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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谂尊经书睨与四川空林风笺的变毗

何 一 民

山川古称 “天时之国”,人杰地灵,自 远古的巴蜀以来,无论在政治、经济,还 是文

化、草事等各方面鄱代代不乏人才。然雨有清以来9四川却学术衰徼,人才凋敝9士林风气

效坏。苴到19世琵饣0Ⅰ =80午代,凼川的士林风气才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蜀学得到振

兴,人才毯本断地桶现。考其变化茇生的原因与成都尊经书院的建立有密切的关系。故本文

拟撬此迸行探讨,以就教方家。

一、清代中前期四川的士林风气

渚初以降。凼川学术衰微,人才凋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战争兵燹的彤呐

明末清初,四川在连续数十年内遭到过四次大劫难。1.明 末奢崇明等叛乱。2。 张献忠大

茁革魅川♂gJ残 明年凯、地方恶势力和潸军的轮番破坏。硅。吴三桂叛乱。四川经【lL四 次战争

破环,宪全戚为残破之垲, 亻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之中″
(∶

′
。美丽富饶的成鄱辛原

亻户骸翘地,荆棘塞途9昔之亭台撄阁氵今之狐兔蓬蓠也:昔之衣寇艾物J今 之瓦轹鸟鼠

也|苦之麻桑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散,景物顿非,里党故 旧,百 存一二。”②
“城廓拥为荒莽,庐舍荡若丘蛏o百里断炊烟,第 闻胬磷叫月;四邻枯木茂草,唯看白骨崇

出J” 0“戚都城中绝人迹者十五六年,雒见夸木充塞丿麇鹿纵横,凡市廛闾巷官民居址皆
不可蹩谀。潴大艾分赴城楼”⑧。四川社会遭到空前未有的大破坏,田 园荒芜、经济残破丿
人臼铙减,文靶也腌芝蔌徼-大多数书院、典籍、文物皆化为灰烬。

(蟊 )眵民的胳呐

田对四川的残破景象,潜王朝感到蕞堇要的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但在凼川人口锐戡
的佶况下”要达此自的口非大规模的移民不可。于是清廷 “命|招他省民入丿l}开垦丈蹭自亩”¤
从颠溜末年到嘉庆中期的百余年,湖北、湖南、陕西、贵州、江西、广东、广西、福建,安
彼、浙江等省均有大批的民众陆续迁徙入川。移民进入四川后,最逍切的是需要解决衣食住
行等生存的起码物蕨问题,故集中全力开发经济。对他们来说,修荞生崽,尚且‘不遑,何有余力
来复兴文敬。另外,迸丿丨l移民数量虽多,但萦质却很塞” “多系无业穷民”

I。 大.多 数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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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的文盲。贫穷和艰苦的环境使他们缺乏教育,也使他们难以产生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追

求。清初前几代迁川移民的素质严重地影响着后代人。清中前期不仅是一般人的子弟很少读

书,就是一些大粮户的子弟也多目不识丁。

(三 )洧代四川教育体制的影响

明末清初,四川的书院大多毁废, “先师庙者惟茂林丰草”
`^。 “学宫则遗址榛莽,民

圃其中。”C康熙年间,四川各地政府始逐渐重建文庙和县、府学,置学官二人主持该地区

的教育。

清初,学宫为新录生员学习之所,由 学官负责考核,每年将生员的课业、品行报告学政。

但大多数学官都疏于管理,实际在学者极少,后来仅只有月课、季考两种 考试。学官 失去

教育功能,主要对士子起着社会控制的作用 ,督促和鼓励生员参加由孛政主持 的岁试 和科

试。嘉庆以后,因待通制薄,学官失职9学宫逐渐废弛。这时,具有中等和初等敬育功能的

机构主要有书院、私垫和义学、社学等。这些书院、私垫、义学、社学都受到清王朝的教育

政策的控制和支配,并为其统治服务,教学与灌输封建的礼教、纲常,学习的内容主要是科

举八股时文和儒家经典著作。清代四川的教育制度不再培养士人的独创精神,只 鼓励他们对

权威的崇拜,只 教会士人学会阅读,专心攻读儒家的经典,从而使他们的思想转向过去9成

为古礼成规、圣贤经典的腑首贴耳的奴隶9并为应付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挤进仕途而耗∷费

