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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315 年恢复科举制度以前及以后， 士大夫家庭已通过兴办书院从而把利用教育作为维护社会地位

和经济地位的战略。 元初那些通过资助，兴办或以其它形式与书院联系，从而维护儒学学术传统的家族，

获得入仕的有利机会。蒙古征服后，书院对南方士大夫家庭的命运起着重要作用。书院除了为书院 山长提

供潜在的仕途外，还帮助元朝指定的儒户，即传统的士绅家庭，维持特权。元初，恢复科举制度前，通过

建立和扩大书院对当地教育有所贡献的家庭，经常受到官方任命作为奖赏。除了具有教育传统的家庭兴办

书院，那些自南宋起就存在的家塾，为元代的书院奠定了基础。元代的书院，既是国家教育机构的组成部

分，也是南北方汉族士人-- 以及非汉族士人-- 通过坚持儒家教育传统而保持地位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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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年恢复科举制度以前及以后 , 士大夫家庭己通过兴办书院从而把利用教育作

为维护自身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战略。元初那些通过资助, 兴办或以其它形式与书院联

系,从而维护儒学学术传统的家庭, 获得入仕的有利机会。有关史料的直接陈述证明, 蒙

古征服中国后,书院对南方士大夫家庭的命运起着重要作用。 

袁槐 (1266-1327) 在岑翔龙 (1261-1306) 的墓志铭上写道 :“弱冠, 即起家为高节

书院山长。调和州教授, 又调江陵教授。”
2
 岑家为余姚(浙江绍兴)望族 , 书院就在当地。

据袁槐所述 :“咸言岑氏善择婿。”
3
 杭州湾边慈溪人著名学者黄震（ 1213 - 1280,1256 进

士）的儿子黄叔英 (1273 - 1327)是岑氏婿之一。
 4 
黄叔英居于他岳父家 , 教他岳父的两

个儿子。两人后来都科举成功。岑良卿于 1318 取进士, 其弟岑士贵于1321 年取进士。
5 
岑

良卿授圭章阁学士。岑氏家族与黄震家族的婚姻联系以及由联姻带来的教育利益, 可能是

决定性的因素: 但是按袁桷的看法来说, 是从岑翔龙成为书院山长开始。这一战略的运用

并不局限于南方地区或南方汉人。按照著名的北方人真定董氏的董士选(1253-1321) 元史

传,描写著名学者虞集(1272-1348)的父亲虞汲的情况 :“诸老儒及西蜀遗士皆以书院之禄

起之使以所学教授。”
6
 

书院除了为书院山长提供潜在的仕途外, 还帮助元朝指定的儒户, 即传统的士绅家

庭,维持特权。在北方, 儒士和佛僧道士于1238 年参加科考, 以确定他们的地位和社会特

权及经济利益。
7 
随着征服南方,中国北方再次通过科举考试确认儒户地位。与此相对照, 对

南方儒户地位的确认,主要根据当地政府核实他们在宋朝时的地位背景。从1277 年起, 那

些能提供自己士绅或官员身分凭证的人 , 可登记为儒户。这些登记在册的儒户, 其地位起

初并不十分确定 , 但在 1290 年的户口调查后, 这些登记就具有永久性质。事实上造成了

与宋代相对社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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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完全不同的一种世袭等级制度。
8 
也就是说,根据他们在宋朝末的社会身分而确认为儒户

的家庭, 不论他们未来的学仕成就如何,都能保持他们的地位。这一地位带来的利益首先是

经济上的: 免除徭役并由学生提供一日两餐,对于无其他收入的老儒, 给予必须的补助。
9

对维持儒户身分地位的唯一要求比较简单: 有一位家庭成员上本地官学, 或者维持一个家,

由父亲或兄长任非正式的教师。
10
兴办, 重建或支助书院,成为南方家庭维持其儒户地位和

增加入仕机会的有效战略。由此,我们对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南方许多士绅家庭恢复和兴

