省 ,而且在原来书院极少的直隶、陕西、河北等省也有了一定的数量。笔者

根据曹松叶先生的统计 ,将宋元两代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书院的分布统计列表如下 :

表 1 　宋元两代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书院分布比较表

地域
宋代

书院数 (个) 百分比 ( %)

元代

书院数 (个) 百分比 ( %)

黄河流域 13 3. 26 43 18. 94

长江流域 297 74. 44 152 66. 96

珠江流域 89 22. 30 32 14. 10

　　资料来源 :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9 年第 10 集 ,第 111 期第 7 - 11 页 ,第 112

期第 14 - 18 页。

表 1 表明 ,元代黄河流域书院的数量已有大幅度增加 ,不仅超过珠江流域的书院总数 ,而且与长

江流域书院数量的差距也明显缩小。由于有相当数量的书院是以传播程朱理学为主要职能 ,因而随

着北方书院数量的增加 ,程朱理学在北方地区的传播也日渐广泛 ,有学者认为 ,在书院学者的努力下 ,

“最终实现了理学的北移”[10 ]223 。可见 ,书院向北方推广与程朱理学北传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程朱理

学的传播促进了元代书院的发展 ,为其向北拓展提供了契机 ;而书院的拓展又有力地推动了程朱理学

在北方地区的传播。程朱理学的北传不但提高了北方地区的文化水平 ,更重要的是将原来在南方占

统治地位的思想———程朱理学向元代的统治中心推广。赵模在《考亭书院记》中描述了程朱理学的普

及程度 :“而天下之学 ,皆朱子之书。书之所行 ,教之所行也 ;教之所行 ,道之所行也。”①

在书院的积极推动下 ,程朱理学不但获得了士人的普遍认同 ,而且为统治者所青睐 ,将其提升

为官方哲学也就势在必然了。元仁宗皇庆二年 (1313) 正式恢复科举取士时 ,将程朱理学作为考试

的主要内容。《元史》载 :“蒙古人、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 ,

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 ,文词典雅者为中选 ⋯⋯汉人、南人 ,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 ,《大学》、

《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 ,并用朱氏章句集注 ,复以己意结之 ,限三百字以上 ;经义一道 ,各治一

经 ,《诗》以朱氏为主 ,《尚书》以蔡氏为主 ,《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11 ]2019由于科举考试完全由官府主

导 ,因此将程朱理学纳入科举考试的命题范围 ,清楚地表明程朱理学被正式提升为官方哲学了。

三、书院科举教学加速了程朱理学的传播

在上升为官方哲学之后 ,程朱理学成为官学、书院和私学等各类教育机构的教学内容 ,其传播

途径因此进一步拓宽。而当时官学化倾向非常明显的书院更是将程朱理学的教学与科举考试紧密

结合 ,使其传播程朱理学的职能更加突出。笔者在此以元代最能体现书院教学活动的史料 ———程

端礼所著《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以下简称《读书分年日程》)为例来进行分析。

《读书分年日程》的制定者程端礼为元代大儒史蒙斋的门人 ,先后担任建平、建德两县教谕和稼

轩、江东两书院山长等教职。他一生以讲学为主 ,其教育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在讲学书院期间。程端

礼认为 ,课程教学计划是培养科举人才的重要保证 ,因而制定了《读书分年日程》,“由于它集中体现

了书院读书讲学的精神 ,所以一直被书院教学所采用”[12 ] 504 。《读书分年日程》的制定综合了朱熹

的《朱子读书法》、《学校贡举私议》、《白鹿洞书院教条》、《程董二先生学则》、《西山真先生教子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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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果斋训语》等程朱理学家的教育教学成果 ,可以说是宋元书院教育思想的结晶。

作为程朱理学的传人 ,程端礼对元代取士以程朱理学为命题内容的做法相当赞同 ,认为这样可

以使理学和举业统一起来 ,以选拔更多精通程朱之学者。他说 :“今制取士 ,以德行为首 ,经术为先 ,

词章次之 ,盖因之也。况今明经 ,一主朱子说 ,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 ,以便志道之士 ,汉、唐、宋科

目所未有也。”[13 ]序 ,1但在他看来 ,大多数读书应举的士人并未真正掌握博大精深的程朱理学 ,甚至

将其视为猎取科举功名的工具。他说 :“今士之读经 ,虽知主朱子说 ,不知读之固自有法也。读之无

法 ,故犹不免以语言文字求之 ,而为程序资也。”于是 ,他“不自揆 ,用敢辑为《读书分年日程》”[13 ]序 ,1 。

由此可见 ,《读书分年日程》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培养能真正领悟和传播程朱理学的人才。

