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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地理

讲讲书书院院村村：：读读书书人人的的““世世外外桃桃源源””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帅

坐落于长清区五峰镇的
讲 书 院 村 ，是 一 座 有 名 的 古
村。村民们多为宋姓，相传其
祖先在明末清初为躲避兵荒
马乱由聊城一带逃荒至此。三
百多年来，祖祖辈辈靠种田繁
衍生息，如今村里共有 1 8 0多
户人家，约800口人。

讲书院村历史上有两所
著名的书院，一所是建于明朝
隆庆三年 (公元1569年 )的愿学
书 院 ，一 所 是 建 于 隆 庆 元 年
(1567年)的见泰书院。

谈起两所书院的历史，不
得不详说一下时任茌平教谕
的 张 后 觉 。张 后 觉 ( 1 5 0 3

年——— 1 5 8 0年 )，字志仁，号弘
山 ，山 东 茌 平 县 城 北 张 楼 村
人。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张后

觉为“聊城七贤”之一，曾任
华 阴 教 谕 ，早 年 受 业 于 颜 中
溪、徐波石。北走京师，南游
江左，务以亲贤讲学为事，被
称为弘山先生。张后觉创建了

“以良知为本体，在日常生活
中践行良知”的“良学”体系。
学 术 上 的 造 诣 ，使 他 影 响 益
广、声望渐高。张后觉平生不
喜 欢 著 述 ，他 的 门 生 赵 维 新
( 七贤之一 )将先生所言汇编
成《弘山教言》，其影响更深
地渗入到了学生心中。

时任山东提学副使邹善、
东昌知府罗汝芳，与张后觉十
分契合。邹善为他建了“愿学
书院”，吸引四方读书人来此
学习；罗汝芳也建了“见泰书
院”，时常与他切磋学问。

古村历史上曾有俩著名书院

愿学书院曾建有32间房舍

愿学书院是长清县五大
书院之一。明朝隆庆年间，茌
平教谕张后觉与恩县举人王
牧相约于此，默居究学。山东
提学副使邹善过王遇岭下，闻
之感叹，于是亲自相地，经时
任长清县县令柴宗义出资在
此买地建造房舍，名曰愿学书
院。书院宗旨为“自有而愿，
愿在我也；自愿而学，学在我
也”。意思可延伸为：天下之
人皆有愿，积财者愿在富，思
崇者愿在贵，此皆外愿。而心
存孔孟，自愿而学，非为富贵
名 利 所 阻 ，是 自 愿 。自 愿 而
学，学在我。

记者一行在位于讲书院
村东北角的愿学书院遗址看
到了一座修整后的石碑，石碑
立于乾隆二年 ( 1 7 3 7 年 )十二
月初二，碑上刻有《长清县愿

学书院记》。碑文是由时任山
东提学副使邹善撰写，记载了
愿学书院的兴建历史，至今保
存 完 好 ，具 有 很 高 的 史 料 价
值。据碑文记载，当时的愿学
书院共建有32间房舍，包括正
中 的 4 间 习 堂 ，东 西 厢 房 各 4

间，以及习堂后的20间宿舍。
村里的宋老师告诉记者，

当时选择讲书院村建造愿学
书院，是因为该村的地理位置
优越，此处群山环抱，书院东
西两侧的青龙山、虎头山形成
二山对峙，书院的正南则是“三
山削列如屏”，严丝合缝，对仗工
整，宛如道家的太极八卦阵。记
者在书院遗址处驻足远望，让人
隐约遐想当年书院里的老先生
诵书讲经，听到学子们清澈明亮
的朗朗读书声和微风吹拂纸
页飘散的阵阵书香……

在见泰书院内可远观泰山
见泰书院亦为长清县五大

书院之一，建于明隆庆元年，毁
于明万历十年，由当时的东昌
知府罗汝芳主持建造，因可在
书院内远观泰山而取名为见泰
书院。见泰书院存在时间比愿
学书院略长，但规模不及愿学
书院。见泰书院提倡学生主动
学习，勤于思考，强调事无大

小，时无动静，遇无顺逆，养成
宽阔的学习视野。

记者来到位于卧牛山脚下
的见泰书院遗址处，看到此处
已成为农田，没有了任何关于
见泰书院的印记。在距见泰书
院遗址不远处有一座破旧的古
坟。这座坟墓的主人是当时见
泰书院的教书先生、唐县主簿、

将士郎李定庵，几年前村民从
坟墓中挖出一座石碑，上面刻
有墓主人的墓志铭和生平。记
者在村里的小广场内找到了这
座石碑，石碑一分为二，上面详
尽描述了书院先生李定庵的一
生，石碑由李定庵的子女按其
遗愿专门篆刻的，与墓主人一
起葬于墓中。

仿建愿学书院，传承文化精神
在位于讲书院村的西侧有

一座山，取名卧牛山，海拔高度
338米，因山似一头卧牛而得名。
三国时期的大将周仓曾在此山
筑寨养兵，占山为王。相传周仓
是当地人，性情豪爽，为人正直，
不畏强暴。时值乱世，当地百姓
受尽豪强凌辱，周仓便带领一帮
好汉及穷苦百姓占山为王，逐渐

强大，终成三国一强将。据村民
说，现在山顶还留有当时山寨建
造的石屋子，尚保存完好。

在位于济南长清国际园博
园西北门主展馆的西侧，存在
着一处以讲书院村的愿学书院
为原型仿建的愿学书院。建筑
主体由愿学书院、斗拱广场、沁
春阁广场、景观梯田及讲书院

村建筑群等组成。据园区工作
人员介绍，仿建愿学书院，是希
望立足于原有愿学书院文化精
神的传承，打造一个“自愿而
学”的文化交流空间，为西部新
城“文化传承”提供一个重要的
载体，为渴望文化需求的济南
市民提供一个安静内涵的心灵
之所。

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起源
于私人讲学，与孔墨私学、稷下
学宫一样，书院制度是私学教育
发展不同阶段的典型形态。通过
这些书院可品读出齐鲁文化的
兴盛。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
化的融合，两种古老文化存在着
微妙的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
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
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

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
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
内涵的齐鲁文化。齐鲁文化的主
要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婴、
孔子、孙子、墨子、孟子等，以他
们为代表的儒、墨、管、兵等家学
派，使齐鲁文化得以传承发扬广
大。传承齐鲁文化，这些书院起
到不可磨灭的功绩。

村支书宋书记告诉记者，两所

书院关系融洽，互通往来，取长补
短，经常会有学术与人才之间的文
化交流。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斗
争，丞相张居正当权时期下令毁天
下书院。万历七年，愿学书院被毁，
三年后，见泰书院被毁。至此之后，
明朝政治更加腐败，天灾连年，对
辽战事日益扩大，加上统治集团内
部斗争激烈，天启五年，魏忠贤再
次下令毁尽天下书院。

统治集团内斗，两书院被毁

时任山东提学副使邹善、东昌知府罗汝芳，与张后觉十
分契合。邹善为他建了“愿学书院”，吸引四方读书人来此学
习；罗汝芳也建了“见泰书院”，时常与他切磋学问。

卧牛山

位于愿学书院遗址处的《长清县愿学书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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