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6 年范仲淹从泰州捍海堰堤上来应天府为母亲守丧。
他受留守晏殊聘请，又和他的老院长（山长）戚舜宾一起主持了
应天书院。范仲淹在这段时间中创造了应天书院的第三次和
第四次辉煌。而这段经历，也集中体现了范仲淹一位教育家的
风范。

孙纲老师认为，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以先导于政治，服务于
政治而经世致用、闻名于史，以“太平年间，患于才难，犹如不务
耕而求获”警示后人，其意义深远。在一千年前，他就倡导经济
专业、赞扬四民（吏、农、工、商）。他在商丘作有《四民诗》，在主
持应天书院时，还上书万言《上执政书》，称得上是政治家的思
想、教育家的行动、治国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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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张浩哲

◆“历史上的繁星”系列之三十

《岳阳楼记》外记 （五）

■阅读提示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时对教
育的历史作用有着这样的论
述：“古者庠序列于郡国王风。
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何时教
育哉？乃于选用之际，患于才
难，亦犹不务耕而求获矣”“三
代圣王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
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
礼乐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
之术，蕴致君之方”“劝学之要，
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
则才大，才大则功大”。

这期间，他留下很多珍贵
的“范文”，如《君以民为体赋》
《用天下心为心赋》《政在顺民
心赋》《尧舜率天下以仁赋》《老
子犹龙赋》《铸剑戢为农器赋》
《易义》《乾为金赋》《四民诗》等
诗文。文章思想多为他政治改
革的主张。

《君以民为体赋》篇中有：

“天下之君，正四民而似正四
肢，每防怠惰；调百姓而如调百
脉，何患纠纷？先哲格言：明王
佩服爱民，则因其根本为体，则
厚其养育，胜残去杀，见远害而
在斯；劝农勉人，戒不勤……谓
民之爱也，莫先乎四体；为国之
保也，莫大乎群黎……蒸人有
罪，谅责己之情深；庆泽无私，
讶润身之德著。著若君惠，则
其民晏如。每视民而如子，复
使臣而以礼，故能以六合而为
家、齐万物为一体。”

这是中国古代“以民为本”
的思想精华。“君以民为体”是
范仲淹在传统“以民为本”思想
基础上的发展，也源自贾谊的

“以民为命”。
贾谊在《过秦论》里总结秦

帝国短命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老
百姓太过苛刻。所以，贾谊在

《大政》（上、下）中反复强调
“民”的重要。至北宋，赵匡胤
的以文治国，比汉代适应了时
代变化的要求，提高了社会的
积极性、和谐性；范仲淹提出

“君以民为体”，如果这样做来，
国家还有什么矛盾是不能解决
的？这比庄子“齐物我，齐是
非”的理想社会要和谐，要人本
化。“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宗”
超出了孔子“君为上、民为下”
的等级制度，也比墨子的“民为
重，君为轻”来得科学，更比法
家的怀疑一切要进步。

范仲淹同时还提出把“劝
农勉人，戒不勤”作为“庆泽无
私”“谅责己情深”“厚其养育”
等明王教化的要求。其“以民
为本”“为国之保，莫大乎群黎”

“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
心”的民本思想可称高贵。

范仲淹开教育先河

范仲淹以睢阳学案独树一帜，
上承儒道墨法，下启程朱理学，倡导
了北宋文化复兴，创立了中国历史
上新儒学，推动了千年哲学史的发
现，功不可没，影响深远。

范仲淹在此时有著名的《南京书
院题名记》。这篇文章大家可以细细
一读，因为其可谓是四大书院中品
位最高的书院题名记。《南京书院题
名记》与《岳阳楼记》可称为他一生
中“最早”和“最晚”的记文，两文皆
思想高迈、意境深远、语言精炼。

《南京书院题名记》中，“九河我
吞，百谷我尊；浮云我决，良玉我切”

“博涉百家九流之说，有忧天下之
心”透露出的豪言壮志和锐气，为
《岳阳楼记》所不及；其也为后者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范仲淹还在他主持书院繁忙之
中写成了以宏文万言的《上执政
书》。文中，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
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
听”18字方针，以及“请择郡守、举
县令、斥游惰、去冗僭（闲散、冒用名
誉）、遴选举、敦教育、举将材、保直
臣、斥佞臣”的改革建议。《上执政
书》因此被提到了与《隆中对》同等
的地位。

