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0卷第2期

21308年4月

黄山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V01．10．NO．2

Apr．21308

明代凤阳府和徽州府书院发展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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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起明代的安徽，人们自然会想到当时以至后来在全国闻名遐尔的两大地域人群：凤阳乞丐和

徽州朝奉。明代的凤阳府和徽州府在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凤阳府是“龙兴之地”、“帝王之乡”，而徽州府

则是“商贾之乡”、“文献之国”；前者在政治上处于显赫位置，而后者在经济和文化上则占有绝对优势。明代

这两个府的教育各具特色．尤其是书院教育更是出现各异的发展。对两府的书院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从一个

侧面更好地认识书院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之间的综合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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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凤阳府书院发展缓慢之原因分析

(一)明代凤阳府书院发展缓慢

“凤阳”这个地名。为洪武七年朱元璋赐予家乡

的名称，这也是中国惟一一个开国皇帝赐给家乡的

御名。<中都志》载：“洪武七年，迁府治于凤凰山之

阳．赐名凤阳。”【1】卷1 n沿萆它有两种含义：从狭义上

说，是指今El的凤阳县(碉初至清乾隆二十年，包括

凤阳、临淮二县)，位于淮河中游的南岸。从广义上

说，是指明代的凤阳府(明初先后辖12州24县，后

领辖5州13县)。本论文所指的。凤阳”是采用广义

的概念．即是指明代凤阳府的区域。纵观明代凤阳

书院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在明代初年，凤阳书院

的建置是个空白。明代凤阳最早建置的书院是天长

县于成化五年(1469年)建立的始兴书院。在明王朝

300多年的历史中，凤阳共建造了15所书院，但是

有14所建于明朝中后期，尤其以嘉靖朝为最多。121

与同时期安徽其他地区书院发展相比．尤其是与徽

州书院相比，凤阳书院的发展明显处于落后的地

位。明代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的重要时期，全国包

括安徽各地的书院都有迅速的发展．而作为明代开

国皇帝的家乡。凤阳的书院发展却呈现出与其政治

地位不符的趋势。

表1 明代凤阳府书院创办者身份(可考)tZl

县剐 书院名 创办者 创办时间

西山书院 知县谢廷举 嘉靖十三年建

怀远县 真儒书院 知县郭翰屏 同上

灵壁县 正擘书院 知县钟大章 万历年问建

始兴书院 知县易居仁 成化五年建

天长县 同人书院 邑人王心，吴恕 嘉靖年问

盱眙县 敬一书院 知县沈梦斗 万历六年建

循理书院 学正黄士奇 天启二年建

安丰书院 知州王萧 不详

寿州 涌泉书院 巡按御吏杨瞻 不详

淮肥书院 知州庄相 不详

淮南书院 知州刘天民 嘉靖初

从书院创办者(可考)的角度考察，明代凤阳府

的书院大多是官办，官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几乎

所有可考的书院建立者不是知州就是知县．而由邑

人创建的书院只有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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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明代凤阳书院的建立者，可知在专制集权

统治力量强大的凤阳地区，民间力最参与书院建设

的微乎其微。

(二)明代凤阳府书院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1．宫学教育的桐对发达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出于对家乡的桑梓情深