建书院这一情况就不会感到意外。 

一: 石峡书院

的方氏 

为了说明书院和家庭名利或发迹的关系, 我们先考察一下南宋末年著名士绅方逢辰

(1221-1291) 和他家人在宋元转变期间的经历。石峡书院建于方逢辰的家乡淳安(江浙,建

德)。
11
 虽然方逢辰于1250 年获殿试第一名(状元), 但他的为官生涯却因为与贾似道的冲

突而受挫。即使在贾似道失势, 他被命为朝廷高官后,方逢辰也拒绝供职,告退回石峡书院

授业。1271年, 朝廷授额於书院。
12
 就在蒙古征服这一地区后不久, 一位女真地方官任命

方逢辰的一个儿子方梁为书院山长。
13 
方逢辰的几个儿子合捐了两顷田地给书院。尚不清

楚, 究竟是任命书院山长还是捐赠田地在先。根据别处的证据,有充足理由设想,书院山长

的任命, 是对方逢辰几个儿子捐赠田地给由他们父亲创建的书院的奖赏。物质的和其它的

鼓励,促使象方逢辰这样的家庭把原属自己的田地捐给书院。除了担任书院山长,还有那些

经济利益呢?与宋代不同,元代私人捐赠给书院的田地不能免税。
 14
 所以方逢辰的儿子捐赠

田地给石峡书院不是为了逃避缴纳田地税。不管怎样,把田地划出一部分给书院后, 能象方

逢辰的一个儿子那样,获得任命为书院山长作为回报,那对后代会是有利的。但是书院山长

这个头衔, 除了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认可以外, 是否还带来其它的利益呢? 

书院山长的薪傣因时,因地, 因具体情况而不同。根据《庙学典礼》,1287 年在浙东道

和福建道 , 书院山长的月薪为三石米和三两纸币。
15
与其它收入相比较,它在当时的经济生

活中的真实价值又是多少呢? 据资料, 成年人每月的粮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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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三斗米。
16
也就是说,书院山长的谷物月收入可以养活10个成年人。而三两纸币月薪可

以购买一个成年人一个月的粮食需求。
17
以1287年规定的书院山长的薪傣作为大体的基准,

我们可以估算,书院山长的收入至少可以养活全是成年人的十口之家。与其它入流和不入流

的教育职位相比,书院山长的职位是非正式官位,但其薪俸处于中等水平。
18 
从整体上相比,

这一由元朝政府任命的书院山长职位,其薪俸低于县级行政官员,但至少可以养活一个大家

庭。就石峡书院方逢辰家而言,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他的一个书院山长儿子的薪傣,足以养活

一个不小的家。1291 年方逢辰去世后, 他的弟弟方逢振(1262 年进士)接手石峡书院的讲

席。
19 

石峡书院仿照福建西北部朱嘉的武夷书院。讲授并考试诸如朱嘉的“通鉴纲目”, 朱
嘉和吕祖谦的《近思录》, 张拭的《西铭》。

 20 
石峡书院的教雪活动一 直持续到13世纪末。

后来, 因为从方氏兄弟捐赠田地上的收益, 不足以维持书院而停办。
211309年, 淳安达鲁华

赤爱祖丁重建县学并决定复办石峡书院。他与廉访佥事吴公商量, 然后劝说当地贤达出力

复办石峡书院。
22
无论在哪里, 政府官员都要依靠当地士绅家族的支持来办教育。从士绅家

族方面来说, 这是确认他们在当地社会主导地位, 取得象山长这样低级职务或其它当地教

育职位的机会。方氏家族把投资教育作为取得地位和提升地位的手段。1330年, 方逢辰的

孙子方道浚取进士并点翰林编修。
23 
此后, 任一系列地方官, 直至江西行省员外郎。蒙古人

统治下,方逢辰的后代, 在两代人的时间里, 从他们前辈的隐士转变为科考和士途的成功 
者。元代关于石峡书院的最后纪载 , 是 1332 年 42 名学生在书院举行舍菜 , 竖立方逢 
辰的塑象。 24 

