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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范式研究 

--以江西为考察中心 

徐永文  胡青 

【摘 要】江西古代书院数量居全国首位，现今江西仍是书院文化教育资源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以江西为中

心，考察中国省域书院文化教育资源保护与利用范式，当有可行之处。江西书院资源保护与利用形成了综合功能、

纪念功能和教育功能三种模式。三种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削弱了江西书院文化品牌效应。为

促进江西书院文化教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可从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合作机制；进一步挖掘和整

合书院文化资源，提升书院文化品牌；传承书院精神，强化书院研究与创新等三个方面提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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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在人才培养、学术创新、思想传播、社会教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将文化遗产定义为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类。学术界将这三类文化遗产一般称为物质文化遗产。古代书

院遗存的文物、建筑群、遗址属于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书院在其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还承载着很多传统文化基因，并以精神、

思想等抽象形态存在。学术界通常将之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关于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学术界代表性的观

点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别只是相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物质的因素，物质文化遗产中也有非物质的、

精神的、价值的因素，只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物质文化遗产更加强调实物保护的层面，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为强调知识技能及精神的意义和价值。
[1]

书院的物质文化遗产属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很难截然分开。

我们认为，就书院的文化遗产属性而言，书院是兼具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的物质文化遗产。 

依据费孝通关于“人文资源”的理论，如果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

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时，其仅仅只能被称为遗产，却不能被称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

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为资源。
[2]

因此，书院不仅是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还应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教育资源。世界上，书院

资源主要分布在中国、韩国、日本及东南亚国家。目前，韩国对书院资源保护与利用较好，韩国政府率先启动以书院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工作。中国作为书院的发源地和传播地，书院资源最为丰富，遍及全国，近年来，各级政府日益重视书院资源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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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用，不乏好的做法。但我们还未形成全国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的程序，当务之急是尽快构建中国区域书院资源保护与利用的

范式。鉴于江西书院资源丰富，本文以江西为考察中心，力图构建中国省域书院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范式。 

一、江西书院文化教育资源概况 

书院之名，始于唐朝，唐玄宗在长安设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用于校刊和收藏经籍。发挥教学功能的书院始于中唐时期，

唐代桂岩书院大约创于此时，它不仅是江西书院史上最早的书院，也是中国最早的讲学型书院之一。因此，江西是讲学书院的

发源地。江西古代书院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据《 中国书院辞典》 统计，从唐代至清代千余年间全国各地有史料可查考的书

院共 7300 余所，其中江西为 989 所，居全国之首。
[3]

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江西古代著名的书院最多，如白鹿洞书院、鹅湖

书院、象山书院、白鹭洲书院、濂溪书院、豫章书院、怀玉书院、东湖书院等，其中，又以白鹿洞书院名气最大，历经千年，

享有“天下书院之首”的美誉。 

江西历史上厚重的书院文化，为江西留下了丰厚的书院资源。当代江西书院文化教育资源主要以书院文物、建筑群、遗址

等不可移动文物的形式存在，依据此标准统计，江西仍是现存书院文化教育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2011 年完成的全国第三次文

物普查，江西省经国家确认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 95 处书院遗产。其中，唐代 1 处，桂岩书院；宋代 6 处，包括东佳书院、

