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文彦博赠宅创办

2013年11月7日 星期四编辑：贾臻 校对：杜晶华 组版：马琳娜
人文河洛 09

求教者日夕盈门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核
心
提
示

伊川书院原名伊皋书院，
位于伊川县鸣皋镇，由北宋著
名理学家程颐在宰相文彦博的
资助下创办。伊川书院作为程
颐晚年“讲易传、授理学”的地
方，求教者日夕盈门，成为理学
创立之地和传播之源，伊洛地
区也因此被誉为“理学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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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春晖

滥觞即在此滥觞即在此
伊川书院伊川书院：：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三月，孝文帝死于南征北
返途中，太子元恪即位，为宣武帝。宣武帝继承孝文帝的未竟事
业，国力达到鼎盛。宣武帝崇佛尤甚，一人建成三大寺院，声名显
赫，可见一斑。

当时洛阳佛教兴盛，正如《洛阳伽盛记校注》所载：“异国沙
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目睹外国和尚纷纷来京弘
法的情状，宣武帝非常高兴，他下诏在阊阖门外御道之南建造永
明寺，以接待这些异国僧人，安顿他们来京之后的饮食起居。

永明寺规模宏大，房庑连亘，一千余间。院中遍植修竹、高
松，奇花异草，骈阗（tián）阶砌。寺中异国沙门多时，超过 3000
人，他们有的来自西域，有的来自天竺，有的来自大秦国（今
罗马），高僧云集，其中有昙摩流支、菩提流支等，连已在少林寺
安身的菩提跋陀也曾在此寺挂单。

自仲令仪在洛阳受戒，成为中国第一位比丘尼净检法师后，
洛阳女子出家者络绎不绝。宣武帝下诏在阊阖门御道北修建瑶
光尼寺，专为女子修佛之地。

瑶光尼寺建筑极为精美。据《洛阳伽蓝记校注》载，寺中有一
个5层寺塔，高50丈，仙掌凌虚，铎垂云表，作工之妙，可与永宁
寺塔比美。寺中胡僧尼房500余间，“绮疏连亘，户牖（yǒu）相通，
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牛筋狗骨之木，鸡头脚之草，亦悉备焉”。

瑶光寺也是皇家寺院，寺中尼姑，多为名门秀女。“椒房嫔
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
发辞亲，来仪此寺，屏珍丽之饰，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归诚一
乘。”据载，孝文帝的废皇后冯氏、宣武帝的皇后高氏都曾到该寺
为尼。但正因为该寺名气，引来心怀叵测之人的垂涎。永安三年

（公元530年），尔朱兆攻入洛阳，纵兵大掠，有数十人冲进瑶光
寺，见有姿色尼姑悉数奸污，这一清静之地变成了宣淫之所。

尔朱兆为北魏大将军、尚书令，太原王尔朱荣从子。尔朱荣
曾乘北魏内乱攻入洛阳，将胡太后和幼主元钊双双投入黄河淹
死，还以“祭天”为名，将北魏王公卿士2000多人诱骗至河阴，
全部杀之，史称“河阴之变”。后孝庄帝不满尔朱荣的行径，设计
杀掉了尔朱荣，尔朱兆便率军攻入洛阳，纵兵抢掠10日，将孝庄
帝囚禁晋阳，至此北魏政权分崩离析，此为后话。

宣武帝修建的寺院最著名的当数景明寺。此寺建在宣阳门外
一里御道东（今伊滨区佃庄镇），用他称帝时的年号“景明”命名。

景明寺呈方形，东西南北均为500步。“前望嵩山、少室山、
背负洛阳城，青林垂影，绿水为文，形胜之地，爽垲独美。”“复殿
重房，交疏对霤（liù），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虽然房外有春夏秋
冬，季节交替，室内却四季如春。房檐之外，皆为山、池、竹松兰
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正光年间（公元520年至公
元525年）太后又在寺中建造一座7层佛塔，去地百仞，当时国子
监祭酒邢才文撰写的碑文云，“俯间激电，旁属奔星”，可见塔之高
耸程度。该塔装饰极为华丽，称“金盘宝铎，焕灿霞表”，甚至超越
了永宁寺塔。在寺中，有3个池塘，池中萑（huán）蒲菱藕，水族兴
盛，黄甲紫鳞，出没于繁藻之间，青凫白雁，浮沉于绿水之中。

景明寺在洛阳城备受尊崇，许多佛事都在此举行。每年农历
四月初七，洛阳城各寺佛像齐集景明寺，共有1000余尊。第二
天即农历四月初八，为释迦牟尼圣诞日，这天，要举行一系列活
动庆贺，最重要的活动是“行像”，即用车载佛像在大街上巡游。
其时，佛像依次出宣阳门，至阊阖门前，皇帝亲御城门楼观礼，并
散花、致礼。这天，“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
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
徒法倡，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这种大型行像活动，以
耍狮子、辟邪为引导，僧众高举幡、幢，抬着各种佛像行进，供人
们瞻礼。当时，这种盛大佛事场面不仅令京城百姓肃然起敬，就
连西域胡僧也惊叹不已，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再三行礼。

