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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是海南岛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3000多年来，黎族
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不仅创造了悠久的历史，而且
还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文化。其中，作为黎族村落的传统建筑
——船型屋，是千百年来黎族文化的缩影和见证，蕴含着深
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黎族人民创造和智慧的结晶。

船型屋的“前世”

船型屋黎语称为“布隆亭竿”，意思是“竹架棚房”，是黎
族地区传统村落的代表性建筑，目前已经有千年历史。关于
黎族船型屋的著述最早见于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记
载“居处架木两重，上以自居，下以畜牧”。《诸蕃志》中也有“屋
宇以竹为棚，下居牲畜，人处其上”。清代乾隆年间，《黎岐纪
闻》仍有记载“屋宇形似覆舟，编茅为之，或被以葵叶，或藤叶，
随所便也。门倚脊而开，穴其旁以为牖。屋内架木为栏，横铺
竹木，上居男妇，下畜鸡豚”。黎族船型屋的身影，不仅出现在
文字记载中，在图画中亦有出现。清代的《琼黎风俗图》和《琼
郡舆地全图》中都有关于黎族船型屋的描绘，图中的船型屋
样式亦为高干栏式的茅草屋，非常具体形象。

可见自宋至清代，黎族船型屋的主要建造形式为干栏
式，屋子建于竹木之上，冬暖夏凉，上层供人居住，下层可以
饲养家畜。干栏式建筑为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
重要建筑形式之一，这种原始的建筑方式可以有效避开南
方气候的潮湿和各种野兽虫蛇的侵袭。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黎族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提高
以及民族之间交流融合，黎族的船型屋从高架干栏式向低
架干栏式、落地式逐步演变。实际上有些落地式船型屋的内
部居住区域离地面有 30厘米左右，仍然保留了干栏式建筑
的痕迹。20世纪 30年代，德国人H·史图博到海南岛黎族地
区进行调查，对各地区黎族人居住的房屋和建筑方法都有
详细的记载。在其《海南岛民族志》中，美孚、岐和侾（哈）的
房子都是传统的船型屋样式，而位于白沙地区本地黎（润）
的房屋却有了变化：“很大的单房顶，以3米高的两根支柱支
撑着，其上有比较精工的骨架结构。这种结构使人想起汉族
的屋顶结构。”这种具有复杂骨架结构的房顶，应当是金字
型。可见从近代开始，黎族民居除了船型以外还出现了金字
型屋顶，这是黎族人民从与周边民族的交流过程中吸收而
来的范式，是民族融合的一个缩影。

船型屋发展成金字屋时，屋顶已经没有船的形状，而是
借鉴汉族茅草屋有了三角形榫卯梁。在屋顶的材料与形式
上，通过使用木材搭建屋顶结构，取代了原本的竹片，使顶

部屋脊由原来的弧形演变为“金”字的外形特征。这种改变
使屋子的高度和入口的宽度都有所增加，同时也增加了室
内的空气流通与采光，提高了居住舒适度。

船型屋与营造技艺

船型屋的得名有两种说法。一是相传黎族祖先当年乘
木舟登上海南岛时，由于没有栖身之地，就将木船翻倒过来
居住。为纪念祖先，黎族后人就仿照船型建起了船型屋。二
是船型屋用茅草盖顶，厚厚的茅草一直延伸到地面，犹如一
艘倒扣的船，故称之为“船型屋”。

船型屋多为长型，屋门多位于短侧两端。屋内房梁到地
面的垂直距离不大，地面是平整的泥土地面，墙面基本不设
窗口，光线较暗。内部空间通常分隔为两间或三间，房子的
中间立 3根高大的柱子叫“戈额”，象征着男子，两边立 6根
略矮的柱子叫“戈定”，象征着女子，代表的是一个家庭由男
子和女子组成，传达了黎族男女平等、兼容的家庭观。“三石
灶”是黎屋里的传统厨具，其上架锅罐可以蒸煮食物，既方
便实用，又可使屋内暖和干燥，灶烟还能防止草木蚊虫滋
生，因此屋内有人生火做饭可以发挥对船型屋的保护作用，
延长房屋的使用寿命。

黎族村落中还有一种较小的船型屋叫“隆闺”，意思是
“不设灶的房子”。按照黎族习俗孩子长到十三四岁便要搬
到“隆闺”去居住，不与父母同住。“隆闺”一般建在村头村尾
僻静处，或紧挨父母住房搭建，是黎族青年男女由相识到定
情的小房子。

