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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惠州重建惠
州丰湖书院时，出土一通石
碑，残高 104 厘米，宽 53厘
米，厚约7厘米，墨石质地，
字体为楷书，繁体阴刻，从
右至左竖排，显得端庄厚
重，但因表面磨损严重，碑
上文字难以辨认，后陈列在
丰湖书院藏书楼。

近期，经仔细辨认表面
残存的文字，发现这通石碑
实为《丰湖书院书籍碑记》，
为清道光十三年（1833）七
月题记立碑，距今约190年
历史。从这通碑记题字内
容可知，作者顾椿，为广西
林桂县人，累官桂林知府。
清道光二年（1822）进士，道
光十二年（1832）应惠州知
府杨希铨之邀，任惠州丰湖
书院山长。据清代光绪《惠
州府志》卷二十四艺文记
载，该碑记全文原有500多
字，目前这通出土石碑残存
可辨认文字约50字。

透过史料记载的碑记
内容可获悉，时任惠州太守
杨希铨见诸生家少藏书，丰
湖书院又尚无书籍，自愿捐
出自己的年薪和养廉金，购
买了《御籑七经》《子史精
华》《渊鉴类函》《康熙字
典》《钦定四书文》及《四书
汇参》等经史诸书合计 589
本，是为书院“藏书之先
声”。这些书籍后来都悉数
藏入丰湖书院澄观楼内，足
足放满两个橱柜，以便给更
多的学子翻阅查询。

正因为有这些藏书，50
多年后，梁鼎芬踏足并主讲
惠州丰湖书院，为其创设当
代图书馆管理模式——“丰
湖书藏”打下了基础。而丰
湖书藏可谓耗尽了梁鼎芬
的心血，以致其离开惠州
后，还放话说：数百年后，征
求文献，必有到我丰湖者
也。可见当时丰湖书院藏
书数量非同一般。

为何要在丰湖书院立
此碑记？碑记后面也做了
相应补充并说明，作者在碑
记中云：囊者伊墨卿先生典
斯郡，倡建书院……今太守
之志，将以追踪前贤，启兹
后学。椿即为多士庆，且恐
后之人忘所自来，而乐为之
记云。因此，顾椿认为，伊
秉绶倡建惠州丰湖书院后，
聘请岭南才子宋湘来书院
主讲，致使惠州文士翁然从
学，大大振发了社会上的读
书风气。为此，他便在其任
职丰湖书院的一年间，便写
下了这500多字的《丰湖书
院书籍碑记》并勒石以书院
内，供人敬仰，以励后人，铭
记前贤，正所谓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丰湖书藏”盛名为何
流传至今呢？丰湖书藏是
梁鼎芬任职丰湖书院山长
时所创。关于丰湖书藏的
建立，梁鼎芬在丰湖书院的
高 足 李 绮 青 曾 作 文 追 述 ：

“……书院之西，建楼三楹，
四部略备，名曰书藏。既定
借书之约，复设扫蠹之佣。
亲手题签，自装部目……盖
书 院 之 有 书 藏 ，由 惠 州 始
也。”它标志着惠州乃至岭
南地区从管理森严的藏书
阁向现代化、民间化的图书
馆迈进。

丰湖书藏具备了近现
代图书馆管理制度之雏形，
尤 其 是 丰 湖 书 藏 中 的“ 四
约”（借书约、守书约、藏书
约、捐书约四部分，共计五
十六条细则），在清代藏书
规章中，以其条目为最多，
内容亦最为详备，很多已具
备了近现代图书馆管理制

度之雏形，至今仍有不少细
则仍在沿用。

据记载，在梁鼎芬及后
继者不断努力下，丰湖书藏
藏书逐年增加，最多时达 10
万册，是广东早期较具规模
的图书馆之一。

随着历史的发展，丰湖
书藏先后经历了惠州市图
书馆、慈云图书馆几个发展
阶段，按理来讲，丰湖书藏
内的书籍均可在慈云图书
馆中找到，但由于历史的原
因 ，丰 湖 书 藏 目 录 早 已 丢
失，收藏的书籍也多数被毁
去。

