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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尧都平阳(即今临汾#临汾古为'冀州(之地!正中冀州曰中土!中土亦可作'中国(!这便是'中国(一词的滥觞#临汾

地处于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它被誉为'华夏第一都(#在这片地域上孕育了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帝王将相及杰出的政治家,军

事家,思想家,教育家等!这些人物的涌现与临汾当地的文明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一个地区文明的发达程度依托于教育的

发展!教育事业的开展与知识的传授当然离不开与之相关的教育机构...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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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关方志统计!临汾地区的书院历史上有
FC

所!其中元建
B

所!明建
#%

所!清建
&&

所#步入近

代!临汾地区改制的书院有
#F

所#其发展历史经历

了四个阶段"元代萌芽时期!是临汾地区书院的发

端!其发展缓慢&明代的进一步发展时期!书院数量

逐渐增多!分布范围开始扩大!在一些偏远地区也设

立了书院&清代兴盛时期!书院在清朝成为科举制度

的附庸!成为清政府文教体系的一部分&近代衰亡时

期!近代临汾地区的书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走向

改制!逐步被新式教育取代!淡出历史#而在每一阶

段都经历了曲折的建立与毁灭#从临汾书院的发展

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书院的发展沿革与临汾当地的

地域文化及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条件,文

化观念密切相关#

一"元代临汾地区书院创办情况"数量"

分布特点分析

唐代的费君书院*

!

+是山西最早见于记载的书

院#而临汾地区最早的书院是晋山书院#元朝疆域

广阔!统治民族众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各不

相同!教育水平也极不一致#元代的统治者任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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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文官,武将!聘用汉民族的士人&提倡程朱理

学和宗教&继续推行科举制度&保护和奖励学校教育

和书院制度#这一方面利用了汉民族的先进的文化

教育&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和汉民族的反抗情绪#

元政府注意保护书院的政策!使各行省恢复书院建

设!积极引导程朱理学北传!对一些著名学者,官吏

设置书院进行扶持!书院的建设在地域上也由南向

北推广!以收据人心!巩固其统治#当时临汾地区的

社会环境趋于安定!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得到恢

复与发展!社会经济逐渐繁荣!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

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元代临汾地区的书院基本情

况见于下表一#

表
#

!

元代临汾地区书院

创办时间 所属地区 书院名称 创办者 创办者身份 书院类型 备注

泰定二年$公元
#&!F

% 平阳府治$临汾县% 晋山书院 石彦明 邑人 乡村书院*

&

+ 郭思恭为晋山书院山掌

至正五年$公元
#&BF

% 吉州 书院名称不明 王士元 守臣 州级书院*

&

+ 原冯延登旧居

至正九年$公元
#&B%

% 汾西县 凤池书院 梁济 知县 县级书院

元 平阳府治$临汾县% 明养德书院 不明 不明

!!

注"参照王欣欣的/山西书院1!张捷夫/清代山西书院考略1和王冠英的/临汾地区历代书院研究1中的相关材料整理而成#

!!

表
#

的内容反映出!在书院数量和分布地域上!

元代处于滥觞期!仅只有
B

所!其中的
!

所均位于政

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平阳府的治所临汾县#还有一

所具体情况不详#从书院的创办者来看!创办类型

为私人书院和官办书院两种#说明元代临汾书院作

为一种私学组织!依赖民间力量得以保存和发展#

这种私人书院也可以称为乡村书院#而官办书院则

属于最低一级的县级书院#官办书院相对于私人书

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官办书院是由统治阶级建立

起来的!对于书院发展所需要的经费供应充足!作为

官办书院受到政府政策的保护!这些在很大程度上

激发了士人们投身于书院教育!对于本地区教化的

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两所书院创办于元顺

帝至正年间!脱脱为挽回元朝统治危机!实施了一系

列改革!史称'脱脱更化(!这与元顺帝'图治之意甚

切(

*

B

+有很大的关系#

二"明代临汾地区书院创办情况"数量"

