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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保电力供应 铸服务品牌秦皇岛：党员轮训工作拉开序幕
日 前 ，秦 皇 岛 供 电 公 司 举 办

2018 年党员轮训第一期培训班，正
式拉开党员轮训的序幕。该公司主、
配网生产系统共计 66 名党员参加了
第一期培训。 （陈瑶、许明思）

故城：强化秋季电网施工安全管控
国网故城县供电公司进一步强

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
维，强化一线人员安全教育培训，逐
级压实安全管理责任，加强施工作业
安全管控。 （张一鸣、范振华）

武邑：绷紧秋季检修现场安全弦
为确保秋季检修施工安全，国网

武邑县供电公司严格执行领导干部
到岗到位制度，安监人员对施工作业
现场实行全面、全员、全方位、全覆盖
安全管控。 （苏厚博、鲍景涛）

武强：大力宣传安全用电
近日，国网武强县供电公司团委

组织青年志愿者走村入户，大力宣传
安全用电常识。引导居民科学、安全
用电，对居民客户各类用电设备及时
排查，消除用电安全隐患。（刘建峰）

冀州：多措并举强化安全管控
近日，国网冀州区供电公司通过

“四个坚持”：逐级压实安全管理责
任、执行标准化工作流程、双到岗到
位制度、加强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
训，加强施工作业安全管控。（王治）

大名：安全监督进家庭
近年来,国网大名县供电公司高

度重视员工安全教育工作。定期邀
请员工家属代表参加各类安全活动，
让员工家属及时了解企业安全生产
情况。 （魏海滨）

鸡泽：消除校园安全用电隐患
日前，国网鸡泽县供电公司组织

各供电所人员对辖区内中小学及幼
儿园展开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对教
室、师生宿舍等用电设施进行全面巡
视，及时帮助整改和维修。（金亚坤）

