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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东山书院建筑特征的文化表达

刘 甜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位于湖南省湘乡市内的东山书院，其选址反映了学者寄情山水的文人意趣和中国古代与山水比

德的传统观念，在建筑空间形式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乐文化，其建筑风格上体现了湖湘地域文化

的特质。对湘乡东山书院建筑的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建筑特色，也有利于保持、继

承、发扬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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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Expression of Architectural Features in Xiangxiang Dongshan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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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Xiangxiang Dongshan College is located in Xiangxiang, Hunan. The selection of the location reflects the
scholars’ favor of pastoral life, as well as the ethnic and moral principle in rites and music in ancient China. The latter is also
shown in its architectural space form. The building’s style embodies Huxiang local culture. The study of th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in Xiangxiang Dongshan College is beneficial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local
architectural feature, and helps to maintain,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ncient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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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独

具特色的学校形式，公元 718年唐朝开始设立丽正书
院，到南唐时期，书院作为学校方式得以确立。至

宋代，书院最为兴盛，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地方教育

组织形式。在湖南，从宋代流传至今的著名书院有

长沙的岳麓书院和衡阳的石鼓书院。宋代书院的特

色一直延续到了元代，直至明清时期，书院已十分

普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书院作为特有的一种文

化现象，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坐落在湖南省湘乡市内的东山书院于 1895年由
新疆巡抚刘锦棠、下里士绅许时遂等人倡修，1900年
建成。东山书院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是毛泽东、谭

政等著名人物的母校。与中国古代其他书院的历史

相比，东山书院较为“年轻”，但从其建筑特征来看，

东山书院却较好地传达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

对湖湘地域文化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表达。因此，这

座保存完好的近代建筑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学

术思想及书院的建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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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山书院建筑概况