1043年，“庆历三年十二月戌
午，以南京府学为国子监”。应天书
院与东京（汴京）、西京（洛阳）的国
子监，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同时
规定太学收生要求改“国子生（原三
公子孙）为八品以上官员子孙和庶
人俊秀”，开国子监招收百姓子弟的
先河。

从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到
戚同文的“天下同文”，到范仲淹的

“以天下为己任”，到“国子生为八品
以上官员子孙和庶人俊秀”，在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平等的受教育权真
正作为国家政策公布并实施，还是
始于范仲淹。也正因为此，范仲淹
把中华民族教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
度，为“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北宋”
打下坚实的基础。

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
以“九河我吞、百谷我尊；良玉
我切、浮云我决”的气概，继承
和弘扬先师戚同文的教学方
法，为书院制定出一系列学规，
严格要求学生。他把戚同文

“天下同文”的校训，发展成为
了“以天下为己任”。

范仲淹和戚同文一样“勤
学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
从学者辐辏”。他一边任主持，
一边担任“艺文”和“易经”两门
课。他“每出题，必先自为之，
欲知其难易所当用意，亦使学
生准以为法”。

用现在的评价方式来说，
范仲淹是一位爱才、惜才，对学
生严格要求的好老师。他对学
生的关心和支持，均是发自内
心的爱护。

史书记载，在应天书院期
间，他“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
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夜

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
往往潜至斋舍诇之，见有先寝
者，诘之……问未寝之时观何
书，其人亦妄对，则取书问之，
其人不能对，乃罚之”。这段文
字说得很明确，范仲淹教育有
方，亲自督导学生学习，遇到学
生偷懒、耍滑，便要进行处罚。

他还“尝推其俸以食四方
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翻
译为白话文，意思是说范仲淹
曾经拿出自己的俸禄来供养四
方游学之士，几个儿子甚至要
轮换穿一件好衣服才能出门，
范仲淹却始终泰然处之。

范仲淹对人才的爱护，很
多已经成为故事，代代相传。

讲师稽颖的外甥张方平，
家道贫寒，聪慧过人，在书院受
到范仲淹关照和培养，直至成
才。其后做过宰相，屡担大任，
长期随范仲淹。连苏轼，也是
张方平在四川任三司使时发现

并推荐入朝的。
苏轼一生都很尊敬他的这

位老师张方平，更为一生未见
到过老师的老师范仲淹而悔
恨：“恨子不识范文正公”、“若
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
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
哉？”苏轼竟以挂名于范仲淹

“门下士之末”为最大心愿，可
见范仲淹在苏轼心中的分量。

山东泰山有学生孙复，两
次到书院乞讨，范仲淹各增一
千缗，并赐《春秋》。当知道他
因老母有病而不能读书时，就
安排他在书院半工半读。直至
范仲淹入京任秘阁校理，还致
信戚舜宾（戚同文之孙）主持：

“非我长者，岂能济乎”，要他照
顾好孙复。十年后，孙复成为
讲解《春秋》的大师，被请入皇
宫为仁宗讲学。范仲淹见了感
叹道：“贫困是一种可怕的灾
难，倘若孙复一生乞讨到老，这

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
沦。”由此可见他对寒门子
弟人才的爱惜，达到了常
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此事
也说明了他对教育人才的
紧迫之感。

范仲淹在泰州时就认
识年轻有志的富弼，但是
富弼看到北宋当时的社会
隐患和政治的腐败，不愿
科举。范仲淹一再启发他
要积极参与社会改革，于
是富弼考入甲科，后来勇
挑重担，荣立大功，出将入
相，与范仲淹同时改革于

“庆历新政”，成为北宋重
要政治家之一。

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
的第二年（1027年），他的
学生王尧臣、赵槩分别中
了状元和探花，“其后宋人
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
者，多其所教也”。

我们可以列出很多有
成就者的名字：富弼、张方
平、孙复、石介、李觏、张
载、文彦博、胡瑗、狄青、种
世衡、王尧臣、赵槩、王安
石、贾黯、彭如砺……他们
都先后直接受到范仲淹的
教育和启迪。

■文/晚报首席记者贾若晨
■图/晚报首席记者魏文慧

“君以民为体”思想的提出

范仲淹惜才如金

《应天骄子范仲淹》剧照

应天书院全景

■采访对象：孙纲

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一、二届理事，河南省范仲淹研究会理
事，杭州范仲淹文化网顾问、商丘炎黄研究会理事，商丘范仲淹
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