尽最富创造力的青春年华。

在以上几种因素的交又作用下,清代中前期,四川士林风气败坏,蜀 学衰微。其主要表

现有四:

(1)热衷科举,不重读书,不事学问       ￠

热衷科举,是有清以来整个中国士大夫阶层的通病,而 四川士人尤甚。正如前文所述 ,

清初以来,四川文化出现中断,而移民中士人较少9尤缺乏中高层次的士大夫。因而四川士

人多碌碌无为。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而追求功名,当时追求功名的捷径就是通过 土举八

股考试。故川省士人 “自制艺取士以来丿群好帖括,经史百家,每束高阁。”⑧各书院均以

攻时文、习考课为主,使教育机关沦为科举预备场。士人们在其引导之下 “用之以八股、试

帖、揩摺,俾之穷年砣砣,不暇为经世之学。”⑨张之洞称: “近今风尔o年幼方学,五经

未毕,即强令为时文,其胸中常无千许字,何论文辞,更何论义理哉?常年有开笔十年,而

文理仍未明顺者。”⑩由此可见,当 时丿丨丨中士人的知识是何等 的贫 乏9学 识是 何等 的浅

陋。

锦江书院是清代中前期四川的最高学府,是 “全川书院之首”, “为通省 作 育人才之

所”①。然而;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之下,其课程仍以八股时文为主, “所习不过举业,}不及

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不脱考课与时学的巢臼。”C锦江书院在乾隆以后 ,管:理

松懈,各种条规废驰不行。书院学生学风浮华,抱残守阙,弄虚作假,不仅不学传统的文化

知识,而且连时文八股也不愿下功夫, “日多在外游荡,夜深方归,甚至招留友朋,视书院

作旅寓。”⑧锦江书院是川省学界的楷模,习则相踵,对各州县士人影响甚 巨。到 19世 纪后

期,四川已是 “正学不讲久矣,逍统茫茫,⋯线丿L‘ 坠。” “学校以利禄相趋骛,缙绅以文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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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旷达。龌龊之辈,墨寺故封;华藻之徒,甚至害义。”⑦书院学府如此,士人学子如此,

茫茫巴蜀之地,哪有饱学之士和学术之风!