方逢辰和他的兄弟在13 世纪晚期, 十分赞同并支持忠于南宋的团体。他的几个儿子与

当地非汉族官员合作以维持书院, 而他的孙子科考成功, 被任命为元朝政府官员。从1270 
年到 1330 年间石峡书院的历史, 对方氏家族不无是个讽刺。方氏家族的情况并不是例

外。蒙古征服南宋后, 许多人显示了对南宋的忠诚。然而,不少家庭很快顺应了新政权。南

方的精英家庭在保持家学传统, 使他们取得儒户身分的同时, 通过资助书院以维持其社会

地位并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精英家庭的做法也符合当地非汉族官员的意愿。他们鼓励书

院事业, 在一定程度上建立石峡书院南宋忠臣的形象。 
 
二 : 家族书院与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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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启庆教授将方道浚于1330年中进士视为蒙古统治下, 南方士大夫家庭教育策略的成

功例子。
25
 萧启庆通过对元朝科举挡案文献 , 和中举者家庭背景 的详尽研究 , 得出结论 , 

相当数量的江南士大夫家庭 , 在朝代更法和外族征服的变 迁时期 , 通过保持家学转统而

延续。
 26 

科举制度一经恢复 , 相当数量的士大夫家 庭也重新取得功名地位。虽然萧教授



也提到书院与家学传统的关系, 但未强调书院 与儒户地位的联系。无论如何, 我认为对保

持儒户地位和加强家学传统, 以其读书和做宫之间联系的确立,家族书院是有意义的机关。 

像方逢辰退隐到石峡书院一样,不少人在南宋灭亡后归隐故里。1268 年的进士张卿弼

退隐到弋阳 (信州, 江浙)的蓝山书院。张卿弼于1281 年创建蓝山书院,是书院的第一任山

长。后来他的弟子杨应桂(1243 -?)继承他的职务。张卿弼和杨应桂都曾是宋朝的太学士。

张卿弼的后代张纯仁于1321年取进士。1332 年, 张纯仁和他弟弟捐赠田地给蓝山书院。
27

张卿弼的另一弟子方回(1227-1307)(据称是石峡书院方家人士),于1327年取进士。同一年

杨应桂的儿子通过县试。
28 
虞集在蓝山书院的一片记文中赞美这一系成功的科举。他指出：

“皆遗教余泽之所出也。”
29
 

就如方逢辰在石峡书院所作,杨应挂退隐创办书院,避免宋亡后继续担任公职,不仅为

自己的弟子提供了一个职位,也为自己的后代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 在科举

制度恢复后取了进士。十年后,杨应桂和他弟弟捐赠田地给书院。事实上,采用了早些时候

方逢辰的模式——捐赠田地与官方任命相联系——也与恢复科举考试后的情况有联系。程

端礼(1271-1348)于 1340 年纪念蓝山书院完成重建时,阐述书院的丰富；并提到,自从科举

考试采纳道学思想家的教育观后,准备考试成为书院教育的目的。
30 

三 :1275-1315 年宋元转变时期书院与本地精英家族的

命运 

元初, 恢复科举制度前,通过建立和扩大书院对当地教育有所贡献的家庭,经常受到官

方任命作为奖赏。吴澄(1249-1333)的学生夏友兰（1270-1312)于1300年在自己家乡,江西抚

州乐安建整溪书院。 
31
11年后,朝延授匾。次年, 朝廷任命官员管理这一书院。元仁宗(1311 

-1320 在位) 即位后下诏,任命夏友兰为会昌同知(江西赣州路)。夏友兰在任仅一个月, 即

因病返回故里。但夏友兰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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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志学继承了他父亲的双份遗产:继续支持书院和获得他父亲的官职。
32 
根据吴澄所写