白鹿洞书院、东山书院（余干县）、叠山书院（横峰县）、华林书院、象山书院；元代 4 处，包括云住书院、叠山书院（弋阳

县）、城南书院、灵各书院；明代 17 处，包括雯峰书院、复轩先生书院、曾氏书院（乐安县）、丁浩书院、龙马书院、驻罗庵

书院、复真书院、金牛洞书院、泷岗书院、云溪书院、复礼书院、鹅湖书院、夫子堂书院、桂林书院、莲溪书院、昌黎书院、

六柳书院；清代 67 处，包括问渠书院、西山草堂书院、怀仁书院、仰山书院、如兰书院、道山书院、本托公家私书院、明德先

生书院、阙先生书院、灵背书院、环山书院、振斋书院、义云书院、聘华书院、元猷书院、关西书院、兴鲁书院、清溪居书院、

道源书院、曾氏书院（赣县）、结坝书院、鳌峰书院（石城县）、天香书院、山角书院、双江书院、科山书院、尚书书院、朗

山书院、联芳书院、魁星阁书院、登云书院、泰和书院、永丰书院、白鹭洲书院、阳明书院、八角楼书院、燕山书院、韩府宫

教书院、明达书院、横溪书院、位公书院、永公书院、柳山书院、净明堂书院、高峰书院、鳌峰书院（修水县）、观文书院、

岩理书院、梅水书院、明经书院、明训书院、信江书院、澹湖书院、端明书院、悉带书院、平塘书院、金馆书院、龙光书院、

明月轩书院、文昌书院、东山书院（万载县）、春公书院、正谊书院、凤冈书院、紫阳书院、龙溪书院、同文书院。具体分布

如表 1 所示。 

江西书院文化教育资源遍布在全省 9个地市和 49个区县。从保存状况来看，有学者认为可分为四类，一是保存比较完好的

著名书院，二是坐落在村落中的书院，三是坐落于现代学校中或与学校连为一体的书院遗址，四是旧书院已被完全拆除，今人

在书院旧址重新建立了新式书院。
[4]

调查发现，江西只有少数书院保留了较完整的建筑群，大部分书院留存的是遗址且地处乡

野。关于书院的形态，有学者指出：历史上书院形态呈现多样化的特征，除授受儒家学说的教学型书院外，佛家寺庙书院、道

家宫观书院、官员私家园林书院、宗族祠堂书院等以不同形式存在。
[5]

江西现存的书院在历史上主要是发挥教学功能。江西古

代书院近千所，遍布全省，而目前书院遗存不足百处，数量极为有限，价值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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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西书院文化教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成效及问题 

（一）江西书院文化教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成效 

江西省在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中，把江西书院文物列为重点普查对象，将普查登记的书院文物全部纳入文物法的

保护范围和对象，优先考虑书院文物申报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一批书院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白鹿洞书院、鹅湖书

院、白鹭洲书院、同文书院等，更多的书院列为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保护对象。由于江西书院文化遗产类型不同，

功能各异，在书院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实践中，大致形成三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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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白鹿洞书院为代表的综合性功能模式。综合功能模式，即集书院文物保护、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文化旅游等功能为

一体。以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等为代表，这些书院均已利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进行维修保护，目前保存状况良

好，都设有书院文化专题陈列室。由于书院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又具有得天独厚的清幽雅静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著名文化旅

游景点。白鹿洞书院作为庐山风景区的文化景点之一，自对外开放以来，游客人数和门票收人逐年递增，截至目前，书院共接

待中外游客 500 万以上人次，年门票收人超百万元。近年来，白鹿洞书院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九江学

院等合作，联合举办各类培训班，共同打造国学教育基地，书院逐渐成为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实践基地。为服务基础教育，书

院还定期向中小学开放，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免费参观、考察、学习。白鹿洞书院还与省内外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联合成立“中

国书院研究会”、“江西书院研究会”，定期举办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出版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不断提升书院影响力。 

以叠山书院为代表的纪念功能模式。纪念功能模式，即将书院保护与书院历史上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及重要价值的纪念功

能相结合。目前，江西修复的很多书院，如叠山书院、微江书院、龙江书院、信江书院、高峰书院、奎光书院、燕山书院、东

山书院、濂溪书院、道源书院、阳明书院等都属此类。叠山书院位于江西弋阳县，为纪念南宋著名抗元志士、杰出诗人谢叠山

而建。书院几经修复，其基本结构皆为明清建筑，保存较为完好，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书院内设谢叠山生平史展厅，向社

会各界人士、中小学生开放，提供免费参观与教育，为弘扬叠山精神和书院文化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以白鹭洲中学为代表的教育功能模式。教育功能模式，即充分发挥书院的学校教育功能，办成书院式学校。江西不少中小

学可追溯至古代书院，譬如，吉安白鹭洲中学的前身是白鹭洲书院，修水双井小学的前身是高峰书院，赣州一中是赣州濂溪书

院的原址，九江二中是九江同文书院的原址，南昌十八中是南昌豫章书院的原址，等等：这些书院式学校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