(2)科场作弊兴盛

清代科举考试的程序较复杂,工个士人要经过县试、乡试、会试、殿试等若干场考试,

才能完成全过程,从而进入仕途,上升为官僚。 “
由是士也,髻龄入学,皓 首 穷经,夸命

运、祖宗、风水之灵,侥房师、主司、知音之幸,百折不磨,而得一 第。”⑧且 有 连 试不

中,至死也为童生者。功名利禄的诱惑和激烈的竞争,使许多士子在科举考试时不惜采取各

种手段弄虚作假。四川的士人由于在读书的过程中,学风不正,|浮华虚骄,惰驰不学,胸无

点墨,故为了博取功名,更是费尽心思,做假舞弊。同光年间,四川学政张之洞奏称: “考

试作弊,各省皆有,然未有如川省今日之盛者,弊窦日巧,盘结日深,几并为一局,牢不可

破,士手以舞弊为常谈。”⑩ “川省积弊录遗,一场大率代替,十无一真”, “通省群县,

相习成风”⑦。各蛐官吏或为腐蚀收买,或 与作弊有牵连,或不敢得罪地方势力,故多采取

视而不见的态度,由此助长了此风的滋生和蔓延。由于作弊成功的例子越来越多,各地士子

再也不愿将精力放在学习上,而群起效尤,纷踏故辙。

(弓 )軎滋事,好诉讼,醉心请仙扶乩

川省士人胸无大志,学无长进,性格多浮躁,喜欢生事闹事,有的形同徒棍威福乡梓。

士人中的移民后裔,更是无所顾忌,骚扰社会, “学校、门衙不能约束”⑩。许多士人不务

正业,或 “横悍貌法”,或热衷诉讼。张之洞称: “川省最多讼棍,而讼棍多系贡监文武诸

生”⑨。 “川省士林,讼风甚炽,琐琐渎告,已为非礼。甚者牟利其间,为辅为坐,最玷儒

冠,或有名无所为,负气忿争,株连纠结,尤为无谓”@。 也有许多士人热衷于旁门左道,

醉心于请仙扶乩、神怪佛道之中。层次低一些的就在市井诱惑世人,蒙蔽百姓。层次高-些

的就著书撰文,宣扬邪说, “将理学、释老、方技合而为一”, “
或将阴骘文、感应篇、世

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揉牵引,忽言易道,忽 言神灵果极,忽言丹鼎符

策,鄙俚拉杂,有如病狂”@。 川省士人虽非悉数如此,但害群之马为数不少。这不仅有损

整个士林的形象,而且反映出当时川省士林的素质较差这一实际状况。

(4)保守、偏狭、不关心时事

四川地处西南,山多水湍,交通不便,与外省联系困难,信息输入缓慢。往往是江南妇

孺咸知之事,蜀士尚蚩蚩然。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虽然是养成清代四川士人保守、偏狭的

心理的客观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四川士流庞杂,腐劣顽陋者众,关心 时 事者 寡。士林

“风气不得开,又 由五方杂处,无一线文献,汉、唐、宋、明之踪迹渺不可追,本朝士夫道

德经济文章,又不足以薰炙雨使之奋,近今人才9中外咸以川省为殿。”
11丿 I丨 省士人在主观

上对新思想、新事物多持顽固抵制、坚决反对的态度。无论是清朝统治者血腥屠杀人民,还

是外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他们都亳不在意,仍飘飘然踏着悠闲的步子参加科举

考试,以取青紫。他们不关心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衰,除了白己的功名利禄、科举仕途之

外,其他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无关痛痒。愚昧、麻木、偏狭、无知、乏术成为清代中前期四



川±林的恃点。由于士枋风生
t炊坏9士大夫阶层深深亟落。 “莘莘济济,鱼鱼准社,衣瓦俎

豆,充忉讧廾,抗议发恰i之徒绝迹9忭慨悲艹之声不闻,名为士入,实效死 人 t不 若。″

“名士者流,用 其一团和气、二等才情、三斤洒量、四季衣服、五芦音律、六品官阶、七言

诗句、八圃张罗、九流遇逶、十分应醐之大本领9钻营奔竟,尼所不至。¨⋯日演苒种种种

之活居J” 奔走不遑。″
rJ[匕段史艿;丨对丿}丨 省士林做了一个非常生动形袋浓碗的勾画。

二、尊经书院的建立

艹片战午后,封建统清阶级中的部分/占 坤,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怔咯和农眠萃锸战争的双

重打击之下,产生了强烈的忱患意识和危机感,四川知识界的状况引起了他们 的 J眺 虑 和不

安。四川学政麸之洞感到 “欲治丿ll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欹治丿.;省之士则应先从改