关于鳌溪书院的铭文:“其基枸其田地粮皆夏氏之货。”
33 
夏家的财产并非无足轻重: 拥

有500亩田地,能年产200 石稻谷。夏友兰在当地颇有名望。 

夏家几代人在宋朝都在乐安任地方武官。
34
出于对夏家在地方武装方面作用的认可,夏

友兰的父亲夏秸(1248-1293),在元初被授予世袭的军阶百户,并被任命为乐安的镇抚。
35
 在

此我们看到,对于在宋朝起着地方武装作用的家庭, 元朝初年仍授以军阶和官职。他们的后

代投资于地方教育, 从而或得在外地当宫的回报。与夏友兰父亲的军阶相比, 同知是一个

较低的官职。但对于蒙古统治下的江南精英家庭来说,这是一种期盼的特权。 

更普遍的情况是任命书院的创建者为山长后, 授予县一级的官职。刘履泰遵循其父亲



的遗愿,于 1301 年在益阳州洞庭湖南资水中的一个小岛上,创办庆洲书院。
36
他捐赠田地360

亩建书院,获朝廷准许并被任命为山长。1340 年,刘履泰死于通道县尹任上。他的几个儿子

继续资助书院。他们捐赠现金 10,000吊 ,田地200亩,恢复被侵占的田地100 亩。这时的山

长是刘岳申(生于1260)的学生康震。他在碑文中纪念书院的重建和扩大。
 37 

许有任

(1287-1364) 在一篇铭文中也提及此事。他还指出在康震以前有过11位山长:“愚惟:古作

器必铭, 重其始以励其后也,况若是其大者乎? 履泰阶是为他官,始不属笔於人,不自声其功

也, 其在继者哉?而四十年无及是者,厥不甚哉！”
38 
上述段落直接指出,兴办书院和致仕的

关系。即使是象刘履泰那种比较低的官职。 

上述例子中的模式,同样存在于庆洲书院的个案中。一个人创建书院以光大自己父亲的

学问并任山长。然后接受官方的低阶官职。下一代的家族成员作出更大支持。这里,刘履泰

的几个儿子给书院既捐钱又赠地。除了这些, 没有关于这几个儿子的其它资料。所以我们不

知道,他们是否也被授予官职。 

兴办家庭书院，并不局限于南方或汉人家庭。历山书院的(中书省,濮州,郓城) 情况说

明,甚至蒙古人家庭为了长久家学传统,保持家庭成员的学者和精英的地位,也采用了兴办

书院的战。出身于蒙古等贵伯牙吾(Baya'ud )氏族的千奴 (Cin0'a)[死于1318 年以后],绰

号历山先生,大约于1290 年建立了历山书院。
 39
他的祖父忽都思 (Qutugsi),于1255 年灭亡

金国的战役中被杀。他父亲和向(Qosan)南宋灭亡后当官。
40 
千奴的元史传中写道：“退居

濮上,筑先圣宴居 

 

 
32 吴澄《乐安县鳌溪书院记》23.31a. 
33 吴澄《乐安县鳌溪书院记》23.32a. 
34 Robert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245;322,n53. 
35 元人 Ⅱ.859. 
36 元人 III.1855. 
37 刘岳申《申斋文集》 ( 台北: 国立中央图书馆元代珍本文集汇刊1970)6.16a-17a 《重修庆洲书院集》.
元人Ⅱ.1042. 
38 许有任《至正集》(四库全书电子版),36.11bb 《庆州书院记》 .叉看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

资料》(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上册,368- 369 。 
39 程钜夫(台北: 国立中央图书馆元代珍本文集汇刊1970)12.13b-14b《历山书院记》:元人 IV.2334. 
40 元人 IV2580,2559. 
 

 

 

词堂於历下，筑聚书万卷，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
41
根据程钜夫 (1249-1318)的记载，

