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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院的人文精神

窦竹君，　霍建云

（石家庄铁道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书院发展源远流长，朱熹、张载等思想大师奠定了书院发展的学术基础。封龙书

院是北方著名学术重镇，与其他书院不同的是，封龙书院在数学家李冶主持下成为数学研究圣

地，其研究独树一帜。上千年的书院发展铸就了独特书院人文精神，这就是“德业”为本，明理

求仁；心忧天下，关注民生；注重学术，兼容并蓄；格物致知，身体力行；居敬立基，尊师重礼。书

院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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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书院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汉

晋时聚众讲学的“精舍”，唐代中期以后，很多家族

建有书屋或书堂，虽无书院之名，已有书院之实。
宋代是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朝廷以赐书、赐匾、
赐田 和 召 见 山 长 等 方 式，大 力 支 持 书 院 的 发 展。
理学大师程颐、程颢、朱熹、张栻、吕祖谦、张载、陆
九渊等纷纷创办书院或在书院讲学，仅朱熹创建、
修复、讲学及撰记、题词、题匾的书院多达６４所，
书院成为士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最佳场所。元代虽是少

数民 族 政 权，但 对 书 院 十 分 重 视，短 短 八 十 多 年

中，新立的书院就有７７座。明代前期书院发展有

所衰落，但后期发展迅猛，总数达７４５座，其中仅

嘉靖年间就新设了２１５座。清代是书院发展的又

一高峰，清朝统治者非常注重书院作用，雍正时期

设立于总督巡抚驻跸之地的２０余所省会书院，山
长皆一时名流，生徒是一省精英，成为各省文化教

育 中 心。到 光 绪 时 期，书 院 总 数 达 两 千 左

右。［１］（Ｐ７）１９００年庚子诏令改书院为学校，千年书

院制度被废。书院被废实为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思

想史的一大憾事，胡适先生叹之为“吾中国一大不

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

今日了。”［１］（Ｐ１）民国时期，马一浮先生创办复性书

院，虽然立志于复兴书院教育，但受各种条件的限

制昙花一现。解放后书院几乎绝迹，改革开放后

书院开始复兴，大批书院开始重建或重修，白鹿洞

书院、岳麓书院开始讲学活动。新建书院不断涌

现，如山东尼山圣源书院已经举办了两次世界文

明论坛，在业界产生良好影响。书院复兴呈现良

好势头。
封龙山地 处 今 河 北 省 元 氏 县 和 鹿 泉 市 交 界

处，为河北教育名山之一。汉时在元氏设常山郡

（郡所在今封龙山南元氏故城村），著名学者伏恭

“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东汉建武

十七年，汉明帝刘庄的启蒙老师李躬在这里讲学。
唐时武则天的爱将郭元振、姚敬等名流韵士均到

此游学或讲学立说，并题壁崖刻。北宋时期，名相

李昉重新筹建了书院内部教学设施，收徒讲学，正
式命名为封龙书院。这一时期见诸记载的河北书

院有三处，即封龙书院、西溪书院、中溪书院，全在

封龙山中。封龙书院在封龙山之阳山脚下，西溪

书院在龙首峰西，其址大约在今元氏北龙池村，宋
代藏有九经，张著为山长。中溪书院在龙首峰下，
《读文献通考》称为中峰书院，也是李昉授业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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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长张爿叟诸人相继聚徒常百人”，是当时河北

