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在中国封建社会很长一段时期内，书院是当时

最主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宋朝，书院数量的多少

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教学、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

之一。贾而好儒的古徽州人历来重视教育，徽商致

富后，多热衷于振兴儒业，因此，历史上徽州的书院

一直十分发达，据《安徽书院志》（吴景贤著）记载，

自宋朝之清朝，古徽州已建成书院数量达到了64

所，占当时安徽省书院总数的四分之一，这其中包

括古徽州第一所书院——桂枝书院、曾走出“父子

尚书”（曹文埴、曹振镛）的竹山书院、南宋武状元程

鸣凤所建梧冈书院等诸多知名古书院。

在众多徽州古书院之中，坐落在徽州歙县境内

的紫阳书院（又名山间书院）最为知名，它以祭祀朱

熹，宣扬朱熹理学思想为主旨。徽州书院最早可追

溯至北宋时期，但是在北宋时期，徽州地区建立的

书院数量较少，徽州书院真正兴起是在朱熹于南宋

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两

次回婺源（当时属于徽州）省墓并讲学乡里之后[1]。

紫阳书院是古代徽州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培养

人才最多的书院之一，其名“紫阳”来自于朱熹的别

号，它由当时徽州州守韩补于南宋淳祐六年（公元

1246年）创建，宋理宗赵昀亲洒宸翰，御书“紫阳书

院”匾额，明代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徽州知府

张芹将书院迁址到紫阳山麓，清朝乾隆五十五年

（公元1709年），歙县人曹文埴在紫阳书院旧址上复

建书院，取名“古紫阳书院”，两所紫阳书院并存与

歙县境内[2]。由于朱熹理学影响深远，再加上其地

位的显赫，因此除歙县外，身处皖、闽、苏、浙、赣等

地的朱熹及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也纷纷创建紫阳书

院以传扬理学、纪念朱熹，这其中当属清代汉口书

院最为知名[3]。

歙县紫阳书院作为徽州古书院中影响力最大、

知名度最广的书院之一，曾培育了大量学者，他们

热情高涨地传扬着朱子之学，在徽州形成了尊朱学

风，为后来“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哲学发挥了极

大的推进作用。此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科举考

试制度曾作为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统治者选拔人

才的重要途径，徽州古书院也曾为科举考试做出了

极大贡献，这也正是徽商“贾而好儒”的本质决定其

创建书院的最初目的，明代正德九年（公元 1514

年），明代徽州惟一的状元唐皋就是从紫阳书院走

出来的佼佼者[2]。

鉴于徽州古书院特别是紫阳书院在徽州教育

史上乃至徽文化形成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非

常有必要对书院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献和文物加以

有效的保护和认真的研究，历史文献和文物的不可

再生性使得保护工作迫在眉睫。网络信息时代，数

字技术和信息技术为历史文献和文物的保护提供

了更加方便的途径，基于此，本文试图建立《歙县紫

阳书院特色资源数据库》，该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本

质上即是尽可能全面收集、整理有关歙县紫阳书院

现存的文字、图像等历史文献资料，进而分门别类

地进行标引，最后利用数字化手段和信息技术予以

加工制作成多媒体全文数据库。该资源数据库的

建设旨在通过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将

徽州古书院文化的精髓呈现给世人，并为海内外有

关书院文化研究、教育史研究以及徽州文化史研究

等方面的专家提供一个便捷的公共研究平台。

2 紫阳书院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意义
2.1 研究徽州文化的需要

徽州文化（徽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

域文化，被誉为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样本。目

前，在学术界，对它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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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地方学——徽学，被誉为是并列与敦煌学、藏

学的中国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显学之一。徽州文

化囊括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民间经济、社会、生活

与文化的基本内容，具体包括徽州土地制度、徽商、

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名人、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

安理学、新安医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

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徽州文献、

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

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

上述徽州文化所包括的内容有多项与徽州古

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贾而好儒”的徽商捐建书

院；徽州宗族建设书院；徽州历史名人求学于书院；

书院的历史代表了徽州教育史；新安理学、徽派朴

学等学术流派是伴随着书院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徽州文献、文书更是书院的精髓；每一所书院建筑