千奴办学不仅给当地人教育机会，还予以帮助。书院有医生为学生和当地居民治病。学生

在课余时间练习射箭和军事技术。所以书院具有实用和慈善的功能。
42 
程钜夫在碑文中提

到这个蒙古家庭的三代人。他们通过兴办书院支持当地教育 , 做法与江南精英家庭完全

一样。除了讲授传统的学问，书院提供医疗帮助和训练射箭，显然很强调实践性。 

1286 年,程钜夫以忽必烈 (Qubilai)的名义招募江南士人。他对在历山书院, 向蒙古

显贵家庭的子弟讲授自己的学术成就深感兴趣。
 43
 程钜夫还著文纪念山东的东庵书院。东

庵书院建于1315 年,以北方人士解节享命名。解节享从1285 年起担任一系列官职, 最后官

至翰林侍讲学士。退隐后, 他利用自己的资源, 在住宅边兴建书院。解节享退休, 兴建书

院之际, 正值元武宗 (1308-1311 在位) 颁令 , 将贵族头衔授与五品和五品以上官员的祖

先和子孙。
44
解节享的父亲和祖父 也列为贵族。解节享请人书写墓志铭以宣告此事。姚燧 



(1238-1313)为解节享的父亲解禧 (1228-1308) 所写的墓志铭中,确定解元(1089-1142)为

最早的祖先,家居真定,有12个儿子。
45 
解元的墓志铭上周孚写道, 他生于西北边障的保安。

在韩世忠旗下作战。
46 
他任镇江都指挥使, 死后葬于镇江。北宋灭亡以后, 许多北方人象解

元一样葬于南方。 
47
金国和南宋时代, 解家情况又如何呢 ? 解禧 的曾祖父在金国取进士。

他的祖父是五兄弟中最小的一个, 金国末年任绞锦院长官。金国灭亡后, 解禧的父亲从真

定迁至山东高苑。1238 年 , 元太宗 (1229-1241 在位)颁令考试 , 授予解家绣有“义儒”

的旗帜竖立在门前。程钜夫写道 ：“按解氏世以儒术起家, 历宋金多名进士。家藏书万书

千卷, 而君於书无不读。至元十三年诏试天下士,君中道选由是阶以入仕。”
48 
程钜夫所述

关于解家的大量藏书和解节享的博览群书, 说明经受金国统治北方和蒙古征服的军事政治

变迁后, 解家仍保有其家学特点。解节享在1276-1277年为北方汉人举行的考试中取得成功, 

是他入仕的起点。解节享退休后兴办书院,显示了解家在当地的学术地位, 以及在元朝政府

中的官方地位。 

 
四 : 家庭教育投资的遗产 : 家塾 , 义塾 , 
和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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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 , 除了具有教育传统的家庭兴办书院, 那些自南宋起就存在的家塾,为元代的书

