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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于康熙盛年，他

“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踩清

朝地”。孤寂百年，他因忠

贞不二，被树为儒家精神的

典范。人们为他修书立院，

不以科举致仕为目的，只求

实践出真知。这书，就是

《船山遗书》；这院，便是船

山书院。历经百年的变迁，

如今，船山书院仍矗立在衡

阳市雁峰区东洲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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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最早建于王夫之出生地衡阳城内
的王衙坪。光绪四年（1878年）在兵部尚书
彭玉麟的支持下，由张宪和创建于回雁峰下
的王衙坪王氏宗祠。四年后，曾国荃将家藏
《船山遗书》332卷珍本捐给书院。光绪十一
年（1885年）书院改建在东洲岛，建成三进四
合院的建筑格局。出于彭玉麟的主意，聘国
学大师王闿运任山长。从此，东洲岛船山书
院之名日显，“海内传经问学者踵相接”“岳
麓、城南、渌江书院学子纷纷南下”，一时有

“学在船山”之称。船山书院培养了大量有真
才实学的人，湖南省诸多艺术名家、教育界前
辈、政界俊杰出自此门，“旷代逸才”杨度就是
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位置：衡阳市雁峰区东洲岛
电话：0734-7018580
开放时间：10：00—19：00

【本站研学点】

船山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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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塑像王夫之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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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院的功能为讲学、藏书、祭祀，船山
书院也不例外，它是为祭祀、传承王船山精神而
建。在科举八股盛行的时代，船山书院以王船
山著作为教材，名动大江南北。

王船山，即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
居石船山，故后人称之为“船山先生”，是明末清
初中国四大启蒙思想家之一。

船山书院始建地址在王夫之的出生地——
衡州府城南王衙坪。王夫之的少年时期就是在
这里度过的。

名门出身，祖上六代行武，第七代改武从
文，四世家学雄厚积淀，伯兄为他启蒙，父亲授
他《春秋》，叔叔传他史、诗，十四岁中秀才，十九
岁岳麓求学，创“行社”，立“匡社”，少年王夫之
既读圣贤书，又闻窗外事，立志辅佐明君，拯救
社稷苍生。

可当时的社会正处在历史大变革的前夕，
大明王朝进入倒计时，留给王夫之的时间不够
了。

“何事春寒欺晓梦，轻舟尤未渡江南。”1642
年底，刚刚乡试中举的王夫之与兄长王介之开
始北上，准备一鼓作气冲击会试。但农民起义
军攻克承天和蕲水，阻断了他们的赶考之路。
第二年春，兄弟俩无奈自南昌返回衡州。途中
王夫之作诗嗟叹，不成想一语成谶。

1643年崇祯帝下诏调整会试时间，由二月
调整到八月。可此时衡州已经被张献忠的农民
军攻陷，王夫之一家人深陷动乱，不愿为张献忠
所用。王夫之剺面刺腕救父，而后全家迁居南
岳续梦庵，再到后来隐居湘西草堂，他此生再未
北渡长江。

在南岳续梦庵，王夫之更像是牵线风筝，线
始终牵在南岳，人却在外求存。1646年，王夫之
赴岳阳湘阴，建言恩师章旷，盼他“调和”在湖广
地区抗清的何腾蛟部和堵胤锡部，收编农民起
义军，章旷未采纳他的建言；1648年冬，王夫之
联合好友组织队伍在南岳莲花峰下的方广寺一
带举兵抗清，出师未捷；前后三次投奔南明皇
权，第一次车轮山的大雨困住了他，第二次“丁
忧”未满限制了他，第三次派系斗争击溃了他。

科举梦、复国梦、忠君梦接连破碎，路究竟
在何方？南岳续梦庵的风筝终是断了线，随风
飘荡，最终落在了位于衡阳县曲兰镇湘西村的
湘西草堂。

“誓为文脉续薪火，敢与绝学争熹微。”少年
夫之立地成山，船山先生隐居悟道——“天下非
一姓之私”。纵使王朝更迭，文脉始终不绝。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100多部著作、400余卷文稿，共800余万字……在

有限的生命中，王夫之践行着他的文化梦，这也让他成
为一代大儒。

立足后世来看，王夫之的著述集中华传统文化之
大成，是一座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高峰。但置身王夫之
所处的时代，他既不剃发，又不扎辫，坚守“头不顶清朝
天，脚不踩清朝地”。这显然让他为朝廷所不容。可强
大的自信却能够让他说出“吾书两百年后始显”的誓
言。但是，生前籍籍无名，200年后，还会有人记得他吗?

