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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书院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其与学术传播和学派传承互相作

用.清代宁国府毓文书院变迁与乾嘉汉学发展两者很好地呈现了互动关系.毓文书院

通过选聘汉学家担任山长、培养汉学学者、发扬汉学学术和刊刻汉学著作,促进乾嘉汉

学的发展和传播;乾嘉汉学将毓文书院作为学派基地,引入汉学新风,推动书院的革新

和演进.清代宁国府毓文书院与乾嘉汉学互动关系的当代启示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山长对书院发展和学派传承至关重要;书院与学术的良好关系有助于区域文化水平

提升;“门户之见”是学术研究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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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书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注重学术研究,倡导交流互动,传
播研究成果是书院与官学的区别所在.传统书院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学术研究有

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南宋以后,中国学术史上先后涌现出的宋明理学、阳明心学和

乾嘉汉学等学术思潮,均与书院有紧密的关系.然而,目前学界关于书院与学术的

研究多侧重“理学”之于南宋书院、“心学”之于明末书院,对于清代“汉学”〔１〕与书院

之间的关系尚无充分的认识和必要的关注.清代汉学一度成为清代学术的标志,
主要分为皖派、吴派和扬派.张舜徽先生在«清代扬州学记叙论»中对于汉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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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差异做过精彩的论述,他说:“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
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２〕

“皖派”是乾嘉汉学之发端,它的出现是“清代学术发展的高峰”.〔３〕汉学之兴,代表

了一种新的时代学术精神.清代安徽一地讲求汉学的诸多书院中,徽州府属紫阳

书院的影响最大.需要指出的是,该书院讲求汉学并非书院主动适应学术潮流的

发展,主要来自于官方的强力干预,可以称之为外部推动型.〔４〕宁国府洋川毓文书

院则主动回应学术演进的趋势,自身积极探求汉学,可以理解为内部生发型.两者

相较,内生型比外推型更能呈现书院与学术的互动关系.故此,本文拟选择毓文书

院为典型来管窥乾嘉汉学与清代书院两者的关系,探讨这种关系的意义和影响,并
以期对当今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宁国府毓文书院的创建和规制

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年),毓文书院开始创建,至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落成,由
当地商人谭子文资助兴办.据«光绪重修安徽通志»载,“邑人谭子文建,置田百

七十亩,生息银四千两.”〔５〕仅就资产额度而言,谭氏并非其地之巨商大贾,但是,
他以勤俭耐劳白手起家,年过半百仍坚持独力创办书院.建造书院历尽艰辛,受
到其他家境殷实之人的冷嘲热讽.«洋川毓文书院碑记»(洪亮吉)对谭子文创办

毓文书院的历程有所记载,他写到:“君以勤苦起家,有贸易在庐州府之双河,距
家五六百里,君徒步负行囊数日辄往返以为常.五十后家稍起,即割其资之半,
创书院于镇之洋山,费白金二万有奇.县固多富人,十倍、数十倍于君者,不下二

