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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评审办公室 2017 年立项课题《中国古代书院学规与当代大学生行为规范的内在关联研究》（课题编号：

FX261）阶段性研究成果；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变迁进程中大学生价值观的发展与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16YBA296）阶段性研

究成果。

古代书院学规中的行为规范教育理念及当代启示 *

刘 潇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10）

摘 要：古代书院学规，内涵博大精深，词简意约，精辟入理，是生徒治学、修身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基本守则。古代书院学规在规范

生徒日常行为教育中，追求人文理想，致君泽民，传道济民；倡导实事求是，兼容并蓄，经世致用；强调道德践履，涵养品格，知行合一。重新

审视古代书院学规中的行为规范教育理念，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微言大义，对于重构当代大学精神，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具有十分重要的

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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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院作为儒家的精神家园，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

的人文理想与社会责任。其中体现核心价值的书院学规，内涵

博大精深，词简意约，精辟入理，是生徒治学、修身以及日常生

活方面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千百年来，古代书院学规薪火相

传，其内在精髓，历久弥新，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思想的重要

部分。重新审视古代书院学规中的行为规范教育理念，深刻领

会其中蕴含的微言大义，对于当代高校大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

育，仍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一、深刻领会古代书院学规的微言大义

（一）古代书院学规的演变

考察古代书院学规的核心要义，探根究源，古代书院学规

的演变有其自身轨迹。书院是中国士人围绕书进行文化积累、

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起源于唐代，历经 1200 余

年，到 20 世纪初（1901 年），改制为学堂，成为我国近现代教育

的基础。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书院兼取官学和私学之长，摒弃

官学沉迷科举和私学制度化不足之流弊，成为一种特殊的教育

形态，最终形成了与官学、私学三足鼎立的格局。书院学规渊源

可上溯到《管子.弟子职》，其中记述了弟子事师、受业、馔馈、洒

扫、执烛、坐作、进退之礼，类似当今学生日常行为守则。及至宋

代，学规各项条文日益规范，并发展成为书院的规章制度。明清

时期的官学学规，则偏重对学生思想行为的规范和限定，如《岳

麓书院学规》、《圣谕广训》等。清人李毓秀所撰《弟子规》，原名

《训蒙文》，其本义在于启蒙养正，集儒家圣贤道德教育之大成，

内容涉及生活起居、衣服纽冠、行为仪止、道德品性、处世之道

等，是接受伦理道德教育、养成有德之才的总规程。

（二）古代书院学规的内涵

书院学规，是书院对学子有关日常思想行为规范的要求和

规定，也作学约、学则、学箴、规约、规训、训约、讲规、会规、揭

示、开示、院规、堂训等等，是古代书院规章的总称，犹今日之高

校校训、规章、制度以及学生日常行为管理规范。学规之“规”的

含义，单纯作为规制而言，具有法则、标准、准绳、章程的涵义，

从价值传导上讲，具有模范、典范、风仪、法度、规劝之意。由此

可见，学规不仅仅是对生徒德性修养、治学要求和日常行为规

范的具体要求，同时又体现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人才培养规

定的时代烙印。

（三）传统书院学规的本质

古代书院学规，是与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水平密切相关的。书院育人的目的与要求，也是出于对当下社

会人才培养的需求，为现实经济社会服务的。探究古代书院学

规的价值本质，《白鹿洞书院学规》、《岳麓书院学规》居于传统

书院比较典型的学规样本，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一斑。王阳明认

为，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明伦”之外无学矣。就其本质而

言，“一般都能从正面的理想来鼓舞个人的身心教养，并从而追

求道德生命的理想。”[1]显然，书院的学规不是摆设，是规章制

度，它是要解决所处时代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的。

二、古代书院学规的行为规范教育理念

书院学规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价值观的需要，注重

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和家国情怀，其立足点是“仁”。关注

社会和谐稳定，注重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

地联系起来。古代书院绝非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以开放的姿

态展示了一代代读书人家国同治的人文理想。

（一）追求人文理想，致君泽民，传道济民

从书院学规价值角度来看，展示了儒家的家国情怀。作为

维系书院运行的重要制度，书院办学理念、道德教育、人才培养

规制等蕴含于学规之中，尤其是行为品德教育，通过学规内化

于学子日常行为，达到造就人才、传道济民的目的。孟子认为，

“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瞻文“乐上”》)，就是

说，夏、商、周“三代”设教立学，无非是以人伦道德教化人，亦即

是以人伦道德塑造人的道德人格。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太学

追逐名利，“师之所以教，弟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本

义，而无复先王之意”(《朱文公文集》卷 69)。而书院的目的和任

务在于“明人之大伦而已”。他在把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

“五伦”作为书院教学的主要内容，强调“学者学此而已”；岳麓

栻书院主持张 在对宋代官学教育弊端进行全面审视和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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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提出把“明道”与“济民”作为办学思路，希冀受教育者

