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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在参知政事任上
,

于宋

仁宗庆历四年 ( 1 0 4 4 )
,

曾

为首发起了北宋时期的第

一次兴学运动
。

这两次的

时间虽不长
,

但在我国教

育事业上影响却很大
。

有

的志书称其为
“
书院之设

,

始于宋范文正公
”

( 《河南

通志
·

侯方域重修书院碑

记 )))
。

这个
“
书院

”
是指

的全国性的书院
,

还是指

的应天书院
,

很难判明
,

但

就以应天而论
,

它也是我
范仲淹

,

既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
,

又是我

国书院教育的开拓者
。

然而
,

在学术界只注重

了他的政治思想的研究
,

对他的教育思想却有

所忽视
,

很难找到有专题论述他的教育思想的

文章
。

但是
,

我们单 从有关仲淹掌教应天书院

的材料及其在教育上的主张看
,

他的教育思想

也是极为丰富的
。

他不仅开拓了中国的书院教

育
,

而且对北宋官学的兴办
,

也作出了杰出的

贡献
。

因此
,

试作此文
,

以期对中国的传统教

育有所借鉴
。

一
、

范氏的教育生涯与师品

范仲淹 ( 9 8 9

—
1 0 5 3)

,

字希文
,

其先居

邺州
,

后徙江南道
,

遂为苏州昊县人
。

据 《年

谱 》 记载
:

范氏生于宋太宗赵光义端拱二年 己

丑
。

二岁失去父亲范墉
,

母谢氏
,

贫无所依
,

再

嫁淄州长山朱文翰
。

仲淹亦从朱姓
,

改名说
。

举

进士第后才还姓
,

更其名
。

累官知州
、

参知政
一

事
,

最后以户部侍郎知青州
,

充淄潍等州安抚

使
。

宋皇佑四年壬辰春徙知颖州
,

夏五月二十

日至徐州病逝
,

享年六十四 岁
。

赠兵部尚书
,

溢

文正
,

累赠太师中书令兼 尚书令
。

追封楚国公
,

并救赐西京褒贤显忠禅寺
、

苏州天平山白云禅

寺
,

奉其香火
,

赐忠烈庙额
。

范氏的一生
,

主要是从政从军
,

在从政中

过问教育
,

具体从事教育工作的时间很短暂
。

他

只在天圣五年丁卯 ( 1 0 2 7 )
,

丁母忧居南都时
,

应知府晏殊之请
,

掌教河南应天书院凡三载
。

除

国北宋时代最早建立的
“

四大书院
”
之一

,

与

篙阳
、

白鹿洞
、

岳麓三书院齐名
。

庆历兴学是

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

北宋开国后
,

由于

多年战乱
,

学校教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

库序

不修
,

知识分子多侥幸奔竞于科举场中
,

无心

问学
,

造成了人才匾乏
。

庆历兴学后
,

教育形

势大为改观
。 “
其明年 (庆历四年 ) 三月

,

遂诏

天下皆立学
,

置学官之员
,

然后海隅缴寒四方

万里 之外
,

莫不 皆有 学
” ,

真 可谓
“

盛矣尸

( 《欧阳文忠公集 》 卷 39) 《山堂肄业考 》 甚至

说
: “
至庆历以后

,

州郡不置学者鲜矣
. ”

这显

然是范氏在教育事业上立下的奇勋
。

范 氏的官品和师品都相 当好
。

全祖 望在

《高平学案序录 》 中称其为
: “
高平一生

,

粹然

无疵
,

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
,

尤为有功
。 ”

在

他一生的仕宦生涯中
,

曾接二连三地上书议论

时政
,

特别是勇斥权相 吕夷 简任人唯私
,

上

《百官图》
,

指名道姓地批评居官者谁为当
,

谁

为不当
,

力图澄清吏治
,

不愧是被人尊称为
“
龙图老子

”

的鲡直清官
; 他守边多年

,

选用良

将
,

爱护士卒
,

招抚流亡
,

增设城堡
,

联络诸

羌
,

深为西夏畏惮
,

传言
“

小范老子胸中有数

万 甲兵
” ,

相约不敢来犯
,

堪称一位杰出的军事

统帅
; 在政治上

,

他力主革新
,

提出了十大改

革主张
,

主持了庆历新政
,

虽为勋贵旧 臣
、

滥

官污吏所阻而失败
,

但终究不失为赵宋王朝第

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
;
在教育上

,

他
“
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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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六经 》
,