栾城：圆满完成葡萄酒节保电任务
9月7日至9日，在“2018德国普

鲁士·中国石家庄第一届葡萄酒节”
活动期间，国网栾城区供电公司前期
巡视线路，8 名职工现场值守，完成
保电任务。 （刘玉昆、王志伟）

景县：积极应对“秋老虎”
9 月 1 日，国网景县供电公司开

展线路特巡夜巡工作，并组织员工对
输配电线路进行接点红外测温和负
荷控制工作，及时发现和全面处理隐
患，积极应对“秋老虎”。 （王超）

桃城：提高电网抗灾能力
国网桃城区供电公司始终把保

证居民客户和企业生产及涉及公众
利益的重要客户和重点单位用电放
在突出位置，在四个方面精准发力，
切实提高电网抗灾能力。 （李乐）

安平：助力创建文明城市
近日，国网安平县供电公司主动

走入社区，宣传创建文明城市。协助
居民进行卫生清洁，对社区通道打扫
并对社区绿化进行修整，共同举办创
建文明城市宣传活动。 （王贵良）

武邑：服务农户保秋收
国网武邑县供电公司周密部署

秋收保电工作，对辖区内低压供电线
路和设备全面细致梳理及排查，发现
缺陷及时处理。 （苏厚博、鲍景涛）

康保：设“爱心基金”暖民心
近日，国网康保县供电公司组织

开展“帮扶村爱心基金”募捐活动，为
帮扶村贫困户购置电动轮椅等需求,
解决生活困难。 （薛海龙）

滦县：煤改电现场的“红马甲”
9 月 8 日下午，国网滦县供电公

司党员服务队牺牲周末休息时间，在
葛坎村煤改电施工现场，身着“红马
甲”紧张有序地忙碌着，确保 6 个试
点村改造工作顺利推进。 （周海峰）

隆化：走访小微企业助力安全生产
8月27日起，国网隆化县供电公

司组织董存瑞共产党员服务队对小
微企业“把脉问诊”。截至 8 月 30
日，共为 46 家小微企业送去“节电套
餐”，消除用电隐患3起。 （于子舒）

博野：确保电网运行平稳
日前，国网博野县供电公司全力

确保电网运行平稳。加强电网设备
运行监控，对重要地段、重点线路进行
特巡，制定事故应急预案，做好雷雨等
恶劣天气的防范工作。 (湛淑娜）

安新：配套电网建设全面启动
随着 110 千伏安州变电站 10 千

伏建昌 515 线路改造工程施工，安新
县“煤改电”配套电网建设全面启动。
国网安新县供电公司投入工程建设,
确保10月15日前建成投运。（陈川）

蠡县：护航夜市安全用电
日前，国网蠡县供电公司积极开

展“平安夜市”专项行动。该公司组
织夜市用电巡查队，深入城区内夜市
集聚地进行定期常规检查，确保相关
线路的安全可靠运行。 （未丹）

故城：“查、清、防”治理线下树障
近日，国网故城县供电公司采取

“查、清、防”闭环管理模式，大力开展
线下树障专项治理。活动开展以来，
该公司共清理农村线路通道内树木
4200余棵。 （张一鸣、范振华）

冀州:率先完成故障指示器安装
日前，国网冀州区供电公司 82

组故障指示器全部与保定主站连通，
一次接线成功，在全省率先完成在线

运行，为全面完成配网自动化目标奠
定了基础。 （辛梦露)

景县：构筑电力设施保护网
9 月 3 日，国网景县供电公司对

处于田间的杆塔进行逐基排查，一旦
发现拉线保护管破裂等情况，立即进
行登记造册，落实责任人，限期整改，
构筑电力设施保护网。 （王超）

武强：主动服务大客户
9月5日，国网武强县供电公司组

织员工深入到孙庄工业园区，为蒙牛
集团等大企业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该公司员工主动了解企业用电需求，
并为客户检查用电设施。 （刘建峰）

故城：业扩办电步入“快车道”
近日，国网故城县供电公司实施

“全能型+量身服务”新模式。缩短
企业办电时间、减少接电成本，实施

“契约式”接电里程碑计划，业扩办电
大幅提速。 （范振华、张一鸣）

安新：以汗水换群众清凉
“愿以汗水换群众清凉”，这是国

网安新供电公司全体干部职工的真
实写照。该公司全员持续奋战在迎
峰度夏的第一线，为坚决打赢这场迎
峰度夏攻坚战作出了贡献。

（李洪志、强东霞）
博野：“把脉问诊”指导企业安全用电

8 月份以来，国网博野县供电公
司组织人员到部分企业生产现场，讲
解安全用电知识。对企业用电线路

设备进行检查，现场提供技术指导，
量身订做安全用电计划。 (湛淑娜)

滦县：创新推出“掌心的安全课堂”
近日，国网滦县供电公司安监部

创新推出“掌心的安全课堂”。利用
手机微信，将安规知识等内容和工作
上的热点难点以文字和图片形式传
至微信交流群。 （田志国、范灵苔）

冀州:打造特色班组文化
国网冀州区供电公司以“小规

矩”规范班组基础建设、“小目标”自
我设计循序渐进、“小课堂”交流信息
提升素质、“小竞赛”人人争当岗位明
星，打造特色班组文化。 （王力）

武强：狠抓细节促安全
国网武强供电公司始终将安全

生产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该公司由行
政一把手亲自抓安全生产工作。通
过强化过程管理，实施标准化作业流
程，从细节上堵塞安全隐患。（刘建峰）

故城：深化“全能型”供电所建设
国网故城县供电公司结合星级

供电所创建和深化全能型供电所建
设，从复合员工培养、末端业务融合、
新型业务推广、专业协同管理发力，
加强供电所管理。（张一鸣、范振华）

武邑：谋划秋检“早”字当头
国网武邑县供电公司早谋划、早

安排、早落实，对辖区内设备线路的
安全运行等再梳理、再分析，量身定
制秋检计划。 （苏厚博、鲍景涛）

书院，一处充溢着墨香

味儿的所在。

作为一种极具中国风格

的传统教育机构，书院集聚

众讲学、藏纳典籍、学术交流

于一体。

书院发端于唐，完善于

宋元，明清之际达到顶峰，影

响了中国发展近千年之久，

与中华文化的塑造和民族性

格的形成密切相关。

在此历史轨迹中，河北

的书院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又产生过怎样的影响？让我

们穿越历史的光影，感受那

份独特的文脉气息。

河北书院

：古墨淡雅传世香

石家庄西南
那座教育名山

1

连绵延伸的太行山脉，向南
经过石家庄后，向东探了下头。
这探出来的 11 公里，就是封龙
山，它为河北教育的孕育和发展
提供了一块宝地。

最早选择在这里收徒讲学的
是李躬。石家庄市一位地方文史
学者研究认为，李躬本为地方上
的“三老”，即掌教化之官。他和
东汉光武帝刘秀关系很好，甚至
可能肩负着帮助刘秀教育子女的
职责，他结庐办学，即当此任。后
来他升至“国三老”。