十家.倍君及与君等者不可数计,始皆笑君所为.”〔６〕孙原湘«题毓文书院»则用

诗歌的形式加以记述:“赤手开青嶂,风流谭子文.结楼依日月,弃产等烟云.独

行千秋想,虚名四郡闻.谤书余一箧,薄俗自纷纷.”〔７〕然而,毓文书院建成之后,
不仅福泽流布乡里求学子弟,而且将招收生徒的范围扩大到“徽、宁、池、太、广四

府一州”〔８〕的士子们,成为江南书院之翘楚.
毓文书院的建制规格非常完备,丝毫不逊色于当时一些著名的书院,正如时

任安徽督学御使王绶所撰碑记中称:“是役也,不费公帑,不籍众擎,讲堂巍然,廨
舍秩如.有亭有楼,有园有池.墙垣庖湢以及需用什物,靡不毕具.”〔９〕毓文书院

选址于幽静山林,院中教学斋、讲堂、御书楼建造完备,层层递进,应山势之形不

断抬高.书院的教学斋房上下楼共三十七间,除此之外,左右两侧前后共三层,
三十余间廊舍分布两侧.“文渊所”“适也别境”等观景建筑矗立在正屋右首花园

内.上述房舍和斋舍均有编号,分别编成一百零八字号,没有编号的房舍若干,
全书院共计房间一百三十六间.书院核心建筑讲坛位于中堂之上,名曰:月午

楼.山长孙原湘曾作«月午楼歌»赞美环境之优美和讲学之风尚,诗中“清光愈高

读愈苦,月照书丛月色古.仙巢惊起老鹤舞,窗中不知月已午”等诗句记述了书

院士子读书之勤奋和刻苦.〔１０〕毓文书院还建有“适意亭”一所、“文星楼”三层以

及凉亭、游廊等休憩之处.各厅堂均备有桌、椅、凳,房舍内还置有床铺及各色家

—６８１—

学术界２０１８．４学术史谭



具.〔１１〕书院初步落成时,大约共耗费银两一万零五百两.由此可见,书院环境怡

人,自然与人文交互辉映,生活所需一应俱全.正可谓是“规画井井,与江南北都

会之地所创建者无异”.〔１２〕

谭子文不仅对书院内部陈设和环境选址严格要求,而且对山长选聘极为重

视,选聘山长不唯学派,注重德才兼备.谭子文虽为书院创建者,却不干预书院

具体事务,书院的组织管理和教育教学均由山长负责.毓文书院丰厚的待遇和

民主的氛围,引得贤士名流竞相前来,潜心教学、培育人才.谭氏还节省自家开

支以供书院购买书籍,“君又节省衣食,时市珍异以饶师及生徒之勤学者,简省日

用,购经史子籍各书以贻多士之能读者.”洪亮吉对谭子文的义举称赞道:“君之

有益于其乡者,又岂仅贩饥恤患,葺桥梁,施医药一时之事可比哉!”〔１３〕远近生徒

也听闻书院办学严谨和教育有方而纷至沓来.在多方面努力下,书院生徒培养

效果突出.例如,仅嘉庆九年(１８０４年)之前八年间的记载中,七十余人考取功

名,不仅有附贡、廪贡,还有举人、进士,均各有著述.杰出生徒颇多、名流贤达聚

集的毓文书院被吴景贤先生称为“乾嘉时代安徽方面的一个大书院颇能代

表一时的学风”〔１４〕.可见,宁国府毓文书院不仅是清代安徽著名的高等学府,也
是全国知名的大书院.

二、毓文书院促进乾嘉汉学的传播

宁国府洋川毓文书院积极适应学术自身发展理路,推动清代乾嘉汉学的传

播和安徽书院学风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选聘汉学家就任山长,倡导引领汉学学风

书院的核心人物是山长,主导着书院的教育教学和组织管理.历代书院对

山长的聘任条件都较为严格,清前期统治者也曾多次下令各督抚严格选聘和考

核山长.例如,乾隆时期谕旨各省督抚:“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

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
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１５〕毓文书院与各省会书院和知名书院相比,并
没有因地处僻静和民办性质而降低选聘标准和福利待遇.据院史载,山长的待

遇根据科举及第明确分为三个等级,每年延师脩脯,第一等级翰林四百两,第二

等级进士三百两,第三等级举人二百两,按季致送.此外,“每年延师支给膳资钱

一百六十两,按月致送”,“每年延师程仪二十两”.〔１６〕清乾隆年间,江西盱江书院

山长１３６两白银,友教书院２００两白银,湖南城南书院２００两白银.〔１７〕可以看

出,与同时期书院相比,毓文书院山长的薪俸是较为优厚的.
有详细资料留存于世的二十二名毓文书院山长中,共八位举人,其余十四位

均为进士.进士中不仅有八位翰林,而且有状元、榜眼、探花.担任书院山长的

包世臣、孙原湘、夏炘、顾皋、洪亮吉等人均是清代学界有较大影响力的饱学之

士.这也是毓文书院媲美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原因所在.笔者爬梳史料,将毓

文书院历代汉学家山长情况列简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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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洋川毓文书院汉学家山长一览表

姓　名 生卒年份 　科举及第 　　官　职 　在院时间 　　　著　作

洪亮吉
１７４６~
１８０９

乾隆五十 五 年

(１７８９)榜眼

贵州学政、翰林

院编修
１８０２－１８０５

«授经 堂 遗 集»(又 名

«洪北江全集»)