尤长于 《易 》
,

学者多从质间
,

为

执经讲解无所倦
,

并推其傣以食四方游士
,

士

多出其门下
。

尝 自诵其志曰
: `

先天下之忧而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
。 ’
感论国事

,

时至泣下
。

一时

士大夫矫厉尚风节
,

自先生倡之
。 ”

( 《宋元学

采
·

高平学案 )})

二
、

掌应天书院与庆历兴学

应天书院 (应天府书院 )
,

又称唯阳书院
、

南京书院或范文正公书院
。

位于河南省商邱县
,

因院址属应天府治 (宋初升宋州为应天府 )
,

故

以为名
。

商邱秦置唯阳县
,

故又称唯阳书院
,

原

址在旧城州治东
。

它的前身为
“

戚同文学舍
” 。

其沿革在范氏 《南京书院题名记 》 中叙述得很

清楚
: “

皇宋辟天下
,

建太平
,

功揭 日月
,

泽注

河汉
,

金革尘积
,

绞诵风布
。

乃有唯阳先生赠

辛I
J

部侍郊戚公同文
,

以责于邱园
,

教育为乐
。

门

弟子 由文行而进者
,

自故兵部侍郎许公壤而下
,

凡若干人
。

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维
,

枢密直学

士纶
.

并纯文浩学
,

世济其美
,

清德素行
,

贵

而能贫
。

祥符中
,

乡人曹氏
,

请以钱三百万
,

建

学于先生之庐
,

学士之子殿中垂舜宾
,

时在私

庭
,

稗斡其裕
。

故太原奉常博士续
,

时举贤良
,

始掌其教
,

故清河职方员外郎吉甫
,

时以管记
,

以领其纲
,

学士画一而上
。

真宗皇帝为之嘉叹
,

面可其奏
。

今端明殿学士盛公侍郎度
,

文其记 ;

前参预政事陈公侍郎尧佐
,

题其榜
。

由是风乎

四方
.

士也如狂
,

望兮梁园
,

归钦鲁堂
。

章甫

如星
,

缝掖如云
。

讲议乎经
,

咏思乎文
。 ”
书院

的首倡者戚同文
,

何许人 ? 据 《宋元学案
·

高

平学案 》 载
: “
戚同文

,

字同文
.

宋之楚丘人
。

世为儒
。

幼孤
,

祖母携育于外氏
,

奉养以孝闻
。

祖母卒
,

昼夜哀号
,

不食数 日
,

乡里为之感动
。

始
,

闻 邑人杨憋教授生徒
,

日过其学舍
,

因授

《礼记 》
,

随即成诵
,

日讽一卷
。

憋异而留之
,

不

终 岁
,

毕诵 《五经 》
,

憋即妻以女弟
。

自是弥盖

勤励读书
,

累年不解带
。

时晋末丧乱
,

绝意禄

仕
。

且思见混一
,

遂以
`

同文
’
为名字

。

憋尝

勉之仕
,

先生曰
: `

长者不仕
,

同文亦不仕
。 ’

息

依将军赵直家
,

遇疾不起
,

以家事托先生
,

即

为葬三世数丧
。

直复厚加礼待
。

为筑室聚徒
,

请

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
,

登第者五十六人
,

宗度
、

许嚷
、

陈象舆
、

高象先
、

郭成范
、

王砺
、

滕涉
,

皆践台阁
,

而高平范文正公亦 由之出
。 ”

大中祥符三年至七年 ( 1 0 1 0

—
1 0 1 4 )

,

仲

淹曾在此求学
,

这是
“
学舍

”
的全盛时期

。

他

先居于醋泉寺僧舍读书
, “

日作粥一器
,

分为四

块
,

断霏数茎
。

入少盐以陷之
,

如此者三年
” ,

继则
“

处南都学舍
,

昼夜苦学五年
,

未尝解衣

就枕
,

夜或昏怠
,

辄以水沃面
,

往往擅粥不充
,

日晨始食
。 ”