与现代教育相结合，走特色办学与书院保护相结合之路。白鹭洲中学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悠久的办学传统，确定“科学与人

文并举，成人与成才并重”的办学理念，努力把学生培养成具有“文化素养、科学精神、健全人格、国际视野”的综合型、创

新型优秀人才。 

（二）江西书院文化教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问题 

1 ．综合功能模式的问题。在书院综合功能利用方面，全国做得比较好的是湖南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文物保护是其首要工作。岳麓书院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修复工作，使其成为全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修复最好的古

代书院。岳麓书院还广泛搜集历代书院遗存的各类文物，首次创建“中国书院博物馆”。岳麓书院现为湖南大学的二级学院，

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任务。岳麓书院还是湖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国学研究基地，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基地，

定期举办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岳麓书院每年接待旅游与参观人数数以万计，年门票收入两千万以上。2015年 8 月，岳麓书院携

手凤凰网设立的国学频道正式上线，该频道是“互联网＋”时代华人门户网站首奎飞家以国学命名的专业频道。岳麓书院创新

性地运用“互联网＋传统文化”思维模式弘扬书院文化，是书院文化传播的新动向。 

对比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陈列的文物太少，书院规制不够宏大，难以反映历史上的辉煌。比如，康

熙年间鹅湖书院主体建筑达 20000 多平方米，现在的鹅湖书院主体建筑 5536 平方米，只是其过去的 1 / 4 。长期以来，白鹿

洞书院、鹅湖书院没有形成一支稳定的学术研究队伍，研究成果相对薄弱，对书院自身历史和价值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深人。

受地理位置和管理体制的限制，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合作缺乏长效机制。江西书院旅游没有进行总

体规划，旅游项目中缺乏相应的“文化”元素。江西书院对线上资源的开发还不够充分。以上种种因素相互叠加，导致江西书

院品牌不够响亮，书院文化旅游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2 ．纪念功能模式的问题。江西只有少部分书院保留较完整的建筑群，大部分书院留存的只是断垣残壁，且分布零散，不

利于书院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目前，江西已经得到较好修复的书院仍属少数，大部分书院资源还没有纳入规划。据我们调查，

因保护工作不到位，部分书院建筑蜕变成遗址，部分书院遗址已难觅其踪，书院资源的存在状况令人担忧。随着中国城镇化建

设的推进，若再不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许多书院资源将荡然无存。书院多为土木建筑，容易腐蚀和损坏，保护和修复需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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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经费作保障。江西书院资源的保护普遍面临经费紧张的问题，如遂川燕山书院是砖瓦结构土木建筑，2008 年全面维修之后，

如今由于屋顶瓦片破碎，导致地面严重积水，迫切需要进行新一轮维修，但资金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调研中还发现，修复书院的目的主要局限于保护层面上，修复后的书院在文化传承、生存与发展等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一

定困境，致使有些修复的书院有名无实，俨然成为一种摆设。如修复后的东山书院，陈设十分简陋，只竖立“东山书院赋”两

块碑石作为标记，书院很少举办相关的文化活动。因此，如何为修复的书院找到与现实社会的契合点，使其能够在传承文化与

现实服务的维度上达到一致，是一个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3 ．教育功能模式的问题。由书院发展而来的中小学，须处理好继承书院文化传统和服务现代基础教育的关系。白鹭洲中

学尝试将书院文化融人现代教育之中，取得了一定成效，社会反响良好。但有些学校，如南昌十八中，只在介绍学校历史沿革

时提及豫章书院，而学校实际的教学活动与豫章书院毫无关联，与其他学校没有丝毫区别。毋庸讳言，现代中小学教育在很大

程度上仍带有应试教育的倾向，素质教育并没有真正落实。因此，如何挖掘和利用书院文化教育资源为现代教育服务，是值得

广大教育工作者与书院研究者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此外，在书院原址上办学，还面临文物保护、景区规划、学校发展之间的矛盾，如赣州一中，其旧址是濂溪书院，现保留