赵良澍 不详
乾 隆 六 十 年

(１７９５)探花
内阁中书 １８０６－１８０８

编纂嘉庆«旌德县志»;
«肖岩 诗 钞»«肖 岩 文

钞»«读礼记»«读春秋»
«读诗»等

顾皋
１７６３~
１８３２

嘉 庆 六 年

(１８０１)状元

户部侍郎、内阁

学士、礼部侍郎
１８１２－１８１３

«泾皋遗书汇览»«兰竹

说»«秋轺小草»«峰峦

集»«御览诗册»«缄石

庐律赋律诗»«井华词»
«墨竹诗斋古文»

孙原湘
１７６０－
１８２９

嘉 庆 十 年

(１８０５)进士
翰林院编修 １８１８ «天真阁集»

董桂敷 不详
嘉 庆 十 年

(１８０５)进士
翰林院编修 １８２１－１８２２

«诸史蠹测»«儒先语录

匯参»«解夏小正笺注»
«周官辨非»«十三经管

见»等

帅承瀚 不详
嘉 庆 十 年

(１８０５)进士

翰林院检讨、太
常寺卿、左副都

御使

１８２６－１８２８

陈守谦 不详
道 光 十 一 年

(１８３１)举人
１８４０

包世臣
１７７５－
１８５５

嘉 庆 十 三 年

(１８０８)举人

江西新喻 县 知

县
１８４４－１８５０

«小倦游阁集»«说储»
«安吴四种»

马翊宸 不详
嘉 庆 十 四 年

(１８０９)进士
安徽太平知县 «滨河集»

吴文炳 不详
嘉 庆 六 年

(１８０１)举人

一等候选知县、

蒙城县教谕

王家相
１７６２－
１８３８

嘉 庆 十 四 年

(１８０９)进士

御史、翰林院编

修

«清秘述闻续»«茗香堂

集»

张臣 不详
嘉 庆 十 四 年

(１８０９)进士
宁国府教授

程表 不详
嘉 庆 九 年

(１８０４)举人

胡国粱 不详
道 光 二 年

(１８２２)解元

丁金榜 不详

嘉 庆 十 八 年

(１８１３)本 省 亚

元

大挑教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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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生卒年份 　科举及第 　　官　职 　在院时间 　　　著　作

陶兆堂 不详
道 光 元 年

(１８２１)举人

阮文藻 不详
道 光 二 年

(１８２２)进士
泾县知县等

编纂道光«泾县续志»;
«听松涛馆诗选»«宛上

同人集»

夏炘
１７８９~
１８７１

道 光 五 年

(１８２５)举人

江苏吴江县教谕、

武英殿校录官
«景紫堂全书»

王芳 不详
道 光 十 三 年

(１８３３)进士

国史馆协修官、

翰林院编修

　　资料来源:光绪«婺源县志»、嘉靖«江西通志»、道光«商河县志»、道光«泾县续志»、«毓文

书院志»、«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清儒学案»、«清史稿»等.