革积弊,毖顿学风始。为l叱,张之涠采取丁一系列措施,除剔除科场积弊奸,主要创办了尊

经书院。

创办苓经书院垠初是由洋务派氵f`∴ 0、 工邯侍郎薛炔扎 di建议, “借辽省荐 绅先 生 十五

人,投觫于总督、学政多请建书烷以通经学古课蜀士。”辶这一建议引起茹t之 润出l重祝和兴

趣。他鉴于 “省城旧有锦汪书院9追就不广,与督部堂吴勤公商建芊经书浣。″∵并奏请朝

廷批准,筹奂飙项,搭地兴工。1875年 (光结元年 )替,尊经书院在成都文庙街西四石犀寺

;E址建成。

苹经书院为迸省性书院,名 义上与钆汪ii沈并列为全省最高学府”仁实陈地位超过了球

江书院9成为19世纪后期四丿l|的 敬育屮心和传播文化信息,培荞人才泅中心。尊经书院苫批

招生的人,是从全川石余丿;刂 县的 3万余名生员中 “按学问人品高下9择傥录l驭
”。此后,每

逄岁科两考从各府县的一二名秀才中诣取俊秀者入防学习。尊经书皖成为四丿}∶ 士 子 荟 车之

地。

尊经书院的第—任山长为辞焕。薛焕初聘湖宙学者王闼运来曳主讲未止9然扌I江苏嘉定

人钱狳山、海宁人钱铁江工人为主讲。尊经书院主其事者实为张之洄。张之汩攴近代新式教

育曲热心铝导者9亦是沽挛中困新歆宵祝支虍i英 基人。他十分重祝扯寸的饣
.∷

丿i;9认为办妤书

院9执肓学生9关珏污I囝 家的兴衰。他拍出: “古来世运之明时,入才之盛紊,共表在玫 ,

其里在学。″l囚 此”他希望把尊经书院办戍 -∷ 个模范书院, “
分府鼓尤9各郡 1丨 与,视其

学大小,人多少,以为等9延师购书9分 业程课9学成而归,各 诊1倡 导其乡里后进,展楮扩t

衍再传。Ⅱ犭后,全两皆通博之士,玫用之才。”
=从

雨整肃学风,化民'i戈俗9把全丿!|的士人

都绌入到懦家文化的正统犭L逍上,以 ii∶ 治理丿丨i民,维护淆朝统冶的阁的。闵此”弘之氵Ⅰ1一反

锦汪书沈培 i日 式书跎沟传统办学方季j^9对讦程没F、 拄学方法苷方商加 Ll改革9使萃经书院

与其他书跣iJ比有丁较大沟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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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辈经书注的学生立从裉丨 ~l∶ 入手。他认为: “凡学之杜讠讠⒒必在经史。识群书 ↓ Il械 在遇
经,读史之椴柢亦在通经”∷,网而泣以攻瀵经史为主。他要扌学生蓰经学方 面 要 先 熟读
《学海堂经解 》,小学方面则先研习段玉截著 《说文解字注》,史学方 面 先 读 《史 记 》、

《汊书 》、 《三回志》,网时阚读 《四库全书纲目椐要 》9以简就繁,宁握学术动态和各家
各派的源沌得失。此外,于 “

舆地、摧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峦学也” 0。 张之
洞还拟在车经书院中设立天文、地理、格致、箪学斧评扌9盾 冂蜀r卜 风气未开,师资块乏,

经费困难,反对者多,雨 “不能办也″③。

为了指导薄经书防的学生和四川各地士子读书,张之氵r扌 还先后写了《书¤昝问》和 《鞘
轩话 》两书。 《书目昝问》是为尊经书院的学生所开的阅读书目9书 中丬举丁囚部图糖二千
个种9为贺学者指吲了为学读书的门径。书中还琳有 《国朝者述谐家姓名录》9展示了清人
学术之流派。 《鞘轩语 》记录了张之润在四川各州县按试时各地生员所写的赏罚教戒之语 ,