最大的书院，其址大约在修真观下。三大书院遥

相呼应，教学相长，名动一时。元代封龙书院空前

发展，进入鼎盛期。公元１２５１年，河 北 栾 城 籍 著

名数学家 李 冶（１１９２—１２７９年），买 田 封 龙 山 下，
潜心治学。他在真定路都元帅使史天泽、真定督

学张德辉和著名学者元好问等人支持下，重修李

昉讲堂，重振封龙书院。李冶在数学、文学、历史、
天文、哲学、医学等方面都有研究，其中最有价值

的是对天元术进行了全面总结，写成了数学史上

的不朽名著———《测圆海镜》，这是对一元 高 次 方

程理论研 究 的 巨 大 贡 献，比 西 方 早 了３００多 年。
明代封龙 书 院 依 然 是 长 江 以 北 历 史 上 最 早 的 书

院，可惜以后渐废，难以与江南四大书院比肩。今

天，封龙书院已经重修整饬一新，期待再次复兴。
上千年的书院教育形成了独特的人 文 精 神，

这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有关研究

至今并不多见，本文抛砖引玉，以求对有关研究有

所裨益。

　　一、“德业”为本，明理求仁

就书院创办动机而言，书院与科举紧密相关。
但由于创办或讲学书院的多是硕儒名臣，因而，书
院教育并不以“举业”为核心，而是以“德业”为中

心，重在培养明礼有德的君子。科举目的是选拔

天下英才充实官员队伍以管理国家，而这样的英

才必须是有德之人。如果官员有才无德，危害酷

烈。创办或 讲 学 书 院 的 硕 儒 名 臣 太 明 白 这 一 点

了，因 此，他 们 把 培 养 有 德 君 子 作 为 书 院 教 育 根

本，特别注重学子生徒价值观的培养。在这方面，
朱熹贡 献 居 功 至 伟。他 制 定 了 白 鹿 洞 书 院 的 学

规———《白鹿洞书院揭示》，首先提出“五教之目”，
即书院教育 根 本 目 的 是 培 养“父 子 有 亲、君 臣 有

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才。做学

问、做学生首在做人，上述“五伦”是做人的基本道

理，书院教育根本目的就是立德树人。为了让学

子成为有德君子，朱熹提出具体要求，即“修身之

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修身之要”就是

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也就

是说要诚实守信，言行一致，行为守德，尊敬长者；
控制 自 己 的 欲 望，压 制 自 己 的 怒 气，不 断 改 正 错

误，最终走向“至善”。“处事之要”是“正其谊不谋

其利，明 其 道 不 计 其 功”，也 就 是 说 无 论 求 学、科

举、做官还是做其他任何事情，都要为了实现社会

道义，匡扶社会正义，而不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
“接物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
求诸己”。也就是说处理社会关系，要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如果有问题不能很好解决，首先要反思

自己。后世很多书院遵循朱子教诲，并以朱子《白
鹿洞书院揭示》为蓝本制定自己书院学规。

明万历年间，常熟《虞山书院学道堂堂规》规

定“父子之道仁”是学道堂的先务；“兄弟之道义”
是学道堂的急务；“夫妇之道礼”是学道堂的要务；
“君臣之道智”是学道堂的大务；“朋友之道信”是

学道堂的重务。［２］（Ｐ２０－２１）将做人的“五伦”全部列为

学道堂最重要的事务。清道光年间陈寿祺为福州

鳌峰书院 立 下 八 条 规 约，第 一 条 就 是“正 心 术”：
“读书期于明理，求仁贵其存心。学者修身善道，
首在明义利之分，审是非之界，立志不欺，行己有

耻。一切秽浊之涂，钻营之术，利己害人 之 谋，枉

道徇人之行，皆足败名辱身，毫发不可生于心，而

见于事。”［２］（Ｐ８０）读书目的在于明理，求仁要从心上

下功夫。因此，学子修身善道首在明义利之别、是
非之界，勿要欺罔他人，要懂得礼义廉耻。凡一切

污秽东西，钻营手段，利己害人的算计，违反道义

想法，丝毫不能生于心见于事。清乾隆年间，王铭

琮订立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学规》，规定：“立品

为学人第一义，苟负奇才而品列卑污，其余不足观

也已。愿尔多士各自爱鼎，持行端方，处则为一乡

楷范，出则为一世羽仪。”［２］（Ｐ１２６）品行是学子 最 为

重要事情，假使身负奇才而品行卑污，才高八斗也

无益社会。学子应当洁身自好，行为端正，在家则

为一乡典范，如果出去为官身居高位，要成为受人

尊重的道德楷模。虽然这些书院学规表达各有不

同，但对培养有德之人、培养学子成为君子这方面

并无二 致，都 以 道 德 教 育、明 理 求 仁 为 书 院 育

根本。

　　二、心忧天下，关注民生

书院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封闭之所，相

反，许 多 书 院 秉 承 关 注 社 会、关 心 天 下 时 政 的 传

统，注意培养学子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

思想。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两宋理学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这深刻影响