在毓文书院历代山长中,洪亮吉堪称执牛耳者.担任毓文书院山长后,洪亮

吉非常重视汉学学风的弘扬,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汉学发展,新学风蔚然形成.乾

嘉汉学领袖朱筠是洪亮吉的老师并耳提面命多年,治学之道悉数传授,其师汉学

思想在洪亮吉的教学方法和学术旨趣方面得以承继.尤其在“朱筠使皖”之后,
安徽学风也为之一变.〔１８〕«安徽通史»载:“(朱筠)乾隆十九年进士,三十四年以

翰林侍读学士督安徽学政.尝言学政与主试不同.主试惟拔取真才,学政宜随

時训谕,俾知勤学立品.又以士必通经,而六书训诂宜先讲习,尝校刊许氏说文

颁行各学.安徽文风丕振,皆思读书稽古广益见闻,实由筠倡之.任满回京诸生

赍粮受业者甚众.”〔１９〕«四库全书»纂修的序幕也正是朱筠在安徽学政任内开启,
他率先提出设馆辑古书的建议.郭伯恭曾言:“乾隆时代,即类书告终之期,而汉

学之研究者,乃进于求读原书之新时代也.此汉学家之新要求,即间接为编纂

«四库全书»之一种原动力.”〔２０〕督皖期间,知名汉学学者黄景仁、王念孙、章学诚

等聚集朱筠幕内,协助其校书刊刻,形成讨论经史考据的汉学氛围.洪亮吉«书
朱学士遗事»载:“先生去任后二十年中,安徽八府有能通声音训诂,及讲求经史

实学者,类皆先生视学时所拔擢.夫学政之能举其职者,不过三年以内士子率教

及文风丕变而已.而先生之课士,其效乃见于十年、二十年以后若此.”〔２１〕«更生

斋集»中收录的“春秋十论”〔２２〕是洪亮吉“壬戌岁在旌德洋山书院课徒因作

此”〔２３〕,更是洪亮吉在毓文书院教授汉学内容的典型案例.除了教学内容和学

术讨论方向的改变,书籍之于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也为洪亮吉所关注,
其执掌书院后就建议谭子文购买大量书籍.在谭氏的支持下,洪亮吉等人至吴

门选购经史子集等书籍共六十种,四千二百一十三卷.其中尤以史部为最多,计
二十六种,三千三百五十五卷.洪亮吉在书院志“书籍”一章序中说:“语录盛而

经学衰,明中叶后复盛行讲章,而圣人之旨益晦.捄其弊,非研心于六经训诂之

书不能挽也.是则经学宜亟讲矣.外此则廿二史可以博览古今,周秦诸子、唐宋

总集、类集,可以搜采异同,增广见闻,亦儒家不可少之书也.今据书院所有者录

于左,亦以经史子集分部.他日复能购唐宋以前异书以补其缺,则尤所望于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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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矣.”〔２４〕因深受其影响,毓文书院生徒大多跳出科举应试的专门训练,而致力

于经世济民之实学.
讲究汉学的新风在毓文书院盛行起始于洪亮吉,且因他执掌书院期间教学

效果显著和有口皆碑,汉学在安徽的影响不断扩大,形成学风远近闻名、生徒慕

名众多的良好局面.继任山长们均以质朴务实为宗旨,延续洪氏办学宗旨和学

术精神,使得毓文书院成为“清代有数之重要学府”.〔２５〕

(二)培养汉学学者和科举人才,全面促进汉学发展

盛朗西先生曾将清代书院分为博习经史词章、考试时文、讲求理学三种类

型.〔２６〕类型不同,书院培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关于清代汉学书院的培养目标,
学者们观点迥异,比如盛朗西、陈东原就认为汉学书院与专课时文的考课型书院

不同,是专门培养经史考据人才的地方.
毓文书院以科举应试和讲究汉学为双重目标,并非纯粹讲究汉学而一味排

斥科举.书院每年仲春开课,每月两课,举课时间为每月初二和十六两天.考课

之后的试卷由山长评定高低,并且送县城印榜公示.公示之后录用考课最佳者

作为士子们共赏和共学的对象.〔２７〕谭子文在书院初具规模后又补捐白银一千五

百两,发典生息作为生徒膏火,外课和内课学生分别十五名,由学政和山长共同

决定.外课补贴少些,每月银五钱;内课补贴多些,每月银一两.此外,凡是院中

肄业生徒科考中第者,均备送花红银五十两.〔２８〕

乾嘉时期,尊经崇汉“专勉实学”的汉学书院不在少数,其中以诂经精舍和学

海堂为最,将科举之学完全排除在教学内容之外.然而,毓文书院对人才全面培

养的态度,说明学术研究与科举应试并非水火不容.书院如果完全独立于科举

制度之外,成为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也不符合士子们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毓文书院虽是汉学书院,但是却能在坚持自身学术特色

的基础上适应科举制度,并且努力纠正“为科举而科举”的偏差,培养较为全面的

汉学人才,实属难得.
(三)发明学术、刊刻著作,研究传播汉学

让宋明理学家难以企及的是清代汉学大师在书院教学期间刊印完成诸多代

表作品.这说明他们从事书院教育和管理的同时,也潜心学术并著书立说.〔２９〕

山长洪亮吉于嘉庆九年(１８０４年)仿照南京«紫阳书院志»和«钟山书院志»的体

例,撰写并开始刊刻«毓文书院志»,扉页上印有“版藏月午楼”字样.志书内容主

要包括毓文书院的创建沿革、经费收支、书院人物、金石艺文、书院藏书等,共八

卷.«毓文书院志»包含着洪亮吉作为一代汉学家的治学思想,因而体现出有别

于其他书院志的鲜明特征.例如,志书中独辟“金石”一卷.洪亮吉所仿照的两

种书院志内容虽然丰富,却没有涉及金石类,所以,他在“金石”一卷的开篇强调:
“夫人物所以藻一时,金石所以垂百世,是人物又借金乓以传也.旌德虽僻邑,而
刊木勒石之技甲于东南,他日采溪南之石,请县东之人,深刻大书以垂久远,又所

