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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家族与湖州长春书院考略

陆建伟
(湖州师范学院 政经系

,

浙江 湖州 3 13侧刃

摘 要
:
朱子家族与湖州的关系源远流长

,

其先人及后 裔在湖州 留下 了许多故迹和遗 址
,

其中长春书院既是

朱 氏在湖州的宗庙
,

也是朱熹亲自题额的少数几个书院之一
。

对长春书院的考略
,

不仅有助于对湖州历史文化的

进一步认识
,

而且也必将推动朱子学研究的深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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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

我国书院的建置可以追溯到唐代
,

到 了南宋时
,

书院发展 到了全盛时期
。

据统计
,

南宋约有 书院 1 36

所 (一说 150 所 )
,

其中浙江就有 34 所
,

居 全国第二位
。

当时许多著名学者都曾到浙江的书院讲学
、

游历
,

或创办或主持或传授学术
。

其中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 ( 1 13 0 一 12 0 0) 与浙江的书院关系非常密切
,

朱熹 曾

到过江 山的逸平书院
,

绪云 的独峰书院
、

美化书院
,

开化的包山书院
,

临海的樊川书院
,

平阳的会文书院
,

上

虞的月林书院等处
。

在浙江的书院中
,

既是朱子家族宗庙 又是朱子亲 自题额的
,

只有湖州的长春书院
,

而

目前关于朱子和书院的研究中却很少提及
,

既使提及也由于材料的局 限而语焉不祥
。 ①有鉴于此

,

笔者依

据新近发现的有关朱氏家谱中的记载
,

对 长春书院的历史沿革作一番梳理
,

以期 引起朱子学研究专家的重

视
。

一
、

长春书院 的历 史沿 革

目前关于湖州长春书院的记载
,

最详细 的是清光绪丁丑年 ( 187 7) 增修的 《竹溪朱氏族谱 》 (思成堂藏

板 )中所引的明朝唐枢 的《重修长春书院记 》
: “

归安竹溪
,

去城三十里
,

溪水清远
。

宋绍兴间
,

通问副使直秘

阁朱公 流寓居此
,

公为考亭朱子从祖
。

朱子 自浙东来访士大夫
,

从游讲学
,

因建书院
,

以世居婆源黄墩之长

春乡
,

颜日 长春
,

亦犹庐 山之有镰溪
,

不忘所 自也
。

厥后朱子之孙潜任乌程令
,

增设斋宇
。

岁久倾纪
,

再修

于其后人松泉
,

复修于爱兰
。

今年春予友双桥昆季又重修之
,

而令予为之记
。

考书院之设
,

由宋迄今 日以

浸广
,

然宋以明道讲学
,

而近世则惟逐声誉
,

立异同
,

弄笔墨而徽利达而已
,

独朱 氏长春书院犹能奉前人之

家法规矩
,

而姐豆之
。

虽其乡邻族党有遗风焉
,

盖书院则一
,

而源流之异
,

如此则先贤之泽长矣
。

双桥昆季

忠孝友睦
,

克继其世
,

其鸡工龙材手足 为瘁
,

观其事足以知其志矣
。

嘉靖壬子仲秋赐进士出身刑部主政唐

枢拜记
。 ”

(句读为引者所加
,

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
,

均引 自《竹溪朱 氏族谱 》 )唐枢 ( 14 98 一 巧7 4 )
,

明嘉

靖五年进士
,

后 因弹幼李福达被滴
,

回湖州
。

明穆宗隆庆初
,

下旨复官
,

加秩尚书
,

在湖州南街有唐衙巷
,

与

朱熹后裔朱怀干 (双桥公 )同为刑部主事
。

从唐枢的记载中
,

我们可以大略了解长春书院的历史沿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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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竹溪谱《文公祠院总目》所列的 22所祠院中
,