了书院教育。如南宋朱子一派学子，议论政治、关
注时政盛极一时，以至于朝廷一度禁止朱子一派

学子应试为官。另一著名理学家张栻上书皇帝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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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要求抗金，声称“吾与金虏义不同天日者。”并在

其主持岳 麓 书 院 时 将 这 一 思 想 贯 彻 到 书 院 教 育

中，从而产生了抗金名将吴猎、赵方等杰出弟子。
据有关研究，南宋理、度两朝取进士近万人，其中

宋元交替之际事迹较明者３２８人，大约分为三类。
一是 蒙 古 亡 宋 前 后 以 身 殉 国 者，有 ７１人，占

２１．６５％；二是 入 元 后 隐 循 不 仕 者，有１７４人，占

５３．０５％；他们中有血战牺牲者，有 被 俘 后 英 勇 不

屈从容就义者，有不甘家园沦丧而自绝者，更多地

是甘受冻馁颠沛而决计终老山林者。三是归降和

出仕元朝者，８３人，占２５．３％。［３］两宋社会在内忧

外患中能支撑三百余年，书院“立德”为高的精神

诉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个心 忧 天 下 事 例 是 明 末 无 锡 的 东 林 书

院。东林学派之所以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在于东林书院将关注社会、关注时政作为重

要教育理念。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在丽泽堂题

有人们所熟知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

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所制定的《东

林会约》之中“饬四要”即是知本、立志、尊经和审

己；“破二惑”；“崇九益”“屏九伤”，皆发端于《白鹿

洞书院揭示》，但在其上提出更详细要求，要求学

子在立身的同时应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增强见闻、
博学广见，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同时还要