但封龙山出现书院时已是
唐朝。

研究者的视野中，唐朝河北
可查的书院有三所，其中之一就
是位于封龙山的西谿书院，当时
在此讲学的有文学家郭震以及隐
士姚敬。

进入宋代，有三座创办于封
龙山的书院见于史料。除山之南
麓的封龙书院外，还有主峰龙首
峰下的中溪书院、峰西的西溪
书院。

三座书院中最著名的为封龙
书院，由真定（今正定）名士李昉
创办。李昉后来在宋代官拜宰
相，曾主持编撰著名古代文献典
籍《太平御览》《太平广记》。

而研究者视野中，中溪书院
同样为李昉建立，宋代名士、平民
教育家张幡叟出任山长（即院长）
时，“诸人相继聚徒常百人”。

西溪书院为宋朝末年生人的
张著所建。元代教育家安熙曾在
此著书、讲学。他在诗中记述：

“世道有升降，乾坤几消磨。谁知
昔年中，师生此弦歌。我来爱佳
名，策杖时经过。深寻得遗经，山
径信非讹。”

虽然在史志的记载中，三所
书院的发展脉络以及彼此的联系
和区别已有些模糊，但可以确认，
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封龙山的
确因书院而蜚声于外。正是因为
这种模糊，封龙书院逐渐成为封
龙山这座“古代教育基地”的代
名词。

金代著名教育家、政治家、数
学家李冶，也曾买田置业，重振封
龙书院，聚徒讲学，名流云集，海
内景望。因为李冶在数学上的建
树，故封龙书院也被认为曾因数
学而知名。其后继者安熙主持封
龙书院时，更是盛况空前，“弟子
来去，常至百人”。

除了上述名士，在封龙山著
书讲学的还有北魏大学者魏质，
元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元好问
等。正是这些人的到来，使得封
龙山具备了风景之外的吸引力。

省国际教育交流服务中心的
研究者刘宁认为，封龙书院经李
昉结庐讲学，至元代大盛，而后经
数学家李冶振兴，直到安熙主持
之时成为元代真定路教育中心之
一，在我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封龙书院，原有讲堂、读书窑
洞等。而今，书院原貌已经无存，
仅留下了明代圣像藏室基址和梁
祝读书洞以及两眼古泉。

文／杨 猛

研究者认为，河北古代书院的设计理
念与古代文人旨趣相合，追求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崇尚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的交织
融汇，这为后来河北的书院兴办和教育发
展奠定了基础。

明清以来，河北书院的选址逐渐从幽
静之地转移到城镇。清代乾隆年间修建
的皆山书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井陉县知县周尚认为当时的书院“山
形陡绝，攀涉维艰，疱舍所需，绳汲不易”，
不仅学子登山求学艰苦，而且书院生活所
需难以及时供应，认为书院建在山野“非
寒士所能堪”。鉴于此，皆山书院被迁移
到县城之内，勘定院址时，设计书房 30 余
间，讲堂3间。

研究者认为，书院选址发生变化的背
后，与科举制度的强化密切相关。“八股取
士”的兴起，促使书院由原来的学术交流、
藏纳典籍，逐渐转移到以培养“考试人才”
为主，书院体制僵化为统治工具。

在此过程中，河北各地的书院普遍从
修书传道授业的场所，转变为区域性教育
机构。而将书院由人烟稀少的山野，扩展
到人口众多且有一定政治性的城镇，一方
面能够进一步加强思想影响和约束，同
时，书院教育已经与越来越多的人建立了
联系，显示出教育的普及化趋势。

注重实学，崇尚经世致用

作为教育机构的一种，古代书院教
什么？

研究者认为，自从儒学在思想界确立
统治地位，四书五经显然是各种教育机构
的主要教授内容。

以元代为例，其历史虽然短暂，但河
北却出现了很多在全国享有盛誉的书院，
如河间的毛公书院、景州的董子祠书院
等。书院的名号即可显示其授业的内容，
因为无论毛苌还是董仲舒，都是儒家的代
表人物。

虽然同倡儒学，但具体到某一座书院
的授业内容和方式，则会因为时代和主持
者不同而各异。

北宋时短暂出现于今安国市的张子
书院，是一所以传授、讲习理学为重点的
书院。这是祁州司法参军张载于 1057 年
创建的书院。

北宋政治软弱，但学术思想却有巨大
发展。从宋代勃兴的理学，代表儒学发展
的新高峰，分为四个主要学派。张载是其
中关学学派的主要代表，因而张子书院也
就成为这一学派的主要传承地。

张载教学，谨严刻苦，他要求学生“言
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
有存”，分秒必争，一刻也不能停止。