得到儒家关于做人的学问和经世致用的真学。他强调：“侯（即

刘珙）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便为决科利禄计乎？亦

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

斯民也。”(《南轩集?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卷 109，文渊阁《四库

全书》本) 栻显然，张 所要的办学目标，不是希冀学子追逐功名

利禄，而是“致君泽民”，即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另一方面便是

传道济民，涵养心性，淳化民气。讲求在“洒扫应对”之节中体认

“天理”，阐明人伦，涵养道德，强调学生的德性。人才培养与涵

养心性是做人做事的两侧，其实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统一于

人的专业知识、综合能力和职业素养之中。

（二）倡导实事求是，兼容并蓄，经世致用

书院学规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理念，遵循实事求是学风，

以开放的心态，培养生徒兼容并蓄的襟怀。它以“究天人之际”

为出发点，目的在于告诫生徒坚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信条，力求在现实社会中经世致用，找到家国同治的路径。朱

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常与学生共同讨论，“从游之士，迭诵

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

反复诫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

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2]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提出

“正义、通义、余义、疑义、异义、辨义”读经六法，指出读经除了

力求准确理解其中含义外，还要探寻琢磨文本中能够引申、扩

展到的思想，通过比较分析，去伪求真，将原著的思想观点内化

于心。读经六法特别强调质疑、求异、辨伪的重要性，要求生徒

在读书时不但要准确把握知识，而且还要有批判精神，能提出

自己的见解，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书院学规、学则注重调动学

生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深度学习，提倡

学生启发式思考，强调个人的体悟，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独立精

神；如《岳麓书院学规》明确规定学习的态度与方法：“读书必须

过笔，会课按时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三）强调道德践履，涵养品格，知行合一

古代书院在个体品德培育方面，注重利用讲学、会讲、辩

难、游历等多种教学形式挖掘儒家经典中所蕴涵的道德元素，

为生徒道德践履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门径。体现在修身养性方

面，注重道德修养，尊德性而道问学，强调以德修身，以礼约身，

以规养性，将知识传授、学术研究和品性修养、人格完善有机结

合起来。《白鹿洞书院学规》中就有“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

迁善改过”以及“己之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之己”等

道德修养的基本信条。朱熹曾指出，读书修身“贵在自家身上体

复”，唯有“体验呼探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思意味。”

（《学规类编》），可见，书院对生徒的规范制约到生徒的自省自

察，遵循道德教育外烁与内化相结合的规律，为今天的道德教

育提供了重要借鉴；此外，书院道德人格教育不仅仅体现在学

规、教条上，而且实实在在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特别是融洽的

师生关系上，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朱熹认为：“为学之实，固在

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3]道德的实质，本来就在

于实践，如果只是懂得道理而不去实践，那与不学没有什么不

同。吕祖谦在《丽泽书院学规》中对生徒个体的言行举止、求学

问道都做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并且注明了严格的惩罚条例。如

“肄业当有常，日纪所习于薄，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

簿。一岁无过百日，过百日者，同志共摈之……怠惰苟且，虽漫

应课程而全疏略无叙者，同志共摈之。”[4]此学规既有正面教导，

又有反面戒饬，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促成生徒个体真正的道德

践履，以增强个体品德培育的实效性。

（四）注重日用伦常，礼仪祭祀，入脑入心

书院的教条、教规，关注的重心仍然是人，包括品质的塑

造，人的社会化。儒家关注现实，其教育方法也是一种生活化了

的德育，即“礼仪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5]，与现

实生活紧密相连，教育回答的是现实问题，而绝非科举考试那

样“两耳不闻窗外事”，其目的在于培养作为社会成员个体的社

会意识以及社会秩序的基本遵循的价值取向、行为习惯，亦即

如何告诉生徒处理好个人与学校、家庭、社会的多维关系。

儒家十分重视人的道德品性的培养，把道德品性看作是人

的本质，人性的表现，并当作自己必须修炼的功课，注重培养和

塑造人的道德人格和品性，注重道德生活化，人的社会化。《岳

麓书院学规》强调道德规范约束：“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

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

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

时”，对探望父母、拜遏圣贤、性格习惯、行为举止、生活饮食、专

心求学、长幼礼仪、交朋结友、珍惜时间等方面，除了信奉为内

心守则外，还要多加练习，并养成习惯，成为一种价值取向和生

活方式。

三、古代书院学规对当代高校学生行为规范教育的几点启

示

古代书院学规教育对生徒的品德教育高度重视，并在对儒

家传统道德理论的继承和改造、综合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

一整套架构恢弘的德育实施系统,同时制定了完整的具备制度

化、可操作性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毋庸置言，

这种德育理论和方法至今仍对当今高校大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我们通过探讨古代书院学规内涵、特征、功能、意义，从中