对所闻所见有一定的辨识力，避免道听途说和随

意评论是非而引起争端。明末东林书院之所以在

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因为其学术主

张切中时弊，更重要的它把学术活动同关注时政

密切结合在一起。
书院讲求实学，注重实务，在这方面突出体现

就是关注民生。明天启年间浙江瀛山书院学规有

“通务”一节，要求学子对当时诸多时政都有留心

学习：“时务所急，如宗室日衍，卫所日耗，征榷日

烦；边政所关，如边圉之要害，蛮獠之错处，沿海之

倭奴；漕运所经，如海运胶河；水田太仓所资，如盐

法、开纳；田赋所稽，如黄册实征；兵食所需，如屯

田牧马，民兵招募；土著风俗所系，如禁侈靡、抑末

作、驱游食；闾阎所重，如行乡约，编保甲。诸若此

类，虽未能一旦周知，须考之往古，参之时制，稽之

奏议，访之先达，辨之师友，酌之胸臆。”［２］（４３）当时

明朝的具体政务如卫所、漕运、抗倭、田赋、屯田、
募兵、保甲、乡约等都要求学子认真学习，以便将

来更好为社会服务。康熙年间，江苏巡抚张伯行

创办紫阳书院，在具体教学实施中，没有将朱子理

学教条化，而是经义、治事并重，所订课程八则，在
研习四书五经、先贤论著和规范品格外，还有“用

事之道，学者所宜深究”，要求学子注重实学，经世

致用。张伯行明确指出：“今之学者，时艺之外，茫
然无知。儌倖 一 第，出 宰 民 社，凡 兵 刑、钱 谷、农

桑、水利民生日用之务可修可举者，毫无定见，不

得不听命于奸胥猾吏。”所以“今之诸生未第时，乘
此余闲，即当留心世务，淹贯博通，务在有裨实用，
可以坐言起行。”［１］（１２３）书院务实求是关注民生精

神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子，名臣曾国藩、张之

洞等人深受影响，他们一生成就卓著，与此有重大

关系。

　　三、注重学术，兼容并蓄

中国自古就有“学在民间”学术传统。“学在

民间”始于春秋时期，孔子办私学研讨传播儒家文

化和思想就是民间学术的典型体现。其实春秋战

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多是民间学术研究者和传播

者。两宋时期，理学大盛，而理学的大本营和根据

地则是书院。理学的主张及交流多是通过书院来

完成的，甚至因为学派不同而使书院也被冠上了

某某派的帽子。如白鹿洞书院属于朱派，岳麓书

院属于张派，象山书院属于陆派，慈湖书院属于杨

派。而到了明代，王阳明贬谪贵州龙场后，“龙场

悟道”阳明心学诞生。于是，王阳明在贵州首倡书

院讲学之风。王阳明及其弟子、再传弟子在贵州

讲学，传播心学，将贵州书院变成阳明心学的大本

营，同时也开创了贵州一代学风。而在清代，汉学

之兴同样离 不 开 书 院。１８世 纪 最 为 渊 博 和 专 精

的学术大师、一代儒宗钱大昕曾主讲于娄东和紫

阳书院，并执掌紫阳书院１６年之久，为乾嘉时期

汉学鼎盛打下了坚守基础。另一位朴学大师俞樾

受当时的江苏巡抚李鸿章之聘，也曾担任紫阳书

院讲席，这对俞樾的学术生涯中起了很大的促进

作用。
封龙书院是注重学术、兼容并蓄的另 一 个 重

要表现。封龙书院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

书院、东林书院等其他书院不同的是，封龙书院是

数学研究圣地，其研究独树一帜。元代书院山长

是著名数学家李冶，李冶是天元术研究大师，不仅

留下《测圆海镜》这样数学巨著，而且加以弘扬普

及，用通俗朴实的语言著成《益古演段》一书，并讲

授不辍。一直到明代，封龙书院都是当时中国唯

一的文理兼修并以科学教育为主的书院。位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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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莲池书院曾是直隶最高学府，书院开设当时

很少开设的西文（英语）、东文（日语）课程，聘请外

籍教师，还招收外籍留学生，这都开风气之先。清

朝后 期，许 多 书 院 根 据 当 地 需 要 开 设 了 医 学、算

学、译学甚至船炮科目，不仅与时俱进，更是兼容

并蓄。
书院注重学术，也重视学术交流，绝不拉山头

搞学霸。朱熹和陆九渊两位学术大师的故事就充

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南宋学术研究中，朱熹理学

与陆九渊心学明显有异，这引起双方在诸多问题

上的思想交锋和学术争论。淳熙二年（１１７５年），
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与陆九渊兄弟的思想分歧，
使之“会归于一”，特邀朱熹与陆九龄、九渊兄弟等

到信州铅山鹅湖寺相会，讨论学术问题，史称“鹅

湖之会”。在这次著名的学术聚会上，朱、陆双方

就“为学之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争论并没有

达到“会归于一”的理想结果，双方学术分歧依然

十分尖锐。学术上的分歧多少影响了朱、陆二人

的关系，以致二人多少有些隔膜。然而大师就是

大师，私人关系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学识交流。“鹅
湖之会”六年以后，朱熹任南康军知军，重修白鹿

洞书院，即请陆九渊前来讲学，陆九渊在白鹿洞书

院做了流传 千 古 的 讲 演《君 子 喻 于 义，小 人 喻 于

利》，听者近千人，很多人感动得流下眼泪。朱熹

对陆九渊的这次讲演十分钦佩，指示门人将其记

录下来，刻石为铭，永存在白鹿洞书院。
书院兼容并蓄还表现在学子不受身份、年龄、

时间、地域的限制上。创办于光绪年间的江苏江

阴南菁书院，入院学子采取开放式选取办法，不受

身份限制，有的是举人，有的是秀才，有的连秀才

资格 都 没 有 取 得；不 受 年 龄 限 制，最 小 的 十 一 二

岁，最大的已六十多岁；学子在院肄业时间不受限

制，有在院三年两年的，也有在院十年八年的；学

子入院也不受本省地域限制，不受民族身份的限

制。又如明代书院讲会盛极一时，书院的教学授

课面向整个社会大众，听众不受任何地域、身份、
地位和年龄等限制，社会上各色人等，山林隐者、
士绅官僚、农工商贾、渔樵卖浆，僧道游人，只要是

有上进心、好德为善的人都可以听讲。书院能够

保持 旺 盛 生 命 力，注 重 学 术、兼 容 并 蓄 为 其 重 要

原因。

　　四、格物致知，身体力行

《礼记·中 庸》有 言：“博 学 之，审 问 之，慎 思

之，明辨之，笃行之。”意为为学之道，要博学慎思，
明辨是非，锲而不舍。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将其作