并就读书学习等问题谈了自己的-些经验体会。此两书对 j∶丨省士子的士习符失、文幸利病、

学行文艺都很有裨氵t。 张之洞对尊经书院的发展确实做了一·些难能可贲的贡献。

曲于学习的内容不同,培养出来的学生紊质大大提惑。萃经书浼戚了当时囚丿}l学子追求
新知,钻研学河沟向往之地,对澍知者具有很强掏吸引力。

(=)中拽不闳

旧式书浣的学风空疏虚浮,华 而不实,学生死记慨背,头脑俺化倮守。

衤经书皖的学风崇实去浮,沉静妤学,学生志趑广泛9能有独立见解。

丨经书沈创建之初,就削定了Ⅲ条章程9蜕定学生甯l要严格按勰这 些 革 程 “定 志″
、

“择术″、 “通经”、 “
务本”、 “知要″、 “定课″、 “用心″、 “笃狺”、 “息争”、

“尊师″、 “
∮习”、 “善诱”、 “无过”、 “约柬”、 “惜书”、 “释疑”等。这些规定

为尊经书浣形成新学风奠下了基础。

尊经书院群求学生认真读书9-切学术不玎偏废。难之洞认为 “考一入院 有 拖 一Ⅱ两白
足”是此而丰仗”误矣。不入浣者执-以相攻更大误矣”。 “

非搏不通”非专不桔
”0,两

者要兼耐有之。他主张读书不要存门户之见,应 取其长两学j之, “不必嗜甘而忌辛也”⑩。
他还要求学生们要学以致用 ,关心时事。他指出 “

i1持世执9利国利民,亚足 士 人 分 所应
为。⋯⋯国家荠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宇乎?逻 晓经术,既于大义,搏考史传,刖恶利病,此为
根柢。尤宜讨论本朝掌敝9明悉当时事势,方可扛实经济:盖不读书者为 俗 吏9见 近 不见
远;不矢Ⅱ时务古为陋懦,可言不可行,即有大言正怆,皆蹈唐史所讽高而不湃之谪。″①张
之溺的这些学术、毂育思想对车经书院的学生产生了直拄的影晌。在他的严格要求和历任山

长的督教之下9尊 经书院建立起了崇实去浮,沉艹圩学,铬矸学术,学以扌用的学风。新学
风的形成为学生们捋供了认真学习的良好条件。

(三 )喈璎栉 F犭

四丿;∶ 各地 :⒒ 式书跎的营理多松懈不严,,规 审 {;磅度彦同虚设。Πi氵 刂经书啶涮度较宄各,管
理厂艹”办事认真。Ⅰ扌经书院 “

除山长外,设裘校二人以功教,设监寮二人、斋长闼人以经
理斋务、It△ }业 (斋长以渚牛之学优年长者充之 )。 LlJ长 综理全浣行政、诀学及⋯ Ⅱ事 ;



山长出缺,则 由襄校二人主持之。”⑩学生都在书院内住宿,学习起居都受到院方的严格管

理。在学习方面,书 院形成了一系列的规覃制度9如规定每个学生必备日记本一册,记录每

天看书起止及所得所疑。山长五日与诸生一会于讲堂,监院呈诸生学习日记予山长检阅,不
认真者受罚。书院还规定学生抄书,通过抄书,一方胃督促学生学习,另一方面提高他们的

阅读能力和加深对书中内容的理解与记忆。书院还规定每月要对学生进行堂课和官课两次考

试。堂课由书院主考。官课则由总督、藩司及成部府轮流主考。严格的教学行政管理和考试

制度使学生不敢存有半点偷懒取巧的心理,杜绝了学生的自由散漫,加 强了对 学 生 的 约束

性,同 时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白觉性和积极性。

(四 )山 长不同

四川各州县旧式书院的山长不少是志趣卑陋1虚应故事、滥竽充数者。尊 经 书 院 的山

长、主讲大都是当时知名的学者。参见下表 :

姓名|任 山长
薛 焕

钱保塘

王闾运

伍肇龄

刘狱云

宋育仁

杜嗣兰

年代 | 身 各  注

1875

1877

1878

1887

1896

1898

1902

|  覆票雾暨
举人

进士

进士

温江教谕

主讲、代理山长

188姓年再任山长

时称 “新学巨手”