村落中还有谷仓，一般都选在村落外缘集中或单独建
造，利于防火。通常选择较干爽的向阳处，建成干栏式，以防
止潮湿和鼠虫偷食。有的地区谷仓就建在耕地中心地带，这
样便于储藏粮食。黎族地区谷仓的设立，主要与黎族粮食加
工方法有关，习惯于吃多少就舂多少的地区，均用谷仓来储
存稻穗，如过去的乐东地区几乎每家都有谷仓。而用牛踩脱
粒的地方，谷仓因失去作用而趋于少见。

船型屋的材质多为传统竹木结构，一般都是就地取材，
树、竹、藤、茅为其必备建筑材料。首先以树干做梁柱，用树
杈进行承托，用红白藤编搭房屋框架。然后用泥巴与稻草搅
拌为一体做墙体主要材料，沿着等距分布的树枝一层一层
往上挂泥，逐层堆叠为墙，待阳光炙烤后形成坚硬墙体。最
后在屋顶的构架上盖上茅草，用藤条将茅草编织在一起，做
成一个倒扣船型的拱形屋顶。这种房顶可以有效隔绝空气
里的寒潮和热流，在海南这个潮湿炎热的地区，起到了很好
的抵御恶劣环境的作用，同时其材料的制作拼装与修补拆
卸都非常方便。因房屋是屋盖和墙体合为一体的，不仅较容
易建造，而且也可节省建筑成本，适应于黎族人早期的游耕
习惯，具有一定的经济适用性。2008年6月，“黎族船型屋营
造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船型屋的“今生”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黎族人也开始走出大山深
处，原本低矮阴暗的船型屋与现代人的居住习惯有所冲突，
船型屋的生存环境遭遇了严峻挑战。主要转折点为 20世纪
90年代民房改造，许多黎族人因此离开了世代居住的船型
屋村落。黎族地区的民房改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村落中的
船型屋被拆后原地重建为水泥砖瓦房，村民返回原村居住；
另一种是出于保护的目的，村落中的船型屋被整体保留，村
民们整村搬迁至数公里外的新村居住。而当时留存下的几
处黎族船型屋和金字屋村落，如今仅存东方市白查村和五
指山市初保村。

得益于当地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这两个村落在民房
改造时村民整体另迁新村，同时旧村落还有资金不断地进
行维护，才得以完好的保存。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探访白查
村时恰逢当地文化馆组织的船型屋营造技艺培训班，年轻
人正在学习搭建船型屋，可见“黎族船型屋营造技艺”在政
府和当地村民的重视下有了较好的延续和传承。2015年，白
查村船型屋、初保村民居都被列为海南第三批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作者单位：海南省博物馆）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东南五老峰山脚下，
东邻鄱阳湖，四面环山，贯道溪从院前流过，建筑面积7800多
平方米。它肇基于唐、定名于北宋、盛于南宋、绍隆于明清，现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景观庐山的重要景点之
一。唐贞元年间（785-805），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
读书，渤养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又此处四面环山，俯视似
洞，白鹿洞因此而得名。南唐升元四年（940），李氏朝廷在白鹿
洞建“庐山国学”或称“白鹿国学”，命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洞
主。至此，白鹿洞成为当时与金陵秦淮河畔国子监齐名的高等
学府。北宋初年，江州（今九江）地方人士在此建起了一所学
馆，书院之名从此开始，白鹿洞书院也由此在历史上有了一个
新的开端。南宋淳熙六年（1179），大理学家朱熹任南康军，兴
复白鹿洞书院，措置田产，征集图书，聘请教师，招收生徒，手
定教规，自任洞主，亲自讲学，他所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成为了后来七百年间封建教育办学的指导方针，至今海外的
一些学校仍用它作校训。明正统元年（1436），南康知府翟溥福
重建白鹿洞书院，奠定明清时期白鹿洞书院建设的规模和基
础。清代白鹿洞书院达到鼎盛时期。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
下令将白鹿洞书院改为学堂，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被
改为江西省高等林业学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
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修复。白鹿洞书院成为集文物管理、教
学、学术研究、旅游、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体，是一处独具
特色的文化旅游胜地。

