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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我国古代集教学、藏书、祭

祀三大功能于一体的地方性教育组织，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近千所书院，最著名

的莫过于“四大书院”。目前普遍认为

“四大书院”分别为白鹿洞、嵩阳、

岳麓、应天府书院，这四大书院唯有岳

麓书院绵延至今，文脉从未断绝。北宋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

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了岳

麓书院，算来也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了，因此岳麓书院有“千年学府”的美

誉。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

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

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如今岳麓书院集教

学、旅游、研究于一体，这也是与另外

三大书院最不一样的地方。

长沙人推崇的旅游胜地很多，但是

第一个要力荐的往往是岳麓书院，但凡

提起，语气都是自豪的，说那是最有人

文气息的所在。

果然，我沉醉于岳麓书院亘古不变

的文化氛围里了。

彼时正是深秋，曾有诗写岳麓山

“饶将春色输秋色”，如今看来确是如

此。枫叶的丹红与银杏的明黄交相辉

映，秋景又何曾逊色了呢？_ 庭院里那棵数百年的老银杏树，见证了“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的精神

_ 书院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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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建在长沙岳麓山黄洞下，

面朝湘江，在地势上是依山傍水，建筑

风格上属于明清风格，整体设计强调

“天人合一”，譬如总体是逐渐升高，

模仿自然山体的态势；布局是南北方向

两横、东西方向两纵的相辅相成。进了

大门、二门后就是宽阔的讲堂，讲堂正

门悬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讲堂两

边分别是教学斋和半学斋，是学生和老

师学习生活的居所。往后走是御书楼，

期间分布着百泉轩、拟兰亭、汲泉亭，

各个亭轩往外便是慎斋祠、船山祠、崇

道祠、六君子堂等祭祀各先贤文人的祠

堂庙宇。游人拜谒先贤以后，可以顺着

碑廊一路走到屈子庙，在茫茫竹海中，

书院与岳麓山融为了一体。

可以看到，岳麓书院采取因地制宜

的手法让书院融入岳麓山并成为其中的

一部分。御书楼后方栽植大冠乔木，让

书院建筑很好地过渡到自然山体，使建

筑与山水巧妙地结合，达到“虽由人

作，宛自天开”景观的效果。

岳麓书院是文人建筑，理所当然地

广泛运用寓意深远的雕刻、对联、匾额

等载体，把人生哲理、传统美德、儒教

家训、劝诫箴言等与建筑结合起来，营

造出一种学习气息、历史厚重感浓厚的

人文环境，从而达到教育目的。岳麓书

院最能感染我的，便是无所不在的文化

氛围，其体现在随处可见的匾额、对

联、题壁词赋。

_ 书院周边栽植大冠乔木，让书院建筑很好地过渡到自然

山体，使建筑与山水巧妙地结合

_ 书院中无所不在的文化氛围，体现在随处可见的匾额、

对联、题壁词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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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碑廊

_ 御书楼

如书院前门的赫曦台，据说当年朱熹

来岳麓书院讲学，在岳麓山登顶看到日

出，便激动地感叹：“赫曦！赫曦！”，

“赫曦”两字出自《离骚》，“赫”指红

色，“曦”指朝霞，赫曦台就是纪念这一

典故。赫曦台上有许多匾额对联，譬如

“三湘隽士讲研地，四海学人向往中”，

是对岳麓书院文化地位的极高概括，直接

点明了其文化影响力。又如“合安利勉而

为学，通天地人止谓才”，上联出自《中

庸》，意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只要领悟

了道，那在学问上都能殊途同归；下联出

自《周易》，意为要通晓天、地、人，才

能称得上是有才之人，此联直接提出了对

书院学子对才学的基本要求。岳麓书院大

门两旁亦有一对名联：“惟楚有才，于斯

为盛。”楚国人才众多，而在这里尤为兴

盛。这“自夸”是名副其实的，岳麓书院

当时集中了一批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

育家，如朱熹、张栻、王阳明，也有哲学

大师王夫之、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

宗棠、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

才常，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大门左右

两墙上还有一副长联：“治无古今，育

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学

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

蔡风神”上联说古往今来要治理国家从来

都是把培养人才当作第一要务，因此要顺

应时代潮流。下联说做学问既要继承又要

革新，融会变通，如宋代的朱熹、张栻，

又如近代的毛泽东、蔡和森。讲堂第一排

的“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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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是劝诫学生勤勉刻苦；第三副“一水长流池不涸，两贤相磋道终同”，借用朱熹与张栻开了不同学派自

由交流对话、相互质疑论辩的先河，点明做学问要有开放精神；最后一副长联：“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千

年学府传于古；人因道立，道以人传，一代风流直到今”，站在一个较高的维度，高度概括了山、院、道、

人之间的关系。

这里每一组院落、每一块石碑、每一枚砖瓦、每一棵古树，都闪烁着时光淬炼的人文光彩。当我路过镶

嵌在书院四处的一个个祠堂庙宇时，走回大门，正好看到一群来游学参观的小学生们，朝气蓬勃的他们充满

好奇地打量这里的一切，或许他们还没办法完全读懂墙上的碑文石刻，但我能从他们眼中看到崇敬和向往。

我突然想到，这种文化的感染力，已经传承了一千年——一千年前，在这个亭廊走过的学子们，必定也是这

样的眼神吧；在讲堂飞出的读书声穿过的，必定也是同样风景吧；庭院里那棵数百年的老银杏树，在深长岁

年中，也见证了“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的精神吧。

理
论
探
讨

广西公园城市建设策略探讨
BIM技术在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的应用探讨
    ——以南宁市某市民文化活动中心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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