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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书院历史的学术专著。
它以书院的发展历程为主线，阐述书院起于唐、兴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的一系列书院概
况，强调文化性、阶段性的书院特点，并注意各个时期书院的典型介绍，点、线、面有机地结合，力
求反映书院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密关系以及书院在近代西学加盟后的变革。
全书文字简洁流畅、重点突出，通俗易懂，是一部具有极高学术品位的学术概论性读物。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自唐以来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全国书院数曾达到七千多所
，分布于各省区城乡，为中国教育、文化、学术、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育以及
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形成都作出了诸多贡献。
书院问题正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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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洪波，湖南岳阳人。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兼书院研究室主任，湖南省书院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书院文化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发表有关书院的文章100多篇，出版研究书院的著作10多部，人
称“邓书院”。
主要心血凝于《岳麓书院史略》（1986）、《中国书院辞典》（1996）、《中国书院制度研究》
（1997）、《中国书院史资料》（全三册，1998）、《中国书院文化丛书》（已出学规、章程、揽胜
、楹联四册，1999-2000）、《千年学府-湖南大学》（汉英对照，1996）、《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全
二册，1997）、《中国历代状元殿试卷》（1993），其中《中国书院制度研究》获湖南省第五届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岳麓书院史略》获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2）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书院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书院：新生的文化教育组织第一节 唐代的民间书院一、唐代初年民间书院的出现光石山书院
：早于丽正、集贤的民间书院地方志记载的唐初书院二、松洲书院：服务公众，传道授业的标志三、
唐诗中的书院四、唐代各地书院概况第二节 唐代的官府书院一、丽正、集贤书院的设置二、集贤书院
的职事设置与组织分工三、丽正、集贤书院的文化学术活动第三节 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第四节 书院
的初期形态一、关于书院的起源二、初期书院在书院发展史中的地位三、初期书院的三个发展阶段四
、初期书院的分布特点五、初期书院的功能形态六、初期书院的教学功能七、初期书院的建设特点第
二章 书院的名扬天下第一节 北宋书院发展概要一、北宋书院基本情况统计二、北宋书院的区域分布
与特点三、时间分布特点与两个发展阶段第二节 替代官学的角色与教育功能的强化一、书院替代官学
的角色二、书院教育功能的强化第三节 天下四大书院一、各家各说“四书院”二、与“四书院”并行
的“三书院”之说三、天下书院三四家岳麓书院：天下书院之首石鼓书院l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
书院茅山书院与徂徕书院第四节 官学运动与书院的流变一、兴学运动中书院与官学的互动二、北宋后
期书院的流变第三章 书院制度的确立第一节 南宋书院发展概况一、南宋书院基本情况统计二、南宋
书院的区域分布三、南宋书院的时间分布四、书院建设力量的对比与分析第二节 理学家与南宋书院的
兴起一、理学家掀起的书院运动二、理学家追求的书院目标与理想第三节 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一、书
院与理学的一体繁荣二、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形态理学家的书院情结学人、学派与书院的结合书院讲
学倡导理学精神第四节 书院制度的确立一、书院基本规制的日趋完善学术研究讲学藏书刻书祭祀学田
二、规章 制度建设《白鹿洞书院揭示》：理学家高扬的书院精神l丽泽书院学规：书院倡导的行为规
范延平书院日习常式：书院课程表三、书院的管理制度山长与堂长负责制师资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
