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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陈献章湛若水

堪称广东
最早教育家
羊城晚报： 湛若水在学术上主要

继承了老师陈白沙的心学理论 ，在书院
教育 、岭南学术推广普及方面做出了很
突出的贡献 ，可说是开明代岭南教化的
标志性人物 ，在全国也享有盛誉 。 他凭
借的是什么？

王建军：可以说，开启岭南儒学学
统的是陈献章，但树起岭南地域儒学旗
帜的却是湛若水。 湛若水之办书院，以
“祀白沙”为号召，成就却超越了陈献章
的教学传统。 在此，湛若水做了几件重
要的工作：一是诠宗旨，他修订了陈献
章的“静中养出端倪”之旨，提出了“随
处体认天理”新宗旨；二是构书院，使得
陈献章心学有了固定的教学传播场所；
三是立祠祀，使得陈献章心学成为书院
教学的制度性知识资源； 四是定规制，
湛若水颁定《二业合一训》《大科训规》
《大科书堂训》《求放心篇》《心性图说》
等规制性的条例，明确详实地规定了书
院学生的为学旨趣、修习课程、尊卑礼
仪、作息制度等一系列思想与行为的准
则，使讲究自然自得、质朴自由的陈献
章心学得以纳入书院式的教学组织之
中，完成其与传统书院教学的接轨。

总之，湛若水的教育思想在继承与
发展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以“随处体
认天理”为一代讲坛宗旨，与王守仁半
分天下，掀起了明代讲学风潮，影响了
明代中后期上百年之学风。 特别是对推
动广东地区的书院讲学影响更为深远，
使白沙、 甘泉学统得以扎根于岭南地
域，成为广东地域儒学研究开始走向独
立成熟的一面旗帜，也标志着广东书院
走上了自主成熟的发展阶段。

羊城晚报：湛若水在书院管理方面
的思想和做法 ，您认为最有价值的地方
在哪里？

王建军：湛若水在书院管理方面最
有价值的地方，是将理论学习与修身实
践通过制度管理得到了有机结合。 湛若
水订有《大科训规》和《大科书堂训》，就
把“随处体认天理”的内蕴整合进入了
制度化的教学安排之中，在学生的书院
生活中寻找“下手用功处”，并且强调一
个“敬”字，应事持敬。可见，湛若水将高
深玄妙的心性之学，置放于学生的生活
世界中，这种书院管理理念在中国书院
管理制度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
意义。

但是， 由于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
湛若水书院管理思想的意义没有引起
足够重视。 古代史学界大凡谈到书院制
度，都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为标
杆， 这里面有传统教育价值取向的问
题。 湛若水所强调的“随处”，基本都是
民众生活、劳作的内容，就与传统教育
价值观念的“重道轻器”“重本轻末”相
背离，所以得不到明、清两朝学术正统
的重视，当代学术界也有所忽视。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湛若水与陈献
章在教育史上的地位？

王建军：陈献章、湛若水在广东教
育史上是开风气的人物。 明代之前，广
东还没有称得上“教育家”的人物。在明
代，他们两人的教育成就不仅在广东最
有影响，而且影响到全国，为岭南儒学
的崛起和明代广东教育的提振奠定了
基础。

增城西部的最高峰南
香山腹地，沿一段尚未完全
开发的盘山路，逶迤行至东
南麓的半山腰，广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最新挖掘出的
一座古代书院遗址豁然在
目。

此地林泉静谧，鸟鸣山
幽，真是读书的好环境。 可
回望来路， 今人都感觉崎
岖，实在难以想象，近五百
年前，年逾古稀的岭南先贤
湛若水是如何率领门徒在
此建起了这座莲花书院。

考古队员为之欢呼，这
是整个岭南地区保存最好
的明代书院遗址，布局严整

而考究。 稍作清理，即可见
五层平台依山而建，中轴线
上的台阶将门楼、 诸生馆、
讲堂、 正堂与偏堂彼此相
连。 特别是讲堂所在的第四
层，还散布若干雕花精到的
红砂岩柱础，由此感应古人
崇文办学的诚心，格外牵动
视线。

教育史的学者们更是
惊喜，因为在湛若水所创办
的近三十所书院中，这是目
前唯一经过考古发掘出来
的，与他的著述、诗作、地方
志等完全吻合， 文物互证，
是明代岭南文教兴盛的重
要遗存。

