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氏书室建于清道光二
十二年 (1842 年 )， 距今已有
178 年的历史， 为阔三间、深
三进的典型明清祠堂建筑，
面积约 1500 平方米，是惠州
市文物保护单位。 它位于西
湖畔环城西路 36 号，身处闹
市更衬托出书室偏安一隅的
幽静。

记者在实地走访时看到，
黄氏书室为三进式院落，左
侧另有三进配房以小巷侧门
连接，建筑总面积 1000 平方
米。 一进面阔五间， 进深三
间。 大门两侧次间与明间前
面各安放一条弓形石枋，枋
下两边使用石质角替， 枋上
承放石狮， 狮上置一斗三升
斗拱。 花岗石大门高峻雄伟，
高 3.6 米，阔 2.05 米。 大门匾
额“黄氏书室”四字，为楷书、
阴刻，每字 50x60 厘米；楹联
“绩著循良第一，家传孝友无
双”，行书、阴刻，每字 25x40
厘米，字体俊逸流畅，有较高
的书法价值。

入门两侧有须座门墩石
一对，通高 63 厘米、通阔 54
厘米。 连接一、二两进的回廊
共有三部分组成， 中间硬山
式屋顶、 前后两间为卷棚式
屋顶， 此种做法既扩大了前
天井的深度， 又显得富有变
化。 卷棚廊梁上安放八边瓜
棱与梅花斗组成的联合构件
承托檩条， 此构件雕刻精巧
别致，颇具地方特色。 廊房横
披装修纹饰丰富多样。 整座
建筑使用布灰瓦， 而用绿色
琉璃瓦剪边，显得庄重古朴。
建筑内雕刻工艺流畅， 所刻
石狮传神活现、栩栩如生，木
构件驼礅，斗子精巧典雅。 墙
壁上保存了很多绘有古代贤
圣的壁画。

记者了解到，黄氏书室原
先是归善县（今惠阳县、惠东
县、 惠城区、 宝安区部分地
方）黄氏的祖祠，后来改成黄

氏书室。 据史料不完全统计，
归善黄氏历代人才辈出，明
清两代归善县中举 290 人 ，
其中黄姓中举 18 人， 清末 1
人中恩进士。 有的族人官至
州同 、州判 、知县 、县丞 、教
谕、千总。 至近现代，依然人
才辈出，族人任师长、专员、
县长不乏其人；教授、总工程
师等高级职称者更是人数众
多。 惠州著名教育家黄植桢、
中山大学原校长黄焕秋等就
是归善黄氏的杰出代表。

现在，黄氏书室改建为东
江民俗文物馆，2005 年 7 月
12 日正式对外开放， 是目前
惠州市唯一一所专题性民俗
文物馆， 其建立旨在收藏和
展示东江地区历代保存下来
的民俗文物和民俗资料 ，并
对其进行考证研究。 据悉，民
俗馆通过多年的征集筹备 ，
同时得到广大市民的热心捐
赠， 如今馆内共展示文物两
万余件，图片百余幅，基本陈
列分为古陶瓷、古民居、金木
雕、 传统居住器具、 传统农
具、东江出水文物、民间工艺
精品等七大类， 所属年代从
新石器时代跨越汉唐明清，
直到民国初年。 通过民俗文
物实物的展示， 使人们得以
认识民俗的发生 、 发展 、性
质、功用等，体会到淳朴、淳
厚的民风民俗， 体会到几千
年来一脉相承、 延绵不绝的
东江文化。

东江民俗文物馆被定为
“惠州市涉外参观接待点 ”，
开馆以来，接待外宾、海外游
客上千人， 成为惠州市对外
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 此外，
按照有关规定， 民俗馆对未
成年人、老年人、军人、残疾
人等参观实行免票， 并免费
提供优质的讲解服务， 努力
为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提
供一个汲取知识、 提高素质
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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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惠州书院在官学化的同时逐步城市化
大量出现的乡村书院为清代惠州文化教育添注活力

清 兵入关建立全
国性政权历经
10 位皇帝、共

268 年 ， 全国有书院
4365 所，是唐至元明各
朝书院总和的 1.49 倍。
其时， 广东有 531 所书
院， 第一次以多出 139
所的优势超越江西，居
全国首位， 是全国书院
最为发达的省份。