在此专门介绍一下白鹿洞书院的石刻。石刻与“结绳记
事”一样，是古人用来记录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活动的方式，是
研究书院文化精神的有形载体。白鹿洞书院的石刻可分为两
类，一类是天然岩石上的石刻，一般称为摩崖石刻；一类是将
石材制作成石碑，在上面刻写诗文，一般称为碑刻。书院的建
筑容易朽坏，但石刻却能承受风雨的侵蚀、战火的洗礼流传至
今，传递了许多文献资料所缺载的信息。

首先说说白鹿洞书院的摩崖石刻。现存的摩崖石刻多集
中在白鹿洞以及贯道溪河床以及溪两岸的石壁上，均为文字，
没有崖画与造像内容。现存摩崖石刻60方，其中宋代14方，元
代1方，明代26方，清代17方，时代不明的2方。内容以励志、
哲理以及写景、记事等为主，多为名人学者所题，书法精美，与
白鹿洞书院环境相映成趣，有着较高的艺术与史料价值。

朱熹兴建书院时，在这里留下了很多石刻。朱熹的摩崖石
刻，虽然都只有寥寥数字，但却隐含了丰富的内容。例如“文行
忠信”四字，刻在涧石上，直径数尺，为朱熹手书，南宋陈绰摹
刻。《论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朱熹也是从这四个
方面来教导学生的。朱熹的摩崖石刻还有“白鹿洞”“枕流”“漱
石”“钓台”，保存完好。朱熹摩崖石刻有一部分是地名标识，如

“敕白鹿洞书院”“白鹿洞”“鹿眠处”等。
再来谈谈白鹿洞书院的碑刻。现存碑刻157块，主要分布

在白鹿洞书院东、西碑廊，由于青石碑刻风化严重，宋元时期
的碑刻早已荡然无存，现存主要是明清时期的碑刻。按照内
容，这些碑刻大致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是事务性的碑刻，包括
重建书院、重建一栋建筑或修复一道桥梁、添置学田或诸生的
膏火费、相关的告示及禁令等。一类是纪人表功类碑刻，一般
通称为“教思碑”。一类是关于学习方面的讲义、训导。一类是
游览书院时所写的诗歌、游记，占全部碑刻的三分之一强。这
些碑刻多为名人学者和知名的地方官员所写，如胡俨的《重建
白鹿洞书院记》明正统七年（1442）、李龄的《重修白鹿洞书院
记》明成化二年（1466）、娄性的《白鹿洞学田记》明弘治十二年
（1499）、李梦阳的《白鹿洞书院宗儒祠记》明正德六年（1511）、
王阳明的《修道说》《中庸古本》《大学古本序》《大学古本》明正
德十六年七月（1521）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朱熹的《朱子白鹿
洞教条》，被誉为白鹿洞书院的镇洞之宝。

《朱子白鹿洞教条》是朱熹作为儒学的集大成者对中国教
育乃至古代教育的一大贡献，体现了他身体力行兴办和推行
书院教育实践的整体思考和总结。在兴办书院之后，朱熹有意
识地招收举人入洞学习，就是因为众多举人在应试时没有理
解国家开科取士的深刻用意，没有明白“学以致用”到底要求
自己学什么，所以要把他们招来，在互相切磋讨论中揭示科举
的真谛。在这种情况下，书院教育与科举考试实现了对接，士
子到书院来读书，形式上类似于完成一门“必修课”，在上好这
门“必修课”之后，才有真正的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朱子白鹿洞教条》，可以看作是一整套不同于科举应试
的学习方法。科举考试只关心词章，但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却是
义理。因此朱熹提出“五教之目”，就是要求学生简明快捷地
把握儒家义理的精义，如果把握了这“五教”，就具备了基本
的儒学知识素养。而所谓的“学问思辨”，就是把握儒家义理
的方法。对于科举考试来说，机械的记忆、对题目的钻研是
主要的；而儒家理论必须落实到“修身”这一点上，如果不能
把外在的知识转化为内在的人文素养，则无论学多少知识
都是没有用的。因此提出学者如何修身、如何处事接物，就显
得很有必要。

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白鹿洞书院现存的摩崖石刻
和碑刻的数量在全国书院中名列前茅，历史上师出白鹿洞书
院的有状元三名、进士一百多名。历史上，江西古代书院众多，
素有“江右书院甲天下”的美誉。根据江西省地方志办编纂的