书院的山长于书院的声蝰和发展关系极大,故选聘山长十分重要。尊经书院之所以能声

名大噪,与历任山长有很大关系,尤其是王闾运的作用突出。王闾运,字 壬秋。湖 南 湘潭

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今文经学家。1878年底,王闾运应川督丁宝桢之邀,到成都任

尊经书院山长。他上任后即针对
“
蜀人多务于名”的弊病,制定了 “必先务于实

”
的教学方

针,④ 以经史、词章等实学来教育学生。王闾运 “主张以教化转移凤气。他认为社会不良是

教育问题 ,而他直接负有教育的责任,所以他无处不想陶冶学生,实行师生间的共同生活,

彼此敬爱。” “他任书院校长,不仅在课士,尤其语默出处之间,必使符 合 礼 乐,笃 尚廉

耻,方足称移风移俗。闾运力挽颓风,以实学教诸生,以德操感士子,且以议论贬当世;所

以四川学术界的空气一变而挚厚清高。”③

除工闾运外,伍肇龄、宋育仁等对尊经书院的影响也很大。

三、尊经书院对四川社会的作用

尊经书院在四川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四川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四川知识界

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首先,薄经书院对四川士林风气的整齑,蜀学的振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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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书院是四川的教育中心和学术中心,对 四川各地的士子起着楷模作用。由于尊经书

院主张崇实去浮,认真
′
读书,深研学问,四川士林风气为之改变, “风向所趋,人人皆知读

书之有话矣”⑧。 “先是文襄未来时,蜀士除时文外不知读书,至毕生不知 《史》、《汉 》。

文襄以读书相号召,创立尊经书院,重浸五经四史,风气为之一变”,士子
“惟心知向学”

⑩。 “一时人文蔚起”, “
蜀学勃兴矣”⑩。尊经书院在科举八股盛行之时,独树一帜,将

数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一大障碍物、汨没

^、

才之八股摒弃,便四川知识界的思想得到解放。

蜀士终以认真读书,研究学术之风由是复兴。尊经书院从创办伊始,课之以肇经,引之以读

史,旁兼诸子,下逮百家,植柢词林,采源艺海,虽仅岁历三年,学生所写的 诗 文 已逾千

篇。光绪五年,书 院选其中部分优秀文章刊印成 《蜀秀集 》,其后又陆续刊印了《尊经书院

初集 》、 《二集 》、 《三集 》,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形成了四川学术中心,涤荡了士林中

的陈腐气息,好学之风蔚然兴起,改变了旧有的士林风貌,有力地 推 动 了 四川 学 术 的发

展。

其次,蕈经书院成为培养四川人才的摇篚。

清朝中前期,四川虽文学科名仍称济济多士,但于社会、于文化的发展有贡献者寥若晨

星。较著名者如费密著 《宏道书 》,抨击宋学。唐甄著 《潜书 》,为清代朴学开山者。但费、

唐二人皆终老江苏,于 四川社会影响甚小。至于李调元、彭端淑、张向陶虽也小有名气 ,

但都未达到一流的学术水平。四川人才实际上落到历史上最低水平。尊经书院建立后,情 况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晚清最后30余年间,四川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中不仅有知名全

国的大学者、大诗人,也有著名的改革者、教育家。他们不仅对四川9也对∫全国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其 中尊经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尤多,见下表。

尊经书院部分学生表略

姓  名 略事

宋育仁

叼 锐
 |芎
舍1霾雾产F茬么晷玺雾重喜:晏蚕曩钣鬈奄霆F瓦鼋裟屡炅鑫孥f鲨笙冢

予

廖 平 {进士,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经学大师,曾任尊经书院山长、四川国学院院长、 《蜀