东山书院位于远离市中心的城镇边缘，坐北朝

南，面临湘江支流涟水河，背靠国家森林公园东台

山、塔子山。书院周边环境优美，田野庄园相伴，无

一高耸建筑物遮挡。虽远离市区，却有着通畅的乡

间小路，便于人流、车流往来。可以说，东山书院

地处佳境，依山傍水，绿林围绕，是喧噪城市里的

一片净土。图 1所示为书院全景，图片来源：http://
www.xiangxiang.gov.cn/zjxx/photo/2012-06-05/5.html。

书院建筑规模为正厅 3进，东西各分布 5斋，共
有房屋 60余间。书院门额 “东山书院”四字，出自
于清代榜眼、大书法家黄自元之手。书院建筑群整

体外观呈椭圆状，走进书院大门，像是进入了古代

园林，小道林荫，便河围绕。走过石桥，便是书院

正门（如图2所示，图片
来源：图 2~5为作者拍
摄）。书院主体建筑呈

对称式，采取中轴对称

的结构，内部有多重院

落前后串连，这种层层

深入的空间组合形式给

人以幽深宁静之感。

湘乡东山书院在装潢上不寻求华丽，而是选择

了青砖灰瓦，没有堆砌的装饰品和虚造的声势，呈

现出端庄宁静、优雅简

洁的特色。东山书院建

筑融入了当地建筑特

色，如有封闭式的围墙

并使河水围绕，饰以照

壁，架有石桥，配以过

亭，设有天井（如图3所
示），这些都反映着当地

传统建筑的特点。

东山书院的建筑布局如同一朵莲花，围墙与便

河形似花瓣，中间书斋、天井状如花蕊，毛泽东学

习过的戊班教室所在地犹如花柄，便河唯一一处没

有凿穿的地方，像是为荷花输送养料的管道，为书

院的龙脉所在。在出入书院的两座大门处，可以看

到“乾、坤”二卦的位置上建有文王八卦卦位，寓

意着从东山书院走出来的学子，都将声名响震乾坤。

可以说，东山书院的建筑处处体现出浓厚的中国传

统文化意味。

2 选址上的山水文化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特别的教育组织形式，是

古代文人学者聚集和讲课之地，因此，书院的选址

一般反映了学者寄情山水的文人意趣和中国古代与

山水比德的传统观念。

受佛道文化和古代书院建筑的影响，东山书院

在选址和环境的选择上十分讲究。书院位于城镇边

缘处，既考虑到地域交通条件上便于学者往来，又

与闹市有一定距离。书院坐北朝南，面朝涟水河，背

靠东台、塔子二山，青山绿水围绕，鸟语花香宜人。

书院内部设有小桥池水，便河蜿蜒，清澈见底，仿

若世外桃源般静谧、迷离。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就有

“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所以书院在营建

环境上也受这些思想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古代书

院的选址注重环境景观对人的影响，认为自然山水

具有某种与人的精神品质相类似的形式结构。因此，

清静优美的环境就成了办学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

身处风景优美的乡村或名胜之地，学子们仿若在大

自然中学习，不仅能专心学习，而且能陶冶性情。将

道德修养、知识学习、寄情山水的审美情趣三者融

为一体，可以使人获得精神上的感应与共鸣，因而

有 助 于 人 自 身 的 完 善
[1]。

书院的选址之所以特别重视环境本身所产生的

教育意义，还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认为山

水与人的品德操行之间有着某种关联。受中国隐士

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大凡具有大智大德者，必

隐于深山大泽之中。因此，那些名流贤人或功成隐

退的高官名士，在决定修建书院时都会选择名山胜

川作为书院的院址，祈望学子们能够在领略山水风

光的同时，发愤图强，苦读穷理，独善其身。在儒

家文化看来，人与自然的亲和表现之一便是人与自

然的相互感应，自然山水与人的思想具有相融通的、

可 互 比 的 品 德
[2]。这就是古代中国人与山水的比德理

念。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子的“上善

若水，上德若谷”，还有中国古代风水说中提倡的建

筑应以“背山面水”为佳地等思想观念，无不参透

图 1 书院全景

Fig. 1 College pano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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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天井

Fig. 3 Patio in front of
the auditorium

图 2 正门

Fig. 2 Main ent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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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乡东山书院的选址与环境的营造中。

3 建筑空间形式上的礼乐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以追求社会和谐、伦理稳定为目

标，班固曾说“乐以象天，礼以法地”。“礼”与“乐”

