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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美术世界世界

杨正平·文 李建生·图

自古被称之为川陕甘“金三角”
的四川广元，位于中国西部秦岭山脉
南麓、长江支流嘉陵江上游、蜀门北
部边陲。广元古称利州，至今已有
2300 多年建置历史，是由陕入川蜀道
的主要地段。历代文人墨客杜甫、李
白、元稹、颜真卿、陆游、杨慎等行
走蜀道，留下不少著名诗文和书法珍
宝，为广元悠久灿烂的文化增添了厚重
的历史底蕴。

书院，是我国古代民间的教育机
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
究学问的场所。书院的发展经历了由无
到有、由兴到衰的曲折过程。书院最早
始于唐朝，北宋盛极一时，曾出现江西
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应天书
院，被誉为宋代著名“四大书院”。后
因书院批评时政，尤其一些私立书院自
由讲学，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
所，遭当道之忌，书院开始走向衰退。
江苏无锡东林书院一副对联正是书院当
时参与时政的真实记录：“风声雨声读
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
事关心。”顺治九年（1652），清政府明
令禁止私创书院。雍正十一年 （1733
年），再次鼓励支持书院发展，明令各
省、府、州、县正式创建书院。乾隆年
间，官立书院剧增，绝大多数书院成为
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光绪二
十七年（1901 年），诏令各省书院改为
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
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
此书院退出历史舞台。

清代广元建有“四大书院”
《广元县志》记载，自宋代开始广元

和昭化两县皆有书院，到清代广元建有
“四大书院”。“嘉陵书院”是广元创办最
早的书院。清康熙四十二年（1730），广
元知县黄阁在县衙前（今广元政府街）主
持创建了“嘉陵书院”。乾隆四十三年
（1778 年），知县朱鉴昌将书院迁建于文
昌宫前，乾隆五十年(1785 年)，邑令张官
礼又将书院改建于东山文庙街（今长城
宾馆址），并置有学田，用以补贴膏火（学
习生活费用）。

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广元县令
陈子农扩建“嘉陵书院”，同期在城西
侧的北街新修书院“考棚”，还建有武
试剑道。书院规模宏大，修建三年竣
工 ， 可 容 考 生 千 人 。 光 绪 十 六 年
（1890），广元知县张瑔再次对嘉陵书院
进行修缮扩建，因城东有嘉陵江汉寿水
支流（今南河），将书院易名“汉寿书
院”。同年在县东旺苍坝文昌宫街设立
清江书院（今旺苍东河镇）、县南龙凤
场建立翠柏书院（今昭化清水乡）、县
北神宣驿建立筹笔书院 （今朝天宣河
乡），亦称为“广元四斋”。

广元《旧县志》记载，“旺苍为县东
（广元东面）人文荟萃之乡，科举亦盛”，
表明当时清江书院兴旺发达，培养人才
甚多。筹笔书院，由地方人士集资兴建，
房社为四合院，有瓦房16间，经费来源为
学田收入及为数不多的募捐，后又经过
几次扩建。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知
县黄葆璋将清江和筹笔两个书院改为

“清江高等小学堂”和“广元北路高等小
学堂”。新中国成立后，“清江高等小学
堂”改建为“旺苍东河镇一小”，“广元北

路高等小学堂”改建为“广元宣河小
学”。翠柏书院以“周围翠柏环绕”得名，
由当地许、夏两姓倡导创立，不久因无可
靠的经费收入来源而停办。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广元推行新
学“停科学、行学堂”，知县李锦成改“汉
寿书院”为“广元公立师范传习所”。 光
绪三十三年（1907 年），由留日回广的本
籍人白世杰先生创立“高等小学堂”，选
址北街“考棚”，解放后改建为“红星路小
学”，即现在的“广元北街小学”。 民国十
八年（1929 年），选址在汉寿书院开办广
元县立初级中学，即现在“广元中学”的
前身。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在“广元
公立师范传习所”的基础上开办“广元县
立简易师范学校”，选址北街“考棚”，首
任校长为权章夷先生（广元嘉陵镇人）。
为避日寇空袭和经费原因，学校三次迁
址。1939年9月学校迁至东郊12公里外
大石板三圣宫（今大石镇中学），1945年8
月由三圣宫迁回“考棚”，1948 年 2 月再
由“考棚”迁往须家河酒精厂（今工农
镇）。 1949 年 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
广元县城，1952年广元县人民政府正式
接管学校，并将校名定为“川北公立广元
师范学校”，1953 年省政府拨款新建校
舍，由须家河迁至广元东坝陈家坪，定名

