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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院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教育机构，它起始于民间讲学。
有学者将其源头追溯至汉代私家讲学之精舍与精庐；然就藏书条件、建制以及习业风尚而言，真正意
义上的书院始于唐而盛于宋，这几乎是上世纪以来的定论。
书院盛于宋，“天下四大书院”之说即是一标识，而更为实质性的内容是书院数量的增多、地位的提
高以及书院制度的确立，特别是后一点所涵盖的基本规制，成为后世书院仿效的典则，“鹅湖鹿洞之
风”成为书院讲学精神之凝聚。
宋代书院已有官学化的倾向，此一倾向至元代不断传衍，理学之传播与书院之发展同步。
明代是书院的繁荣时期，其中有两个趋向最为突出，其一是书院讲习中王学的流行以及讲学面向民众
的取向；其二是晚明结社背景下书院参与政治的风气。
东林书院在风雨如晦之际，开创讲习新传统。
清代书院尤为普及，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书院网络，今日每论此期书院，必提及诂经精舍、学海堂、龙
门书院、南菁书院等推进学术之书院，然有清一代，大多数书院以举业为讲习之重心，书院之生徒与
其他读书人一样，徘徊在举业与诗文学问之间。
至清末，科举革废，与其密切相关的书院被朝廷下令改为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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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院制史略　　胡适　　我为何讲这个题目？
因为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
精神大概相同。
在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
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
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
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
譬如南菁书院，它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
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
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所以我今日要讲这个书院的问题。
本题计分两节：第一，书院的历史；第二，书院的精神。
兹分别言之：　　一、书院的历史　　（一）精舍与书院书院在顶古的时候，无史可考；因古代的学
校，都是私家设立，不甚出名。
周朝学制，亦无书院的名称。
战国时候，讲学风起，私家学校渐为人所器重。
汉时私家传授之盛，为古所未有。
观汉朝的国子监太学生，多至数万人，即可见学风之盛。
六朝时候，除官学外，复有精舍。
此精舍系由少数的贵族或士大夫在郊外建屋数椽，以备他们春夏射御，秋冬读书的处所。
惟此精舍，仍由私家学塾蝉蜕而来，其教授方法，与佛家讲经相同。
佛家讲经只许和尚沉思默想，倘和尚不明经理而欲请教于大和尚，此时大和尚就以杖叩和尚之头，在
问者虽受重击，毫无怨言，仍俯首思索如故。
有时思索不得，竟不远千里朝拜名山，俾一旦触机觉悟，此法系启发学者思想。
不藉外界驱策而能自动学习；所以精舍也采取佛家方法。
其后道家讲经，也和佛家相同。
到唐明皇的时候，始有书院的名称。
书院之有学校的价值，固自唐始，但至宋朝更进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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