而采取一系列振兴家乡的措施。这些措施不光集中

体现在经济方面。在教育方面，朱元璋也是想方设

法地提高凤阳人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朱元璋出

身贫寒．虽没读过书，但对文化教育却十分重视。明

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对人才的选取更加重视，措

施也更得力。洪武二年(1369年)谕中书省臣：“学校

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

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

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9币

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

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生

之旧。”嘲卷69选举志对于家乡的教育发展，朱元璋更是

不遗余力，但是这种不遗余力也主要是体现在兴办

官学方面。除建立南京国子监外，洪武八年，朱元璋

又下令建设中都国子监。国子监不仅是全国最高学

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管理机构。据《凤阳新书》

卷3记载：中都国子监的正中是一座大成殿，殿内

供有孔子等人的圣贤像。此外还有彝伦堂、率心堂、

修道堂、诚心堂、正义堂、崇志堂、博士厅、典籍厅、

掌馔厅、厨库等建筑。它的四周围墙外栽种了松柏，

戟门外还树立着大成、兴贤、育秀等牌坊。可见当时

中都国子监的建筑十分宏伟。其规模、质量实属全

国第一。

为了提高凤阳人的文化素质，办成全国第一流

的学校。朱元璋把全国最好的老师派到凤阳任教。

元末著名教育家、文人贝琼，就在中都国子监执教。

而获得洪武四年浙江省乡试第一名的郑真，仅在临

淮县当教谕。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九年

(t3&i年)，考入中都国子监的监生有270人，洪武

二十一年(1388年)考人132人。在并入南京国子监

之前，中都国子监的监生总数大约在1000人左右。

明朝的统治者对凤阳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

各种便利，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仅仅是办好官学。培

养封建人才，对于自由讲学、争鸣学术的书院，明初

的统治者未姗重视，即使是朱元璋在明初下令修复

涤疆、尼山两所书院，也并非重视书院的表示。而是

出于祭祀孔子、尊崇儒教的需要。所以，对其家乡凤

阳，更无提倡书院发展的措施。明初，朱元璋下令在

家乡建设中都城，使凤阳的政治地位一时之间处在

极其显赫的位置。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凤阳府理

应成为全国的首善之地。这种优越的政治地位应当

带给凤阳府各方面的优势，尤其是可以得风气之

先。虽然明初书院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沉寂期，但一

旦政策稍稍松动，凤阳府按理应能率先及时创办书

院。十分遗憾的是不多久中都的建设就被停止，凤

阳在政治方面的优势也迅速下滑。从京师的天堂一

下跌落到凡间一般的府州。所以到明代中后期，在

全国书院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凤阳也没有得风气

之先。甚至没有出现类似其他府、州的中心地带书

院建设高潮的现象。

2．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冲突

在中国历史上，自汉代以来所发生的多次移民

运动，大多为自发性的流民。这些流民大规模迁徙的

原因，主要是移民输出地发生战争或者严重的自然

灾害。说到底，这些移民应当称之为“难民”。而明代

凤阳移民不同，它是在政府严密地组织下，利用行政

手段，强行迁徙到凤阳的。如《凤阳新书》记载，洪武

七年十月，“(太祖)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41卷1这

样的举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据《明史·地理

志》载：洪武二十六年，凤阳府人口为427303人，加

上军籍入口约为71万。在这71万入口中，当地土

著人口仅为17万。外地移民则占到了76％。洪武年

间，朱元璋利用行政手段，仅仅数年，就使得人口稀

少、土地荒芜的凤阳产生了奇迹，有50余万人从全

国各地移居凤阳。如果说。明初大移民是中国历史

上最大规模移民运动的话．那么明初凤阳就是这场

运动中数量最多、最引入注目的移民区。眺5

在这些迁徙至凤阳的移民中，文人移民备受历

史的注目，他们中甚至有数位是当时名震江浙乃至

全国的文人。翻开《明史》，我们可以看到大约有

15％的文苑人物曾在凤阳“谪居”、“徙居”过。这些满

腹经纶的文人们大多留下过诗集．很多人曾在政府

或者家乡的重要文化部门任职。其中如苏伯衡曾在

洪武三年任翰林院编修。吴伯宗曾任国子学教谕、

翰林院检讨，张宣曾任翰林院编修。他们中还有不

少人在书院担任过山长。如蓝仁曾任武夷书院山

长。唐肃曾任杭州黄冈书院山长。这批文人代表着

当时中国最先进、最发达的江南文化，但是他们来

到凤阳之后却没有被当地的土著所接受，反而被偏

见的政治、愚昧无知的地方观念彻底扼杀了。在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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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士著入的眼中，他们并不是什么文豪，而不过是