为书院学规要求学子认真遵守。当时学子浮躁、
学风不正，朱子对此忧心忡忡：“如今学者之病，多
是个好名。且如读书，却不去仔细考究义理，教极

分明。只是絻看过便了，只道自家已看得甚么文

字了，都不思量于身上济得甚事。”“而今莫说更做

甚工夫，只 真 个 看 得 百 十 字 精 细 底，也 不 见 得

有。”［４］（２　９２５）为力戒这些不良风气，朱子订下“博学

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规，以求学

子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就要发挥学子积极性，培

养学生独立学习和钻研的能力。为此，书院强调

学生要 善 于 提 出 疑 问。朱 熹 说：“读 书 需 有 疑”、
“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全无所疑，方始是学”，
他在白鹿洞书院就经常鼓励学生质疑问辩。师生

互动和启发式教学是书院教学主要方法，在著名

的《朱子语类》、《传习录》、《东塾读书记》这些经典

名篇中，我们不难看出朱子、阳明先生、东塾先生

与学生互动和相互启发、相互讨论、教学相长的影

子。横城义塾的学规《义塾纲纪》中有关于讲学和

修学 的 规 定：“每 日 昧 爽 闻 鼓 而 起，升 堂 会 揖 毕，
长、谕就诸生中签三人以隔日所读书，其对本各随

所见详解说大义一遍。其通否则正之。诸生各执

经以 听，有 疑 问 者，有 见 者 说。”［１］（７９）就 是 说 书 院

的老师会以抽查的方式来检查学子的读书情况，
每次均抽 查 三 名 学 生 来 讲 解 其 对 所 读 内 容 的 理

解，其他学生则在旁听后提出自己的疑问或者陈

述自己的观点。明天启年间订立的《瀛山书院学

规》中有：“格致者，圣经八条之先务，古今理学之

关键也。……内外兼该，格致之义真至微 至 妙 者

也。学者格一物即致一知，日积月累，豁 然 贯 通，
按之心，有全体证之。世有大用，方是物 格，方 是

知至。”［２］（４０）明万 历 年 间 章 潢 的《为 学 次 第》强 调

“学以致之格物为入路”，因为格物致知是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故中国文化特别重视格物

致知，格致精神当然体现在书院教学中。
格物致知是方法，最重要的是要将所 学 所 格

身体力行。朱 子 说：“如 读 书，只 是 理 会 得，便 去

做。……伊 川 云：‘人 所 最 可 畏 者，便 做’”［４］（２９３４）

朱子还用行船为例说明这一点。据《朱子语类》记
载，有人对朱子说格物之事难为，朱子答曰之所以

有此认识，实际是存有计较利害之心，如果具体实

践一番，又会怎样？如同做个船，安排好 桨 辑，解

绳放索，打将去做，自会见到彼岸。如果只是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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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量，怕有风涛危险，如何到达彼岸？考虑利害得

失，不去躬行实践，即使背诵圣人之言千千万，也

无法达到 格 致 目 的。［４］（２９３４）乾 隆 年 间 王 文 清 制 定

的《岳麓书院学规》深刻体现了身体力行精神：“时
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

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

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

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项；通晓时务物

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早完；
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２］（１７４－１７５）这一学规

只有１０８字，要求学子讲求孝道、尊重师长、节省

尚俭、互助友爱，同时劝导学子力诫讦短毁长、损

友肥私、游手好闲等“恶行”，不仅要止于至善，更

要除恶务尽。学规将孝、敬、爱、俭等精神 贯 穿 于

日常生活学习之中，使学子在日常举手投足间不

自觉的提升个人品德素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

式 提 升 了 人 的 道 德 素 质，传 承 了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化。

　　五、居敬立基，尊师重礼

“敬”是做学问和做人的基础，书院教育非常

重视居 敬 立 基。朱 子 曰：“程 先 生 云：‘涵 养 须 用

敬，进学则在致知。’此最切要。游和之问：‘不 知

敬如何 持？’曰：‘只 是 要 收 敛 身 心，莫 令 走 失 而

已。’”［４］（２９３５）“人之为学，五常百行，岂能尽常常记

得？人之性惟五常为大，五常之中仁尤为大，而人

之所以为是仁者，又但当守‘敬’字。只是常求放

心，昼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废惰，则虽不能常常

尽记众理，而义礼智信之用，自然随其事之当然而

发见矣。”［４］（２９３６）在 朱 子 看 来，仁 义 礼 智 信 五 常 最

终落到“敬”上，做人要在“敬”上下功夫。“敬”的

含义非常广泛，包括钦、恭、寅、翼、战兢、乾惕、笃

敬、笃恭等等。这些理念自然也体现在书院教育

中。清康熙五十一年《白鹿洞书院续规》第一条就

是“居敬以立基”：“敬者，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也。
自尧舜以来，曰钦、曰恭、曰寅、曰翼、曰战兢、曰乾