教学管理制度四、明道书院：规制最完备的南宋书院第五节 南宋四大书院一、南宋四大书院的缘由二
、岳麓书院三、丽泽书院四、白鹿洞书院五、象山书院第四章 书院的推广与官学化第一节 元代书院
发展概况一、元代书院基本情况统计二、元代书院的区域分布三、元代书院的时间分布四、元代书院
建设力量对比与分析第二节 宋遗民兴学与元代的书院政策一、宋遗民的书院讲学二、元代的书院政策
第三节 书院的推广与官学化一、南方书院的继续发展ll二、书院向北方地区的推广三、理学与书院的
同步北移四、书院的官学化趋势．第四节 西湖书院：国家重要的出版中心一、西湖书院的历史沿革二
、西湖书院的规制与组织三、西湖书院的刻书事业四、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书院刻书事业辉煌的标志
第五节 元代书院空间的拓展一、少数民族的加入：书院建设队伍的扩大二、医师、方书与门诊：书院
教学内容的扩展三、教授与训导：书院制度的革新双山长制山长改教授训导主持教学第五章 书院的繁
荣与辉煌第一节 明代书院发展概况一、明代书院基本情况统计二、明代书院的区域分布l三、明代书
院的时间分布四、明代书院建设力量的对比与分析第二节 斯文维系：明代前期书院的生存状态l一、
百年沉寂二、近半个世纪的恢复第三节 书院与学术的再度辉煌一、王守仁的书院实践与书院观门生群
集的书院生活王守仁的书院观二、足迹所至必建书院的湛若水三、王、湛后学与书院的辉煌第四节 走
向民众：书院的平民化一、面向平民：书院发展的新动向二、儒学诠释的平民化：书院讲学的新特点
王、湛首开儒学平民化之先机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之学”其他书院的平民化讲学第五节 兴盛中的新
动向一、扩张与普及的努力二、新型书院军事书院社团书院王府书院三、修志编书：书院经验的总结
第六节 走向朝鲜：书院制度的移植一、朝鲜书院发展史二、朱熹及白鹿洞书院对朝鲜书院的影响三、
中朝书院的异同第七节 禁毁笼罩下的明季书院一、明季三毁书院嘉靖之毁：矛头直指王、湛讲学万历
之毁：张居正痛恨讲学天启之毁：魏忠贤残害东林二、禁毁笼罩下的明季书院三、天下东林讲学书院
天下东林讲学书院概说l东林书院的重建与讲学东林开创的书院新传统首善书院第六章 书院的普及与
流变第一节 清代书院发展概况一、清代书院基本情况统计二、清代书院的区域分布三、清代书院的时
间分布四、清代书院建设力量的对比分析第二节 晚明遗风与清初政策一、清初书院的晚明遗风二、清
初的书院政策由不许别建到赐书赐额：顺治、康熙年间的书院政策构建官办书院体系：雍正、乾隆时
期的书院政策第三节 书院的普及性发展一、书院的大发展及其阶段性特征雍正、乾隆时期的书院与发
展特点清代中期的书院与发展特点晚清书院的超高速发展二、书院的普及第四节 省会书院：遍布全国
的教育学术中心一、省会书院的建立二、省会书院的特点三、省会书院的新生代第五节 书院与乾嘉汉
学一、书院与乾嘉汉学的昌明二、诂经精舍、学海堂与乾嘉汉学的鼎盛第六节 和而不同：书院与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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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建或修复书院：以科举为目标二、生徒和山长的选拔：以科举为指向三、书院教学：以八股文
为核心四、书院资助赴考生徒：从经费上支持科举五、修建考棚和祭祀建筑：书院科举化的具体象征
六、书院的全面科举观：应试和育才的统一第七节 东洋、西洋与南洋：书院制度的移植一、走向东洋
：日本的书院作为日本学校的书院作为出版机构的书院作为留学教育机构的书院日本在中国创办的书
院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的影响二、走向西洋：意大利与美国的书院意大利那不勒斯文华书
院美国旧金山大清书院三、走向南洋：东南亚的华侨书院新加坡萃英书院：华侨书院的典型第八节 西
学东渐：教会书院一、中国教会书院概况二、教会书院的发展历程与阶段性特征三、教会书院的影响
第九节 书院的改革与改制一、旧院新颜：传统书院的改革二、新型书院的创立三、走向现代：书院的
改制改革高潮与戊戌书院改制世纪初的书院改制附录本书图表索引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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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南宋是书院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各地各个时期涌现了很多可以效法的典型，当时的理学家们也
推荐了一些书院建设的榜样。
本书第二章宋初天下三书院、四书院的部分，对此已经有所涉及，这里我们将以清代学者明确提出的
“南宋四大书院”为题，就样板书院对书院制度和学术建设所作的贡献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南宋四大书院的缘由　　如前所述，由朱熹首倡的岳麓、石鼓、白鹿这“天下三书院”，皆
在南宋的版图之内，和宋初的“天下四书院”相比，时问、空间都没有遥远的感觉，在现世的近距离
亲切之中，人们可以仿效、学习，这或许正是朱熹放弃“四书院”说而改用“三书院”说的原因所在
，因为当代的榜样比历史上的榜样更能推动书院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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