可以清晰看到学规对人本意识的唤醒，回应了现实社会主流价

值观教育（明人伦）到社会日常生活（日用伦常），强调“致用”，

构建了传统社会人才培养体系的基本坐标，对促进社会公序良

俗、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考察书院学规，

就是要挖掘其内在闪光的价值理念，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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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其消极成分，加以转换与改造，吸收其合理成分，古为今用，

促进高校人才培养，促进大学生成人成才。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提升大学生思想

道德素质

我们考察古代书院学规，除了重视“理义”外，同样重视的

就是“求学”精神的培养。当代高校学生行为规范管理过程中往

往存在一种舍本逐末的现象，着重各种规范条例，而忽视了一

种最基本的精神培养。条例固然可以框住人，但精神的力量才

是无限的。高校学生行为规范教育应该突出道德教育的内容。

如果在基本的行为准则上都没有道德要求，那么很难要求学生

在此基础上再去寻求道德的建树。因此，高校应坚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也是大学生日常行为规

范管理规范教育的总要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青

年，就是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

以道德规范为基础，以全面发展为目标，通过各种形式的主题

教育和道德实践养成活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树立崇高理想信念，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发奋

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努力成为经世致用的社

会人才。

（二）以大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为抓手，强化大学生规矩

意识法纪意识

古代书院学规教化之道便是将道德教育日常化，生活化，

强调教、学、做统一，而不是三者相游离。积极倡导道德教育和

行为习惯养成生活化。书院教育家认为，践履既是道德修养的

重要方法，又是德育的根本目的。无论何种德育方法，都要以其

“行”为出发点。[6]学规核心要义在于“行”，其生命力也在于

“行”。当前大学生行为规范教育中，从内容到方法都比较模糊，

更多地被涵盖在政策法规、行为守则教育中，往往被学生看作

是某种“说教”不以为然，使得大学生行为规范、准则的行为导

向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变得苍白无力。因此，必须强化大学章程、

大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制度建设，将规章制度中与学生日常行为

及相关的条纹具体化，条理化，做到耳熟能详又能便于执行。制

度越具体越容易落实。一定要规避剔除华而不实的陈规，真正

将制度变为规矩，让学生真正认同内化，变为纪律，变为行为习

惯。

（三）以高校校园园文化建设为阵地，强化大学生良好习惯

养成

高校学规，来源于生活，最终还要融于生活，为现实生活服

务。古代书院学规如是，现代高校学生日常行为规章的制定、适

用、执行、遵循也应如是。一是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将学校章程、

校训、校纪、校规等制度性文化融入校园文化之中，形成以学风

建设、社会实践、素质拓展等相统一的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校园

文化建设的内核与灵魂；二是注重礼节礼仪教育，利用重大节

日、庆典开展各类活动，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春

节、父母生日，参与家庭团聚，探亲访友，祭拜先祖，接受孝老敬

亲教育；利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青年节、建党节、建军节、国

庆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增强大学生时代使命感和社会

责任感；三是加强班集体文化建设，以班级成员共同指向的班

级发展愿景为目标，围绕班风建设、班团干部建设、班级班规建

设，这是校园文化的重要支撑；四是加强公寓文化建设，打造整

洁、和谐、安全、有序的公寓环境，营造和谐、积极、健康、向上的

寝室文化氛围，展示不同的个性追求，使各项行为规范融入生

活。

（四）以制度的有效运行与督导为保障，加强高校制度文化

建设

当代高校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个体意识较强，

但少数学生集体观念淡漠，缺乏理想信念，喜欢以自我为中心，

自由散漫，违纪违规时有发生。制度文化建设，就是要在“硬”的

管理制度中，注入“软”的文化元素，使制度既有“刚性”特征，又

有文化的“柔性”。高校制度主要包括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管理要

求、学习要求、纪律要求、活动要求等。制度的生命力不仅仅在

于行为个体的内化与运用，同时还在于制度废改立试，使大学

生日常行为规范与现实需要接轨，确保制度运行有力的合规

性、针对性、有效性。包括各项规章制度的宣传、学习、适用、遵

守。建立规范的制度文化，对约束规范学生的行为，从外在的刚

性规定转到大学生内在的自觉行动，从整体上影响群体的价值

取向发挥积极的规劝、督导作用。

综上所述,古代书院学规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其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积淀，虽时光渐行渐远，但我们仍然能感受其

闪烁着教育智慧的光芒。如何从中挖掘、开发出对当今高校大

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具有高度启发性、操作性的思想资源,

对其合理合规的成分加以转化并创造性运用，使其在新时代重

放异彩,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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