在增城莲花书院遗址的讲
堂外，还保留着几处表面光滑的
大石头，隐隐刻有“大坐石”“小
坐石”“鼓石”等字样，学子静坐
遐思的意趣尽在其中。

今日站在书院平台四下望
去， 已看不出有良田环绕的迹
象。 当年在如此远离市声之处营
建书院，实在耗费甚巨，以至于
湛若水有过“一二十年俸入之囊
罄於此”的记录。 后来他又设法
说服县官，准许开垦书院四周十
多顷无主荒地以作“赡田”“义
田”之用。经过数年耕耘，“馆谷”
收入越来越多，除了用于资助学
生外，还修建院舍、改善排水系
统， 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办学规
模。 而这在湛若水所办的那么多
书院当中，绝非个案。

湛氏门下为何有那么大的
吸引力？ 程朱理学在明中叶之后
已流于僵化，以“自然为宗”“体
认于心”的心学，就带来了极大
的思想解放。 湛若水和他的老师

一样，为书院学生们选择了鸢飞
鱼跃、 优游山水的学习环境，但
他在白沙先生“静中养出端倪”
的学说基础上，生发出“随处体
认天理”“动静一体”“学心而已”
等主张，突出了人在教育中的主
体地位，又为士人践行心学提供
了许多“可下手之处”。

何为“随处”？ 湛若水解为
“随心 、 随 意 、 随 身 、 随 家 、 随
国 、随天下”，进而他将书院的
学习生活 ，以及师生 、家人 、主
仆之间的相处也视作“随处”，
将日常生活中对兵农 、 钱谷 、
水利等“实业”的学习也视作
“随处”，将科举应考的举业也
视作“随处” ……他教育学生
“养心”“应事 持 敬 ”“事 上 磨
练”，从中体认天理。 这极大地
缩短了“心学”与普通民众 、教
育与人生的距离 ，因为天理就
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要靠随
处存养和扩充人 的 善 端 去 获
得。

还有一个颇具意味的现
象。 由于古代广东学术起步
较晚， 宋元时期广东书院被
尊奉祭祀的多为岭北学术精
英，如韩愈、苏轼、周敦颐等。
这说明当时广东本土学术尚
未形成气候， 广东书院的文
化个性尚不足以与岭北地区
相抗衡。 直到湛若水大办书
院、 且每以祭祀白沙先生为
己任，弘扬心学，局面才发生
了显著改变。

从尊祀白沙先生开始，
明代广东书院的 祭 祀 对 象
有了根本转向，邱濬 、 湛若
水、霍韬 、方献夫 、庞嵩 、黄
佐 、海瑞等广东本土的精英
逐渐成为地方上 书 院 祭 祀
的主要对象 。 自此，广东书
院才真正开始拥 有 本 土 的
学术大师所主导 的 书 院 祭
祀系统和学术标向，这也呼
应了 明代岭南文教 崛 起 的
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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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考证，由湛若水
直接创立的书院有近 30
所，若再加上弟子门人为他
而建且他曾去讲学的，总计
超过 35 所， 广东地区就有
22 所。 湛若水生活的明代
正德、嘉靖年间号称广东书
院极盛时期， 新建了 86
所，而他一人撑起的书院就
占到四分之一。 有明一代，
广东书院数量后来居上，仅
次于江西、浙江而跃至全国
第三，首开岭南教育的勃兴
局面。 作为心学集大成者、
教育家的湛若水， 地位超
拔。

目前已清理的莲花书
院出土遗物中，有一件刻有

“乙巳春泉翁书（书）”的红
砂岩残碑极为珍贵。 湛若水
号甘泉，碑书上的“泉翁”就
是指他。 结合其生平，可确
定“乙巳”年为明嘉靖二十
四年（1545），这一年湛若水
已经八十高龄，这所历经三
年多建设才于 1540 年开课

的书院，是他晚年在家乡兴
办的规模最大的书院。

湛若水之醉心教育，几
乎到了“无处不授徒，无日
不讲学， 从游者殆遍天下”
的地步，除了在岭南地区广
布心学，他还将讲坛设到足
迹所及的南京 、 扬州 、徽
州、衡阳等南北各地，全国
学子慕名追随从学的多达
3900 余人。 在那样一个交
通不便、 通讯不畅的时代，
一位来自遥远岭南的名师，
却拥有何等惊人的影响力
传播力。