院奠定了基础。明州以东舟山群岛的翁洲书院, 原为南宋时应(千+) 繇所建的家塾。应(千

+)繇为 1223 年进士,1240 年任参知政事。
49 
宋理宗授与这个学校 一匾 , 与应 ( 千 +) 碍、

被提拔为高官有关。应 ( 千 +) 繇是应傣 (1193 年进士 ) 的侄子。 家塾就建在应傣的

宅基上。
 50
 翁洲书院的学生包括宗族 , 但不招收非应氏的子弟。

51 
元朝政府控制教育以后 , 

任命应 (千+)繇的后代应翔孙为山长。因为缺乏资金 , 1295 年应翔孙带动自己的亲属捐

赠财产给书院。
52
 冯福京在一篇记文中提及应翔孙捐赠田地产一事。他是通知 , 也编著《大

德昌国州图志》(1298) 。
 53
 

与石峡书院一样 , 翁洲书院也是在元初从家塾转变而来的。这一转变伴随着利益的交

换。家族捐地办学, 家族成员被任命为山长并获得社会地位。即使在 13 世纪中,宋理宗正

式命名翁洲书院并授匾 , 但它本质上仍属于应氏家族后代和亲属。自元初才转变为官方书

院。它为当地提供教育资源, 同时也为应氏家族确立了在官场的基础。1298 年地方史中有

一段简单叙述, 提到应氏家族除了任翁洲书院 

山长, 可能还有其它利益所得。应的后代应实于 1295 年任海南安抚副使。同年应翔孙任

翁洲书院山长。 
54
1307 年翁洲书院毁于台风。1320 年, 同知干文传 (1276-1352) 监督重



建书院礼堂和正门。1330 年代中期 , 山长和知州进一步恢复和改建书院。
55
1295年,书院

重建时,设立了纪念朱蕉的祠堂。根据冯福京的记文 , 翁 洲书院遵循朱慕白鹿洞书院的规

矩。 561338 年庙堂内增加了应 ( 千 +)繇，他叔父应 傣,他侄子应翔龙的位子。 
57
1340 年

翁洲书院山长曹性之重建书院。天台人士应奎翁著文纪念此事并声称,他是长期居于部县的

应的后代。
 58
 

朴山书院开始也是一座义塾。大约在南宋末年为易经大师严肃( 死于1278 年)所建。

1305 年 , 其子严用父 (1238-1322)扩大家塾为书院。严肃的学问为江万里 (1198-1274) 和

马廷鸾 (1222 -1289) 所赏识,并推荐他为秘书省校勘。
59 
但是,严肃没有接受这一不入品的

职位。
60 
严氏家族数代在江西太和县居住。

 61 
朴山书院就在当地。揭保斯为严肃所写的墓志

铭中指出, 严肃的曾孙严有开的家族血渊可追溯到唐朝末年。当时严家离开陕西西北部的

冯翔。严有开称,严氏家族自从 

 

49 冯福京编, 《大德昌国州图志》 ( 宋元地方之丛书 ),2.lOa-13a; 袁桷编 , 《延祐四明志》 ( 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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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江西太和后,即“弃武从文”。自祖先严震于 1042 年取进士并任常州推官起, 严家就

进入士绅行列。
62
 

严用父办义塾招收严氏和非严氏子弟。 
63 
我们知道严用父担任过江西北部瑞州高安县

知,但不清楚, 他任这一宫职是在创立朴山书院以前还是以后。吴澄为严用父所写的墓志铭

中提到, 严用父和他的家族在当地从事的大量慈善活动: 筑桥, 修道观, 建佛庙。吴澄赞

成严家的慈善活动:“施药而医所不能医, 施棺而葬所不能葬, 收养贫家遗弃之儿,赈粟平

粜以活饥,造舟成梁以利涉。”
64 
书院仅是严氏家族许多慈善事业中的一项, 尤如佛道之学

补充易经研究。
65
 虽然吴澄记述他听说严家建义塾 “教养宗族乡党之子弟,” 但是, 他好

像认为不值得在严用父的墓志铭中具体提及书院。
 66
 

 根据刘将孙（1257 年生）所写关于朴山书院的铭文, 严家举办义学是对当地需要的

回应: 

 江西为文风胜处, 庐陵郡又胜,乃未闻有如他路以书院兴而清者。大德乙巳(1305)

吉州路太和州严氏朴山书院先圣燕居殿成……自是而讲堂斋序岁增月益, 启福垣墉翼整完

致……瑞阳尹严用父之所建也。其家事非甚有余而沛然悉力为之。 
67
 

明代纪载指出,书院建成后20 年里曾被火毁。几乎荒芜了 60 年, 直至明初严用父的后代

重建。这证明书院作为家族机关,具有历经数代人和王朝变迁的重要性。 
68
 



慈溪杜洲书院 (江浙 , 庆元)的起源可追溯到1309 年, 当地人士童金捐赠田地, 在杜

湖的一个小岛上创办义塾。
69
义塾办在童金祖父童居易 (1223 年进士) 以前住房和书房旧

址上。童居易是陆九渊的门人慈溪人杨简 (1141-1226)的 追随者。 
70 
童金的儿子童桂捐

赠山地给义塾。 1336 年获杜洲书院之额。与杜沙 ii 书院 的情况相似 , 部县 ( 庆元〉

的东湖书院起初也是一个义塾。 
71 
陆居敬和陆思诚两兄弟, 为实现父亲陆天佑办义塾施教

本地人的遗愿,于 1325 年兴建义塾。 
72
 两兄弟捐地 60 亩办学。1328 年义塾建成后, 浙

东帅王都中为其命名为东湖书院。
 73 

他们首先在书院内为朱慕建祠堂。后来, 又建一祠堂

纪念以陈禾 (1100 年进士〉 为首倍受尊敬的十位当地士人。县尹阮申之任命本地人施教。

1330 年, 当地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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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端学  (1321 年进士)在一块碑文中纪念书院的落成。
 74
 程端学与其兄弟程端里 