为使生徒有扎实的程朱理学功底 ,并真正掌握其精髓 ,程端礼依照朱熹的读书思想 ,为生徒制

定了分阶段学习的教学计划。《读书分年日程》将书院生徒的学习分为“八岁未入学之前”、“自八岁

入学之后”和“自十五志学之年”三个阶段 ,每一阶段都规定了必读之书和读书次序。程端礼开列的

书目基本上都是朱子的《学校贡举私议》所提及的必读之书 ,以及朱子所读之书和程朱后学的著作。

八岁未入学之前 ,要求生徒读《性理字训》。他说 :“此乃朱子以孙芝老《能言》作《性理》、《绝句》、《百

首》教之之意”[13 ]卷一 ,28 ,而不是学习当时蒙学的通用教材《蒙求》和《千字文》。八岁入学之后 ,用六

七年的时间学习《四书》、《五经》的正文。而生徒自十五岁开始 ,需要用三四年的时间来潜心学习程

朱理学的经典著作 ,以掌握真正的“为己之实学”,不能抱有丝毫的功利目的 ,这既是生徒“终身之大

本”[13 ]卷一 ,44的依靠 ,也是科举考试作文之根本。

在此基础上 ,程端礼认为生徒可以看史读文 ,其次序是先读《资治通鉴》,“次读韩文 ,次读离

骚”[13 ]卷二 ,50 - 52 ,然后开始学作科举时文。他借鉴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教子斋规》的作文之法提出了

“作科举文字之法”:“读看近经问文字九日 ,作一日。读看近经义文字九日 ,作一日。读看古赋九

日 ,作一日。读看制诰表章九日 ,作一日。读看策九日 ,作一日。”[ 13 ]卷二 ,67 - 68他认为 ,通过两三年的

时文写作学习之后 ,就已经具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能力了。

从《读书分年日程》所强调的理学与举业贯一的思想来看 ,程端礼十分强调通过循序渐进的方

式读书明理 ,以尽可能地掌握程朱理学的精髓 ,即他所说的“大本”。他认为掌握程朱理学是科举应

试的基础 ,举业文章只是掌握了程朱理学之后的自然流露。他说 :“大抵作文办料识格 ,在于平日

(此用剡原戴氏法) 。及作文之日 ,得题即放胆 (此用迭山谢氏法) 。立定主意 ,便布置间架。以平日

所见 ,一笔扫就 ,却旋改可也。”[13 ]卷二 ,68正是由于对程朱理学的重视 ,他不赞同士人过早学习写作举

业文章 ,《读书分年日程》规定必须在依次读完三个阶段的书之后 ,才能开始学习举业作文 ,如此“既

有学识 ,又知文体 ,何文不可作 !”[13 ]卷二 ,53并对不少人让子弟从小学习举业文章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对于学习时文和程朱理学 ,程端礼强调后者是根本。因此 ,他坚持生徒要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学

习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的著作上 ,而对于科举时文则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他说 :“作举业时 ,虽不

能不看时文 ,只当将数十篇看其规矩格式 ,不必将十分全力尽用于此。若读经、古文 ,此是根本工

夫。根本工夫有得 ,时文亦自然长进。”[13 ]附录 ,178他认为 ,不仅生徒在二十一二岁或二十四五岁前不

要学习举业文字 ,即使已经进入开始学习写作时文的阶段 ,还是要将大量的时间用来温习以前所读

的程朱理学经典和文学著作。他要求“仍以每日早饭前 ,倍温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 ,

诸经正文 ,温史。夜间考索制度书 ,温看性理之书”[13 ]卷二 ,68 。《读书分年日程》规定读经和写作时间

的比例大概为 9 ∶1 ,以便生徒能在学习过程中恰当地分配学习程朱理学和应试知识的时间。

实际上 ,《读书分年日程》强调通过书院的“植大本”———程朱理学的教学 ,使生徒同时掌握程朱

理学和科举及第所需知识 ,从而将其培养成既精通程朱理学的学者 ,又符合朝廷要求的科举人才。

这种教学方式既符合统治者的意图 ,也能为广大士人所接受 ,因而有利于程朱理学向范围更加广泛

的士人阶层传播。尽管由于元代科举实行的时间较短 ,而且《读书分年日程》是在元代中后期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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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 ,其中的种种设想并未在书院教学中得到完全实施 ,但它从理论上提出了书院在继续传播程朱

理学的同时 ,如何满足生徒获取应试知识需要的办法 ,为明清书院开展科举教学提供了理论支持。

元代统治者为稳固政治统治 ,在允许南方士人继续利用书院传播程朱之学的同时 ,支持精通程

朱理学的学者在北方大力宣讲 ,使其在政治统治中心得以广泛传播 ,这为程朱理学上升为官方哲学

创造了厚实的思想基础。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之后 ,在以《读书分年日程》为代表的教学理

论的指导下 ,元代书院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程朱理学是科举应试的知识基础 ,鼓励生徒通过潜心学习

程朱理学之后实现科举入仕的梦想。书院的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有利于拓展程朱理学的传播范围 ,

而且能进一步提高其传播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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