清朝雍正、 乾隆年
间， 随着客家人的不断
迁入， 原本惠州地区的
荒野田地逐步被开垦，
在这一过程中， 惠州乡
村书院大量涌现， 东江
科举人才和客家文化兴
起，为满清入关以来，惠
州沉寂多年的文化教育
增添了一道亮色。

丰湖书院位于惠州西湖
丰湖岛内，“三面皆水， 蟠踞
一山”。 岛上湖光潋滟，古树
苍天，书院建筑古朴典雅，园
内小景、亭台楼阁一应俱全，
环境清幽，偶有鸟语蝉鸣，游
客在其中也悠然自得。

丰湖书院始创于南宋，迄
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 宋
淳祐四年（1244年），在今桥西
银冈岭就创建有讲学的“聚
贤堂”，十年后被改为“丰湖
书院”， 后废于明洪武年间。
入清后清康熙三十三年 (1694
年 )， 惠州知府王瑛在黄塘重
建丰湖书院，但不久又被废。
直至一百多年后， 嘉庆年间
伊秉绶任惠州知府， 应惠州
十属士绅之请， 大规模修建
丰湖书院， 聘名士宋湘为第
一任山长。 伊秉绶进士及第，
廉史善政， 宋湘则为岭南才
子，能诗善书，两人联手再度
让丰湖书院焕发生机。 现惠
州学院校内残存的丰湖书院
遗迹都是伊秉绶时代的，现
存的楹联“人文古邹鲁，山水
小蓬瀛”，是为宋湘所题。

清代重建后的丰湖书院
所聘山长均为当时名士，大部
分出身进士。 自复建后至清末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的近
百年时间，“从者云集，人竞向
学”，是丰湖书院的鼎盛时期，
期间培养了大量人才。 时人将
丰湖书院与广州广海学堂、肇
庆星岩书院、顺德容山书院并
称为广东四大书院。

光绪十二年（1886 年），
梁鼎芬任丰湖书院山长时，
创建了丰湖书院“书藏”，开
惠州书院、学校藏书先河。 他

不仅自捐大量书籍， 还动员
士绅名宦捐书， 共募集图书
典籍 5.6 万册，并“亲手题签，
自装部目”，编《丰湖藏书目》
八卷。 在院西侧“筑楼三楹，
作藏书之用”，名为“书藏 ”。
此举有力地推动了书院的学
术研究和社会上的读书风
气， 时江逢辰有诗云：“丰湖
先生作书藏， 小户贫家知买
书；但得五车搜旧蠹，不辞三
月食无鱼。 ”然而民国时期战
火纷飞， 书藏图书大部分移
置城内，1931 年，另行建立丰
湖图书馆， 即今惠州市图书
馆前身。

1946 年春， 今惠州学院
前身省立粤秀中学从连县迁
驻丰湖书院， 不久改名为广
东省立惠州师范学校， 复建
丰湖书院各建筑物。

丰湖书院历经近千年的
变迁，到今天经过重新规划建
设已焕然一新，现丰湖书院基
本按历史恢复了仿古建筑并
成为丰湖书院景点。 恢复重建
有丰湖书院门楼、 尚志轩、乐
群堂、藏书楼、文昌阁和蓬庐、
澄观楼、夕照亭、浴风阁等历
史建筑和其他人文景点。 另
外，还增建了博学笃志、格物
明德、丰湖书院等牌楼。 沿中
轴线建有小桥、山门、殿堂、书
楼、东西两庑，院外还建有亭、
台、楼、阁、榭、奇石飞瀑等小
景，自然山水与历史文化交相
辉映， 正成为一处集文化、园
林、休闲、旅游为一体的人文
生态景观。宋湘所撰门联：“人
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正是
对这一人文自然景观的高度
概括。

清代惠州书院的另一个显
著特点， 就是以家族书院为主
要形态的各类乡村书院大量出
现，使广大农村远离教育、文化
落后的传统面貌得到逐步的改
变， 特别是进入雍、 乾时期以
后，随着客家人口从福建、江西
和粤东山区不断迁入惠州各
县， 尤其是海禁复界区和边远
山区。 据有关资料统计：康熙十
一年 （1672 年） 惠州总人口
13.9 万 ， 至 嘉 庆 二 十 三 年
（1818 年） 发展到 137.4 万 ，
146 年间增长了近 9 倍。