目前，惠州市慈云图书
馆正在进行古籍的详细梳
理，但由于馆内从事古籍工
作人手紧缺，任务艰巨过程
漫长，现暂时只发现《陶渊
明文集卷第四》和《桐阴论
画二编目录上卷》两册书上
印有“丰湖书藏”的馆藏印。

惠州考古发现惠州考古发现《《丰湖书院书籍碑记丰湖书院书籍碑记》，》，有着非常重要的文物收藏有着非常重要的文物收藏
及研究价值及研究价值，，进一步丰富了丰湖书院的历史人文内涵进一步丰富了丰湖书院的历史人文内涵。。

丰湖书院
缘何得康熙墨宝

文/图 钟雪平 林海生

古城之内，西
湖之畔，丰
湖 书 院 肃

立，从康熙中期择
址迁建，到雍正年
间因文字狱牵连
一度被废止，又到
嘉庆初重返原址
二度复建，创建丰
湖书藏，到光绪末
改办惠州府学堂
并成为粤东辛亥
革命重要据点，再
到成为广东四大
著名书院之一。
千百年来，经历了
多次重建的它，模
样早已不同往昔，
历史地位却从未
发生改变。

历史上，它为
惠州培养了大批
人才，培育了其文
化基因，造就了惠
州岭南文化交流
中 心 的 历 史 地
位。但是鲜少人
知晓的是，康熙为
丰湖书院题了墨
宝，足见丰湖书院
的地位，但它又何
以得此机会？

近日，惠州市
博物馆经研究，发
现了《丰湖书院书
籍碑记》，不但佐
证了《惠州府志》
有关文献记载，而
且对于见证惠州
丰湖书院发展历
史，有着非常重要
的文物收藏及研
究价值，进一步丰
富了丰湖书院的
历史人文内涵。

御书楼建成后，为使临
海的一般平民都可以在丰湖
书院瞻仰帝王的墨迹，特意
摹刻康熙皇帝的书法，供奉
在御书楼上。另这本《惠州
西湖志》卷之八事实还记载
一则事例，时康熙五十五年，
任职广东提督的王文雄在惠
州丰湖书院后盖一楼，楼上
供奉着皇帝的御书，在每月
的农历初一和十五，即百官
朝参加朔望的日子，都会穿
上朝服登楼，朝北叩首，以报
君泽，以请圣安。

当时在文教建设中能实
实在在得到皇帝的恩宠并御
赐墨宝，无疑是这个城市的一
件盛大喜事，因此书院落成之
时，军民杂沓，肩摩背负，塞满
湖堤，歌颂之声响遏流云。

根据成书于清康熙五十
五年（1716）世经堂藏版《惠
州西湖志》（卷二）的十七胜
迹图之丰湖书院图中，可以
清楚看到当年“御书楼”大概
样式，该楼平面呈六角形，为

三开间、悬山顶、中间有一正
脊的二层楼阁式古典建筑，
位于丰湖书院正后方，周边
有文昌阁、黄塘寺等。

御书楼建成6年后，时任
惠州府太守吴骞在其编著的
《惠阳山水纪胜》（西湖纪胜）
对御书楼位置仍有专门描
述，但 15年后的清雍正九年
（1731），另一位惠州知府吴
简民在永福寺右建惠阳书
院，估计此时丰湖书院再次
停 用 ，到 乾 隆 四 十 五 年
（1780）年惠州人黄安澜绘西
湖全图仍可见御书楼。

20多年后的清嘉庆五年
（1800），惠州知府伊秉绶大
规模重建丰湖书院时，史料
记载刻石立碑者多，但唯独
未见有描述或记载该御碑，
估计已楼塌碑倒。因此，此
时诗碑亦可能已经损毁，湮
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说起丰湖书院，势必绕
不过梁鼎芬，历史上因其掌
教丰湖，创设“书藏”在广东
乃至全国都尤为知名。但
实际上，这位曾名震朝野的
晚清重臣，对惠州及丰湖书
院的感情十分深厚。