宣武帝崇佛尤甚
三大寺声名显赫

□徐晓帆 司一智

经过北宋初年的休养生息，从仁宗庆历年
间至徽宗崇宁年间，宋朝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
兴学运动。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发起于宋神宗
熙宁年间，由时任宰相王安石发起，属王安石变
法的一部分。

据有关史料记载，此次兴学的核心是实施
了“三舍法”——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
三等，以年终考试成绩及平时的学业品行作为
升舍、应试和授官的依据。“三舍法”的实施，旨
在用三舍制取代科举制，进一步树立官学权威。

这与伊川书院有何关系？说起来，关系可
大着呢——正是由于王安石变法的施行，书院
才得以创办。

据有关史料记载，北宋元丰五年（公元
1082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北宋著名的理
学家程颐退居洛阳。程颐想在洛阳龙门山一寺
院旧址讲学，就给时任西京留守的文彦博写了
一封信。

文彦博在回信中称“龙门久荒”，便把自己
“伊阙南鸣皋镇小庄一址”旧园赠予程颐，让其
创办书院，名为伊皋书院，其成为伊川书院的前
身。随后，为避免办学经费短缺，文彦博还赠予
程颐良田十顷。

因地处九皋山附近，程颐所创办的书院名叫
伊皋书院。

九皋山与儒家文化渊源颇深——儒家弟子
认为九皋山离天最近，有“天室”之说。2000多年
前，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子九代孙孔鲋（fù）背
着大批儒家经典，跋山涉水，来到九皋山隐居，方
使大批儒家经典躲过一劫。

此番，随着程颐的到来和伊皋书院的创立，
这里又成为理学的“重镇”。

据伊川县地方有关文献记载，程颐所创
的伊皋书院包括正房 5 间，是程夫子“讲易
经、授理学”的讲堂；正房东西两侧，各为厢房
3 间，是莘莘学子的居所。另外，书院里还建
有稽古阁，是储藏典籍的地方。书院大门上

还悬挂“伊皋书院”匾额，相传为程夫子亲笔
所题。

伊皋书院创办后，程夫子晚年大部分时间均
在此收徒讲学，形成理学思想体系并且著成经
典。据有关史料记载，由于程夫子学识博大精
深，经术通明，义理精微，诲人不倦，一时四方俊
秀闻风而至，士大夫从学者日夕盈门。

为保证教学质量，程夫子还专门制定了学制
和校规，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伊皋书院一时名
声大振。据统计，在伊皋书院讲学期间，程颐共
招收弟子83名（还有说63名），其中不乏孟厚、
邵伯温那样的名儒大家。伊皋书院不仅成为其
传播程氏理学的“重镇”，伊洛地区也因此被誉为

“理学名区”。

金代以后，由于战争频繁，伊皋书院逐渐被
废弃。

公元 1271 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号为元。
公元1276年，元朝攻占南宋都城临安，结束了宋
辽夏金长期对峙征战的局面，成为我国历史上第
一个由少数民族当政的大一统王朝。

元成宗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时任鸣皋
镇炮手军总管克烈士希读程颐《伊川易传》《二程
遗书》，看到书院经220余年风雨，已破败不堪，
感慨万千，决心立志兴学。他自筹资金，招募民
工，在伊皋书院旧址上重建书院。

据有关史料记载，克烈士希重建的书院包括大

成殿、主礼殿、讲书殿、九贤祠、藏书楼及门庑（wǔ）、
庖厨、库庾百余间等。随后，其子慕颜铁木继承了父
亲的遗志，复建了稽古阁，并收藏了大量典籍。

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仁宗敕赐“伊川
书院”匾额，并聘请名儒，招徒授课，从此伊川书
院得以中兴。

另据记载，元大德年间伊川书院落成后，刻
有石碑，碑额为“有元敕赐伊川书院之碑”，以永
志纪念。该石碑由时任翰林院直学士薛友谅指
导性撰文，集贤学士赵孟頫书丹，参知政事郭贯
篆额。虽历经风雨，碑刻仍屹立不倒，是研究我
国古代书法艺术和书院教育的重要资料。

入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明清两代，伊川书院又经过多次修复扩建。

如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时任嵩县知县徐
士纳亲自督建了两程祠。乾隆年间，伊川书院又
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培养了不少人才，如名列
伊洛名儒的蒋耀祖、李南华、姬瀚、李贤书等。

如今，伊川书院现存大成殿3楹、克烈公祠3
楹、东西厢房各3间，石碑数通。另外，院中还有
三人合抱古柏一株，人称“宋柏”，相传乃程夫子
亲手栽植。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伊川县有关部门

多次出资修复伊川书院——不但修复了遭到严
重破坏的赵孟頫（fǔ）书丹的伊川书院碑，还为其
建立了碑墙。2005年，该县又出资重修了濒临坍
塌的伊川书院大成殿。

程颐所传之道——洛学，对程朱理学的创立
具有开创之功。作为程夫子理学思想的重要策源
地之一，伊皋书院在中国书院史和思想文化史上
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正因为此，伊川书院于2008年入选第五批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伊川书院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