客家是一个具有自己的语
言、 风俗习惯和自我文化认同
的汉族民系， 历来重视读书和
科举功名。 他们迁入惠州地区，
带来了崇文重教、 力耕苦读的

人文传统。 随着迁入人口日益
增多， 客家子弟入学读书和参
加科举考试的问题日益突显，
大量宗族式的客家乡村书院、
山房、书屋应运而生。

其中， 比较著名的有乾隆
七年由当地叶姓八大房公尝兴
建的归善镇隆仰岱山房， 乾隆
中由多祝蔡步蟾首创的归善多
祝养中书屋， 嘉庆年间由县人
廖肇衍创建的紫金桂山围的文
明书舍， 道光年间由马来西亚
华侨叶迈帆捐资创办的归善挺
秀书院， 光绪年间由古竹各姓
乡人集资兴建的紫金凤岗书
院， 以及晚清名臣邓承修退休
后倡办的归善淡水崇雅书院
等。

这些书院的兴办， 为沉寂

多年的清代惠州文化教育添注
了一股新活力。同治八年（1869
年） 朝廷颁谕：“新迁客民准其
附入各该州县，另编客籍，一体
考试，每童生二十人取进一名，
以示鼓励。 ”惠州府学学额则另
增客籍文学两名。 至同治十年，
此项临时增额又定为永远实
额。 这些扶持政策的颁布落实，
对惠州客家地区的乡村教育更
是有力的推动。

与此相呼应， 惠州科举人
才的孵化热点开始从中心城市
向边远山村转移， 东江客家科
举人才不断涌现， 并表现出家
族性和密集型的态势。 东江流
域客家文化兴盛于清嘉庆前
后， 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乡
村教育的大力发展。

满清上层贵族入主中原
之后，对于汉族知识精英，一
直怀有敏感而又深刻的戒惧
心理， 处处着意防范他们以
文字思想鼓动汉人造反。 特
别是明朝末年发生的“东林
书院事件”， 令他们印象深
刻，挥之不去，以为“种种可
恶 ，皆在此辈 ”；认为“盖有
讲学必有标榜， 有标榜必有
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
亡，汉宋明其殷监也。 ”以打
压为主，辅以怀柔笼络，是他
们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政治
策略。

顺治登基后， 一方面发
出“帝王敷治，教化在先”的
诏令，重开科举，兴办学校，
培养服务新朝的人才。 同时，
又施以威严手段， 加强对读
书人的思想统制和言行约
束，声言“军民一切利病，不
许生员上书陈言， 如有一言
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
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
求躬行实践。 不许别创书院，
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
行之徒，空谈废业。 ”限制读
书人结社集会以及聚徒讲
学、出版著作的自由。

此后，康熙、雍正、乾隆
三朝总体上秉承了这一方
针。 康熙以“博学鸿儒”的招
安与“文字狱”的恫吓两手并
施， 较多地体现了阴柔的一
面。 雍、 乾父子则竞相以各
种藉口大兴文字狱， 镇压异
端， 统制思想。 这种疯狂残
暴的文化专制， 一直到嘉庆
之后，才逐步有所收敛。

清初诸帝的书院政策可
以说是与上述的社会政治大
环境相呼应的。 大体说来，
顺治、 康熙二帝对书院采取
的是阳誉阴抑的手法， 一方

面批准建复一些全国有
名的书院，并亲自为
之题词书额，以显示

当权者遵奉程朱理学的儒家
道统， 藉以收束汉族读书人
的道德人心。 例如顺治诏朱
熹第十五代孙朱煌承袭翰林
院“五经博士”，康熙封朱熹
为十哲之一， 誉赞“孔孟之
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
为弘巨。 ” 又御书“学达天
性” 匾额给长沙岳麓书院，

“正学阐教”匾额给杭州崇文
书院等； 另一方面则又严格
控制书院的数量，不准多建，
更不准私建。指责“各地书院
多为结党游谈之地， 下令一
律改为社学义学， 课以章句
制艺，所以羁縻士子之心，其
内容体制纯为官定。 书院之
制，名存实亡”。

对书院由抑制到控制、
寓控制于支持的政策转变，
发生在雍正后期。 其时雍正
的权位已经十分稳固， 政治
经验丰富老辣， 对程朱理学
有助建构纲常伦理文化秩
序， 稳定和维护皇权的作用
有愈益深刻体认。 因此，对书
院的利弊存废有了新的政治
考量，认为与其被动防范，不
如主动控制， 只要把书院的
办学权牢牢掌控在各级官府
手中，“书院之设， 于士习文
风有裨益而无实弊”。