“夜阅课卷一百本。”这
是梁鼎芬《节庵先生遗稿》
卷三，至丰湖书院日记中的
一 句 话 。 光 绪 十 二 年
（1886），梁鼎芬赴惠州执
教，到惠州第二天，他便与
惠州府事夏献铭详细谈了
书院有关事情，并敲定开课
日期，随即在讲堂贴示书院
条规，发出甄别榜，决定院
内住院去留人数；开课前一
天，梁鼎芬便一早到书院讲
堂，备课桌，准备就绪后出
书院登稌山惠州府衙答拜
夏公，同时也了解一下丰湖
书院之前情况。

光绪十二年（1886）三
月九日，丰湖书院重新开
课，梁鼎芬在日记中记录了
生员首题“吾事君以忠”，文
童题“尚志”，诗题“孤月此
心明”等情形，同时接见学
生一百人，又欲托人寻觅好
的《五经》善本读物，以供诸
生阅读，课后惯例在院前院
后巡视一周；开课第二天，
梁鼎芬陆续接见七十人后
开始定日记程序，抄写朱子
《白鹿洞教备》，计划托人拿
去刻印，夜阅课卷一百本，

至凌晨。
“夜阅课卷一百本”体

现了当时梁鼎芬初至惠州
丰湖书院即全力以赴，一心
投入教育，为培养好惠州士
子的莫大决心。

千里摹石入惠州。这
是梁鼎芬在其一通手札中
表达的意思，该手札题为

“奉讬二事”，手札中有一段
话：处州有黄山谷书范滂传
石刻，务欲借观，重暮上石，
惠州有范祠也……梁在惠
州丰湖书院期间，光绪十二
年（1886）四月十三日写下
了《祭范孟博先生文》。

据民国《惠州西胡志》
记载：“范孟博祠在丰湖书
院东，记东汉党人范滂，知
府夏献铭奉命筑。”范滂（字
孟博）为人正直清高、有气
节，后被举荐为孝廉、光禄
四行而一直受世人钦佩，同
时，他也是中国读书人的榜
样，为苏轼自幼所崇拜。另
一则史料也表明：“光绪丙
戍春，梁节庵（梁鼎芬）先生
主讲丰湖，因集郡人士，建
后汉范孟博先生祠于书院
东。”范滂高尚坚贞的风骨
气节和整肃政治，清除奸佞
的品质，正是当时封建士大
夫要学习的标准，也成为惠
州知府夏献铭和梁鼎芬决
心在丰湖书院兴建范孟博
祠的主要原因。

杭州西湖履荷宸游驻
跸，天章宠赐，雨露所沾，泉
石增色。飞楼画栋，丽甲寰
中。惠州僻处遐荒，未免叹
日边春色之远。自提臣王
文雄邀赐御书杜诗：“今代
麒麟阁，何人第一功。君王
自神武，驾驭必英雄。”提

臣文雄摹与石，供奉丰湖书
院之上。遂使西湖勺水，光
溢恩波。骞以樗材，恳切惠
守，躬逢六十一年景运，河
清海晏，岭表雍和，无殊几
旬。瞻兹宸翰，如观天颜。
懽仆踊跃，恭纪一章，以志
盛事。盖不仅为西湖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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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湖书院当代印记
提起惠州古代文化教育界的功臣，大家就会下意识地

想到苏东坡。然而，在不少惠州市民的心中，清代惠州知府
伊秉绶复建丰湖书院，订立学规，重教育兴文化，同样长久
影响着惠州文教的发展。

惠州西湖内，有一处小
岛屿，名为“丰湖半岛”，岛
上湖光潋滟，古树苍天，沿
着小石路漫步，可到达丰湖
书院，书院 760 多年建立，清
代迁建于此，新中国成立后
发展为惠阳师专—惠州大
学—惠州学院所在地。

2009年惠州学院从丰湖
书院迁出后，原地按照宋代
风格重建，成为一个集文化、
休闲、旅游、园林等为一体的
西湖核心人文生态景观，包
括文学院、书画院、藏书楼、
文昌阁和湖水轩等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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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重’字怎么少了
一撇，是损坏了吗？”刚踏入
书院，来自广州的游客吴女