是中国古代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社会安定的法宝，

“ 礼 ” 强 调 的 是 秩 序 ，“ 乐 ” 强 调 的 是 和 谐
[3]，二者相

互依存，相互支撑。因此，中国传统建筑大多会以

其独特的方式来表现传统文化中的礼乐文化，东山

书院的建造也是如此。

3.1 “礼”制下的空间序列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礼乐文化传统的国家，《礼

记》中说到：“礼者，天地之序也。”“礼”对中国古

代社会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想观念上面，而且深入

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儒家经典《礼记·礼器》提

到：“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

于人心，理万物者也。”中国古代礼制通过以中心为

尊 来 强 调 等 级 秩 序 ，“ 礼 乎 礼 ， 夫 礼 所 以 制 中 也 ”
[4]。

因此，受“礼”制思想的影响，我国古代的传统建

筑也都呈现出中轴对称的形式，以此来体现等级的

尊卑。书院是传授文化的教育场所，自然也将重要

的建筑物布置在中轴线上。

东山书院建筑分为功能性空间和非功能性空间

两大部分。功能性空间置于书院内部，包括大门、门

厅、讲堂、斋舍、食堂等。非功能性空间置于书院

外部，包括泮池、泮林、泮桥、碑等。东山书院建

筑群里的功能性空间在布局上较好地体现了中国传

统“礼”制思想。书院内部主体建筑呈对称结构，正

厅三进，东西各五斋，采取中轴对称、多重院落、前

后连串、层层深入的空间组合形式。书院将主要的

建筑空间对称地布置在主轴线上，以轴线上依次由

外往里的建筑空间来反映建筑的主次及尊卑关系。

随着空间的延展，轴线上依次布置着大小不同、功

能各异的院落，形成明显的纵向空间序列。随着空

间序列的层层深入，建筑的等级和地位也随着空间

不断深入而提高，越往后越尊贵，这就是“礼”的

体现。

东山书院的中轴线上以书院正门为中心，往外

是便河围绕，轴中架以石桥，再往外便是书院大门。

走进书院正门，以庄严肃穆的大厅为中心，该处高

悬“公诚勤俭”的校训。两旁大柱上挂着楹联：“公

毕方将私治，师严而后道尊。”正中靠里是巨大的孔

子塑像。中庭的两翼，分设东斋和西斋。西斋是学

生寝室，东斋是学生自修室。

3.2 “乐”制下的群体布局

东山书院除了在空间营造上体现了“礼”之规范

外，还强调了“乐”之精神。理学家们认为，礼制

虽是必要的，却并非是使各种人在社会生活中和睦

相处的唯一有效法则，所谓“夫礼胜则离，谓所居

不和也”。因此，在强调伦理秩序的同时也要讲究和

乐 精 神
[2]。“礼”的作用在于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具

有一定的强制性；而“乐”在于陶冶人们的内在性

情。《史记·书·乐书》：“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

则相亲，异则相敬。”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左右的

关系，礼的作用在于区别贵贱尊卑。上下协调就会

互相亲近，贵贱区别就会互相尊重。由此可知，乐

可用来感化人，使人和谐相处。

在东山书院的建筑中，“乐”的具体表现在于各

个院落空间的相互依附、和谐共存，游息园池等辅

助设施因地制宜，灵活安排于书院外围。书院总体

布局主次分明，分区明确，井然有序，又联系紧密

易于使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结合不同建

筑的体块，大小庭院、天井、花园绿地和设施的组

合，使书院建筑结构既富变化情趣，又形成和谐统

一的整体。这种建筑群体布局，既凸显出主要建筑

的恢弘气势，又体现出各个庭院空间和谐共生的情

趣，较好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乐”之

精神。

4 建筑风格上的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大背景下形成的具有独特

地域色彩的区域文化，其特征之一便是经世致用的

务实精神。务实精神是一种简单而自然的追求正义、

勇敢、武力、自强的精神，它们融合而成为湖湘文

化强势、刚毅的性格特质与价值取向，以及“经世

致用”的处世哲学。

清朝时期，湖南巡抚陈宝箴上书光绪皇帝时曾

对湖湘大地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名臣儒将，多出于

湘。其民气之勇，士气之盛，实甲于天下。”梁启超

先生曾对湖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湖南，古南楚也，

北通江域，南接瑶疆，故其人进取之气颇盛，而保

守之习亦强。”可见湖湘人有一种勤劳质朴、勇敢进

取、敢为人先的精神品质和“当今天下，舍我其谁”

的豪迈气概。这种精神品质正是湖湘文化与东山书

院文化思想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产物，故而表现

得刚劲而不失柔美，沉稳而不失进取，朴素而不失

雅 致
[ 5 ]。湖湘文化的这些特质反映在东山书院的建

筑风格上体现为简单自然。比如书院的门窗、过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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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采用木质结构，青砖青瓦，简单而富有韵律；在

装潢上不求华丽，屋檐周边饰以壁画，其图案朴素

而富有质地，没有堆砌的装饰品和虚造的声势，呈

现出端庄、朴实、宁静、典雅的特色。

湖湘文化的另一特征便是兼收并蓄、敢为人先

的开放精神。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湖湘文化

以其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使湖南呈现

出独具魅力的区域文化特征，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多

样性结构中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也造就了湖湘文

化“博采内外众家、广为交融、优化思维主体”的

开放的思维方式。以“敢为人先”为精神内核的湖

湘文化在批判地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前提下，使自

己 得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丰 富 和 发 展
[6]。

东山书院是甲午战争后国人救亡图存的产物。

1895年，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崇文尚武、
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敢为人先的湘乡人为培养中西

兼通的实用型人才大力兴办新式教育，开湖南新式

教育之先河。这种开放创新的精神不仅体现在教育

思想上，同时还体现在书院建筑风格上。在教育思

想上，与传统书院相比，东山书院的不同之处在于

除了注重知识的学习之外，还注重学生身体素质的

提高，如在书院前坪增设体育设施，以强健学生体

魄。 在建筑风格上，东山书院除了如本文前面所述
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外，书院建筑还吸收了

西洋建筑的某些特点，如书院里边廊式的两层楼房

及其高大的横格玻璃窗，还有大教室的设计等都体

现了西洋建筑的风格。图 4 所示为朴素而雅致的中
式斋舍，图 5 所示则为设计有高大横格玻璃窗的西
式大教室。

5 结 语
东山书院的建筑在选址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山水

文化观念，其建筑群的布局和形式充分体现了基于

儒家思想所确立的礼乐文化观念，在建筑风格上体

现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特点。书院建筑祟尚自然，

尊重环境，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空间组合群体。书院

建筑由民间建筑工匠和文士们共同构思经营与修建，

其建筑形式除了吸收地方建筑特色之外还浸注其文

化思想。可以说，东山书院建筑来自民间，又高于

民间，显示出了斯文典雅的文化格调。对湘乡东山

书院建筑的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

地方建筑特色，也有利于保持、继承、发扬传统文

化和古代建筑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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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大教室

Fig. 5 Large classroom
图 4 斋舍

Fig. 4 College vegetar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