但那个时代，河北正是宋辽、宋金对
峙的前线，或处于北方民族统治之下，书
院建设出现了与全国不同步的一面。研
究者查阅资料发现，数百年间，河北可查
的书院只有5座。

河北书院到元代才有了相当程度的
发展，其间，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自然科学
知识的传授引进了书院。

著名数学家李冶主持元氏中溪书院

时，在该书院和封龙书院传授数学知识，
开创了我国古代书院实施科技教育的
先河。

而元朝重臣刘秉忠在邢台创办的紫
金山书院，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学术价值
偏向于实用。他对包含天文、历法等在内
的象数之学予以嘉许，并躬身精研。

与此同时，河北书院还表现出了另外
一种倾向，对于以治事、救世为核心内涵
的实学更加重视。

新乐市的慈溪书院，由元代参政苏天
爵所建，曾邀请当时的著名学者来此讲
学。苏天爵的老师虞集就在讲学者之列，
他所著的《道园学古录》含“书院记”15篇，
对书院、学子的发展十分关注，主张学、思、
辨、行相统一，学思结合，知行合一。

书院最初分官办和民办两种，民办书
院学术思想多很活跃，主持者可自由传播
学术思想，并可邀请名家前往讲学。

但书院的发展与科举制度的发展密
不可分。随着统治阶级对思想传播的控
制以及程朱理学的官方化，书院呈现出官
方 化 趋 势 ，更 多 的 变 成 统 治 体 系 中 的
一环。

明代书院的讲学，往往带有政治色
彩。也正因为如此，书院招致了多次禁
毁。研究者发现，河北明代书院鼎盛时期
曾达54所，而低潮时只剩7所。

进入清朝，书院教育大多变成科举考
试的附庸，保留着明代切磋论道、开坛研
讨传统的书院已寥寥无几。

但吴洪成认为，书院的官学化固然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院，但不能因此认为
其已绝对官学化。书院教学的传统依然
保持了下来，延请名流讲论学术仍是一种
流行的风气，漳南书院就是其中的代表。

踏上广平县南刘村的土地，一座刻有
“漳南书院旧址”的石碑映入眼帘。一副对
联悬挂在古旧的门上，虽经雨水冲刷，仍旧
清晰可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

这座古书院，便是河北历史上有名的
清代直隶广平府漳南书院。对联代表了书
院的发展宗旨，这是一所提倡“经世致用”
的书院，由清初著名实学家颜元主持兴建。

据《颜习斋先生年谱》及《漳南书院记》
描述，颜元将书院规划为教育区和生活
区。其中，教育区分设习讲堂、文事斋、武
备斋、经史斋、艺能斋、理学斋、帖括斋，不
同的学科由不同的教师授课学习，具有现
代文史、理工、艺术、体育等分科雏形。生
活区有左房六间“榻行宾”，右房六间“容车
骑”，仓库、厨房，柴房、更衣亭、马场骑射、
池塘莲亭等一应俱全，俨然一座大学。

书院的习讲堂挂有颜元的一副对联：
“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话帖括
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
气数之机。”研究者认为，这表明颜元厌恶
程朱空谈和八股藩篱，希冀“经邦济国”。

书院还颁布《习斋教条》约束弟子行
为，包括孝父母、敬尊长、习六艺、作文等
二十条目，从“知”“行”两方面对弟子作出
明文规定。

漳南书院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主导下，
没有走清代书院大倡程朱、谋求升官发财
的道路，而是成为了清代实学书院的典范，

被后世视作“现代综合性大学的雏形”。
研究者评价，虽然漳南书院在历史上

存在的时间极短，但其经世致用的实学思
想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意义重大，对后世
治学思想也具有深刻影响，在中国古代学
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家国己任，人才辈出

今年4月22日，邢台紫金山举行春祀
大典，恢宏大气的背景音乐之中，邢台学
院师生举行祭祀活动，重现七百年前紫金
山书院习礼盛况。

紫金山书院曾与湖南岳麓书院齐
名。出席活动的学者介绍，这里是我国数
学、天文、历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培养出
了郭守敬等一批在我国科学文化领域颇
有建树的人才。

创建者刘秉忠，以及从这里走出去的
他的弟子们，对元朝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
重大贡献，史称“邢州学派”。

他们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协助忽必
烈取得汗位，为其统一全国设定进军路线
图，并致力于减少民族杀戮，还设计建造
了元上都、元大都，完成了六大水利工程。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郭守敬，他早年
于该书院拜刘秉忠为师。出仕后，创建的