望于司其事者矣.”〔３０〕此卷中选录了官员和学者们所写的书院碑记共五篇,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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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地记载了毓文书院的创设始末、教育教学、经费管理等内容,堪称毓文书院

碑记的代表作,为后世了解毓文书院的整体情况及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

资料.此外,洪亮吉在毓文书院雕刻出版了著名的«更生斋集»,共十六卷,扉页

上印字“刊于洋川书院”,参与校订内容的学生都会在卷后列出,说明他注重良好

学术风气和严谨学术道德的培育.
其后山长包世臣在毓文书院讲学之余,于清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写成了

«齐民四术»十二卷初稿、«管情三义»八卷,连同之前«中衢一勺»和«艺舟双楫»两
种著作,名曰«安吴四种»,共计三十六卷,刊行问世.此外,沈维乔、汪守和、张鳞

和王绶等时任安徽督学;旌德县知事丁淑监;毓文书院山长孙原湘、顾皋、赵良

澍、洪亮吉、朱文翰等所作«毓文书院记»十篇及«重修生云阁记»(包世臣作)、«于
文公石岭冲墓表»(帅承瀚作)和«绍军公石岭冲塞»(董桂敷作),均为毓文书院刻

本.因评析«古诗十九首»而被后世尊崇的学者饶学斌,曾在毓文书院撰写两卷

本«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
除了著书刊刻,传播汉学,山长们对地方志的编纂也很重视.嘉庆十一年

(１８０６年),洪亮吉主修«泾县志»,次年又主修«宁国府志».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
年),赵良澍主修«旌德县志».上述地方志是中国历代地方志中的精品之作,编
纂风格沿袭了汉学家治学特色.汉学家们的著书刊刻在使自身思想留存于世的

同时,也传播了学术、促进了交流,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
从上述三方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毓文书院的汉学学风直接推动了皖地汉

学的发展,成为清中叶全国汉学书院的佼佼者.同时,因其在皖地不断扩大的影

响力,也直接促进了乾嘉汉学之“皖派”的形成和壮大.书院自南宋以来,就与学

术一体繁荣,互为表里、互为依托.书院是学术的基地,学术是书院的精神.二

者的关系是“形”与“神”的关系,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三、乾嘉汉学推动毓文书院的发展

毓文书院主动适应清中期的学术演变,推动汉学研究.同时,乾嘉汉学在书

院内部的研究和传播也带动了书院自身的变革与发展,给书院注入了新鲜血液

和活泼气息.汉学推进毓文书院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两方面.
(一)吹入学术新风,促进书院教学和研究的变革

宋明书院大多以阐发和传播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为主,理学曾对书院的繁

荣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延至清代,空谈义理和心性却成为书院教育

最大的弊端,甚至阻碍了书院的发展.乾隆帝感慨道:“讲学之人,有诚有伪.诚

者不可多得,而伪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３１〕新的

学术汉学的出现让人们耳目一新,汉学具有注重实证、讲求经世致用的特点,这
就为书院带来了清新的气息,成为与理学书院相对的新式书院.

理学学术在毓文书院初始阶段还占据着教学和讲学的主流.主要原因是宁

国府与徽州府山水相连,朱子理学的大本营徽州府对宁国府的学风影响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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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邹守益、王龙溪、钱绪山等理学大师均在宁国府书院和“水西会”等书院联