就有专门记载长春书院的文字
: “

长春书院在浙江湖州

府归安县南三十里
,

宋绍兴中
,

文公从祖弃建
,

公仕浙来访
,

讲学于此
,

题其额 曰
`

长春书院
’ 。

宝佑年间
,

文

公曾孙潜任乌程令
,

修复故址
,

绘奉使公
、

文公两像
,

子孙世守
。

明正统 中
,

奉文查修
,

嘉靖重修
,

唐枢为

记
。 ”

清道光已酉 ( 18 25) 重修的《荻溪紫阳家乘》 (惠均堂板 )中的《文公祠院总录 》也录有长春书院
。

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

长春书院作为宅基始建于南宋
,

为朱氏七世孙朱弃所建
。

朱弃生年不祥
,

卒 于 11 44 年
,

从朱氏姿源始祖茶院公算起
,

为七世
,

为朱熹从祖
。

字少章
,

号观如居士
,

新安姿源人
。

弱冠

即人太学
,

靖康之难
,

家破国亡
,

南渡至淮
。

建炎初
,

宋高宗统哗扬州
,

商议遣使者人金
,

问安两宫
,

而当时

朝野士大夫无人敢去
,

朱弃遂奋身 自荐
,

诏借吉州团练使 (修武 郎 )
,

以太学生摧任通问副使赴金国
。

至金

国
,

见粘罕
,

邀说甚切
,

粘罕不听
,

反被拘留长达十七年
,

粘罕迫使朱井仕刘豫
,

朱弃守节不屈
。

后宋金和议

成
,

于绍兴十三年 ( 114 3) 始得归
,

授奉议郎
,

称奉使公
,

赐田吴兴
。

于是朱弃遂流寓于吴兴竹墩
,

建宅定居
。

11 料 年病逝
,

墓葬在杭州西湖智果院后
。

朱弃在文学上也有极高造诣
,

诗学李义山
,

著 有《聘游集 》
、

《曲淆

旧闻》
、

《风月堂诗话》等
。

从朱弃的生平来看
,

长春书院作为宅址
,

当建于公元 1 143
一 11 科 年间

,

朱弃流寓湖州之后
。

朱弃从孙朱熹 ( 1 130 一 12 00 )于淳熙年间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时
,

来湖州寻访先祖
,

在朱弃故址从游

讲学
,

因此建书院
。

以朱子家族世居婆源黄墩之长春乡
,

题额 曰
“

长春
” , “

此 书院
,

所 自防也
” 。

从朱熹的题

额中可以得出二个启示
: 一是据朱熹在《重修徽闽宗谱序 》中记载

,

朱熹先人世居徽州欺县黄墩的长春乡
,

因此朱熹题额长春书院
,

实际上等于承认 了湖州长春书院是朱子家族 的一个祠 堂 ;二是长春书院在朱弃

时
,

只不过是他的居住地
,

因为朱熹的到来
,

才真正建起 了书院
,

因此可以说长春书院不仅是朱熹亲 自题

额
、

讲学
,

而且也可以说是朱熹亲 自创建的书院中的一个
。

到了南宋后期
,

朱熹曾孙朱潜 ( 1 194 一 )于宋理宗宝枯年间 ( 12 53 一 12 5 8) 任乌程县令时
,

重修长春书

院故迹
,

并增设斋宇
,

子孙世守
,

用来供奉
、

祭祀朱弃
、

朱熹两像
。

朱潜 的曾孙万六公
,

原名埠
,

乌程志载讳万翁
,

宋末元初 自杭州迁居竹 墩
,

为湖州竹墩朱氏始迁祖
。

“

即院为祠
,

以奉祭祀
,

此朱氏家庙所 自名也
。 ”