分布特点分析

随着明朝建立!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逐渐强

化!明政府初期对于文化教育的政策体现在官学的

创办和提倡科举制方面!对书院没有予以足够重视#

而临汾地区的书院在明代进一步发展!明朝初年!太

祖朱元璋颁下诏令"'愿与诸儒讲明治道!遍访天下

贤士!招纳明经儒士#

*

F

+

(书院在真正意义上还没有

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主要因为书院自身是学术思想

比较自由的组织!明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对知识

分子采取的是控制思想的文教政策!不利于书院的

发展#而相比之下!官学得到朝廷的支持!大多数知

识分子寻求功名厚禄进入仕途为官!而不愿意退居

山林讲学授业!使书院的发展受阻#而明中期书院

的发展出现新契机!由于受到新思潮的冲击!程朱理

学的影响在消退!学者们冲破思想的束缚!这一时期

官学也走向衰微!由于官学趋于僵化!缺乏思想创

新!师资方面不思进取!宦官的势力日益膨胀!政治

走向腐败#科举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吸引士子了!取

而代之的是贿买,钻营等手段#

明代临汾地区的书院!较元朝书院数量激增到

#%

所!从时间分布上来看!永乐年间创办了
#

所!弘

治年间创办了
#

所!修复了晋山书院!在弘治三年也

就是公元
#B%"

年由知府杜忠修复#基本内容可以

参考表二明代临汾地区书院...中的备注一栏!正

德年间创办了
!

所!嘉靖年间创办了
$

所!隆庆年间

创办了
#

所!万历年间创办了
&

所!天启年间创办了

!

所!崇祯年间创办了
!

所#可以看出从嘉靖至万

历年间是临汾地区书院迅速发展活跃的时期!临汾

地区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创办的书院总数为
##

所!

占到明一朝临汾地区书院总数的半成还多!到明朝

后期的天启和崇祯书院的发展势头有所放缓#从分

布地区上看!明代临汾县创办了
!

所书院!翼城县创

办了
B

所!洪洞县创办了
&

所!乡宁县创办了
!

所!

太平县创办了
!

所!襄陵县创办了
#

所!赵城县创办

了
#

所!大宁县创办了
#

所!曲沃县创办了
#

所!吉

州创办了
#

所!霍州创办了
#

所!其他的
C

个州县岳

阳县,浮山县,汾西县,永和县,蒲县,隰州则没有创

建书院#

从总体来看书院的数量和范围相比于元朝明显

增长!临汾地区的书院到明代跃出元一代的平阳府

治所临汾县,汾西县,吉州
&

个府州县的狭小范围!

创办书院的风气扩展到平阳府的其他州县地区!从

表格中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一时期明朝临汾地区的书

院主要集中于翼城县和洪洞县两县!这
!

县的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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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为
$

所!占到明代临汾地区书院总数三分之一

以上#相比于其他的
#F

个州县!这两县书院分布密

度是很高的#其中有
C

所私人创办的书院!除了有

&

所创办情况不明外!其余均为官办书院!官办书院

的数量也达明一朝书院总数的半成以上#可见在明

代官办书院占主导地位#从表二中可以反映出!私

人书院的创办者为邑人,廪生,监生,生员,分守道参

议,名儒和学者!而官办书院的创建者大多为知府,

知县等#

表
!

!

明代临汾地区书院

创办时间 所属地区 书院名称 创办者 创办者身份 书院类型 备注

永乐年间

$公元
#B"&A#B!B

%

霍州 正学书院 曹端 霍州学政,知州 州级书院 曾用名为霍山正学书院

弘治三年

$公元
#B%"

%

平阳府治

$临汾县%

晋山书院 杜忠 知府 府级书院

元泰定二年$公元
#&!F

%邑人石彦明创

办的私人书院$乡村书院%!弘治年间

为官府所修复#

弘治四年$公元
#B%#

% 襄陵县 姑汾书院 张文佑 知县 县级书院 由学庙改建而成

正德元年$公元
#F"F

% 太平县 讲道河汾堂 黄钟 平阳府通判 县级书院
嘉靖十四年$

#F&F

年%由耿儒$知县%

重修#

正德九年$公元
#F#B

% 吉州 文昌书院 丁汝谦史纪 邑人知州 官私合办书院 位于城南锦屏山顶!原吉州官民合建#

嘉靖十一年$公元
#F&!

% 翼城县 泰山书院 吴廷翰 参政 县级书院
位于城北门外!冰清镇西北方向!泰山

庙内#

嘉靖十一年$公元
#F&!