皇帝发配到这接受改造的对象而已。

移民中的文入，即使背并离乡、生活困苦，而他

们读书、藏书、写作及对文化的嗜好却依旧如故。贝

琼曾在文集中载：天台人李廷铉。谪居颍上，“读书

一室中，泰然自足。”悯卷24芦轩记郑真在其文集中也记

载到：松江夏士良在被谪居凤阳后，依旧耕读不息。

“士良累世诗书，所守所养。一归于正。谪处不异家

居。向在富贵不知其为富贵也；今在贫贱，亦不知其

贫贱也”，“(士良)耕田饭牛，温饱仅足。暇日，取古

金石遗文阅之，实与世相忘者焉。”忉卷9东搁草堂记类似

这种记载在史书中还有很多。从这些记载中。我们

可见当时这些谪居凤阳的文人们热爱文化、风雅相

尚的景象。但是，当这些文人受到了政治的歧视，受

到了愚昧无知的攻击和嘲弄，他们代表的文化也就

失去了社会的承认和生命力。移民文化与凤阳当地

土著文化的冲突表现在教育上。就是凤阳当地的教

育水平和文化水平并未因为有了先进文化的进入

而得到提高。那些曾担任过书院山长的文人们未在

凤阳建设一所书院，甚至没有过小规模的讲学活

动。不仅如此。中都国子监在凤阳也办得很不成功，

以致朱元璋不得不在洪武二十六年将它撤销。并入

南京的国子监。凤阳当地人没有享用到移民文入带

来的文化盛宴。失去了发展本地教育文化的一个绝

好的机遇。

3．宗族组织的不发达

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对明代黄淮一带因

移民而形成的当地风俗，曾有如下纪载：“郡邑无二

百年耆旧之家，除缙绅巨室外，民间俱不立祠堂，不

置宗谱。”I啪3江北四省此风俗虽特指黄淮一带，但凤阳

地区与此大同小异。凤阳人鲜修家谱，不仅是当地

移民．而且连明初开国功臣的家中亦少有家谱。笔

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虽多方寻找，但几乎查阅

不到凤阳府的宗谱或者家谱。国有史、邑有志、族有

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凤阳一地

不续家谱、不立祠堂之风俗，说明了该地宗族组织

的极不发达，同时也映衬了这里的区域文化十分落

后。宗族组织的不发达造成了凤阳一地几乎无望族

的出现。明代对于凤阳而言，最大的望族便是朱元

璋家族．其次是徐达、汤和等明代开国功臣的家族。

而明代。朱元璋的子孙全部离开了凤阳，在各自藩

国中生活，仅有高墙成为关押罪宗们的地点。那些

凤阳籍开国功臣们及其后裔也全部离开了凤阳，在

京城或全国各地为宫。留在凤阳的族人，多为远系

旁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地区望族的数量越

多。这一地的文化、教育也就越发达。而明代凤阳一

地宗族不发达，又无望族的支撑，直接影响到该地

文化的发展。

二、明代徽州府书院发展昌盛及其原因分析

(一)明代徽州府书院发展的昌盛

明代徽州的书院教育十分兴盛，有明一代共建

书院49所。【习从主创者的身份来看，可划分为官办

表2明代徽州府书院创办者身份(可考)阁

县别 书院名 创办者 创办时间

紫阳书院 太存张斧 正德问
北园书院 里儒凌庆四 明初建
枫林书院 来井 元太明初建

歙县 斗山书院 知府冯世雍 嘉靖十年建

崇正书院 知府冯世衷 嘉靖问

南山书院 待讲唐袅．鲰佐 喜靖问
天都书院 首生吴经邦 崇袖+六年建
心远椿 碗儒扬晕麓 明初建

柳溪书院 里人汪尚和 成化闻

率漳书院 里人程希隆 成化五年建
休宁县 新溪书院 里人来适 明初建

还古书院 知县祝世禄 万历二十年露

明善书院 翟人昙琳盘 万历车间

海阳书院 知县王佐 豢辅八年建
袁歼书院 里人谢熙和 明初建

窒山书院 里人程景华 明初建

李源书院 里人奉汛 弘治间
祁门县

东山书院 知县洪晰 正德束

少漳书院 进士郑继诚 喜j夤问

石龙精舍 知县钱同文 嘉靖中

翳县 碧阳书院 知县谢廷杰 嘉立青四十二年建

譬阳书院 里人程儒 弘治初

龙峰书院 里人胡德裕 洪武九年建
绩溪县 颍滨书院 知县赵春 喜靖间

谈如书院 状元陡干基 豢袖问
鹿草书馆 知县陈喜筻 万历四年建

袁湖精合 巡抚欧阳公 毒请问

福山书院 湛若水门人 喜靖问

虹东精会 知县张桶 喜靖四十二年建

合州知州金世儒
中心精舍 嘉靖间

归里建

紫阳书院 知县曾·忭 嘉靖九年建
婺源县

世贤书院 都御史游震得 嘉靖间

尊罗书院 里人游震得兄弟 嘉靖同

明德书院 尚书余懋衡 明末

山雾书院 正学方罐 明中叶

正经堂 尚书汪应蛟 明末

和民办两种类型。与明代凤阳地区书院的主创者相

比而言，徽州书院的一大特色即绝大多数书院都是

民办书院。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宗法制度最为

强固的地区之一，民办的书院主要是为宗族服务。

此外，明代徽州书院另～个极为显著的特点即是讲

会盛行。明朝中叶以来，这个“封闭”的山谷崎岖之

地已是当时讲会盛行的地域之一。在晚明已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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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书院讲会的网络。

