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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易
学家、历史学家邵雍，在伊川
隐居30年，创办了安乐书院。
这里不但是著名理学名家程
颢、程颐潜心求学之地，而且
也是邵雍传世经典《皇极经
世》《观物篇》等著成之地。至
明代，安乐书院颇具规模，成
为当地莘莘学子求学的重要
场所。新中国成立后，安乐书
院原址先后成为政府办公场
所和学校；2010 年伊川县决
定重建安乐书院。

邵雍，字尧夫，北宋大中祥符四年
（公元 1011 年）出生于范阳（今河北涿
州）。后为躲避战乱 ，举 家 迁 往 大 莘
店（今伊川县平等乡）居住。初到大莘
店，全家住在茅草屋里，他亲自砍柴烧火
煮饭侍奉父母，即使常常断炊，却怡然自
得，自称“安乐先生”。

在大莘店隐居期间，创办安乐书院，
讲学于家，是邵夫子留给后人的巨大财
富之一。正如宋代理学鼻祖之一程颢在
其所作的《邵雍先生墓志铭》中所说的那
样，“先生在洛三十年……讲学于家，未
常强以语人，而就问者日众。乡里化之，
远近尊之”。

这段话说明邵雍在洛（包括伊川大
莘店、洛龙安乐窝）居住30年……在家
讲学期间，虽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
别人，但前来听讲的人越来越多，乡里被
他教化，受到人们尊重。

至明代，邵夫子所创办的安乐书院
已颇具规模。据明代《李氏家集》记载：
此时安乐书院的大门为先天八卦门，门
匾曰“安乐书院”，门前有河流过。书院
正殿为“皇极书屋”，屋内有邵雍像。
院内有“击壤”和“弄丸”两亭，为研究
学术的地方。另外，正殿后还建有邵
氏灵迹（即邵氏祠堂），里面供奉着邵夫
子的父亲邵古以及邵氏先祖。

在安乐书院期间，邵夫子不但
讲学于家，还积极著书立说，相继
构思、完成了《皇极经世》《观物篇》
等传世著作，阐述了他对宇宙本体
等问题的看法。

邵夫子在这方面的主要成就
有：首先，作为易学家，他继承并发
展了《周易》的太极思想，阐发太
极、阴阳、神话原理，论定太极为宇
宙本体，即太极为宇宙的本体，并
用太极的自我运动，去解释宇宙万
物。

邵雍阐述的宇宙本体说，丰富
和充实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本体论，
为朱熹论述“理一分殊”原理创造
了思想前提，深刻影响了程朱、陆
王两派理学家。

其次，开创先天易数理论。他
绕开《周易》的卦爻辞和《易传》的
思想原理，始终把《周易》中的

“数”，作为推衍天地万物之理的出
发点，特别是他提出了《周易》六十

四卦的新排序方法，这个排序的新
方法遵循一个法则，当时被称为

“加一倍法”。后来，他的这种学说
传播到欧洲，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
据此发明了二进位制，并制造了世
界上第一台计算机。

最后，创立了新的自然史观和
社会史观。在《皇极经世》中，他采
用了独特的“元、会、运、世”方法，
编撰了世界历史年谱，去诠释历史
发展固有的规律法则。此外，邵雍
还提出了中国历史演变的“皇帝王
伯”四阶段说，打破了王朝史体系，
按四阶段递嬗原理，编撰了中国历
史年鉴。

另外，除著有《皇极经世》《观
物篇》等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著
作外，邵夫子还著有诗集《伊川击
壤集》，其中的“一去二三里，烟村
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
花”一诗，一度成为伊川学堂里的
启蒙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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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帆 司一智

3 乐天知命 内圣外王

宋仁宗嘉祐七年（公元 1062
年），在伊川闲居近30年后，邵雍迁
往洛阳。这一年，他52岁。

刚到洛阳时，富弼、司马光、吕
公著等许多贤达名士亦退居洛阳。
于是，他们时常串门游览，交往甚
笃。邵夫子把自己住宅取名“安乐
窝”，每天早晨焚香端坐，下午饮酒

三四盅，吟诗自咏。
据《宋史·邵雍传》记载：每年春

秋两季是邵夫子外出游玩的日子，
他时常乘着小马车，一个人牵着缰
绳，随意之所好，走到哪儿算哪儿。
士大夫们听到他的马车声，便争相
迎接。有人甚至另建房屋给邵雍居
住，以恭候他的到来。

公元 1077 年，邵雍因病去世，
被葬在离安乐书院不远的卧龙山之
阳，后人把邵雍墓园称为安乐佳城。
由于他在理学上的巨大成就，程颐
用“内圣外王之道”评论邵雍之学，
以“振古之豪杰”评论邵雍其人。

正因为此，邵雍与张载、周敦颐、
程颢、程颐四人并称为“北宋五子”。

□本报记者 姜春晖 文/图

邵夫子创设邵夫子创设 经典著于此经典著于此
安乐书院安乐书院：：

公元 386 年，北魏在十六国争雄中异军突起，统一北
方，定都大同（今山西大同）。大同距中国腹地遥远，不利于
统治。公元471年魏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为展示雄才大略，
积极推进迁都洛阳，但屡遭大臣反对。无奈，他以南伐为名，
出动30万大军，誓师南进，行至洛阳，阴雨连绵，将士疲惫不
堪。军队在洛阳稍作休整后，他即骑马执鞭，号令六军，继续
南进。群臣纷纷跪于马前谏言：这样南伐，必败无疑。孝文帝
说：“不南伐，即当移都于此。”群臣只得同意，于是定都洛阳。