士就被堂前书写着“敦重”
二字的石碑所吸引。丰湖
书院工作人员解释称，这原
是伊秉绶的墨宝，石刻是按
照其历史原貌复刻而来，并
非缺失损坏。

据《丰湖书院记》记载，
丰湖书院在清代重建时，惠
州知府伊秉绶为书院的头门
撰书了楹联：“学焉得其性之
所近；览者将有感于斯文。”
又于门厅大书“敦重”二字，
并作跋语说：人需厚重也。
重则威仪整，学问固。所以
语云：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
不固，是之谓乎。余故于厅
内题“敦重”二字以铭之。

记者了解到，惠州学院
从丰湖书院迁出后，也在学
校进门最显眼处，立了“敦
重”石碑，意在传承“敦重”
学风。

“丰湖书藏”踪迹可循

“敦重”学风传承至今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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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书楼（有序）

圣世恩施远，纶章涣采奇。偶拈工部句，深勉虎臣思。

佳气腾湖上，祥光遍海湄。小臣逢此地，瞻仰俨彤墀。

吴骞

清吴骞御书楼诗

丰湖书院始建于南宋，是
广东四大书院之一，近千年来
多次重建。自明洪武十七年
（1384）丰湖书院废弃300多
年后，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广东提督王文雄、惠州知府李
士瑜、连平州知州徐旭旦于西
湖黄塘寺之左、览胜亭之右，
捐俸共建丰湖书院。

书院建成后不久，提督王
文雄（号毅庵，浙江人，文章人
品、政事清操，历宦皆然，提粤
尤著。）在书院西侧营建“御书
楼”，并把康熙皇帝御赐诗章
摹题于石，供奉楼上。

为何称“御书楼”？惠州
市委党史研究小组办公室、
惠州市文化局主编的《惠州
史稿》（1982 年版本）第五章
西湖古迹考记载，御书楼在
丰湖书院，清提督王文雄请
康熙皇帝写了杜诗四句，刻
在石头上，藏之以楼，故名。

为何惠州还能获康熙
御书？

根据康熙年间专门进呈
给皇帝御览的《惠州西湖
志》，康熙五十三年（1714），
朝廷有编制《皇舆全览图》
（即当今的全国地图）的计
划，为此康熙特差钦天监、理
藩院、养心殿的官员苗寿、朝
尔代及武英殿监造布尔赛，
这些负责观察天象、颁布历
法及文书官员会同西洋人麦
大成、汤尚贤二位共同来惠
州绘图，实地丈量西湖。

钦差大臣来惠数十日，
极为郑重。时任职广东提督
的王文雄按理也会陪同到惠
州。上述《惠州西湖志》卷之
一丰湖书院条目亦有记载：

“……公（王文雄）以是娇众
议，更捐俸恭建御书楼，敬摹
御赐诗章匾额以上，俾边海
编氓咸得仰瞻宸翰……”

考虑到王文雄对惠州丰
湖书院的感情，可合理推测
他不会放弃这个难得的机
会，借此特请康熙皇帝御赐
墨宝，在其捐俸共建惠州丰
湖书院时，有感于丰湖书院
的历史及影响，便与知州徐
旭启旦建御书楼以书院之
后，并专门将康熙皇帝亲笔
所题书法勒石制作成御碑，
镇立御书楼二楼，用皇帝御
书来表达建设御书楼的重要
意义：除了能让平民瞻仰皇
帝墨宝，从康熙皇帝所题内
容所蕴含的意义来看，作为
一国之君，或是希望在惠州
府建成后的御书楼能跟汉代
麒麟阁相比，寓意皇帝表彰
对惠州有贡献的功臣，同时
也鼓励士民要齐心共同为惠
州的建设多作贡献，争当第
一功臣。

“御书楼”内皇帝的墨宝
究竟写了什么内容？御书楼
建好 6 年后，涂吴骞以中宪
大夫知惠州事守惠，当他专
门游览并目睹到这座建筑
时，随手写下《御书楼》诗一
首，该诗有序曰：……自提臣
王文雄邀赐御书杜甫诗为：

“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
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
提督文雄摹于石，供奉丰湖
书院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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