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朔州古代教育的四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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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朔州地处边塞 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交错地带 历代兵家多在此用兵
,

导

致经济落后 教育也因此发展迟缓
。

但朔州古代教育成果丰硕 概言之有四大亮点 曹魏时期 雁门太守

牵招办学
,

数年间
“

库序大兴
”

此其一 溯州历史上出现了苑论
、

安德裕
、

安守亮和张截 4 位状元 此其

二 ;山西历史上的第一所书院— 应州龙首书院创办 此其三 万青代名师张炜撰写启蒙教材《增补三字

经 》 此其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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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安定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前提
,

朔州地处边

塞 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交错地带 历

代兵家多在此用兵
,

导致经济落后 教育也因此发展迟

缓
。

幸运的是历代朔州地方官吏 都能因陋就简
,

虔诚

办学 使得朔州这方北蛮之地也呈现出
“

人文蔚起 科
甲虫单联

” 1[] 的局面
。

据统计 从唐朝到清朝一千多年中 朔州地区人才

辈出 共有文进士 122 名 其中状元 4 名 膀眼 1 名 武
进士 32 名

。

他们为朔州的经济发展
、

文化昌盛
、

历史进

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

这些著名人物之所以出类拔萃 与

朔州古代深厚的文化底蕴
、

崇教的良好传统有着必然

联系

朔州古代教育成果丰硕 概言之有四大亮点 曹魏

时期 雁门太守牵招办学
,

数年间
“

库序大兴
”

此其一 ;

朔州历史上出现了苑论
、

安德裕
、

安守亮和张榭 4 位状

元 此其二 汕西历史上的第一所书院— 应州龙首书

院创办 砒其三 倩代名师张炜撰写启蒙教材《增补三

字经 》 此其四
。

一
、

牵招办学

牵招 ( ? 一 23 1)
,

字子经 安平观津 (今河北省武邑

县东 )人 曹魏时期杰出将领 常年镇守魏国的边睡重

镇 抵御外族
。

作战勇敢 足智多谋 在政治和军事上颇

有建树
。

曾跟随汉末群雄之一袁尚
,

因躲避袁尚部下高

干暗算而投奔曹操 被任命为从事
。

后因军功 历任军

谋椽
、

乌丸校尉
、

中护军
、

平虏校尉等职

魏文帝时期 雁门一带接连遭受胡人劫掠 曹巫命

牵招出任太守
。

雁门郡辖广武
、

汪陶
、

原平
、

繁峙
、

山享县
、

阴馆
、

楼烦 7 县 其中阴馆
、

楼烦在今朔城区
。

牵招到任

后采取计退匈奴
、

离间鲜卑
、

加固城墙
、

兴修水利
、

设立

屯田戍守等政策守卫边境
,

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无论

势力大小 段有不归附的
,

百姓有了安宁的生活
。

牵招

在雁门郡任职二十年
,“

教民耕战
,

听断以情
,

信赏必

罚
,

干服其命是以夷狄窘迫
,

同知所安… …名扬河朔
,

威震汉中
” 团

曹魏政权建立后
,

虽然州设文学从事
,

郡设文学

椽 县设校官椽
,

以主持地方学校
。

但一些地方官员中

的热心者仍然兴学
,“

文武允崇
” 团的雁门郡太守牵招亦

致力兴学
。

黄初五年 ( 2 24 ) 魏文帝下令 :’’ 扫除太学之

灰炭 补 旧石碑之缺坏
” 闻设太学于洛阳 置经学博士

,

同时诏令各州郡 肩欲学者
,

皆遣诣太学叹
“

招乃简选

有才识者 脂太学受业 还相授教 数年中摩序大兴
”

叹

牵招注重利用中央官学的力量兴隆地方教育
,

选拔有

才干和见识 的人 到太学接受学业 洞来教授别人
,

教

育内容以经学为主 几年间学校大为兴盛
。

魏晋时期
,

军阀分裂割据 政权频繁更迭
,

阶级矛

盾与民族矛盾错综复杂
,

社会动乱
。

在这种时代背景

下 由 政府兴办的官学教育时兴时衰 而牵招办学
,

其

灵活性和适应性较强 所以发挥了较大作用
。

二
、

状元代出

我国封建社会实施科举制度的 13 00 年中 朔州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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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状元 4 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勤奋学习 经由科举出
仕 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