长春书院到南宋末年万六公 时
,

已 成为湖州竹墩 朱氏的宗

庙
。

自宋元 以来
,

长春书院屡遭兵火
,

竹墩第四世朱子政 (号诚然公 )于明朝正统四年 ( 14 3 9) 在修纂谱煤的

同时
,

重修长春书院
。

明天顺初 ( 14 57 一 14 64 )
,

竹墩第五世朱景忠 (号松泉公 )又重新修缮
,

并且扩基增制
,

规模大大超过以

前
, “

列祖木主之附院
,

实始于此
” 。

松泉公还详细制定 了祭祀 的规则
。

明成化三年 ( 14 6 7 )
,

因书院一度毁于火灾而又长久未葺
,

造成庙像塌纪
,

竹墩第六世朱璃 (号爱兰公 )

又一次重修
。

时隔未久
,

竹墩第八世颐澹公 ( 14 52 一 巧 09 )再次
“

缮修家庙
、

严时祭也
” 。

长春书院最全盛的时期
,

当在明嘉靖年间
。

竹墩第九世双桥公 ( 14 91 一 巧 60 )
,

讳怀干
,

字守正
,

别号双

桥
,

嘉靖十一年进士
,

授刑部四川司主事
,

因议皇亲 张延龄而人狱
,

滴泰州 同知
,

后任扬州太 守
。

朱怀干为

官清廉
,

后因不纳贿赂
,

而再遭至诬陷下狱
,

又滴韶州同知
,

思州知府
。

复以直件监司归湖
。

于明嘉靖壬子

年 ( 15 52 )重修长春书院
,

并建朱文公专祠
。

朱怀干在重修长春书院后
,

还详细记载了长春书院的始末
: “

嘉

靖二十五年
,

余宦游于楚
,

兄相弟策
,

理家经费之外
,

以其余货复之
。

余欲族人知祠院之本末
,

与祖宗作法

之意
,

而又喜吾兄弟之不坠前业也
,

因为之记
。 ”

唐枢也专门为此作《重修长春书院记》
。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朱熹后裔朱心字 (号序斋公 )在长春书院曾讲席数十年
,

名噪一时
,

海内千里踵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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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睹序斋公为快
。 “

然门墙之峻
,

堂室之奥
,

譬犹泰山黄河
,

恶能测其高且深也哉
。 ”

据康熙翰林院编修吴

隆元称
,

朱心字著作等身
,

有 《四书衍注》
、

《居敬堂文集 》十卷
、

《程墨遗音》等
,

可说是经
、

史
、

子
、

集无所不

通
,

当时学者以家有其书为荣
。

清康熙四 十年 ( 17 01 )湖州知府陈一夔重修长春书院
,

相沿办学
。

长春书院到清乾隆前
,

已完全塌毁
。 17 44 年

,

朱秉 中 (号存斋公
,

进士
,

授礼部主事 )在京 邸顾念祖庙

祭田岁人不供
,

后称疾回到竹墩定居
。

其时
,

族弟朱秉荃在 目睹祖庙衰败
,

首先倡议重修家庙
。

遂独 自捐

银四百两
,

族兄朱星岩
、

朱映琼等朱 氏族人也合力捐资
,

并且延请太平山人孙望云 卜占
,

在竹墩第九世双桥

公故址重新建造
。

17 45 年冬开始创建
,

到 17 46 年秋新建朱氏家庙正式落成
。

100 多年后
,

重修后的长春书院彻底衰败
,

清同治《湖州府志 》称
“
长春 书院已废除

” 。

清光绪《归安县

志》 ( 18 82 年陆心源纂 )亦云 : “

长春书院
,

在县治西南竹墩村
,

宋朱弃建
,

明嘉靖间朱怀干重修后废
。 ”

二
、

长春书院 的 旧 制规模以及祭祀制度

长春书院虽历经沧桑
,

但在清朝前期仍赫然如故
。

长春书院坐落在归安县竹墩村
,

占地五亩七分二厘

一毫
。

最繁盛时期
,

祠宇总共四十间
,

东侧为禅智寺
,

西到义庄桥
,

南 面临河
,

北 面枕横街
,

规模崇深广炭
。

有正室四进
,

每进各五间
,

坐北朝南
。

第一进
,

因临河筑有水墙门
,

上 书有
“

朱氏家庙
”