% 翼城县 丽泽书院 不明 不明 不明

嘉靖十二年$公元
#F&&

% 翼城县 绵山书院 敏轩李
!

廪生监生 乡村书院 县属城东午寄村

嘉靖十三年$公元
#F&B

% 洪洞县 丽泽书院 董汝霖吴廷翰生员分守道参议 乡村书院
董汝霖禀请改置!吴廷翰改建!城东北

方向!原为泗州寺旧址#

嘉靖十三年$公元
#F&B

% 洪洞县 相观书院 宋溱吴廷翰
生员分

守道参议
乡村书院

宋溱改置!吴廷翰改建!原为千佛寺

旧址#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
#FBW

% 太平县 龙门书院 邹学书 知县 县级书院 曾用名为讲道河汾堂

嘉靖间$公元
#F!!A#FCC

% 赵城县 龙云书院 贺国定 知县 县级书院 曾用名为罗云书院

隆庆五年$公元
#F$#

% 大宁县 北寨书院 邵蕙 知县 县级书院

万历年间

$公元
#F$&A#C#%

%

平阳府治

$临汾县%

龙吟书院 桑拱阳 名儒 县级书院 位于金殿村

万历年间$公元
#F$&A#C#%

% 乡宁县 鄂山书院 焦守己 知县 县级书院

万历年间$公元
#F$&A#C#%

% 乡宁县 云邱书院 不明 不明 不明

曾用名为云台书院!在县城东南方向

五十里五龙宫!邑人杨陶曾任主讲!

'苦于无赀!以树叶代纸!教徒练写(#

天启六年$公元
#C!C

% 洪洞县 登瀛书院 赵京仕 知县 县级书院 北门外东北方向玉峰观!后废为祠#

天启年间$公元
#C!#A#C!$

%

平阳府治

$临汾县%

河东书院 不明 不明 曾用名为龙吟书院

崇祯四年$公元
#C#&

% 翼城县 翔山书院 李士淳 知县 县级书院 位于城内同颖坊东北方向

崇祯十六年$公元
#CB&

% 曲沃县 绛山书院 卫蒿 明末清初学者 乡村书院

!!

注"参照王欣欣的/山西书院1!张捷夫/清代山西书院考略1和王冠英的/临汾地区历代书院研究1中的相关材料整理而成#

三"清代临汾地区书院创办情况"数量"

分布特点分析

清代由于受到明中后期东林书院'讽议朝政!裁

量人物(风气的影响!清代前期的书院文教政策采取

的是'不许别创书院(的抑制政策#明末清初的一些

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等都是反清的积极倡导者!其

中一部分明代遗民以书院!讲堂为依托!组织发起反

对清朝统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而士这一阶层在唤

醒世民反清复明意识取向方面起到了很大的鞭策激

励作用!这种做法正是清朝当政者所深感忧虑的!对

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是一种挑衅行为!清世祖九年清

朝当政者在尚未完全统一南北时宣谕"'各提学官督

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

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

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起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

这与明朝张居正禁书院时所称'不许别创书院!群聚

党徒!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的话不

差一言!这写都是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进行思想文

化专制的措施#

清代临汾地区的书院!从时间分布上来看!顺治

年间创办了
#

所!康熙年间创办了
#B

所!雍正年间

创办了
#

所!乾隆年间创办了
C

所!嘉庆年间创办了

!

所!道光年间创办了
!

所!咸丰年间创办了
#

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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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创办了
#

所#其中洪洞县的养正书院!岳

阳县的运昌书院!大宁县的正文书院!这三所书院具

体创办年代不详!还有两所书院创办年代不明!分别

是岳阳县的霍阳书院和曲沃县的学古书院#从分布

地域上来讲!清朝时期平阳府下辖的
#$

个州县中洪

洞县创办的书院数量最多为
F

所!位居第二位的是

大宁县和岳阳县均创办了
B

所!而临汾县,翼城县,

曲沃县和浮山县都是创办了
&

所!其中曲沃县在清

朝顺治十四年由贾汉复建立的官办的乐育群才堂!

在清朝乾隆十二年由知县郑志鲸改名为乐昌书院!

到清朝乾隆二十年由知县张坊改名为从教书院!清

朝初年建立的这所县级官办书院改名两次#太平县

创立了
!