的书院遗迹有夜话亭、廉泉、阳明院，属文物保护单位，但文化部门不承担保护管理责任，便出现了由学校来承担管理，学校

又无专业人员和专项经费支持的尴尬局面。白鹭洲中学受学校规模扩大，文化旅游活动对学校产生干扰等因素的影响，学校面

临搬迁的问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产生，常常困扰书院保护与利用工作，需要我们统筹加以解决。 

书院文化教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三种模式彼此独立，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多种多样，既有宏观层面的，又有微观层面的，

既有共性的，又有特殊性的，且相互交织，严重削弱江西书院文化品牌效应，制约江西区域发展。综合以上问题，主要集中在： 

第一，全省书院资源保护与利用缺乏总体规划。江西书院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还停留在各个点上的敲敲打打，有些书院做得

比较好，有些书院还没有纳入规划，全省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划。 

第二，相关制度缺乏顶层设计，管理与运行机制还不够完善。由于书院产权归属于规划、建设、文化、教育、旅游、当地

政府、村委会、个人等多个主体，导致保护主体不明确，责任不到位，保护工作缺乏明确的目标和要求等。相关部门需要出台

相关制度，健全管理与运行机制。 

第三，经费投入不足，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书院文物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如何保护好，资金投入是文物保护的重中

之重，也是文物保护的难中之难。江西书院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普遍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 

第四，对书院的宣传不够。江西人对书院文化还不甚了解，调研中发现，像鹅湖书院这么著名的书院，即便鹅湖镇当地居

民也是略知一二。问题即在于有关部门对书院文化的宣传还没到位。 

第五，书院资源有待深人挖掘和融合。由于受传统管理体制的制约，各书院的经营与管理相互独立，书院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缺乏整体、长远规划，书院文化旅游难以形成品牌和规模。 

第六，书院研究力量薄弱。长期以来，江西书院学术界扎根于书院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以现有的书院研究实力，还

难以满足书院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目前江西还没有推出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书院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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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书院与高等院校的合作有待加强。江西书院与高等院校的合作受客观条件和体制限制，缺乏灵活性、持续性、高效

性。第八，书院教育精神有待传承和发扬。传统的书院教育不落官学科举应试教育窠臼，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为目的，强调人

的身心和谐发展，坚持德育优先的原则等为标志的书院教育精神，还没有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重视。 

目前，将不同类型、功能的书院资源纳入三种不同模式进行保护和利用，不失为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也是全国通行的做

法。由三种模式构建的江西书院资源保护与利用框架，体系比较完整，体现了江西的整体优势和特色。但其存在的以上问题，

是长期沉积的，根深蒂固，以往仅从某一方面解决，收效甚微。因此，江西离打造全国书院文化教育资源保护与利用样式还有

一定距离。湖南岳麓书院模式虽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但对于全国绝大多数书院而言，受客观条件限制，难以完全借鉴其模式，

况且岳麓书院模式只是适合保存较完整的著名书院，由此而言，岳麓书院模式现阶段也不可能成为全国区域书院资源保护与利

用范式。尽管江西在书院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江西仍具备打造全国区域书院资源保护

与利用样板工程的潜质。若能系统破解江西书院资源保护与利用中的各种难题，江西书院资源保护与利用范式必将在全国发挥

示范效应。 

现代系统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诸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系统，事物的发展则是系统

要素、结构、功能以及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社会系统工程正是成功应用系统方法的产物。
[6]

书院文化教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为加强江西书院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打造全国

范式，须以系统论为指导，实现规划、宣传、建设、文化、教育、旅游、社会团体等多个部门协同联动，形成合力，重点是创

新体制与机制。 

三、促进江西书院文化教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对策 

（一）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合作机制 

启动新一轮书院文化教育资源普查，做好书院文化教育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工作。在 2007 年至 2011 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中，江西省确认了 95 处书院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书院遗产濒临消亡，有些书院遗产被重新发现，有些书院遗

产得到修复。为全面掌握全省书院文化教育资源现存状况，建议江西省启动新一轮书院文化遗产普查工作。2016 年至 2020 年

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时期，社会各行业、各部门已研制“十三五”规划。建议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和学者

对全省书院文化教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作专题调研，专门编制江西省书院文化教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规划。 