(--)明代徽州府书院发展昌盛的原因分析

1．徽商为徽州书院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

经济是学校教育、同时也是书院教育存在和发

展的基础，离开了经济的支持，学校教育的发展只

能是空中楼阁。明代书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途

径：政府拨款、官绅捐助和自身经营。但是。徽州一

地与全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其书院经费基本上来源

于徽商资助。明中叶后，徽州以“商贾之乡”而“富甲

天下”，经商所积累的巨额财富为该地区书院的发

展提供了“酵母”。 ’、

徽商在步入商海之前，大都接受过正规的传统

文化教育，是一批具有较高儒学素养的商人。他们

虽因生存所迫不得不弃儒服贾、经商谋利，但经商

谋利并非是徽商的最高价值追求。徽商的重要特色

是“贾而好儒”，经商只是解决经济基础的一种手

段。用经商所得之厚利让子孙业儒入仕、显亲扬名

才是徽商的终极关怀。嘲讲u5

正因为徽商的终极关怀是让子孙习儒业、入仕

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经商致富后，他们对家乡教

育事业的资助可谓竭尽全力、慷慨不吝。正如有学

者所指出的，明中期以后，“徽州的书院、馆塾之

类的学习场所，大多是由商人或官绅倡修，由商

人捐资兴建的。叫加l如明弘治间祁门商人李汛建李

源书院．并割田20亩人书院“以助族子弟能读书

者”-111】卷n学饺志明万历间休宁商人吴继良“构义屋

数百楹，买义田百亩”建明善书院；【，辅·5人物表明后期

黟县商入黄志廉率族重建黄村集成书院【-3倦7人物志等

等。可以说，没有徽商便没有发达的徽州书院，更没

有那斑斓璀璨的徽州书院文化。

2．宗族为徽州书院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11q这些聚族而居

的大姓。皆有千年不紊之谱系，有宏伟壮丽之祠堂，

有完备翔实的宗族家法，有严格规定的尊卑秩序，

有族田族产作为宗族公共事务和赡贫济穷之资。因

此，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宗族制度最为强固的

地区之一，并“堪称为正统宗族制度传承的典型”。[Lq

徽外I宗族大多来源于中原的显宦之第或儒学

世家，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他们深知，宗族要

发展壮大、强盛不衰．要想在社会上享有威望。光靠

经济的力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确立宗族在政治

上和学术上的地位，所谓“族之有仕进，犹人之有衣

冠，身之有眉目也”，【1田眷s等等，即是指此。而要确立

宗族的政治和学术地位，保持科名不绝，只有通过

发展儒学教育才能实现，正如光绪《绩溪东关冯氏

宗谱》卷上《冯氏家训十条》中“兴文教”一条所言：

“一族之中，文教大兴，便是兴旺气象。古来经济文

章无不从读书中出。草野有英才，即以储异日从政

服官之选，其足以为前入光、遗后入休者”。

所以，徽州的强宗巨族都有强烈的教育追求．

许多宗族都将创设教育机构。“悉力扶植”族内子弟

业儒，注意挑选那些所谓“器宇不凡”的族内子弟着

力加以培养作为宗族内的重大事务，并将其作为宗

族规范书之于族规家训之中．张贴于橱堂祖屋之

上，让其子孙时刻谨记、世世遵守。1911拍加明中叶后，

徽州的书院十分兴盛，而这些书院大部分都是由宗

族主持创办的、由宗族来组织管理的。如：休宁的率

溪书院是率溪程氏于明弘治五年创设的；休宁的明

善书院是商山吴氏于明万历间兴建的；婺源的明经

书院是考川胡氏于元初创立的，元末“火于兵”，到

明成化和万历间族人分别重建、重修。雕蝴“建立一

个向士入社会开放的书院．是一个家庭提高自身声

望．表明其对于地方精英身份诉求的一种方式。它

是一种文化与社会资本的投资。以财产来交换地

位。”唧美国学者琳达·沃而顿(Walton LindaA．)在研

究南宋书院与社会关系时所作的论述也可视为明

清徽州宗族积极创办书院的心理写照。

3．。心学“的流布为徽州书院发展提供了崭新的

学术资源

书院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学术活动结下了不解

之缘。明中叶，陈献章远承陆学余绪，提出“君子一