所!其余的永和县,乡宁县,蒲县,隰州,霍

州和吉州在清朝都只创立了
#

所书院!赵城县,汾西

县和襄陵县在清代没有创办书院!而是修复了前代

的书院!其名称或作调整#赵城县将明朝嘉靖年间

知县贺国定在赵城县修建的龙云书院$龙云书院的

旧名为罗云书院%!在清朝乾隆十五年!由知县李超

伦在赵城县建立了简城书院!也就是旧有的罗云书

院或者龙云书院#康熙二十年汾西县知县蒋鸣龙创

办的凤池书院是原来元代至正九年创办的书院#明

朝弘治四年襄陵县的姑汾书院!由知县张文佑创办!

到了乾隆三十一年!襄陵县的姑汾书院由知县陈朝

书创办!所以这两所姑汾书院实为一所#同样在清

朝雍正三年原名为
"

交书院的玉峰书院由洪洞知县

孔传忠建立!在乾隆四十年知府韩浩建立了玉峰书

院!所以说两所玉峰书院实为一所书院#

到了清朝相比于明朝临汾地区的书院分布范围

更加的扩大化!在元,明,清三朝临汾地区书院创建,

改建的过程中!各府,州,县书院分布基本普及了#

书院更加趋于大众化#从明清两代临汾各地区书院

的统计表来看!洪洞县和翼城县的书院创办较为可

观!明清两代书院兴办数量在
&

所以上!这里以明清

两代临汾地区的洪洞县为例!洪洞县在明清两代的

书院创办中一直位居前列!明代洪洞县创办了
&

所!

到了清代洪洞县创办的书院已达到
F

所!远超其他

州县!而从明代至清代!岳阳县和大宁县书院创办增

长速度较为迅速!明朝一代岳阳县没有创办书院!而

到了清朝岳阳县创办的书院增至
B

所与大宁县所创

建的书院数量相等!在
#$

个州县中与大宁县位列清

一代书院创建的第二位#而与之情况相反的是随着

书院官学化趋势的发展临汾地区个别州县书院发展

成倒退趋势!赵城县和襄陵县在明朝均分别建有一

所书院!到了清朝只是修复了其明朝的书院!而没有

建立新的书院#赵城县在乾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

#$F"

年!由知县李超伦将明朝嘉靖年间的龙云书院

$旧称为罗云书院%改名为简城书院#而同样乾隆三

十一年襄陵县知县陈朝书改建的姑汾书院为明朝弘

治年间襄陵知县张文佑创办的县级官办书院#

清朝可以说是临汾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一

朝临汾地区的书院总共创办
&&

所!占元,明,清三朝

书院总量的近一半!临汾书院的发展速度成倍增长!

是元代书院数量的
W

倍还多!是明朝的
#

倍多年#

可以说书院这一组织发展越来越成熟#其中康熙,

乾隆年间创办的书院有
!"

所!也占到了清一朝书院

创办的半数以上!其中大宁县的正文书院,岳阳县的

霍阳书院和曲沃县的学古书院创办年代不详!未列

入上述的统计当中#

表
&

!

清代临汾地区书院

创办时间 所属地区 书院名称 创办者 创办者身份 书院类型 备注

顺治十四年$公元
#CF$

% 曲沃县 乐育群才堂 贾汉复

兵部左侍郎,

工部右侍郎,

兵部尚书加

太子太保,

河南巡抚

县级书院

先作社学之用!太祖八年!知县朱武建社学!宪

宗二十一年!知县刘玑重修#神宗三十七年!知

县赵彦复作书舍!思宗二年!县令张文光修

社学#

康熙八年$公元
#CC%

% 曲沃县 乔山书院 贾汉复 同上 县级书院 位于城南安吉村北

康熙十二年$公元
#C$&

% 汾西县 凤池书院 蒋鸣龙 知县 县级书院
创建于元代至正九年$公元

#&B%

%!为知县梁济

创立#

康熙二十年$公元
#CW#

% 洪洞县 讲学书院 朱瞞 知县 县级书院 城儒学!东南方向

康熙二十年$公元
#CW#

% 大宁县 图南书院 王维藩 知县 县级书院 创办不满期年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
#CWC

% 岳阳县 开运书院 朱亮采 知县 县级书院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
#C%%

% 翼城县 扶风书院 马文镛 知县 县级书院

康熙四十六年$公元
#$"$

% 永和县 楼山书院 王士仪 知县 县级书院 曾用名为'莲池书院(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
#$"W

% 隰州 紫川书院 钱以恺 知州 州级书院 位于安国寺东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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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时间 所属地区 书院名称 创办者 创办者身份 书院类型 备注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
#$#!