四字
,

旁边 四 间租给

乡人居住 ;第二进
,

中间三间为正门
,

分别题有
“
长春书院

” 、 “

南国胭里
” 、 “

百世儒宗
”

等匾额
,

另二间为祭祀

器物贮藏室
。

在第二进的两侧分别为碑亭
、

井亭
。

第三进为景先 (成 )堂
,

中间供奉朱弃
、

朱熹两像及文曲

星
、

武曲星等像
,

族人在此祭祀
。

东西二间一分为二
,

前者为读书之所
,

后者存放祭器
。

第 四进为思成堂
,

供奉 自万六公 以下先祖灵位
。

旁二间与东西两厢两庞
,

为后裔及同里学者表思聚会的场所
。

此外还有府

厨一间
,

守祠者一间
,

以及供族中无力子弟延聘老师读书之房
。

此外
,

长春书院还有朱氏义 田
、

池塘 等
,

如此规模在当时书院和祠堂中
,

也属宏伟
。

如金华 吕祖谦的丽

泽书院
“

为屋才十余楹
,

外门五间
,

祠堂前轩各三间
。 ”

(《丽泽书院祠堂记》 )

清乾隆新建的朱氏家庙坐落在归安县东边坞村
,

占地一亩 四分九厘八毫
,

共三进
,

每进各三间
。

第一

进中为大门
,

旁二间
,

一间为完房
,

一间为贮藏室 ;第二进为
“

撑叙堂
” ,

仍为祭祀所用 ;第三进为
“
思成堂

” ,

堂前列九完
,

供始迁祖万六公及各分支先祖
,

比旧祠更加开阔
。

但总体规模 已大不如以前
。

长春书院的祭祀制度
:

长春书院作为湖州竹墩朱氏家族祠堂
,

到松泉公
,

创制了一整套 的祭祀规则
。

宗族祭祀
,

非常讲究
。

长春书院祠堂祭祖
,

主要是祭宗族祖先
。

竹墩朱氏以茶院公 为先祖
, “

报本追远
” ,

与赘源始祖 同宗
。

以奉

使公朱弃为初祖
,

以万六公为始迁祖
,

祭祠奉使公
、

文公和万六公
。

祭祀时间
:
春秋祭祀

,

春祭为
“

尝
” ,

秋祭为
“

羔
” 。

凡遇朔望
,

族 中长者率子弟齐聚在长春书院祭祀
,

申

明孝梯之义
、

耕读之法
。

至寅时 (夜里 3 时 一 5 时 )而人
,

尽辰而退
。 “

毋抚毋傲
,

必敬必诚
。 ”

也即每月 初

一
、

十五两 日祭拜祠堂
。

并由朱氏竹墩后裔八支派按时轮流祭祀
,

另外各支还另祭祀 自己祖庙
。

关于祭资规定
,

祠堂每年一祭
,

每祭发银六两
、

米三斗
。

三
、

长春书院在历 史上 的地位和影响

第一
、

长春书院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否认的
。

长春书院作为朱熹家族少数的几个祠堂之一
,

在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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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祠堂 中应 占有一席之地
。

据( 文公祠院总录》载
,

福建建安县朱子祠堂为朱垫所建
,

后宋理宗赐名为

“

文公书院
” ,

明朝永乐年间改建为祠
,

而长春书院早在宋末元初即为朱氏祠庙
。

姿源县朱子祠堂
,

宋淳佑

年间韩补所建
,

宋理宗赐额为紫阳书院
,

实际上也非朱氏所建
。

考亭 书院在建宁
,

文公在此筑室
,

宋理宗赐

额
。

湛庐书院在建宁松溪县
,

元末才改建为祠
。

南溪书院作为文公 出生地
,

所以早在宋理宗嘉熙初即已建

祠
。

浙江省
、
一

勺的如绍兴的稽山书院
,

尽管建有文公祠
,

但却不是朱氏家庙
。

从上文可以看出
,

长春书院是

朱子家族少数几个祠 堂之一
。

从朱熹题额的角度看
,

长春作为书院
,

应 当说始于朱熹
。 “

此书院
,

所 自防也
”