为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

们分别是 苑论
、

安德裕
、

安守亮与张橄

苑论 ( 763 ? 一 823 ?) 序言扬 马邑 (今朔城区 )人
,

后迁居荆州
。

唐德宗贞元九年 ( 7 93) 癸酉科及第 洞时

及第的还有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柳宗元与刘禹锡
,

苑

论独占鳌头
。

元
·

辛文房《唐才子传
·

柳宗元》载 :’’ 柳宗

元字子厚 河东人
。

贞元九年苑论榜第进士
”

据 2002

年河南洛阳出土 规藏于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的《唐故

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安陆郡太守苑 (其祖父苑咸—
笔者注 )公墓志铭并序》载 苑论曾任殿中侍御史内供

奉 启阶为正六品上的朝议郎

苑论与柳宗元联贡入京
,

又一起参加了礼部考试
,

期间二人关系逐渐加深 后来成为至交
卜

柳宗元对苑论

了解甚深 在 《送苑论登第后归勤诗序》中回忆苑论在

考试中的表现时说 :’’ 观其掉鞍于术艺之场
,

游刃乎文

翰之林 风雨生于笔札 云霞发于简版 左右圆视 朋济

拱手 甚可壮也
。 ”

由此可见 苑论文笔不凡 才华横溢
,

文采超群冈
。

安德裕 ( ? 一 10 02)
,

五代后晋重臣朔州人安重荣

之子
。

开宝二年( 969) 摧己巳科进士 甲科 历任归州军

事推官
、

大理寺丛
、

著作郎
、

秘书丛
、

太常博士
、

金部郎

中等职
。

在官场驰骋数十年
,

虽任过不少官职 肩时也

略有升迁 但因酣饮太过 厂直未受大的奖摧

安德裕饱读诗书 富有才华 曾出任
“

壬辰科
` ’

主考

官
。

著述颇丰 肩文集 40 卷传世 其文采备受太宗嘉

赏
。

性格耿直自负
,

乐于奖掖后辈 文学家王禹俩
、

状元

孙何初入文坛时 都得到了他的帮助
、

推荐

开宝五年 ( 9 72)
,

安德裕之子安守亮亦金榜题名
,

成为壬申科进士第一名 时隔三年 ,ofI 隔两科 成就一

对
“

父子状元
”

泄所罕见 成为千古佳话

张橄 ( 1 1 6 5一 1 22 5 ) 序巨济
,

LIJ 阴 ( 今 LIJ 阴县 )人

金章宗明昌五年 ( 1 19 4)
,

张橄荣登甲寅科词赋殿试榜

首
。

曾任应奉翰林
、

国子学博士
、

镇戎州刺史等职
_

张榭为人有蕴藉 善谈论
,

一生并无显赫政绩
,

但

据《中州集》is[] 己载他在当时的文坛上颇有声誉 崖代著

名文学家
、

诗人
、

历史学家元好问对张橄的作品给予了
“

文赋诗笔 截然有律度 时人甚爱重之
”

的评价
-

织形式 是由官民合办的学校
,

以民办为主
。

书院的主

持人多为名师宿儒
,

既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

学工作 又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 承担着教

学与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

龙首书院为应州人邢抱朴为纪念母亲所创建
。

邢

抱朴兄弟二人皆为当时硕学之士
,“

抱朴与弟抱质受经

于母陈氏
,

皆以儒术显
”

兄弟二人皆官至宰相
。

邢抱朴

不忘母亲的教诲之恩 为追念母亲的功德 在家乡创建

了一所书院
,

以应州境内最主要的山峰龙首山命名
。

《中国书院史》 9[] 载
,

宋辽金时期
,

全国有书院 51 5

所 油西不足 10 所
。

据《山西教育史》10[] 载 :’’ 北宋初年
,

百废待兴 国家鼓励私人办学和建立书院
。

山西的第一

所书院始建于与北宋同期的辽代 其名曰龙首书院
。 ”

龙首书院也是少数民族政权辖域内的第一所书

院
,

龙首书院的创建说明邢抱朴确是
“

以儒术显
”

的贤

士大夫
。

《山西书院 》1[ ’竹 :’’ 此书院虽为汉族大臣所建
,

但开了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书院之先河
。 ”

对于地方政府

和地方官员而言
,

邢抱朴创建书院
,

并以传播儒学为

责 开启了文教责任观念和意识
。

据《辽史 》记载 肝B抱朴在安抚百姓
,

处理积案
,

巡

视全国
、

考察民情
、

全权升迁罢免地方官诸方面颇有政

绩
,

是
“

性颖悟 好学博古
”