|学 报 》负责人,其经学思想对康有为产生了巨大影响 v

陲
屯 睥 岫 佛 芄 沫 氨 LL m畛瓷

酊良彗售馑甯蝥璧霪褒之
猢《渝报λ

L_________— —             ————— —̄———-——————̄ —————̄————

戊戍时期是名噪京师的 “新学巨

《蜀学报 》,曾任 尊 经 书 院山

吴之英
 |《 蜀学报 》主编, 著名的书法家、教育家、著作家。

骆成骧 |进士9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 曾任山西学政、四川大学

{校
长。



蒲欺俊 |邋士,四川倮路同志会会长,四 Jl;谘议局议长,立宽漱领祜9民∷用丿l;军跛府都

|督
.∶五四时期北京《晨报 》主编。

张 澜 |进士,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 曾任民盟中央主席、中F拎 人民共和国罴j主席。

彭家珍

“二大
″秘书长,忡

中囡9∴∶宁改苹委员会

党

 
’

民

长

国

校
家,

ˉ

埘

学

民

字

人

义

国

古
㈦
中

语
 
,

丶
长

家

院

学

院

史

学

历

术
丶
艺

 
。

家

迅

人

育

鲁

导

教
 
,
领

津

 
一

丶
记

级

家

书

高

命

委

共

津
亠

L
革

省

中

学

〓韦
~
的

州
 
,

吴玉章

里
^ |著

毪学者,新文化运动时朔 “只手打孔家店
”的先铮。

阡
沙
跏
跏
主̄任

一 
 
 
 
 
 

一

傅坤湘 |进士,著名教育家,tⅡ办天津女手公学、高等女校、北洋女子师拄学堂,民 国后

|曾
任教育部教育总长。

张森楷 |举人9蕃名教育家、历史学家、撰有近千卷的扌作。

谢无量
 |著

名学者、教授,全国文史馆副馆长。

顾印愚
 |著名书函家。

除了上表,f列 以外,清末民初知识界一大批著名人物如岳卉、胡 从 简、刘子 雄、川沫

原、杜翰藩、方鹩斋、女芝、林思进、刘咸荣、徐炯、王瑞征等邯曾受业于革经二讠l院。至于

一秉师承,间按地与{经书院发生关系者不胜枝+。 尊经书院确为近代口丿}l人才之摇篮。

爨旦9砾 蛏书睨藏为团Jl扌 绪擒文姥恩想鹦中心釉缑新遘动的罨绝。

夺经书浣建立不久,即建立了尊经河,陆续从外省购买了大批图∴
;∶ 典:f, “∴中

=时
务

书报、拴图、仪器、标本,均甚丰富”⑩。继后又开设了路经书后,先后于j印 了 百 分 种书

籍,除经、史、小学、熙地等方面的书籍外,还刊印了部分有关时务的菪作和西方资产阶级

学者的苷作。不仅筋决了清朝两百多年来四丿;丨 士人读书困难的问题 ,雨且还把宙f奸i识 、新思

想引进了封建思想烟涑弥漫的四Jl;知 识界9使士人的思想和知识络构、价拉观 念 均 发 生变

化,从两为维新运动在四丿}l的展开奠下了思想基础。

尊经书院不仅对四丿:∶ 产生了弟晌,而且也对整个中国维新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叫、。苷经