(朱怀干语 )
。

防者
,

始

也
。

更何况正如唐枢所说的
,

明嘉靖年间
,

各书院
“

惟遂声誉
,

立异同
,

弄笔墨而徽利达而已
,

独朱氏长春书

院犹能奉前人之家法规矩
,

而姐豆之
。 ”

实际上它的地位应与朱子亲 自创建的寒泉精舍 (云谷书院 )
、

武夷精

舍 (书院 )
、

考亭沧州精舍相等
。

第二
、

竹墩朱氏作为湖州望族
,

历来人材辈出
,

并且 自万六公始
,

与竹墩另一望族沈氏家族世为姻娅
。

沈摘溪即是朱家女婿
,

明崇祯工部尚书沈做价为朱氏外孙
。

因此对长春书院有关史料的挖掘整理
,

也可以

更好地推动湖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深人
。

第三
、

长春书院作为祠院
,

它同样具备了讲学
、

藏书和祭祀三大功能
,

可以说体制完备
。

清
·

查慎行曾

作 《竹溪书屋为又微声山侄赋三首》
,

其中一首云
: “

夕阳晨香共完
,

闻随清磐花南
,

居人尽识藏书处
,

碧醉苍

藤白石藩
。 ”

只不过由于 以下几个原因
,

它一直不如其它书院影响而已
。

一是它更多地是作为宗庙存在
,

既

然是宗庙
,

那么就不可能像其他书院那样广收门徒
,

二是湖州在宋以来毕竟没有形成如浙东学派那样 的学

术源流和氛围
,

再加上竹墩朱氏后裔大多在外游历
,

并且清贫寒苦 (各谱序 中曾多次提及 )
,

所以它后期 的

衰弱是不可避免的
。

但是不管怎样
,

长春书院作为朱子家族的祠院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

A n nI v e s it g a t i o n 玩 t o t h e Z h u X i F a m 妞y

a n d H uz h o u C h a n g e h un A e a d e m y o f C las s ica l L e a r iu n g

L U Ji a n 一 w e i

( D e p axt m e n t of oP l i ti e s a n d E e 0 0 0 m y
,

H u z h o u eT a e h e sr Co ll e g e ,

H u z ho u 3 130X()
,

Ch in a )

A bs tr a e t :
hT

e er l at io sn h i p b e t、 , e e n t h e Z h u X i af ha l y an d t h e e i t y of H u z ho u h a d a 10嗯 hi st o 叮
.

hT
e an e e st 昭

a n d ht e l a t e r g e n e讯 t i o n s h a v e left am衅 p l ac e s o f h i s t o d e s it e s i n H u z h o u , o n e of w h i e h 15 Ch an g e h u n A e a de

卿
.

I t 15

n ot o ul y th e z hu X i af 而 ly
’ 5 d e es allt

t e

哪 le b u t al s o o n e of th e fe w a e乙d e ,` e s th a r 2 1: u 刀 h i sm
e if w or t e an i sn

e ir p
-

ti o n on th e h o ir z o n tal tab l e t
.

hT
e i n v e s t igst ion i n t o th e Ch a n g c hu n A ca d e

哪 fO C l as is e al 玩m i n g e an n ot lOu y h e lP u s

d e v e l o p o u r kn o w l e崛 e of ht e hi s ot 叮 fO H u z hou ob t al so d e e p吧 n ht e s t u d y of hZ
u 兀

’ 5 d oc tir n e
.

K e y w or ds : Z h u X i F a n l l ly ; H u z ho u ; Ch an gc h u n A e a d e m v fO C l as s i e al 肠 a m i n g

〔责任编辑 沈 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