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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花园——高考这场“东风”

14 悦览——做人，如竹

15 非遗——阴阳八盘掌

沧州风物

会川书院会川书院：：历经百年的青县历经百年的青县““最高学府最高学府””
■潘洪斌

沧州第一所有史料记载的书

院，是元代创建于河间的毛公书院。

受此启发，各地纷纷建立书院。清乾

隆四十九年（1784），青县士绅百姓

集体捐资，在县城外东关城隍庙街

建造了会川书院，后也称永安书院。

在整个清朝时期，会川书院可以说

是青县的最高学府。

书院的建立

书院的管理

书院的变迁

顾名思义，书院是教学读书的地方，
同时也起着引导社会风尚、维护统治秩
序作用，所以一般都属于官方组织。民间
的组织一般叫私塾。书院最早起源于唐
代，北宋时期随着理学的兴起，书院得到
极大的发展，形成了完善的制度体系。

其实，会川书院建立之前，青县也
曾建立过书院。明朝正德末年，青县知

县张汝翼建中条书院，挑选资质优秀
的学生，在学院内读书，书院得名大概
取自境内的中条山（虽然《青县志》和

《沧州志》中都有中条山的记载，其实
是青县中山、沧州条山的误传）。中条
书院是沧州域内创建比较早的一所书
院，可惜书院的位置、规模及其兴衰情
况无从得知。

会川书院建立于清乾隆四十九年
（1784），位于县城外东关城隍庙街。通
过民国时期的《青县关厢街市图》，可
以直观地看到，城隍庙街在十字街以
北，西连北街，东到运河，街北是城隍
庙和周公祠，街南就是文庙和会川书
院。书院位置大约在今天的青县县城
北街水楼子南面。

在整个清代，会川书院可以说是青
县的最高学府。书院设有山长一人，主持
讲学，通常由知县延聘。比如咸丰年间曾
聘请南皮刘镌山，光绪年间聘请南皮张
伯麟、大城刘开第。

除此之外，山长再聘请通经明理的
儒生担任教授，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
经”。学员则主要招收本县经过私塾培养
的士子。每月十六日，山长要对士子进行
考试，名曰“斋课”（“课”即考试）。每月的
初二，知县还要主持考试，名曰“官课”，

对考试成绩优秀的学员给予适当奖励。
书院培养的优秀学生很多，如咸丰五年
举人姚观峒，历任山东莒州、高苑、朝城
等地知县，光绪二十三年恩贡陈恩宝，出
任吏部七品小京官。

书院设有首士一人，负责学生的生
活事务，类似于现在的后勤部负责人。书
院还设有学长（从学生中选拔）一人，相
当于现在大学里的学生会主席，负责学
生的学习事宜。

书院的资金收入，主要来源于个人

捐赠。比如光绪十九年（1893），乡绅宁世
福捐银一千两，两年后又续捐二千两。知
县姚为霖用这些钱置买了 15顷田地，招
佃户承种收租。这成为书院每年的固定
收入。

书院有时也能得到官方的资助，江
苏江阴人季邦桢在任长芦盐运使期间，
曾拨款银两千两。书院把此笔经费借给
商人，每年收取利息，用于书院日常管
理。

到了咸丰六年（1856），书院历经 70
多年的风雨沧桑，房舍陈旧，建筑老化。
青县知县卢宝臣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重
修，并将书院更名为永安书院。会川是青
县在元代时的古称，因县南滹卫合流而
得名。永安则是青县在五代时的古称，取
长治久安的意思。

光绪年间，西学东渐，全国废除科
举 ，推 行 新 式 教 育 。光 绪 二 十 九 年
（1903），青县也在书院往北，城隍庙和周
公祠的后身建立了县立第一初高级小学
校。至此，永安书院被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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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老俗话

头 到

头到，沧州话里是临近、快到的意

思。比如：“头到吃饭，你把快递取了就

行！”

（知微庐主）

\ 你说我说

知微庐主：看《西游记》第三十九回，行

者道：“如今有三更时候罢了，头到回来，好

天明了！”忽又想到沧州也说这个词。比如，

“头到开席”，“头到”是快到、临到的意思。

孙克升：我们家乡说“临到头直上”了。

比如说，“我就怕人前说话，可临到头直上

了不说也不行啊”。

吴树强：我们那里说“头晌午、头天、头

年”。

李双盈：在我们老家吴桥，“头年”不是

指的快到过年的时候，而是指去年。比如

说，你头年结的婚，就是指去年结的婚。这

个单独的“头”，就表示临近快到的时候。你

比方说头晌午，就是快到中午的时候。

老兵李：头到，临近的意思。例句，“头

到麦熟，你再过来一趟”。

海客：头，方言，临到，接近。如：头吃饭

要洗手，头五点就得动身。

马金铃：头直上——头上的位置。如，

“洋火放在头直上，夜起点灯方便”。

马金铃：头，前面。头年，前一年。头里

走，先走。

海客：“头……”相当于英文中的介

词，指“在……的前面”。

飞鸿：我们也说“头直上”。

马金铃：头直上，在此可做方位词。

马金铃：有时也指事到临头。如，“平时

不显，事到了头直上就抓瞎了”“这种事，轮

到谁头直上，也没办法”。

老兵李：我们也这样说，“临到头直上，

你就知道了。不到头直上，你不着急”。

民国时期的《青县关厢街市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