心，万理完具”、“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思想，

反对朱子的“格物穷理”之学。这标志着明初朱学统

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pSlT。$一献

章而后．明代心学分为“王、湛两家”：王守仁‘‘宗旨

致良知”：湛若水“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心学兴起

后，特别是王守仁“致良知”学说的出现，迅速传播

全国．“学其学者遍天下"1191卷I答恽仲升论划子节叠，以致“嘉

(靖)、隆(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
人矣”嘲卷280心学遂取代程朱理学而成为明中届期

占全国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潮。

心学兴起后，随即影响到徽州地区，明嘉靖以

后，徽州这个程朱理学的故乡，也成了心学肆意流

布的地域。为了攻破徽州这个固守程朱理学的顽固

堡垒，一方面是信奉心学的徽州士子和官绅纷纷在

徽州创办书院，如信奉甘泉之学的徽外I知府冯世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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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嘉靖间创建歙县斗山书院和崇正书院、信奉阳明

之学的休宁知县祝世禄于万历年间倡建休宁县还

古书院、信奉阳明之学的徽州知府留志淑与祁门知

县洪晰于正德末年创建祁门县东山书院、湛若水门

人于嘉靖间兴建婺源县福山书院等等；另一方面则

是心学家们鱼贯前往徽州主讲席、兴讲会，扩大心

学在徽州的影响。雍正《紫阳书院志》卷18载：“嘉

靖丁酉(十六年，1537年)，甘泉湛先生主教于斗山，

庚戌(二十九年，1550年)东廓邹先生联会于三院；

厥后，心斋王、绪山钱、龙溪王、师泉刘诸先生递主

齐盟，或主教于歙(县)斗山，或缔盟于休(宁县)天

泉、还吉，或振铎婺(源县)福山、虹东，以及祁(门

县)东山、黟中天诸书院。”正因为如此，才有天启间

阉党张讷的“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

中、徽州”POl卷3营建志‘学校之说。所以说，心学的传播是

促进明中后期徽州书院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书院的发展与

区域文化、教育传统、社会经济、宗族力量等方面存

在强烈的互动关系。文中详细分析了明代安徽两府

书院发展的不同特色及形成原因，以期作为明代安

徽书院研究中南北比较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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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Ming Dynasty，both Fengyang and Huizhou enjoyed some specialty．As the hometown

of the emperor,the former was in the political front．while the latter held sway in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education in these two places displayed their distinctive features，typically embodied by the academy

instruction．Based on the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two academies，this article aims at revealing the compre—

hensive interaction among muhi-factors including politics，economy，culture 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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