无一不透漏着徽派建筑的精妙。综上所述，以紫阳

书院为研究对象，建立特色文化资源数据库，将为

徽州文化研究特别是徽州古书院文化研究者们提

供一个全面的研究资源平台，更加方便搜集研究资

源，从而提升徽州文化研究水平，扩大徽州文化在

世界上的影响力。

2.2“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的需要

安徽省黄山市是一个旅游城市，其目前下辖地

区包括黄山区、徽州区、屯溪区、歙县、黟县、祁门

县、休宁县，其境内正式古徽州所在地（古徽州还包

括江西省婺源县和宣城市绩溪县）。文化与旅游密

不可分，相辅相成，黄山市历届政府力争将黄山市

打造成一个国际性旅游城市，然而国际性旅游城市

不能完全依靠黄山风景区自然资源，应该要更加充

分地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资源与市场相融

合，使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相互促进。

“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是黄山市政府跨世

界的发展战略，对徽州文化进行研究，有助于高水

平、高质量地向世界推介徽州文化，把徽州文化转

化成宝贵的旅游资源，促进黄山旅游经济的发展。

徽州古书院作为徽州文化的典型代表，目前并没有

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利用，紫阳书院特色资源数据库

的建设将全面、系统的挖掘徽州古书院的相关资

源，并将其数字化和多媒体化，使其成为黄山市重

要的在线旅游文化资源，从而提升黄山市作为一个

国际性旅游城市的深厚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

3 紫阳书院特色资源数据库内容选择
紫阳书院作为徽州古书院中最知名的书院，自

南宋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创建，在后来的600年

左右的时间里培养出了众多杰出的学者和政府官

员，为推动徽州教育的发展和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紫阳书院作为一个讲学

机构和当时最大的刻书机构，历届书院管理者收藏

了大量珍贵文献和徽州文书，这些均是古徽州人民

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记忆，非常有必要对其整理和

归纳。此外，紫阳书院的特殊地位吸引了近现代众

多学者对其加以研究，诞生了众多极具学术价值的

论文，它是后人对紫阳书院从多个角度进行的价值

分析。紫阳书院特色资源数据库将全面收集与之

相关的资源并加以整理和分类，包括相关历史人

物、图片、书籍和文书等资源。上述所收集到的资

源根据时间、空间和内容特征进行划分，设为资源

子库，包括“紫阳历史沿革”、“紫阳历史名人”、“紫

阳珍藏文献”、“紫阳遗留文物”、“今人眼中紫阳”。

3.1 紫阳历史沿革

歙县紫阳书院从诞生之日起，其发展过程并不

是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是磨难重重，在其发展过

程中，经历过迁址、双紫阳书院并存、管理经费短

缺、甚至受到当权者的打压和关闭等灾难，当然600

年历史长河中，紫阳书院也多次受到了“贾而好儒”

的徽州商人的捐赠而进一步发展壮大。此外，伴随

着紫阳书院的发展，衍生出了很多的历史事件和历

史故事，更加丰富了紫阳书院的传奇色彩，其中有

正史记载，也有民间传说。紫阳书院特色资源数据

库的建设将上述资源进行数字化，并形成“紫阳历

史沿革”子库。

3.2 紫阳历史名人

紫阳书院的取名源于徽州著名的理学家朱熹

的别号，程朱理学曾作为治国之学，朱熹本人的史

学资料风场的丰富，因此朱熹将是该子库的重要内

容之一。除此之外，“紫阳历史名人”子库还将重点

收集以下几类历史人物，一是曾经在紫阳书院执教

或者讲学的历史名儒；二是历届紫阳书院的山长；

三是曾经求学于紫阳书院，后来成为历史重要人物

的紫阳学子们；四是曾经捐助过紫阳书院的徽商。

3.3 紫阳珍藏文献

古徽州境内文化典籍卷帙浩繁，素有文献之邦

的雅称。在徽州浩繁的文献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藏

在六邑各书院，诸如歙县紫阳书院、斗山书院等[4]。

除收藏文献之外，刊刻图书也是当时衡量书院经济

实力的重要标志，作为当时知名的书院，紫阳书院

在南宋即以刻书著称，在宋元明清四朝，紫阳书院

均刊刻了大量历史经典。无论是收藏典籍，亦或是

刊刻书籍，其书籍本身是我们祖先在生产生活中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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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流下来的宝贵财富，“紫阳珍藏文献”子库的建

立，将对徽州文化的研究起到极大的文献支撑和佐

证作用。

3.4 紫阳遗留文物

由于徽州古书院的特殊地位，再加上从书院中

走出多位名儒以及诞生了诸多学派，使得不同时代

的统治者均给予了徽州古书院特别的关注。歙县

紫阳书院在建成初期就收到宋理宗皇帝的关注，理宗

亲自御题“紫阳书院”匾额，此外清代康熙、乾隆两位

皇帝也先后为紫阳书院御题“学达性天”、“道脉薪传”