明代是心学登上儒家
讲坛并撼动程朱理学正统
的时期，湛若水与另一位心
学代表人物王阳明（即王守
仁） 一见定交、 相与同道，
二人既意气相投又各自阐
发不辍， 一时形成“广宗”

“浙宗”， 平分天下讲席 ，
《明史》 中都记载下了“天
下言学者, 不归王守仁,则
归湛若水”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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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虽遵循的是传统
士子读书、仕进、为官、授业
的轨迹，但他的心学修为、高
寿以及对书院教育的极端热
衷，又带来了许多传奇性。

29 岁时， 湛若水成为
岭南心学开创者陈献章的
门生，从此“宗自然”、讲“静
坐”，三年后悟出了“随处体
认天理”，深得老师嘉许，终
以学术衣钵———江门钓台
见赠，被认定为白沙心学的
正宗传人。 39 岁时，他才北
上继续科考， 中了进士，结
果一路为官， 历任南京吏、
礼、兵三部尚书，一直到 75
岁才得致仕（退休）。

哪怕在今天，年逾古稀
都应是休养生息之时了，四
百多年前的湛若水却迎来
了他一生中最纯粹、繁忙的
办学和讲学时期， 他在广
州、惠州、衡山、南京等地新
建的书院就有十五六家。 湛
若水有一首《四居吟》“罗浮
春花发，西樵夏木蕃。 天关
秋水清，甘泉冬背寒”，描述
自己晚年春居罗浮山朱明

书院、 夏至西樵山大科书
院、 秋来广州天关书院、冬
住增城甘泉书院的讲学生
活。 旁人或以为惬意闲适，
细作思量，辛苦奔忙的师道
热肠也历历在目。

这样的忙碌，或许也正
激发了湛若水异乎寻常的
生命活力。 他以如此高龄，
还数度远赴韶州、 衡山，沿
途讲学， 直到 95 岁谢世前
半月，还在广州的禺山精舍
讲堂问学……

老广州人会记得，直到
上世纪 80 年代初， 广州东
风东路与法政路交汇之处，
还有一条天关里，后来因马
路扩建而消失。 此处就是天
关书院所在的位置，与湛若
水致仕后所修的宅邸湛家
园相邻。 当年这所书院吸引
了数位年越七旬、 八旬、乃
至百岁的老者前来，拜在湛
氏门下。 一时间，师生弟子
皓首相聚研学，传为儒林美
谈，这段著名的“天关六皓”
佳话，被屈大均录入《广东
新语》，流芳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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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白沙：
从祀孔庙岭南一人
从祀孔庙是古代社会朝廷正统对

于真儒的至高肯定， 意味着对其学术
成就、 儒家修养以及个人道德的全面
弘扬。 自古以来， 岭南得以从祀孔庙
的只有明代陈献章一人。

陈献章（1428—1500），明代著名思
想家、教育家和诗人。 他因长居广东江
门白沙村读书、讲学，史称白沙先生或
陈白沙。陈献章少时曾师从江西理学家
吴与弼，后因“未知入处”而返乡。 他在
家乡筑春阳台闭门读书， 静坐十年，终
于悟出 “静养端倪”“自得之学”， 完成
“作圣之功”，开创白沙心学，打破了程
朱理学的独尊地位。 自此明代学术“始
入精微”（黄宗羲语）， 并传递出思想解
放的清新学风。

1483 年， 明宪宗下诏请他入京，途
经广州时，白沙先生乘坐官府依照古礼
所配备的“公车”，从城北往城南巡行，
引得成千上万羊城百姓围观， 盛况无
两。

从 38 岁开始 ，白沙先生在家乡设
馆讲学 。 他强调 “为道当求诸心 ”，领
着前来追随读书的弟子们优游山水 、
吟风弄月 ，追求 “鸢飞鱼跃 ”的诗教悟
道之境 ，以 “学贵自得 ”“学贵知疑 ”为
核心， 开创了岭南第一个成熟的学术
派别 “江门学派 ”。 后来 ，随着弟子湛
若水、 张诩、 梁储、 林光等人仕途精
进 ，同时持续讲学 、广办书院 ，白沙心
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不仅深深浸润
了直至清代岭南士子的学术风尚和行