讲会中会讲和讲学,产生很大的影响,引得姚克宽、梅百一、吕定夫等当地士子追

随这些大师.毓文书院崇尚理学学风,理学家朱子等牌位供奉于其讲堂正屋即

是明证.吴景贤对毓文书院创始之初的学风也做过详细的描述:“旌德与徽州接

壤,朱子尝讲学于旌之城南,流风余韵,影响实大.厥后讲学于宁国府属之六邑

者,如明之王龙溪、钱绪山、郑谦之辈,又皆接踵而至,是以旌之人士,被治教泽

者,实为不少.朱文翰在«赠同学诸子诗»中亦谓‘举头鹿洞风规在,晚进何人敢

抗颜? 相约潜修崇正学,陈王诸老未应非.’其时院中讲学,以宋明理学为宗,顾
不待言.”〔３２〕由于地域影响的原因,毓文书院在创始之初如同江南绝大多数书院

一样尊崇理学,但是也能顺应潮流,追随学术研究从空谈心性切换到务实考证的

转向.安徽督学使沈维鐈对这一转向颇为不满,认为毓文书院:“斤斤焉考据文

词是务,党枯雠朽,绘句絺章”.〔３３〕毓文书院遭到守旧人士的反对,反面证明其转

向的正确与合理.洪亮吉之后,声誉卓著的诸位汉学山长们长时间地维系了毓

文书院的汉学风气,是具有深厚社会文化基础的乾嘉汉学的直接反映.
(二)带动书院成为汉学人才培养基地,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力

乾嘉汉学大师们以毓文书院为创作基地,不仅使得自身学术得以延展,同时

也使毓文书院闻名一时,成为著名的汉学书院.也正因为毓文书院卓有成效的

汉学教育,慕名求学的生徒不断增多.毓文书院可视为乾嘉时期汉学人才的安

徽培育基地,进一步壮大了汉学阵营.
毓文书院历年生徒数额记载目前所及史料尚不完整,«毓文书院志»卷五«人

物»中仅收录了洪亮吉初任山长时七十六位生徒的简况.毓文书院志续修到包

世臣出任山长时期,遗憾的是没有续写“人物弟子”栏.保守估计,毓文书院四

十多年间招收的生徒应有几百人,汉学人才也占相应比例.六位汉学学者在«更
生斋集»和谭敬廷在«毓文书院名贤尺牍»有记载外,其余都无法考证.生徒七十

六人中,三十七位附生、一位增生、七位廪生,七人成就较大.〔３４〕此七位生徒的情

况详见下表:
表２　毓文书院著名生徒简表

姓　名 　　科举及第 　　　官　职 　　　　　　著　作

吕伟标
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

进士
江宁府教授、知县 «严虹阁诗集»

吕培
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

举人
诰授中宪大夫

«五代史补注»、«说文笺»各数十卷,

４２卷«四书典制类考»现存

吕伟木 廩生
著作丰富,多散佚,仅存金陵纪游诗

数十首

陈坡 廩贡生
任合肥、桐城、宁国

教谕,庐州府教授
«谏亭诗草»«天龟解»

陈壤
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

举人
怀宁训导 «又次堂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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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科举及第 　　　官　职 　　　　　　著　作

陈塾 廩贡生 «坝堂诗草»«榆塞吹芦集»

谭正治 附贡生
１卷«历代陵考»、诗集«黄海寻秋»、
«洋水研经»、４卷«小尔雅疏证»

　　资料来源:光绪«青阳县志»卷５«文苑»、道光«旌德县续志»卷７«文苑»、«洋川毓文书院考».

综上可见,新鲜学术风气的形成,众多汉学优秀人才的涌现,大量汉学研究

成果的刊刻等现象的出现,无疑是乾嘉汉学为毓文书院带来的变化,从而扩大了

毓文书院的影响,使其突破山野范围,甚至走在全国书院的前列,成为清中叶乾

嘉汉学的学术重地.

四、毓文书院与乾嘉汉学互动的启示

(一)书院与学术的互动关系,集中体现在“山长”方面

“山长”是书院的行政之首和学术领袖.宋元明以来书院普遍设立“山长”一
职,清代沿袭旧制未变.选聘书院山长在清代前期普遍受到重视,在乾隆时期尤

为严格.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山长选用和考核在«慎选书院山长谕»有明确要

求:“前经降旨,令督抚等慎选山长,如果教术可观,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请酌量

议叙.嗣后均以六年为满,秉公考察,分别核办,庶于劝学程功均有实济.”〔３５〕

清代书院在聘请山长时都将学术造诣作为主要条件.艾尔曼说:“在清代教

育制度的等级序列中,书院的地位最高,这一等级序列强有力地表明,在１８世纪

江南的教育环境中,声望和竞争是谋取教职的关键因素.”〔３６〕山长都是品德高尚

之人,是学术学派引领者,他们借助书院讲坛以发扬学术,传承学派.毓文书院

在创立之初,理学还占据着主流.当洪亮吉任山长之后,倡言汉学,风气为之一

变.从此,毓文书院推崇汉儒朴实学风,反对盲目崇拜程朱理学“空谈义理”.在

此期间,洪亮吉和继任山长们还革新书院教育方法,改变了皖南一带的士习和风

气.皖南地区以宁国府毓文书院作为重要的汉学传播中心,通过培养汉学生徒

向安徽各地及全国辐射.
(二)书院与学术的互动提升了区域文化水平

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有学者强调:“书院在形成

和发展过程中几乎反映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后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走向.”〔３７〕