两块匾额，这些匾额均是珍贵的历史文物，非常有必

要对其加以抢救性保护。书院本身作为徽派建筑的

典型代表，其本身也是一种珍贵的建筑文物，对书院

建筑物进行的保护和利用也迫在眉睫。

3.5 今人眼中紫阳

紫阳书院在徽州古书院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影

响力，特别是其讲学模式和办学经验，吸引了众多

后人特别是徽州文化研究者们加以研究，其研究成

果绝大多数是以学术论文呈现在世人面前。安徽

师范大学庄华峰、李琳琦、孙成岗等学者从不同角

度对紫阳书院做出了系统研究，湖南大学邓雄等重

点研究了朱熹与紫阳书院之间的关系[1,4,5,6]。这些学

术文献是对紫阳书院资源的进一步扩充和延伸，理

应作为紫阳书院特色资源数据库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4 紫阳书院特色资源数据库结构设计
在紫阳书院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中，拟将设计

五个资源子库对与紫阳书院相关的资源进行分类

管理，分别是“紫阳历史沿革”子库、“紫阳历史名

人”子库、“紫阳珍藏文献”子库、“紫阳遗留文物”子

库、“今人眼中紫阳”子库。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以

紫阳书院实体为研究主线，将历史名人、珍藏文献、

遗留文物和后人研究文献进行有效串联。数据库

完整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紫阳书院特色资源数据库结构示意图

5 紫阳书院特色资源数据库功能实现
在紫阳书院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过程中，所选

择的计算机硬件应当充分考虑到海量数据的存取、

收集、处理能力，此外还要特别考虑到数据库的安

全与防护能力和大量用户并发访问控制能力，同时

还需对后续的扩容和更新等性能的要求给予足够

的考虑。基于上述诸多问题，充分调研当前现有的

硬件性能和技术水平，紫阳书院特色资源数据库在

后台运行方面，选择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且可靠的技

术方案[7,8]，即采用了基于UNIX操作系统能支持图

文入库功能的TRS全文数据库服务器系统和基于

JAVA的TRS WEB应用发布系统来进行数据库的搭

建和发布，数据库系统配置在HP9000的UNIX服务

器和基于SAN构架的HP VA7410的网络存储设备

上，服务器系统较好地实现了双机的热备。所采用

的高性能的服务器系统和存储系统保证了数据库

的高速、稳定运行，满足现实需求。紫阳书院特色

资源数据库在前台与用户交互方面，采用了目前普

遍使用的B/S结构体系，用户通过浏览器即可访问

数据库资源，轻松实现资源获取和检索的需求。

紫阳书院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过程中，需要将

大量历史文献、书籍等资源数字化，同时需要对历

史文物和书院建筑等资源拍摄成数字照片入库。

无论是文献的数字化，还是实物拍摄成照片，所采

用的格式直接决定了数据库资源的质量和共享

度。针对此问题，综合对比目前现有的技术和实现

的难易程度以及成本，本文采取的解决方案是：对

于纸质资源，统一采用专业扫描仪，将其扫描成PDF

格式进行保存，为了方便用户快速检索定位文献资

源，后台自动采用OCR技术，支持用户获取全文检

索服务；对于建筑体已经文物资源，统一采用数码

相机拍摄成JEPG格式的数字照片进行保存，如需

要拍摄视频，则选择MEPG格式进行保存；对于音频

资源，统一录制成MP3格式进行保存。

6 紫阳书院特色资源数据库应用价值
紫阳书院特色资源数据库建成以后，拟将通过

网络对外发布，它将会成为地方政府对外宣传徽州

文化的一个重要在线平台，该库的建成将很好地配

合当地政府主打文化资源旅游的发展理念。紫阳

书院特色资源数据库应用价值主要有：首先，该库

充分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将极大地促进地方政

府旅游经济的发展；其次，该库将很好地对外宣传

徽州文化精神和内涵，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徽文

化、认识徽文化，从而扩大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再

次，该库的建成对古徽州本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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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

→

方兴林：紫阳书院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研究 ·· 101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28卷

其开发将起到举足轻重的借鉴意义，徽州文化内容

丰富，除了徽州古书院外，徽州古牌坊、古戏台、古

祠堂、古村落、古桥等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亟待整

理和开发；最后，该库的建成，为徽州文化研究者们

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资源获取平台，从而使得他们能

够更好的研究徽文化和宣扬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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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in Ziyang Academy

FANG Xing-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uangshan Collegey, Huangshan, Anhui 245041)

Abstract: Mining the lo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constructing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database,

using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better protect and inherit the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serve local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Taking Shexian Ziyang academy of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construction projec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aper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on databas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s of construction, technical scheme of construc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value after completion. The library will greatly promote the Huizhou culture and other local

cultural exchanges, but also provide a rich resource acquisition platform to the study of Huizhou culture.

Key words: Huizhou;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Ziyang academy; Huizhou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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