的硕学之士 他所开创的龙

首书院是当时山西较为著名的书院之一
,

为山西教育

做出了杰出贡献

三
、

书院之光

古代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教育组

四
、

《三字经》补

张炜 ( 180 今一 18 59) 序晒堂 别字斋 号赤侯 冷朔

城区小堡村人
。

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
、

河南道御史
、

京毙道御史
、

开d科给事中
、

太常寺少卿
、

奉夭府府丛兼

提督学政等职 并多次担任云南
、

川页天 乡等乡试考官

因做官关注民生 民风
,

尽职尽责
,

直谏多被采纳 探受

皇帝赏识 屡受嘉奖 生平诗文著述颇多 但大多数未

刊行
,

只有《增补三字经 》由其次子张耀奎于光绪乙亥

年( 1 8 7 5 )刊刻成书 流通于世 其雕版现存于马邑博物

馆

张炜担任奉夭府府丛兼提督学政期间 治学严谨
,

深受当地文士仰慕
卜

公事之余 经常亲编教材 并撰勒

于石上
,

供生员抄阅 他认为启蒙课本《三字经 》中
“

有

略而不详之处
”

遂进行增补
。

咸丰四年 ( 18 54 )撰成《增

补三 字经 》一书
,

此书对
“

太极
、

推 (下转第 2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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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对比
,

一步步剥落了显无宴的假面具 显露出他欺

软怕硬的无耻嘴脸
。

二是悖谬性对比 是指人物的恶劣

品质与其青云直上的命运
、

际遇形成荒唐对照
。

第五回

中写王振 原为县儒学训导
,

因
“

三年考满无功
”

被阉

割做了太监
,

谁知一进宫门
,

这蠢材却神奇地发迹起

来 成了仅次于皇帝的九千岁
卜

有一个原为糊涂县令的

教官
,“

岁考发落
”

竟头一个举了
“

德行
” ,“

诧异得那合

学生员 街上的百姓… … 当作件异闻传说
”

、

狄希陈不

学无术
,

竟然买到尚书的爵位
,

虽然因疏忽丢掉了
,

却

还是个成都府经历
。

梁生
一、

胡旦只是两个受人轻视的戏

子 却能为显思孝轻松谋得通州知府的官位 一个颠倒

真假
、

瞎判案的谷知县又居然
“

报升了南京刑部主事
”

上述一系列官场的荒唐事件
,

恶人的发迹史同人们思

维的正常逻辑构成尖锐对立
。

在这种不协调对比中 揭

露并嘲讽了当时官场的黑暗与荒谬

总之
,

西周生将讽刺的锋芒指向意欲谴责
、

批判
、

否定的各色人格 洛种伦理道德问题 通过夸张
、

对比
、

侧揭等艺术手法昭鉴社会的道德状貌和人情百态 在

艺术上表现出更为显豁和多层的讽刺视角
“

如果说从

《金瓶梅 》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我国现实主义小说

创作道路中 成醒世姻缘传》 于其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

重要作用 那么单就它的讽刺艺术而言 特别对后来的

讽刺文学作品如 《儒林外史》
,

则在某些方面有着更密

切的影响痕迹
。 , ,

团

参考文献 :

1[] 胡适
.

《醒世姻缘传》考证 IM }
.

原刊 19 3 3 年亚 东

版《醒世姻 缘传》附录
.

广州 :广州 出版社
,

1 9 9 6
.

姜义华
.

胡适学术文集
.

中国文学史 (上 )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 9 8
.

2[] 鲁迅
.

鲁迅全集 ((, 卷 ) [M }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 9 6
.

4 2 8
.

3[] 李少群
.

论《醒世姻缘传 》的讽刺艺术 U]
.

天府新

论
,

19 8 8
,

( 1) : 6 6一7 ( )
.

张 丽 河南信 阳职业枝术学院 讲师

(责编 樊

硕士

誉 )

原
、

起义
、

三才
、

四时类中
,

各增数

条
” 【12]

,

比其他版本《三字经 》内容丰富 涉及面广 肩独

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
。

《增补三字经 》全文共 1 800 字 周字数较其他版本

多 600 余字 浴称《大三字经 》 颇受时人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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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反映出其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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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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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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