健全书院文化教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管理与运行机制。鉴于书院遗产产权归属于规划、建设、文化、教育、旅游、当地政

府、村委会、个人等多个主体，导致保护主体不明确，保护责任不到位，保护工作缺乏明确的目标和要求，社会力量参与的积

极性不高等问题，省、市、县等各级政府应制定关于书院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规章制度；成立书院保护与利用的管理机构与

协调组织，明确各相关部门的权利和责任，形成多部门通力协作，密切配合的合力；充分利用书院文化产业的利益分配机制，

吸引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书院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建设项目，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加大资金投入，形成多渠道经费筹措机制。书院文化遗产属于不可再生的文物，如何保护好，资金投入是文物保护的重中

之重，也是文物保护的难中之难。对于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书院，继续争取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对于省、市、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的书院，鼓励和支持其申报上一级文物保护单位，争取上一级财政支持；对于在传统村落的书院，将其纳入传统村

落的整体保护规划，对于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范围内的书院，将其纳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规划，对于其他书

院，也可考虑纳入现代城市综合发展、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等规划；设立省、市、县等各级书院文化遗产保护与

利用专项资金，对于市、县级书院文物保护单位和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书院文物予以倾斜；通过社会团体和个人募捐的方式，

设立书院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公益基金，用于书院文化事业的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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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一步挖掘和整合书院文化教育资源，提升书院文化品牌 

加强书院宣传，开启“互联网＋书院”新模式。江西人对书院文化还不甚了解，如前述对于著名的鹅湖书院，即便鹅湖镇

当地居民也只是略知一二。问题主要在于我们对书院文化的宣传不到位。新闻传媒业应发挥自身优势，以广播、电视、网络、

报纸、图书等为载体，借助新媒体之力，启动“互联网＋书院”公共网络平台建设，扩大书院宣传的渠道；文化、教育、旅游

等部门应定期联合举办书院文化巡回展览、书院学术研讨会、书院文化节等主题活动。 

突出书院文化内涵建设。古代书院追求人文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书院环境怡人，或依山傍水，或隐藏山林。书院旅游景点

的规划与设计，往往偏重自然环境的改造，而忽视人文环境的创设。书院的物质文化建设，应与书院的历史、人物、传统、特

色等结合起来。具体而言，书院的每座建筑及整体布局力图恢复历史原貌，书院的建筑群，要重点反映书院历史人物活动的踪

迹等；书院通过举行讲经、诵经、祭祀等活动，使参观者在享受书院自然美景时，又能品味书院文化内涵，亲身体验传统文化

的魅力。提升书院文化旅游品牌。由于受传统管理体制的制约，各所书院的经营与管理相互独立，书院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缺乏整体、长远规划，书院文化旅游难以形成品牌。因此，有必要整合全省书院文化资源，建立各书院之间合作联络机制；根

据现有书院旅游景点的布局，以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为支撑点，设计科学、合理的书院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加

快书院文化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在交通、票务、购物、导游、讲解、参观、餐饮、住宿等方面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凭借“互

联网＋书院旅游”模式，提升书院文化旅游产业。 

（三）传承书院精神，强化书院研究与创新 

传承书院精神，全面落实素质教育。传统的书院教育不落官学科举应试教育案臼，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为目的，坚持德育

优先，强调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将理论知识学习与实践活动相结合，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学方式上，以学生自学为主，

教师启发和诱导学生独立思考；学生问难，教师答疑，相互切磋学问，平等相待，师生关系和谐。因此，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

者应借鉴书院教育历史经验，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将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强化书院研究与创新。长期以来，江西书院学术界扎根于书院研究，形成了一支专兼结合的研究队伍；成立了一批专门研

究机构；凝练了一些稳定的研究方向；承担了一批研究课题，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定期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取得了较好的

学术反响。但以现有的书院研究力量，还难以满足江西书院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通过政策支持，为各书院文物保护单位配备

专职研究人员；为书院研究设立专项课题，调动书院研究者的积极性，吸引更多学者从事书院研究；以高等院校为平台，协同

文化、教育、旅游等部门，联合成立江西书院文化教育协同创新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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