% 太平县 谦益书院 顾钦 知县 县级书院 未等建成便离任!书院终未修复#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
#$#!

% 翼城县 绍文书院 林世炳 知县 县级书院 潞公轩西南!旧为明代布政司行署#

康熙五十六年$公元
#$#$

% 太平县 龙门书院 张学都 知县 县级书院
曾用名为讲道河汾堂!世宗二十七年$公元

#FBW

%!知县邹学书创建#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
#$#W

%

平阳府治

$临汾县%

平阳书院 宫懋言 知府 县级书院

曾用名为正谊书院!是临汾地区历时最长,名声

最盛的书院!江苏常熟举人方钺,福建霞浦举人

陈德先,浙江举人胡兆崧,河南举人卫济出曾

主讲#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
#$!!

% 浮山县 陆公书院 不明 知县 不明 为知县陆张烈生祠!后改为书院#

康熙年间$公元
#CC!A#$!!

% 洪洞县 希贤书院 范镐鼎 邑人 乡村书院

范镐鼎$

#C!CA#$"$

年%!字彪西!洪洞人#性孝

友!阐明绛州辛全之学#康熙六年进士!以母老

不仕#河,汾间人士多从之受经#十八年!以博

学鸿儒荐!未起#立希贤书院!置田赡学者#辑

理学备考三十卷!广理学备考四十八卷#国朝

理学备考二十六卷!采辛全,孙奇逢,熊赐履,张

夏,黄宗羲诸家绪纶!附以己说!议论醇正#又

著五经堂文集五卷!语录一卷#又以其父芸茂

有垂棘编!作续垂棘编十九卷!三晋诗选四

十卷#

康熙年间$公元
#CC!A#$!!

% 浮山县 清河书院 张尧 邑人 乡村书院
延请名宿!有文望者主课!集生童会文!造就

多士#

康熙,雍正年间

$公元
#C!!A#$&F

%

洪洞县 养正书院
刘?

刘镇
邑绅 乡村书院 位于东苏堡村

雍正三年$公元
#$#%

% 洪洞县 玉峰书院 孔传忠 知县 县级书院 曾用名为
"

交书院!城东门内

乾隆九年$公元
#$BB

% 蒲县 崇文书院
徐常

许绍熙
知县 县级书院

因病离任!近虚立#乾隆十二年$

#$B$

年%!知县

许绍熙卒其工!三十年$

#$CF

年%!更名南麓

书院#

乾隆十二年$公元
#$B$

% 曲沃县 乐昌书院 郑志鲸 知县 县级书院 曾用名为原乐育群才堂

乾隆十二年$公元
#$B$

% 霍州 霍山书院 陈钧 知州 州级书院

乾隆十三年

$公元
#$BW

%

平阳府治

$临汾县%

平水书院 不明 不明 不明 邑儒韩维镇名儒陈德先,王轩曾先后主讲#

乾隆十五年$公元
#$F"

% 赵城县 简城书院 李超伦 知县 县级书院 曾用名为罗云书院,明嘉靖时为龙云书院#

乾隆二十年$公元
#$FF

% 曲沃县 从教书院 张坊 知县 县级书院 曾用名为乐育群才堂,乐昌书院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C#

% 浮山县 神山书院 莫安近 知县 县级书院 位于察院旧址

乾隆三十年

$公元
#$CF

%

平阳府治

$临汾县%

平阳书院 徐浩 知府 府级书院

乾隆三十一年$公元
#$CC

% 襄陵县 姑汾书院 陈朝书 知县 县级书院

乾隆三十六年$公元
#$$#

% 翼城县 许公书院 许崇楷 知县 县级书院 潞公轩!林公讲堂右侧#

乾隆四十年$公元
#$$F

% 洪洞县 玉峰书院 韩浩 知府 县级书院 曾用名为
"

交书院

康熙至乾隆年间

$公元
#CC!A#$%F

%

岳阳县 运昌书院 王士熠 邑人 乡村书院 创办时间及规制不明#

嘉庆九年$公元
#W"B

年% 岳阳县 石渠书院 常轼常录 邑人 乡村书院 义学

嘉庆十八年$公元
#W#&

% 洪洞县 万安镇书院 刘汉疆 邑人 家族书院 又名刘家书院!私人书院#

道光六年

$公元
#W!C

%

大宁县 文昌阁 兰瑛 知县 县级书院
公事之余讲学!六年不辍!虽无书院之名!实有

书院之惠#

道光十二年*

&W

+

$公元
#W&!