(1271-1348 )一样 , 都以教育论著而闻名。
 75 
在这篇文章程端学一方面称赞陆氏的贡献 , 

一方面批评当时的教育情形 : 

余谓: 世人负千金货出所赢崇老佛舍以邀福田地利。今陆氏不及中人之产,乃能弹

力以淑其乡人。其志未可与世俗语也, 且其事有感于余心者,乃为试 其本末而告之

曰 : 古今之学不异而其效不远於古者 , 盖思其故哉。古者二十五家即有两塾, 党

术有庠序, 国复有学。民无贵贱皆得受业。今之州县学若书院, 非士类不入, 而工

农商贾无所於肆。古者自洒扫应对至於穷理存养。小大有序, 食息起居莫非为学。

其修於家者皆出而经国理民之本。 
76
 

在此 , 程端学指出两点。第一是在古代从乡里到京师都有学校。第二是不管社会地位每一

个人都可以上学。是与五十年以前的同乡人王应麟在广平书院记强调家庭 教育相同。 

不管最初这些书院是否是义塾, 记文的作者都认为创办书院的动机是慈善的。真定人

苏天爵 (1294-1352 )于 1340 年代创办的书院也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不仅仅是有名望的家

庭认识到 , 办书院能带来入仕的前程 : 

新勒永寿乡壁里书院者, 赵氏兄弟作之以诲来学者也。初, 赵氏仅有中人之产, 其

父孝弟力田地 , 兼通阴阳五行之说, 母亦贤明, 延师以教其子。久之, 乡邻从学者

众, 学舍至不能容, 始损家赀修建书院。 
77
 



虽然赵家只拥有“ 中等”数量的财产——像杜洲书院陆家和朴山书院严家——赵家也出资

建造书院。壁里书院拥有50柱的大, 赵家还在邻乡拨田地 300 亩以供养学者。
78
 这里, 作

为儒家社会中母亲应遵循的典范, 在家庭教育中, 母亲起着关键作用。壁里书院于 1347 年

建成时, 监察御使杨俊民（与苏同是真定人）认可它是书院。当地官员豁免了赵家的劳役。 
79 
报告朝廷后要求任命书院管理。苏天爵在 记文末尾告诉我们, 兄长赵恕在辽宁开元路任

教授, 弟弟赵愿是一名隐士。 
80 
与元朝初期方逢辰家几个儿子的情况相似, 大哥获得教职 , 

是政府对这个家庭有助 当地教育的一种承认。显而易见 , 免除劳役 , 被任命为教育行政

官员, 是兴办书院 的家庭能获得的利益。苏天爵在记文中也阐述 , 这些家庭办教育对于

国家的重要性: 

 

74 元人 Ⅰ611; Ⅲ.1432. 

75 宋人 Ⅱ2433. 

76 程端学 , 《东湖书院记》,4.lb-2a. 

77 苏天爵《滋溪文稿》 ( 北京：中华书局 ,1997),2.33 《新乐县璧里书院记》. 

78 苏天爵《新乐县璧里书院记》,233. 

79 苏天爵《新乐县璧里书院记》，2.33: 元人Ⅲ.1552. 

80 苏天爵《新乐县璧里书院记》 ,234. 