书院毕业的库平在m世绳80年 代,集清代今文经学家之大成。中国维宕f运动的∷导丿、凄有为

就是在受廖平的肜响后9 〃
尽弃其旧说

”才写作了引起中国思想界地;投
^动

的 〈艹学伪经

考 》和 《孔子改制考 》。⊙

甲午战后9维新运动在四川兴起,尊经书院又成为维新派的一个重要苎J山。宋育仁等人

在尊经书院设立羁学会9联络川省各地的维新志士,讲求新学,力主变法;并以蜀学会的名

义创办 《蜀学报 》,痛陈亡国危机,宣传变法维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

科技、教育t法徉洌度, “与海内时流相应合”,使田丿I∶ 知识界风氕盛开,景象灿然。 “坊

闯则 《海国目志 》、 《I∴ 环志咯 》、 《校郇庐J亢议 》、 《孔子改制考 》、砬i氵勹《名学 》、赫

94



污和 《天演论 》甘书9白 白苜老儒,黄 口学僮,殆无不家喻户诵焉。学使者发策决科,诸生

试卷中或能摭用登二十世纪大舞台9不 自由毋宁死等语者9并受到宏奖”猎高第以去,-时
风气波荡如此。”⑩

尊经书浣从1875午 创办到1902年 改为四丿l苷 省城高等学堂,其间仅2s午 ,时间虽短,但影

呐却大且讧。它不仪充当了扫除清朝前中期四川士林中腐败气患的清逋夫,雨且首开了四川

近代教育之先河。它不仅在当时起到了 “泽教所及,全扌丨备化之″
的作用9雨且对以后四丿;l新

式敬育的兴起9学术思想的发展,人才的产生起了十分重要的启导作用。在网川近代教育史

上9尊经吖l窕所儆的历史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演粹 :

①③《戍 i⒈
j仃志》卷“,∶Ι熙二十五年刊。

⊙《滟汩i裳 》卷准。

0③⑦《华阳县忘》卷弼、卷】6。 民国23年刊。

③《清史依》食货志。

⑦《双流县志 》卷4,民国10年刊。

⑧④ 《名山县志》卷Hρ 民国19年刊。

⑨④Θ邹容《革命军》。

GO⑧③张之涌《车酋轩语 》。

④ 《锦江书沆纪略》。

②芦力扬 《成邯书院考略》。

0《 讳汪书沆戚丰学规》。

④⑧《刘光笫文集》笫51页、笫50页。

⑩⑦⑩⑩⑧ 《张之洞奏议初编》。

③⑦⑧⑧⑩⑧⑧⑧张之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

④ 《张文襄公年谱初稿》。

⑩⑧徐仁甫《振兴蜀学人才革出的尊经讠院》。

⑩《王闾运年谱》第89页 。

③柳定生 《四川历史 》¤

⑧伍肇龄《尊经书院课艺二集序 》。

⑩廖宗泽 《先王考府君行述 》。

@梁启超《清代学术慨论》。

·走
{丨:; 讠孟·

台湾出版汤炳正教授著《语言之起源》

田川丿iΙ i太 I屮 口古代文学研究所教授汤炳正先生 《语言之起源 》一书,毋近由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

"t公

司出版。汤先
'L7年

攴业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之门,攻沽文字声韵之学。从三十年代以来,在 《制

言 》、 《论学 》、 《教市学文 》、 《中国语文研宄 》等刊物上发表语言学论著多篇 (部 》。其语言学研究

以对人类语
ˉ
击
·
起源的考察为出发点,创立新说,形戍了白己的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本书足其旧稿、新作

中13篇 沧著的结集。其中《语言起源之商惟 》、 <古语
“
偏举

”
释洌》、 《原

“
名

”
》等对先民以

“
容态

话
”

和
钌
声扌讠1” 表忘诸问题进行了深户、探讨,提出了不同于语言学界传统说法的:∶|Ⅰ△论; 《〈说文 〉

“
歧注

″
考源 》对先民

“
歧读

”
现家进仃了开拓江L研究,深人考察了古代语言与文字 :∶ 关不,纠正了

“
文

宇是在语古基拙上ii生出来的
”
传统说法氵 《〈广韵订补 〉叙例》、 《(法言 )i王注补正 》对 《广韵 》勘

正、 《法古》训 Ji亦多有新见; 《汉代语言文字学家杨堆年诂 、 《〈成的图 〉与太炎j℃生对音学理论的

廷

"》
对汉语古学史和声韵理论的研究均有祜深论述和独到见解。本书由贯雅文化÷sk古 i1公 司为纪念汤

先生
",tΙ

1而卜置拄出,这不怛有助于海呋两片的文化学术交流,也将对海外语言学氵丨宄 i∶

扌
主深刻影响。

(大 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