%

乡宁县 鄂水书院 崔光笏 知县 县级书院

咸丰五年$公元
#WFB

% 吉州 吉昌书院 张舒翘 知州 县级书院 城西门外!近开元寺

光绪二十年$公元
#W%B

% 大宁县书院名称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西北角!瘟疫庙后#私立书院!学生

#"

余人!老

师姓马!永和县人!束修全由学生负担#

清 大宁县 振文书院 不明 知县 不明

不明 岳阳县 霍阳书院 任尔一 候选教谕 乡村书院

不明 曲沃县 学古书院 不明 不明 不明 有房屋十五间!可容五十余人!实为义学#

!!

注"参照王欣欣的/山西书院1!张捷夫/清代山西书院考略1和王冠英的/临汾地区历代书院研究1中的相关材料整理而成#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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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代临汾地区书院改制情况"数量"

分布特点分析

步入近代!清末统治者的统治走向困局!光绪二

十二年六月!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上奏/请

变通书院章程折1!认为"'查近日书院之弊!或空谈

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裨实用!其下者专摹帖括!

注意膏奖!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从这段话可以

看出书院制度发展到清末其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

求!书院制度出现了一系列的弊病!这一时期书院的

功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其一开始的讲道授

业传播学术!到后来成为为官的工具!服务于科举考

试!书院的日渐官学化!使绝大多数书院都由政府和

官员控制!丧失了书院原有的自主性!自由性#所以

书院改制刻不容缓!临汾地区的书院改制也由此开

始#'二十世纪之世界!一种族开智之世界!弱肉强

食!优胜劣汰#是以图生存!必先注重国民教育!使

子弟有独立性质!社会无腐败陋习!然后可免天演淘

汰公例!而始能安国于竞争之舞台!学堂之设刻不容

缓#

*

C

+

(

清朝临汾地区创建书院
&"

多所!到近代临汾改

制书院只有
#F

所!改制最早的书院是霍山书院!改

制于光绪二十八年!其中光绪二十九年有
F

所书院

进行改制!是临汾地区书院改制数量最为密集的一

年!占改制数量的三分之一!最晚的改制于民国元年

也就是
#%#!

年!是岳阳县的开运书院!其中只有两

所书院改制成为中学堂!分别是平阳府的平阳书院

和霍州的霍山书院!其中的霍山书院还附设小学堂!

其他绝大多数都改建为高等小学堂!总计
##

所#近

代临汾地区书院的改制数量见于表四!其中赵城县

和永和县这两县的书院在近代没有进行改制!其余

以平阳府治所临汾县为首的
#F

个州县均只有
#

所

书院进行改制#以洪洞县玉峰书院改制为例!从表

中可以看出玉峰书院$又称
"

交书院%改建为高等小

学堂!有资料记载'风气未开!民智锢塞!学堂负责人

为原书院山长韩炯$清戊子科举人%#课程以四书五

经,/资治通鉴1,/古文释义1为主!西洋历史,体育,

学算,笔谈为辅#每午击鼓为号!群集山长室内大

厅!由韩老师讲学一次#周三,六徒手体操!由学习

体操较早的钟第领教!每周作文一次或两次#每月

考试一次!即使不要求作八股!但不脱离旧有的模

式#

#%"C

年!洪洞李村人郭兆麟!任西学教员!讲物

理,化学,算数,图画#韩老师是中文教员!讲历史,

五经,古文等课!一日四堂课!另设堂长一人!由本县

清末廪生李培堂担任*

$

+

(#可以从上述材料中看出!