雍正十一年（1733 年），
谕令各地在省会设立书院，
并拨给专项资金。 上谕言：

“近见各省渐知崇尚实学，不
事沽名钓誉之为， 而读书应
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
习，则创建书院，择一省文行
兼优之士读书其中， 使之朝
夕讲诵， 整躬砺行， 有所成
就，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
贤育才之一道也。”以此为肇
端， 官方高调强力进入书院
建设， 各级官办书院很快被
办成全国各地大小不等的学
术教育中心。 在官府的鼓励
扶持下， 府县四郊乡邑也纷
纷致力于乡村社学和家族书
院的建设， 承担起普及文化
知识的基础教育任务。

清代书院呈现出与明代书
院不同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在书
院官学化方面， 清嘉庆朝之前，
惠州的书院几乎全由地方行政
官员主导建办，这种情形，与明
代惠州书院多为私人创辟的历
史事实形成鲜明对比，突显了清
代书院官学化的时代特色。

清代惠州的主要官办书院
一般都设在州县治所或人口密
集的墟镇，即府办书院在府城，
县办书院在县城， 这与宋元明
书院多选在城郊山水幽静的地
方有明显不同。 这个“不同”，折
射出教育学术中心向社会政治
中心靠拢的历史趋向， 说明清
代书院在官学化的同时， 也在
逐步地城市化， 为地方行政长
官对书院的就近掌控和督导提
供了地利条件。

此外， 各级地方行政长官
不但亲抓书院的创建， 而且还
身体力行直接参与书院的教学
活动，如惠州知府王煐、吴骞、
伊秉绶、程含章等，都有“以政
暇课生童学业其间， 因以登临
啸咏”（见王煐《丰湖书院记》），

“与都人士讲学论文”（见叶适

《奠丽湖山记》），“亲为生童讲
解文字”（见程含章《增广丰湖
书院膏伙碑记》）的记载，这种
情况在明代的惠州书院并不多
见， 是清代惠州书院的又一个
显著特点。

与科举考试制度的关系 ，
清代书院比明代书院结合得更
加紧密， 可以说是完全纳入了
科举制度的轨道。 义学（亦有称
为书院）“选未成而可造之小子
肄业于其中”“进已成之士，而
教之于庠序”，也就是为更高等
级的科举考试输送人才， 在官
方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已
经“几与儒学相埒”。 清代书院
已不再是自由讲学研究学问的
场所， 而是各级儒学的附庸和
补充。 至清末，它甚至取代了儒
学教书育才的功能， 使儒学退
化成单纯的官方教育行政管理
机构。

在清代， 由于官方的强力
介入和全面主导， 惠州书院自
由讲学、 涵养学术的特质在逐
步消亡。 惠州清代学术思想远
不及明代活跃和繁荣， 基本上
没有出现过在岭南较有影响力

的学者和学术著作， 这恐怕是
原因之一。

清代惠州书院官学化的一
个重要特征， 是经费的主导权
掌控在官府手中。 以地方官府
为主导， 一般而言书院的财政
来源较为可靠和充裕， 因而可
以较稳定长期地营办下去。 如
归善的观澜书院（院址在今惠
州市二中） 自乾隆四年（1739
年）创办起，直到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 改为归善县高等小
学堂止， 前后共 165 年未曾间
断，就是一个例子。

相对优厚的经济待遇有利
于罗致优质师资。 以丰湖书院
为例，山长的聘用由知府主持，
要求条件相当高， 原则上须是
两榜（即进士）出身，而且有一
定的文名。 丰湖书院自宋湘以
下已知的 15 名山长，绝大部分
（12 名）为进士，其中入翰林的
有 8 名，科名档次甚高。 县一级
书院的主讲资质一般来说也相
当不错。 师资是决定书院教育
水平最为关键的因素， 有较为
优质的师资， 对促进书院的进
步和发展，无疑有重大作用。

家族书院发力 客家移民成惠州书院活力

700 年丰湖书院
在清朝达到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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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防范到控制 清统治者掌控书院办学权 选址府城县城 清代书院呈现官学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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