为方式 ，而且促使 “岭学 ”首次登上中
国儒家文化舞台的中心 。 1584 年 ，陈
献章与王阳明一同入祀孔庙。 在此前
后， 出现了岭南书院教化大兴、 粤籍
士大夫群体形成、 地域儒学先导进入
主流正统等一系列新气象， 广东已不
再是贬谪蛮荒之地的代名词。莲花书院遗址俯视图，可分明地看到五层平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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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近 30 所书院，湛若水树起岭南儒学旗帜

阐扬白沙 心学自兹广大
比肩阳明 文教从此恢弘

截止今年上半年， 保利拥有
待开发面积 7618 万平方米。 与此
同时，不断加码城市更新领域，目
前其在三旧改造市场已拥有超过
1 万多亩用地的开发项目。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 除了琶
洲村、冼村、小新塘村外，保利在
广州还参与了小新塘、长湴村、元
岗村、东漖村、红卫村、东风村、三
滘村、大塱村、三东村、亭角村、人
民村、 渔沙坦旧村、 中新村等 16
条村，涉及改造面积超 1055 万平
方米，体量近乎两个珠江新城。

由于城市更新是一个资金沉
淀大、 开发周期长的复杂系统工
程， 目前这 16 条村的进度不一，
大多仍在前期。 其中，有望最快进
入市场的预期是天河小新塘。 属
于天河智慧城板块的小新塘村，
2015 年引入保利作为合作企业，
总投资 200 亿， 并用不到一年时
间完成总签约率达 98%， 总拆除
率达 98%。 今年 5 月 31 日，小新

塘村摇珠分房，根据计划，全部村
民预计 2020 年完成回迁。

预计最快是到今年年底，小
新塘的商品房项目： 保利天汇将
可入市。

保利天汇由共规划有 60 余
栋楼房， 是奥体板块体量最大的

项目。 未来涵盖了住宅、写字楼、
生态广场、学校、商业综合体等，
未来将成为自成一体的巨无霸项
目， 首次将推出最南边地块的 6
栋楼，其距离 21 号线大观南路站
最近。 产品从两房到四房皆有供
应，年底即将开售。琶洲旧改，是城市更新一次很成功的样本

天河小新塘村旧改即将开花结果：村民将近完成回迁，商品房也即将开售

保利： 城市有机更新践行者
我们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日

新月异， 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
积极寻找突破的成长冲动———
这就是城市更新。

种种迹象都意味着， 城市
发展下半场的序幕已经拉开，
城市从增长，进入了成长。 而这
也是参与城市更新的企业的巨
大机遇。

在广州旧改浪潮中， 央企
保利是先行者与践行者。“城市
更新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
过再复杂，我们也要去探索，因
为这是城市发展下半场的主
场”，保利有关负责人这样对笔
者说。

作为广州首个主导城中村
改造的企业，从 2009 年开始，
保利便积极探索城市更新。 目
前保利在广州参与改造的城中
村超过 16 个，涉及改造面积超
1055 万平方米，体量近乎两个
珠江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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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重量级选手的竞技舞台
如果说现在什么话题最热，城

市更新绝对位于热门排行榜前列。
楼市下半场中，新房开发已经

告一段落，最大的红利在“更新”。
而这也暗合了城市发展的规律，从
迅猛扩张、强力外拓、快速跃起，慢
慢转变成为向内里寻求成长，寻求
内在的驱动力，这是一座城市发展
的必然脉络。

不过， 问题是， 要参与城市
更新可没那么容易！ 城市更新改
造对于开发商而言 ，资金 、谈判
力、专业程度和运营能力的要求
都非常高。 权威专家认为，城市
更新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参与
者会面临很大挑战，开发环节是
非常长的，从一级开发到二级开
发，到存量运营 ，里面关联的环
节多种多样，要求运营主体要有
非常强的能力。 所以，城市更新
改造会成为实力开发商的机会，
与此同时也会成为淘汰能力较
弱的开发商门槛。

而这恰恰是保利的机会。
保利是广州第一个主导城中

村改造的企业。 作为“城市旧改专
家”，保利曾经创造多项纪录。比如
我们熟悉的保利琶洲城市更新项
目，其旧改规模大，满意度高，旧改

周期较短， 是广东省城市更新探
索阶段非常成功的案例， 琶洲项
目采用的是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村民自愿、多方共赢的模式，这为
后续标准化流程化改造提供了丰
富经验。

超 1055 万平方米！ 保利广州旧改版图仍在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