惕、曰笃敬、曰笃恭，历圣相传，若和符节。盖敬为

一身之主，宰万事之根本也。静时不敬，则昏迷纷

扰，无以立天下之大本；动时不敬，则怠慢放肆，无
以行天下之达道。故为学以居敬为基，犹作室以

辟地为基也。”［２］（１２２）居敬是立身的根本前提，如同

建造房子时的房基一样，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社会

有用之人，首先要懂得“敬”立身“敬”。“礼”的含

义很广，一般指中国社会道德规范与社会规范，也

指因风俗习惯而形成或规定的仪式或是表示尊敬

的态度、言行等。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首先要明

礼。书院对礼的教育非常重视，如在《凝秀书院条

约》中的“习 礼 仪”这 一 规 则 中 认 为“礼 所 以 治 身

心，肃容止，别嫌疑，辨严威。自邦国朝庙，以至家

庭乡党交游之间，非礼则无以行。古者八岁入小

学，即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十五入大学，制度

典章讲求娴熟，不以斯须去诸身。”［２］（１５１）由于“礼”
在中国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于是，“居敬立

基、注重仪礼”深受各书院重视，遂成为书院另一

重要精神。
书院在实现居敬立基，注重“礼”教育时，一般

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祭祀。祭祀是书院头等

大事，不只祭孔子，也祭孟子、曾子、颜子等其他圣

贤，有的书院祭祀对象还包括当地的乡贤。二是

注意个人仪表。书院非常重视学子个人仪表，要

求学子“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清代乾

隆七年（公元１７４２年）鹅湖书院订《壬戌示诸生十

要》，明确“学以仪度为要”，指出一个人的仪态可

以展示出内在的精神品质，而且是居敬立基重要

内容：“衣冠者所以摄其心志也。衣冠不肃，心志

之惰慢可知矣。……一身威仪，动关德性，故威仪

定命，传所谓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乎。试看孔子言

仁，说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又 曰，居

处恭，执 事 敬，此 中 之 斋 庄 严 肃 一 心 自 收 敛 而 不

放，居敬之道在是，存心之道也在是。”因此，学子

“凡一行步必安详厚重，不至跳跃奔趋；侍立必端

庄静定，不至跛倚颠倒；衣履必洁清整齐，不至龌

龊邋遢；瞻视 必 静 正 安 闲，不 至 摇 头 弄 尾。”［２］（１４７）

三是要求学子尊重师友。清道光年间理学名士唐

鉴订有《道乡书院学规四则》，其中一则“敬师”，一
则“择友”。“敬 师”中 说：“《记》曰：‘师 严 然 后 道

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敬之一字，学者彻始彻终

之要诀也。而弟子之于师尤为敬之，自然流露而

有所不容已者。于此而不敬，尚望其居恒之常存

敬畏乎？……立敬自长始，欲敬身者，自当先知敬

师。”［２］（２１５）学敬立身，首先从敬师开始。“择友”中

说：“有善相劝，有过相规，疑则可以共晰，义则可

以共趋，怠惰者群相策勉，勤慎者咸知则效，则学

之有成，未尝不系乎择友也。”［２］（２１５－２１６）择友作用在

于劝善规过，解疑答惑，学有所成离不开益友。台

湾文石书 院 的《文 石 书 院 学 约》也 有“尊 师 友”规

定：“传道 解 惑，莫 过 于 师；劝 善 规 过，必 资 于 友。
是师友者，乃人生德业之所藉以成就者也。”“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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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为我排释，为我解纷，委曲周旋，维持调护，
俾 得 相 好 如 初，其 有 益 于 人 者，更 为 不

浅。”［２］（１０２－１０３）尊师重友是居敬立基重要部分，当然

交友要交益友、诤友、挚友，戒交损友。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 须 汲 取

中华优秀文化营养。而传统书院人文精神，作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成部分，对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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