“四川省广元师范学校”。2012年“四川
省广元师范学校”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

“四川省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校址迁至雪峰教育园区。

龙门书院至今保存完好
广元地理位置特殊，山清水秀，人杰

地灵。 据有关史志记载，自宋代起，与广
元相邻的剑阁、苍溪、青川和昭化县也设
有书院。剑阁的问贞书院（今武连镇）、亲
民书院（今普安镇）、兼山书院（今剑阁中
学址），苍溪的鹤山书院（今县城东白鹤
山），青川的青云书院（今青溪镇），昭化的

龙门书院，在当时都办得很有威望，名声
远扬。昭化县是蜀道上的古驿站，也是嘉
陵江的重要水驿站，自古商贾云集，贸易
活跃。昭化的龙门书院始建于乾隆三
年，在古城相府街，至今保存完好。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6 年），昭化县
令吴邦陨将县城西街仓房 30 间改为书
院，因地处嘉陵江边，初名“临江书院”。
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吴邦陨路过此
地，葱气扑鼻而来，得知有葱岭在此，便
将“临江书院”更名“葱岭书院”。后人嫌

“葱岭”二字欠雅，又将“葱岭书院”更名
“龙门书院”，取“鱼跃龙门”之意。

嘉庆二十二年（1817），昭化知县曾
逢吉捐银 1500两倡导维修书院，添修厨
房五间、门庭一间，开始聘请山长，招收
学员。道光元年（1821 年），昭化教谕张
柱特订立《书院条规》，立刻碑记，使之办
学初具规模。道光十九年（1839 年），知
县毛士骥将书院学社改为“考棚”，只留
讲堂以作讲课之用。考棚内有一中厅俗
称“名伦堂”，将昭化境内考取功名的人
的名字记载于横梁之上。光绪三十四年
（1908），“考棚”改为“城厢高等小学堂”，
今为昭化初中学校。2009 年，昭化区政
府打造“昭化古城”时，在原址恢复重建
了书院“考棚”，复制了候考房、休息房、
考试房等建筑，珍藏有考生的答题原始
试卷，供游客参观体验古代严格的科举
考试制度。

清代的广元书院，历经近300年风雨
沧桑，为培养地方优秀人才、促进广元教
育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奠定了坚实
的文化基础。 广元最早的“汉寿书院”，
逐渐演变为后来的广元师范、广元中学
和广元北街小学。倘若没有清代“汉寿
书院”的诞生，就没有“川北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国家级示范高中“广元中
学”、省级示范学校“利州区北街小学”的
今天。

清代的广元书院

作词：石顺义
作曲：桑楠
演唱：阎维文

词曲作者介绍：
石顺义，1949 年生，河北沙河人。

1968年毕业于北京建筑学校。1970年应
征入伍，历任战士、排长、干事，空军政治
部歌舞团创作室专业作家，一级编剧。

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
作家协会。著有歌词集《太阳的手》《石
顺义歌词选》及歌词 1000余首，小说、散
文、歌剧剧本30余篇(部）。

桑楠,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全军著名作曲
家。原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创作室主
任，现任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室
创作员。代表作品有《军人本色》《战友
你好》《祖国吉祥》《中国的希望》等。作
品参加过中央电视台和解放军总政治部
组办的各类大型晚会。获得过全国“五
个一工程”奖、文化奖、全军文艺汇演一
等奖、全军优秀队列歌曲奖、全军抗震歌
曲奖、中央电视台金奖等全国各类奖项。

歌曲简介：
守卫边疆、抗洪抢险、抗震救灾……

每当祖国有需要，每当人民有召唤，我们
的子弟兵总是冲锋在最前线。《军人本
色》是一首军旅歌曲，向所有的军人、向
那些虽然脱下军装但依然秉持军人本色
的人们致敬。

阎维文的演唱，歌声浑厚饱满，大气
磅礴，唱出了当代军人舍小我为人民、舍
小家顾大家，大公无私、忘我奉献的英雄
本色。

（本报记者 张园 文·图）

“中国梦”主题歌曲

《军人本色》

演唱者阎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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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园 摄）

广元市职工书画摄影展作品集锦

剑山清音图（国画） 赵勇 作 沿河山居图（国画） 陆占培 作

清韵（国画） 黄小兰 作

隶书 苟正明 书 隶书 乐青铭 书

苍溪情（油画） 马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