在求学期间
,

他胸怀大志
,

常以颜

子
、

凤鸟
、

青松自比
,

并作 《唯阳学舍书怀 》 诗

一首云
: “

白云无赖帝乡遥
,

汉苑谁人奏洞箫
。

多难未应歌凤鸟
,

薄才犹可赋鹤鹤
。

瓢思颜子

心还乐
,

琴遇钟郎恨亦消
。

但使斯文夭未丧
,

润

松何必怨山苗
。 ”
在仲淹掌教应天书院期间

,

由

于他博学多才
,

办学有方
, “

训督学者
,

皆有法

度
,

勤劳恭谨
,

以身先之
,

由是四方从学者
,

辐

揍其后
,

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

也
。 ”
晏殊对他在书院的评价是

: “

大理寺承范

仲淹
,

为学精勤
,

属文典雅
,

略分吏局
,

亦著

清声… …昨因服制
,

退外唯阳
,

日于府学之中
,

观书肄业
,

敦劝徒众
,

讲 习艺文
,

不出户庭
。

独

守贫 素
,

儒者 之 行
,

实 有可 称
。 ”

夭圣 六 年

( 1 02 9 )
,

服除
.

仲淹赴任秘阁校理
,

他对书院

非常留念
,

感叹地赋诗说
: “

霜露丘园不忍违
,

三年 日月速如飞
。

金门乍入应垂泪
,

因挂朝衣

忆彩衣
。 ”
此后

,

他对书院仍很关心
.

数次推荐

王株
、

张向等人
,

到应天讲学
,

还做了 《南京

书院题名记 》 一文
,

追述了应天书院的历史发

展
。

景佑三年 (1 0 3 5)
,

朝廷将书院改为府学
,

给田十顷
。

后世为了表彰和纪念范氏办院的功

绩
,

便在府学之东另筑了
“

宋范文正公讲院
” ,

或称
“

范 文 正 公 书 院
” 。

宋 钦 宗 靖 康 元年

(1 12 6)
,

金兵南侵
,

开封沦陷
,

书院遂随之被

毁
。

因书院存在的时间不长
,

在宋代约七
、

八

十年的历史
,

且屡经兵赘和水淹
,

遗物已荡然

无存
。

然而它在中国书院史上的影响是不可磨

灭的
,

这与范氏在此求学和掌教有密切关系
。

仲淹是一贯重视教育
,

热心办学的
。

在他

掌教 应天书 院时
,

就 曾
“

数 言兴学校
,

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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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

( 《宋史
·

选举志 》 )
,

并写了一份洋洋万言

的 《上执政书 》
,

其中就提到了
“

遴选举
”
和

“

敦教育
”
两项建议

。

他说
: “

慎选举之方
,

则

政无虚授
,

敦教育之道
,

则代不乏人
。 ”

庆历三

年七月
,

任参知政事时
,

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政

治
、

兴学育材的主张
,

得到了仁宗的赞赏
,

并

取得了韩琦
、

宋祁
、

欧阳修
、

蔡襄
、

王素等重

臣的支持
,

同年九月
,

仁宗召大臣在天章阁议

事
,

他乘机条奏十项改革案
:

明黝险
、

抑侥幸
、

精贡举
、

择官长
、

均公 田
、

厚农桑
、

修武备
、

减

摇役
、

覃思臣
、

重命令
。

其中抑侥幸
、

精贡举
,

就是针对改革科举
、

大力兴学来的
。

仁宗将此

奏交近臣讨论
,

博得了宋祁等大臣的热烈赞同
,

并奏称
: “
臣等参考众说

,

择其便于今者
,

莫若

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
,

则学者修饰焉
,

先

策论
,

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 ; 简程式
,

则宏

博者得以驰骋矣
; 向大义

,

则抱经者不专于记

诵矣
。 ”

( 《文献通考 》 卷 3 1) 最后由欧阳修起

草了 《颁贡举条制救 》
,

经仁宗批准实行
,

由此

掀起了北宋第一次兴学高潮
。

这次兴学
,

主要

内容有二
:

一是州县立学
,

并改进太学及国子

学
,

规定应科举者须受相当时间的学校教育
;
二

是改革科举
,

规定科举考试先策
、

次论次诗赋
,

罢帖经
、

墨义
,

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
,

试十道
。

其具体措施为诸路府州军皆立学
,

县有士子二

百人许立学
,
教官选本道宿学硕儒充任

; 士子

须在学三百 日方得应举
。

兴学的结果
,

太学
、

国

子学进行了整顿扩充
,

地方兴学的积极性大为

高涨
。

范氏在 《邺州学记 》 和 《饶州新建州学

记 》 就详细地记载了地方兴学 的实况
, `

其材出

于诸生备矣
” 。

特别是他在庆历兴学前
,

知苏州

时
,

奏请朝廷批准
,

聘请硕儒胡缓为苏州郡学

教授
,

并把自己两个儿子纯佑
、

纯仁送往郡学

读书
,

拜胡缓为师
,

远近学子慕名来学者甚多
。

胡缓为苏州郡学拟定了严密的学规
,

以丰富的

呐 容
,

新颖的方法教 授学生
,

后称
“

苏湖教

法
” ,

使苏州郡学成为当时各地学校的楷模
。

这

也为他后来提倡兴学运动
,

打下了坚实的思想

基础
。

三
、

范氏的教育思想及方法

范氏的教育思想
,

主要反映在他的 《上执

政书 》
、

《上时相议制举书 》
、

《邺州学记 》
、

《饶

州新建州学记 》 和 《南京书院题名记》 等文章

中
。

总括起来
,

一个总的指导思想是
“
以天下

为己任
”
而办教育

,

培养人才
。

他在应天书院

掌教期间
,

无论在教学 内容
、

教学方法上都进

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

总结了一套 自己的教育理

论和教学方法
。

在教育这条战线上
,

他清醒地

看到了教育是封建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是其行
“
王道

” 、

施
“
仁政

” 、

明
“

教化
”
的工

具
,

是为巩固封建制度和昌盛封建文化服务的
。

因此
,

他的教育 目的论很明确
,

就是为封建社

会
“
长养人材

,

材不乏而天下治
,

天下治而王

室安
,

斯明著之效矣
” 。

他认为
“
国家之患

,

莫

大于乏人
” 。

意思是人才的培养很重要
,

关系到

国家存亡与王室的安危
。

至于人才的标准是什

么? 他认为培养出来的人
.

要能
“
服礼乐之文

,

游名教之地
,

精治人之术
,

蕴致君之方
。

然后

命之以官
,

授之以政
” ,

使他们都具有一种本领
,

“
列于朝

,

则有制礼作乐之盛
;
布于外

,

则有遗

风易俗之善
” 。

只有培养这样的人才
, “
国家以

之富盛
,

基业由是绵昌
” 。

为了落实他提出的教育目的
,

培养合乎规

格的人才
,

在教学内容上也有他的安排
,

这就

是以 《六经 》 作为基本教材
。

他说
: “

夫善国者
,

莫先育材
,

育材之方
,

莫先劝学
,

劝学之道
,

莫

尚宗经
。

宗经则道大
,

道大 则才大
。

盖圣人法

度之言存乎 《书 》
,

安危之机存乎 《易 》
,

得失

之鉴存乎 《诗 》
,

是非之辨存乎 《春秋 》
,

天下

之制存乎 《礼 》
,

万物之情存乎 《乐 》
。

故俊哲

之人
,

入乎 《六经 》
,

则能服法度之言
,

察安危

之机
.

陈得失之鉴
,

析是非之辨
,

明天下之制
,

尽万物之情
,

使私人之徒
,

复何求哉 ! 至于扣

诸子
,

猎群史
,

所以观异同
,

质成败
,

非求道

于斯也
。

弩学习 《六经 》
,

要抓住哪些要领呢 ? 他

认为必须
“

通 《易 》 之神明
,

得 《诗 》 之风化
,

洞察 《春秋 》 褒贬之法
,

达 《礼 》 《乐 》 制作之

情
” ,

只有如此
,

才能做到
“

善言二帝三王之书
,

博涉九流百家之说
” 。

只有这样的人才
,

于国家

才有希望
。

他认为当时宋王朝之所以
“
文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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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
,

师道欠缺
” ,

其主要原因是
“
为学者不根乎

经籍
” ,

就是不以 《六经 》 为教学的根本
, “

从

政者罕议乎教化
” ,

就是很少研究教育问题
,

以

致弄成
“

文章柔靡
,

风俗巧伪
,

选用之际
,

常

患才难
”
的局面

。

并且他还进一步总结前代经

验来说明
“

宗经
”

的重要性
。

他说
: “

某闻前代

盛衰
,

与文消息
,

观虞夏之纯
,

则可见王道之

正
,

观南朝之丽
,

则知国风之衰
。

惟圣人质文

明相救
,

变而无穷
,

前代之季
,

不能 自救
,

则

有来者
,

起而救之
” 。

最后他总结说
: “

如能命

试之际
,

先之以 《六经 》
,

次之以正史
,

赅之以

方略
,

济之以时务
,

使天下贤俊
,

翁然修经济

之业
,

以教化为心
,

趋圣人之门
,

成王佐之器
。

十数年间
,

异人杰出
,

必穆穆于王庭矣
。 ”