事实是，200年未到，王夫之就迎来了他的“隔代”
知音。

康熙年间，时任湖广学政的潘宗洛，撰写的第一篇王
夫之传记，将王夫之定位为“前明之遗臣，我朝之贞士”。

道光年间，不爱当官爱编纂的邓显鹤，从王夫之后
裔王世全处收集、整理船山遗著，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公
布了王夫之著述，并将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等明末
清初大儒摆在并列的地位。几乎同时，担任过翰林院
编修的湖南安化人陶澍积极争取，将王夫之列入《国
史·儒林传》，位居顾炎武之后，排名第二。

再后来，湘军势起，湘军首领力推，使王夫之名满
天下。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亲手征集汇编、刊刻《船山
遗书》；彭玉麟主持创办船山书院；郭嵩焘力推王夫之
从祀文庙。

200年后，船山学说以超前的思维契合时代的需
要，激发几千万后继者的热情而奋起推翻清朝。

1903年，王夫之38岁时所著的《黄书》成为有志青年
人手一册的书籍，王夫之及其思想迎来了“爆红”时代。

章太炎，辛亥革命的代表人物，他说：“当今之世，
卓然而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王夫
之字）一家言而已矣。”

谭嗣同，戊戌六君子之一，他说：“五百年来，真通
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在衡阳雁峰区，穿过百米风雨廊桥，跨过湘江碧
浪，映入眼帘的便是东洲岛，船山书院的现址所在。
1885年，彭玉麟主张将船山书院迁建至东洲岛。

东洲与长沙橘子洲、岳阳君山并称“湘江流域三大
洲”，“东洲桃浪”被誉为衡阳八景之一。“君莫诉，君不
见，桃根已失江南渡。”少年时期的王夫之曾在东洲岛
一带求学，并作《摸鱼儿·东洲桃浪》一词，感叹江山已
失、门户尽丧。

一瓢草堂遥，愿诸君景仰先型，对门外岳峻湘清，
想见高深气象；

三篙桃浪渡，就此地宏开讲舍，看眼前鸢飞鱼跃，
无非活泼天机。

船山书院迁建后，彭玉麟为书院撰写此联，并力邀
有“湘学泰斗”和“天下第一才子”之誉的王闿运掌教船
山书院。出乎意料的是，王闿运上任船山书院山长时，
彭玉麟已与世长辞。意料之内的是，在王闿运的执掌
下，书院学子们鸢飞鱼跃，涌现出晚清榜眼夏寿田、民
国传奇人物杨度等一批著名学子，王学“经世致用”“知
行相资以为用”的理念声名大噪，船山书院成为晚清最
负盛名的书院。

历经战火纷飞、洪水泛滥，船山书院内现在可见的
亭台楼阁基本上由今人重建，保留了过去三进四合院
的古典式建筑布局，绕着船山书院在东洲岛上走一走，
还可以看到船山书院旧址的砖墙，但这也是民国初年
改建时的产物，倒是院内外的树木历经百年，始终不
变，保持着鲜活生机。

现在的船山书院门前，有一棵古樟树巍巍而立，它
的铭牌告诉世人，它已经守护在这里长达821年，树干
长出了形似五指般的分枝，被当地人予以“五子登科”
的美意，人们称它为“五指樟”。船山书院内，还有一柄

“铁如意”，那是一棵几乎平行于地面横向生长的铁树，
在一次洪水中被冲倒，意外长成了如今的模样，因形似
玉如意而得名。

在历史长河中，“五指樟”“铁如意”见证着船山书
院几经变迁，仍旧长时间坚守教育功能的初心。如今
也不例外，船山书院紧跟时代的步伐，搭上了数字化的
快车，搭建数字船山书院里、船山讲学课堂、船山会客
室等互动场景，游客可以在书院内纵观衡阳千年的历
史长卷，多种全新数字科技赋能的游乐设施，寓教于
乐，带领游客走近、走进王夫之的一生。

梦碎·船山悟道1

梦圆·船山遗著2

世间·船山书院3

船山书院旧址。

书院内竖立着杨度、刘道一等爱国人士群雕。

保留着民国风味的船山书院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