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澜阳书院始建于清

康熙51年（1712年）。现存

澜阳书院建筑气势宏伟，

东西长 40 米，南北宽 8.3

米，高8.3米，是清代国学

教育在吴桥留存至今的代

表性建筑。300多年以来，

澜阳书院经过重建与修

缮，保存完好，已成为省文

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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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花园——牵牛花晨曲

14 悦览——请你努力为了自己

15 非遗——炸卯榫技艺

征 稿

每一座城都是有记忆的，我们试

图打开记忆的大门，寻找和沧州有关

的被尘封的故事。

本版设有沧州地理、狮城旧事、沧

州风物、老街旧巷、老物件、传说故事等

栏目，欢迎广大读者来稿，讲讲这座城

市过去那些事儿。

投稿邮箱：czwbrw@sina.com

吴桥澜阳书院吴桥澜阳书院：：

保存完好保存完好 文脉不断文脉不断
■纪玉民

沧州老俗话

鲜华儿

沧州话里是色彩艳丽的意思，

多用来指人的衣着或布料鲜艳。比

如：“她二婶子，别看岁数不小了，

可人家穿的还是那么鲜华儿！”

（知微庐主）

\ 你说我说

飞鸿：xian花儿，大多时候指配色丰
富、鲜艳夺目。如：“这衣服忒xian花儿，
我可穿不出去。”我们那里有时候也形容
日子光景好，花团锦簇的，“对门张三家
最近几年光喜事儿，日子过得够xian花
儿”。

孙建：我觉得是“绚丽”的“绚”，可以
写成“绚华”，绚丽多姿、绚丽多彩，也可
能是“鲜活”的通俗读法。

马金铃：我们说“xiàn-huā”，指花
色对比强烈。

海客：鲜华，也就是色彩鲜艳、华丽。
“鲜华”又写作“鲜花”，在《汉语大词典》
中均有例句。鲜华：鲜艳、华丽。《西京杂
记》卷四写：“今舍旃褐，假鲜华，是矫常
也。”

周洋：我们常说，喝羊肠子的小姑娘
穿得挺鲜华儿了。

秦云峰：鲜华儿，颜色丰富多彩，不
止一种图案，由多种颜色构成。

王维方：鲜华儿，是民间的表达方
式，文人会说姹紫嫣红。

知微庐主：印象中，我们这里也说
艳，多贬义。鲜华儿，更中性，偏于褒义。

老兵李：从语境上看，我认为是绚
华。农家妇女看从集市上买来一块花布
料，就夸赞说，“真绚华”。

海客：表示花朵时，“华”是古字，
“花”是民间俗字，这里“华”就等同于
“花”。

书院的管理由山长（书院院长）负责，
绅董（当地有名望的乡绅）参与，官方监管。

书院功能不仅用于教育，还有藏书、祭祀的
功能。

书 院 主
要设置讲堂、
号棚、后堂寝
舍 、门 庑 、厨
房等。每年自
二 月 至 十 一
月 为 开 课 时
间。教学内容
主要为四书、
五 经 、诗 赋 、
八股制艺。学
生 的 日 常 学
习 以 自 学 为
主 ，山 长 指
导，每月只授
课两天。每月
初 二 为 官 课
（官 考），十

六日为斋课（校考），均以一文一诗判定
优劣。官课由县令讲授或讲解，斋课由
山长讲授或解疑。

考 试 优 异 者 均 有 学 费 补 贴 。考 试
用 品 学 生 自 行 准 备 ，试 卷 由 书 院 准
备 。另 外 ，由 县 署 为 每 名 考 生 准 备 一
份点心。

书院有比较严格的纪律。学生如果
仅参加官课考试而斋课无故不到，有学
费的扣一半学费，无学费的（优等生）罚
停下月官课一次；考试不缴卷或抄袭雷
同者，概不录取；点名时，无论冬夏必须
穿戴整齐；学生如有越礼等事，即行除
名，不准再考。

书院从建成到 1903年，人才辈出，桃
李满园，培养出王问羹、吴棠湖等一代名
流。200年间，在该院学习的学生，经科举
考中进士的有6人，举人若干，其中不乏栋
梁之材。

澜阳书院的建立
中国古代书院的开办，最早见于唐朝

的官办书院。开元年间，唐玄宗创设丽正
脩书院。明朝以后，官府逐渐加强了对书
院的管理。到清代，官办书院已占书院的
80%以上。澜阳书院就是名副其实的官办
书院。

康熙 25 年，皇帝为几个书院颁发了
他亲笔书写的“学达性天”，表明了他对
书院的支持和认可。在此背景下，康熙 51

年，时任吴桥知县的张景良创办了澜阳
书院。

“澜阳”一词中，“澜”即水波，指水中
的大波浪。《尔雅》有诗说：“大波为澜，小
波为沦。”实际上此处应指河，即古钩盘河
（现漳卫新河的支流岔河）。吴桥县城处于
钩盘河北岸，而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
为阴。所以，澜阳即指大河以北，因此书院
名为澜阳书院。

各地文庙、学宫和书院一般均建于县
城的东面或东南方向，澜阳书院便建在县
城东南方向。但书院的地势低洼，常发水
患，后因年久失修，不能再用。

同治13年（1874年），知县倪昌燮又对
书院进行了重建。虽然书院仍称为澜阳书
院，位置也仍在东南，但已不是原澜阳书院
的旧址。所以，他题撰的碑记称为《建复澜
阳书院碑》，而不是“复建”。

澜阳书院的重建与发展
关于张景良初创的澜阳书院，相关

的文字记载很少。康熙版的《吴桥县志》
中无相关记载，光绪版的《吴桥县志》也
只是提到了一两句话。而对于倪昌燮重
建的这所书院，光绪版县志不但记述详
细，而且有图有诗。其原因在于，康熙版
县志修撰于康熙 12 年（1673 年），而张景
良创建澜阳书院远远晚于县志修撰的时
间。

倪昌燮重建书院后，写下了《建复

澜阳书院碑》，甚至卸任后，还专门写了
《留谕澜阳书院示》。倪昌燮不但是书院
建复者，也是光绪版《吴桥县志》的编修
者，那么县志中多有提及也是情理之中
的事。

光绪 20 年，知县劳乃宣先后为澜阳
书院选购经、史、子、集等各类书籍十二
橱，共二百余种，并集中收存于藏经阁，
以备县中学子阅览。这极大丰富了书院
的藏书功能，也标志着吴桥有了官方图

书室。
清光绪 29 年（1903 年），全国推行新

学，澜阳书院改为第一高等小学。至此，书
院退出了历史舞台。1951年 9月，县政府
又在此成立第一所初级中学——吴桥县
立城关初级中学（又称吴桥中学）。此时的
澜阳书院已成古迹，只遗存一座古楼成为
新学校的一部分，设有图书室、仪器室、实
验室等。后来，书院因年久失修才空置下
来。

澜阳书院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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