在教学方法上
,

范氏也有较为完整的一套
。

一是传经有重 点
,

突 出 《易 》 学
,

重视 《春

秋 》
,

传经先问 《易 》
。

他说
: “
圣人作 《易 》 之

大旨
,

在于设卦观象
,

尽变化之道
,

通幽明之

故
,

尽事物之情
。 ”
只有学通了 《易 》

,

才能了

解天地万物
、

阴阳变化的道理
,

他认为 《春

秋 》 是孔子褒善贬恶
,

立百世不易之大法的经

典著作
,

也不可忽视
; 二是提倡独立思考

,

让

学生以自学为主
,

博览群书
,

通晓大义
,

教师

只注重启发诱导
,

经常向学生提问
,

答错了的

则
`

罚之
” ; 三是制订严格的管理制度

, “

诸生

读书
,

寝食 皆立时刻
” ,

教师要常入学生斋舍
,

督促检查
,

遇有违犯者则
“
洁之

” 。

《记闻 》 中

说仲淹
“

往往潜至斋舍询之
,

见先寝者
,

洁之
,

其人亦妄对
,

则取书问之
。

其人不能对
,

乃罚

之
” ; 四是教师以身作则

,

做学生的榜样
, “
出

题使诸生作赋
,

必先自为之
,

欲知其难易及所

当用意
,

亦使学者准以为法
” 。

四
、

范氏的艺文教学与成就

艺文是古代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艺文包

括诗文词赋音乐书法等方面
。

诗文又是参加科

举考试的必修课程
。

在庆历兴学中
,

就规定了

科举考试先策
、

次论
、

次诗赋
。

范氏长于诗文

教学
,

总是带头写示范诗文
,

把文题自己先作

一遍
。

他在古文和诗赋方面是很有工力的
,

在

《范文正公集 》 二十卷中
,

诗赋二百六十八
,

文

章一百六十五
。

苏轼为其作 《序 》
,

其中对诗文
,

的评价是
: “

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
,

盖如饥揭

之于饮食
,

欲须史忘而不可得
。

如火之热
,

如

水之湿
,

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
,

虽弄翰戏语
,

率然而作
,

必归于此
。

故天下信其诚
,

争师尊

之
。 ”

由此可见
,

他的诗文词赋
,

富于政治和伦

理纲常的内容
,

为社会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现

实感相当强
,

正所谓
“

作文章尤以传道为任
”

《晃公武读书志 》 )
,

如他在应天书院写的 《上执

政书 》
,

就是一篇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政论文
,

他披肝沥胆
,

慷慨陈词
,

洋洋万 言
,

都饱含了

爱国爱民的炽热情感
,

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改革

意识
,

不仅时人读了热血沸腾
,

就是今人读了

也会为 之精神振 奋
。

又如最使人百读不厌 的

《岳阳楼记 》 一文
,

更是一篇生动的宣传正确人

生观的极好教材
。

此文批评了一般迁客骚人感

霭雨而悲
,

临春风而喜的患得患失情绪
,

探求

出
“
不 以物喜

,

不以 己 悲
”
的所谓

“
仁人之

心
” ,

堂堂正正地提出了
“

先天下之忧而忧
,

后

天下之乐而乐
”

的响亮口号
。

这充分表露了作

者博大坚贞的政治抱负和先忧后乐的人生理

想
。

这句 口号一经提出
,

便成了中华民族十分

宝贵的精神财富
,

激励着一代一代的志士仁人

为国为民而英勇奋斗
。

在艺文创作上
,

他虽然不以词赋知名
,

但

较早为宋词开辟新意境的他又算得一个
。

他流

传下来的词比赋更少
,

赋有 《明堂赋 》
、

《蒙以

养正赋 》
、

《用天下心为心赋 》 等十三篇
,

词只

有 《忆王孙
·

秋思 》
、

《苏幕遮
·

怀旧 》
、

《渔家

傲
·

秋思》 和 《御街行
·

秋 日怀旧 》 四首
。

但

这四首词大都即景抒怀
,

表现了开阔而深沉的

意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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