玉峰书院改制之初!人们对带有西学化的新式教育

学堂并不是很了解!学习风气未开!人们思想一如既

往的受到禁锢#而教学内容方面除了中国传统的四

书五经还辅以西学!'这打破了传统私塾教育只读四

书五经的局限*

W

+

(从西学的这些教学科目和设置的

体操课程来看!可以看到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些雏形!

当时分为中西两大学科!并由主讲教师分科担任!其

中的西学相当于现代教育中的理科!而中文则是文

科的初步模型#中西两科门类多样保证了所学知识

的全面性!但对于八股的部分保留则是一种封建教

育的残余!对于上下课的设置'击鼓为号(在现代教

育中已有改进!对于每日,每周,每月课业的设置也

是较为合理的!中文,西学,体操交叉学习!不仅提高

了知识而且有利于受学者身体健康的保证!其'每月

考试一次(也同样督促受学者的课业!是对所学知识

的一种检验!最后其设立的教员,堂长,山长为当代

学校教育教师!校长的前身#这一系列体现了'教育

的根本任务是4立德树人3

*

%

+

(#

表
B

!

近代临汾改制书院

改制时间 创办时间 所属地区书院名称 书院名称沿革 创办者 改建名称

光绪二十八年

$公元
#%"!

%

永乐年间

$公元
#B"&A#B!B

%

霍州 霍山书院

曾用名为霍山正学书院!

后改为正学书院!到乾隆

年间改为霍山书院#

曹端$明%

陈钧$清%

中学堂附设

小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

%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
#$#W

% 平阳府治平阳书院 曾用名为正谊书院 宫懋言 中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

% 雍正三年$公元
#$#%

% 洪洞县 玉峰书院 曾用名为
"

交书院 韩浩 高等小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

% 乾隆三十年$公元
#$CF

% 浮山县 神山书院 莫安近 高等小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

% 道光十二年*$公元
#W&!

% 乡宁县 鄂水书院 崔光笏 高等小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

% 乾隆二十年$公元
#$FF

% 曲沃县 从教书院

曾用名为乐育群才堂!

乾隆时期改为乐昌

书院#

张坊 高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年$公元
#%"B

% 清 大宁县 振文书院 不明 两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年$公元
#%"B

%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
#$"W

% 隰州 紫川书院 钱以恺 高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C

% 弘治四年$公元
#B%#

% 襄陵县 姑汾书院
张文佑$明%

陈朝书$清%

襄汾高等

小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C

%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
#$#!

% 翼城县 绍文书院 林世炳 高等小学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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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时间 创办时间 所属地区书院名称 书院名称沿革 创办者 改建名称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C

% 咸丰五年$公元
#WFB

% 吉州 吉昌书院 张舒翘 吉昌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
#%"$

%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
#FBW

% 太平县 龙门书院 曾用名为讲道河汾堂 张学都
太平高等

小学堂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
#%"W

% 乾隆九年$公元
#$BB

% 蒲县 崇文书院 后更名为南麓书院 徐常 高等小学堂

宣统元年$公元
#%"%

% 至正九年$公元
#&B%

% 汾西县 凤池书院
梁济$元%

蒋鸣龙$清%

高等小学堂

民国元年$公元
#%#!

%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
#CWC

% 岳阳县 开运书院 朱亮采 高等小学堂

!!

注"参照王欣欣的/山西书院1!张捷夫/清代山西书院考略1和王冠英的/临汾地区历代书院研究1中的相关材料整理而成#

!!

纵观从元代至清代临汾地区书院的出现!发展

与鼎盛!没落!再到晚清近代的书院改制!在历朝历

代的大背景下临汾地区书院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

况有着临汾地区书院独有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这与

大的时代背景是相吻合的#对于从元代至近代临汾

地区书院数量,分布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好的通过

这些数据了解从元代至近代临汾地区教育的发展程

度与水平!临汾地区历代建立的书院不仅在当时教

化了民众而且对当地世书院教风,学风的影响是非

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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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服务于一定的经济

基础!一方面文化具与政治,经济相互交融!其政治

性和经济功能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在推动社会关系

改善方面具有'调节器(和'润滑剂(作用#传统优秀

文化是先辈们在长期处理社会关系和改造主客观世

界的过程中形成并传承下来的!是人类发展的非物

质印记!对于缓和紧张的社会关系!增加和谐因素!

推动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新的历史条件下!道

家思想仍然有其时代价值!需要我们加以重视并不

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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