 

 

 

盖善风教而淑人心, 明礼义以厚乡党, 莫大于斯……苟非读书好义之家, 则亦孰知

以是为重乎! 呜呼, 世有田地畴连阡,岁收万钟, 终岁不损一钱,宁肯兴学作士以化

其乡里哉 !
81
 

 
苏天爵还把有些富人的吝啬与赵家教育的热诚作了对比。他指出在边远地区, 特别是边境

地带办教育的特殊价值。赵恕被任命为辽宁开元路教授 , 表明朝延意在通过教育来转变当

地习俗。苏天爵指出 , 象赵氏母亲这样教育儿子的角色, 是母亲或妻子涉及创建书院比较

罕见的例子。虽然不常见, 但仍存在兴建书院时姻家起作用的例子。 1340 年代 , 真定获

鹿县创建太行书院时 , 姻家作出了关键性的帮助：“国子伴读高健作太行书院……其先君

子惧其亵也, 欲作庙以祀, 未果而死, 既终丧。健之母房发所畜粟帛以构书院。”
82 

虽然许多具体内容已遗失, 虞集关于江西袁州万载县张岩书院的记文, 还是谈及家族和

姻家对办书院也承担经济和其它责任:
83 

宜春万载县获富里有古临江儒学教授千岩张君某世居之。尝得山水泉石之胜, 於其南作亭钳园池广袤数

且四十年萍乡荣君南祥娶张氏, 则千岩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孙既长而有立廩於其亲,

而清诸舅氏畴 ,原因书院之旧而加葺之, 以延师取友, 率其族人。乡党子弟而就学於斯

也。舅氏曰 :“是吾意也。” 岳孙乃以元统乙亥〈 1335) 之春鸠工尼徒致其缮治……

割腴田地以具食。其舅氏又赀之……不数月而成且备矣……夫南山张氏之亭馆甚多而岳

孙独先事於书院。关其志之所存 , 可谓知本者矣。
84
 

 



虞集将张岩书院建于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之间。岳麓书院座落于西边衡山 , 白鹿洞书院

座落于东边的庐山。这两所书院的规矩和遵循的朱票和张拭的思想 , 对张岩书院深有影

响。最后, 他宣称“自岩学而出, 则张氏荣氏之名显著於天下。”
85 

除了虞集的叙述, 没有任何其它历史文献, 涉及有关张岩书院的人事和创建时间。仍

旧, 张岩书院的例子证明, 一个担任地方教职的学者, 其后代继承他的遗产而兴办书院。

虞集提到, 赵文 (1239-1315) 在一篇记文中赞美书院的景色和张家众多的房产。虽然时

间不详, 但可以确定铭文写于 1315 年以前。
86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书院于 1335 年重建

时, 已获得朝廷正式认可。虽然虞集是朝廷重要官 

 
 
81 苏天爵《新乐县璧里书院记》 ,2.33--34. 

82 危素《学说斋稿》 ( 四库全书电子版 ),2 .33b 《太行书院先贤祠记》 . 

83 虞集《元蜀郡虞文靖公道园学古録》 ( 台湾华文书局 1911 蜀本影印刊 ),29.7b-9a. 《重修张岩

书院记》. 

84 虞集《重修张岩书院记》,29.7b-8b- 

85 虞集《重修张岩书院记》,29.8b-9a. 

86 虞集《重修张岩书院记》,29.7b. 赵文, 《青山集》 ( 四库全书电子版 ) 没有这篇文章 . 

 

 

 

员, 但好像无力促成此事。但可以认为, 姻家支持, 对书院起作重要作用。不过, 这是一

个姻亲荣家直接资助书院的个案。无疑, 荣家也从与张家联姻而获益。 

 

五  : 

结论 

整个元代, 一些家庭继续以兴办书院, 作为提升家庭地位和入仕的途径。上述这些例

子说明, 从元初到元末, 人们认识到儒家教育价值, 书院 , 与促进家族财富的联系 , 从

而形成的行为模式 , 具有地域分布广泛的特点。对于创办或重建书院的个人和家族, 除了

任命山长, 从而提高家族成员的个人地位和家族财富外, 还为 他们的后代, 在恢复科举考

试以前和以后, 提供了入仕的阶梯。元代的书院, 既是国家教育机构的组成部分, 也是南

北方汉族人士——以及非汉族人士——通过坚持儒家教育传统而保持地位的手段。元代的

书院, 也是非汉族官员和他们的汉族下属问相互适应的一个机关。这些官员支持当地汉族

精英兴办或维持书院。这既为当地人提供受教育机会, 也为汉人入仕提供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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