区域文化影响着域内书院的变迁,而域内书院又反过来推动着区域文化的发展.
纵观明清两朝,安徽书院的发展与安徽区域文化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动关系.
皖南、皖中、皖北三大文化区各异的文化背景,导致书院的发展呈现不同的格局.
而区域书院发展程度的不同又直接影响到区域文化兴衰、区域人才的多寡和区

域学术风气的浓淡.有关安徽书院与区域文化的关系,笔者曾撰文专门探讨.〔３８〕

毓文书院的汉学研究活动能够立足理论前沿,积极回应着社会与时代的需

求,对区域儒学进行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创造,为区域文化的发展确立了价值内

核,在学术理论层面上促进了区域文化的发展.毓文书院的藏书和刻书对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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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文化的繁荣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书籍不仅记录了书院发展的历程,保存

了与书院相关的各种文献,同时也促进了汉学的发展.毓文书院对于汉学人才

的培养,更是直接促进了区域人才的兴盛和民智的开启.书院通过学术人才培

养,提高了区域士人的文化水平,在地方上造就一批文化精英,从而为区域文化

的继续向前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推动力量.
(三)“门户之见”是学术研究最大的阻碍

书院与官学最大的区别,即是倡导“辩难讲学”.无论从书院发展初期还是

繁盛时期来看,学术研究都是书院教育教学的根基,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

研究成果得以传播的必要条件.正如胡适所云:“真正的学问研究所,却在书院.
求道问学,非书院不可.书院是孕育新的学术思想,产生新学派的孵化器.”〔３９〕

书院在其发展早期,特别是南宋时期,虽然各家学派都有自己教学和讲学的书

院,但各学派间并无门户之见,留下了朱陆“鹅湖之会”的佳话和“联属讲会”的大

规模学术交流.延至明代中期,书院讲会已是非常兴盛,各类讲会活动声势浩

大,引人瞩目.据«明史»记载:“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

近.”〔４０〕各书院之间积极交流,互相讨论研究成果,甚至将讲会渗透到社会的最

下层:“穷乡邃谷,虽田夫野老皆知有会.”〔４１〕

然而,清代由于书院日益“官学化”,加之乾嘉学术界“汉宋之争”的激烈,各
书院中学派斗争较为严重,传统书院日益走向封闭.门户之见和派系斗争只能

扼制书院的活力,带来严重不良后果.正因如此,晚清书院改革提倡“汉宋兼

采”,并成为学术思潮的主流.

五、结　语

清中叶以后,书院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中,乾嘉汉学的传播成为一股不可抗

拒的学术潮流.书院组织和汉学学术的密切联系开创了清代中期书院教育改革

的新局面,代表了清代书院发展进程中的一大转折.乾嘉汉学依靠书院获得极

大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南宋以来书院与学术一体化增添了新的内涵.从此,书院

在与宋明理学、阳明心学一体化的基础上,又与乾嘉汉学实现紧密互动,使其作

为学术机构的内涵进一步丰富.明清时期安徽传统书院中,影响力最大的实为

徽州府属紫阳书院,但是六百余年间紫阳书院一直推崇“程朱理学”,既排斥“王
湛心学”又摈弃“乾嘉汉学”,学风僵化,思想禁锢,是其学术进步之一大障碍.与

之相较,乡村中的毓文书院却能够主动适应学术演进的大势,传播汉学思想,倡
导汉学教育,改革教学方式,因此也在与汉学学术的结合中得以发展和光大,实
现了双向互动.

注释:
〔１〕“汉学”的含义在学界有广义与狭义的争论,本文中对于“汉学”的运用采用了较为广义的说法,即

“乾嘉学派,清代一个主要学术流派,亦称汉学、朴学或考据学派”.(«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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