北魏乃鲜卑族政权，鲜卑人在草原游牧，崇尚自然，崇
拜太阳，道教、佛教传到此处，一一被人们接受。魏文成帝
后，崇佛之风日盛，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佛教的发
展更是推波助澜。他建立各级官方佛教管理机构，设置僧官；
请一些高僧每月到宫廷讲经三次；广做佛事，还亲自为出家
人剃发。他率领皇亲国戚参与大型礼佛活动，重臣公卿争相
趋附，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就表现了这一盛大仪式。

寺院是佛教传播教义、组织僧众活动的重要场所。孝文帝
一到洛阳，就以祖母冯太后追福的名义，在城南开阳门外的劝
学里（今伊滨区佃庄镇附近）建报德寺。《魏书》中记载了孝文帝
诏建此寺一事，高祖诏曰：“朕以虚寡，幼篡宝历，仰恃慈明，缉宁
四海，欲报之德，正觉是凭。诸鸷鸟伤生之类，宜放之山林。其以
此地为太皇后经始灵塔。于是罢鹰师曹，以其地为报德佛寺。”

孝文帝身边有位西域高僧菩提跋陀，长期为孝文帝讲经祈
福、出谋划策，颇受敬重。但跋陀好山林之乐，不喜城市的喧闹，
一到洛阳，心烦气躁，闷闷不乐。孝文帝深知跋陀之意，下诏在京
畿的嵩山专为跋陀修建了少林寺，供他静养修炼。今少林寺山
门石坊刻有“祖源谛本”“跋陀开创”“嵩少禅林”“大乘胜地”等字
迹，显示了少林寺的来历及它在佛教界的显赫地位。

汉明帝创建的白马寺，经魏孝文帝下诏整修后，依然是巍
然大寺。寺内珍藏的最早经函保存完好，人们常烧香供奉它。
这里的石榴、葡萄均从西域引种，优异于别处，故有“白马甜
榴，一实值牛”的美誉。白马寺寺内有沙门宝公，虽形貌丑陋，
却通晓过去，预知未来三世之事。据说，胡太后向他询问世事，
宝公道：“把粟与鸡呼朱朱。”时人皆不知其意。建义元年（公元
528年），胡太后被尔朱荣投入黄河淹死，这才验证了宝公之言。

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厉行新政。其一是北人迁洛
悉为洛阳人，“死葬河南，不得北还”；其二是改胡姓为汉姓，孝
文帝改姓为元；其三是逝北语，讲汉话；其四是禁胡服，改礼
俗；其五是定姓族，行联姻；其六是改官制，定律令，同时大兴
土木，扩建洛阳城。至今遗存的汉魏故城测量显示，北魏洛阳
外廓城长、宽均达10公里，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这座古代最大城市又是中国历代佛寺最多的城市。据
《洛阳伽蓝记》载：京师洛阳，“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
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
壮！”自孝文帝，洛阳城大规模建造佛寺、佛塔、佛窟，使洛阳
佛寺数量达1367座，仅西域僧人即3000多人，拥有佛经达
415部1919卷，洛阳被誉为“佛国”。

北魏洛阳高僧云集，著名的有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
摩提、佛陀扇多、昙摩最等。昙摩流支在洛阳译出《信力入印法
门经》等3部，菩提流支译出《十地经论》《佛名经》等30部，佛
陀扇多译出《金刚上味陀罗尼经》等11部。昙摩最在融觉寺主
讲《涅槃经》《华严经》，有僧徒千余人。菩提流支读昙摩最的

《大乘义章》时，常“弹指赞叹，唱言微妙”，被文章的立论和文
采折服，并用梵文译出，派人送往西域。西域沙门读后钦佩不
已，常向东面遥拜，称昙摩最为“东方圣人”。

拓跋宏拥兵迁都
洛阳城俨然佛国

4 重建书院 以继学术

自邵夫子创设开始，安乐书院
一直是当地莘莘学子求学的重要场
所。

至清康熙年间，一位西方传教
士说中国有两位能“识破天机”的圣
人：一位是始创八卦的伏羲，另一位
是画出《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的邵
雍。闻此，康熙曾为邵夫子题写“学

达性天”御匾，并委派钦差送到安乐
书院。

清末民初，随着新式学校的发
展，安乐书院被改建成新式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安乐书院被改为政
府办公场所，后又恢复为学校，仅存
清代建筑邵夫子祠3间和几块碑刻，
祠内供奉邵雍像。

为传承先哲学术思想，从建
2010年起，伊川县平等乡决定重建
安乐书院。按照规划，将逐步恢复
书院大门、皇极书屋、大殿、天根轩、
月窟轩、击壤亭、弄丸亭等，以弘扬
邵雍易学思想与易学文化。

截至目前，安乐书院大门已基
本完工，其他工程正加紧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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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