“简仪”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大型赤道仪，又制
定《授时历》，在天文学领域取得巨大建树。

像紫金山书院一样，培养出济济人才
的河北书院还有很多，清代保定莲池书院
就是其中之一。

莲池书院由直隶总督李卫创建，是当
时京畿最高学府。据记载，院中高才生大
量涌现，知名者有王树枬、胡景桂、贺涛、
傅增湘、刘若曾、安文澜、刘登瀛、贾恩绂、
韩德铭等人，其余文章显著的难以计数。

由于莲池书院名气远播，乾隆曾三次
莅临书院并题匾“绪式濂溪”，御笔作诗赞
扬书院才子，勉励天下学人。

书院教育对一代代文人才子的人生
观、价值观的影响巨大，无论是文风笔法，
还是为官操守，都会受到书院学风和教习
先生的影响。

蔚县暖泉书院就培养出了大量的忠
贞国士、贤良忠臣，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清
朝第一“直臣”魏象枢和礼乐学家李周望。

李周望，曾任礼部尚书，清代著名礼乐
学家、教育家。雍正三年著成《国学礼乐
录》，集成历代礼乐制度，对清朝产生巨大影
响。家乡人尊称他为“李天官”，以赞扬其在
公益事业的开拓创建上付出的巨大心血。

书院，是培养人才、交流学术的圣
地。从河北书院走出来的，不仅有名师硕
儒、廉士名臣，更有骁骑勇将。

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滹南书院，崇
尚武学与儒学的结合，具有不同于其他书
院的地方特色。研究者统计，该书院共培
养出可查证的进士 50 名，其中武进士竟
占21名，还有1名武状元；同时，武举人又
占举人总数的五分之四。

滹南书院对于武学的提倡，或许与当
地的风土人情相关，但能培养出如此之多
的武第人才，与书院教学宗旨具有重要
关联。

位于蔚县
暖泉镇的暖泉
书院保存十分
完好。

门俊飞摄

择胜而居，寄情山水

古卷、书童、耄耋讲师⋯⋯提及书院，
人们总会联想到这些形象。

然而，书院并非只是枯燥的书斋。走
进河北古书院，触摸历史遗存，才能理解古
代文人追求天人合一的那种情怀。

“唐代张说、西谿、棠荫三座书院，当是
河北书院发展的源头，点燃了燕赵书院的
星星之火。”河北大学教授吴洪成认为，河
北书院萌生于唐。

唐代去今已久，资料残存无几，但研究
者还是从三座书院的选址中，将早期河北
书院的选址特色窥探出了一二。

张说书院，又名张相公堂，为唐燕国公
张说布衣时藏书所建。其所处的花阳山，
在今保定市满城区，因“气暖山无雪，天寒
树未秋”而得名，主峰抱阳山与两翼呈环抱
日月之势，自然风光秀丽。

而西谿书院所处的封龙山、棠荫书院
选址的轩辕台，亦为风光独特之地。吴洪
成分析认为，唐代读书人钟情于山野，在选
址上除风景旖丽能怡情陶性之外，还有现
实因素在内，包括是否有着交通、信息、房
舍等方面的便利。

环境是会影响人的。张说建书院时，
看中的就是花阳山的山水清奇、尘嚣屏绝，
他率徒若干人卜居讲道，后来官拜丞相。

《全宋文》描述，张说发达后曾对书院
重修，“叠石为岸，以广寺地；就山镌室，贮
泉为石⋯⋯”可以想象，人文自然合一的花
阳山，潺潺流水，鸟啼虫鸣，空灵之感伴随
着文化气息散漫，何等的清幽典雅。

书院择胜而居的传统，在中国古代一
直延续。及至宋代，封龙山一地，就先后出
现了三座书院：宋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李
昉创建的封龙书院位于山之南麓，创办年
代相仿的中溪书院位于龙首峰下，宋末张
著建设的西溪书院则位于龙首峰西。

放眼全省，更具特色的当属元代张家
口蔚县暖泉书院。

暖泉镇的泉眼“水清澄如鉴，三冬不
冻”，暖泉书院的建筑就灵活地将书院与泉
水有机结合起来。院内建有凉亭，上嵌对
联“五六月中无暑气，二三更里有书声”。
凉亭井内泉水涌动，清凉之感与尚学之气
相映成趣。源源不断的清泉，孜孜不倦的
学子，颇有些朱熹所云“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的韵味。

古莲池书院内景古莲池书院内景。。 记者记者 董立龙摄董立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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