《江西书院》最新统计，江西有书院近2000所。回顾历史，更需
展望未来，合理利用好书院文化资源，挖掘其丰富的文化内
涵，我们责无旁贷。

（作者单位：九江市庐山茶叶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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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黎族船型屋的“前世今生”
吴慧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教育组织，一般认为书院之名
出于唐中期。湖北书院历史悠久，自孔子使子路问津并在
湖北新洲开坛讲学至今已有 2000多年历史。明清时期是湖
北书院最为繁盛阶段，多达 200 多所，今存世尚有近 100
所。书院最初的功能主要是以修书、藏书为核心，后来演变
衍生出图书征集、档案收藏编纂与出版、学术研究、宗庙祭
祀、传承儒学、培养人才等功能。湖北新洲问津书院是其中
的典型代表。

问津书院的沿革和特色

湖北新洲问津书院又名孔庙，位于今武汉市新洲区旧
街镇孔子河村北，是湖北省现存较为完整的书院建筑。关于
问津书院的来历，相传与“子路问津”有关，《论语·微子》载，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据新洲旧县志记载，自汉淮南王刘安在此建孔庙，设私

学起，历代均有废兴。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官倡绅助，将
孔庙与书院合建，正式命名为问津书院，其后又几度兴衰，
民国以后改为学校。书院坐北朝南，四合院式二进院落布
局，占地面积4170平方米，建筑面积1407平方米。有大成殿
及左右偏殿、讲堂、孔叹桥等建筑。

新洲问津书院建筑特色鲜明。首先是建筑规制高，该建
筑整体布局为中轴对称，且近似正方形，大成殿和讲堂坐落
在中轴线上，两个配殿分置于大成殿东西两侧。其次是建筑
风格独特，大成殿是书院最重要的单体建筑，正脊下书“皇
清光绪七年岁次辛巳仲秋榖旦重建”，为典型鄂东地区特有
的民间祠堂庙宇特色。再者，中西融合，兼具庙学合一，中轴
线上居于大成殿前面的讲堂，是典型的清末民初时期仿欧
式近现代建筑。功能上，大成殿是供奉孔子的重要场所，两
个配殿分别供奉先贤，历代大儒，名宦、乡贤的牌位，都是专
供祭祀用的场所；讲堂则是专门传授知识的教学场地。这种
布局安排，突出了问津书院庙学合一的功能。

问津书院的价值

历史价值。问津书院起于“子路问津”的典故。西汉时
期，汉淮南王刘安因此地掘出“孔子使子路问津处”秦隶书
石碑，命人在此建亭修庙祭孔。唐武宗会昌初年，黄州刺史
杜牧扩修孔庙并改名为“文宣庙”。宋时期，大儒张栻、朱熹、
吕祖谦等都来此讲学。宋末元初，原湖广提举江西名儒龙仁
夫，在孔庙旁孔子山麓筑室讲学，世始有称“龙仁夫书院”。
明清时期，为问津书院鼎盛时期，明代中期讲学之风盛行，
书院多次修葺，万历年间湖广巡抚熊尚文，曾督学湖广，题
名“问津书院”，并在河南商城汤池建问津书院分院。清朝时
期，成为官方科考取士之所，多次修缮扩建，康熙皇帝御题

“万世师表”匾额，嘉庆皇帝赐题“圣集大成”金匾，成为当时
全国著名书院之一。清末民初，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的书
法家张翼轸手书“问津书院”匾额，书院在“文革”期间损毁
严重，改革开放后获得新生。

科学价值。书院选址于风景如画的孔子山脚下和蜿蜒曲
折的孔子河畔，符合中国传统风水学说。书院整体采用中轴
对称布局，别于其他书院左庙右院格局，依据地势采用问津
书院独特的上庙下学，后庙前院规制，同时，依据建筑特色将
整体建筑群分为教学、祭祀、藏书、生活、游憩五大功能区域。

艺术价值。问津书院整体建筑少雕饰彩绘，多点缀素
雅，强调自然，讲究材质、色调、体量、虚实的对比和变化。建
筑风格、装饰纹样、诗词碑刻、书法楹联、匾额题字等极具艺

术价值，置身其间，给人以浓厚的艺术感染力。
文化价值。新洲是古邾子国都城所在地，至今3000年历

史。问津书院所留下的史料、史迹、传说、轶事历史积淀丰
富。各朝代的名宦大儒士绅留下的有关书院的诗词、歌赋、
楹联、匾额及碑碣、图帖、书画、信札、讲义等弥足珍贵。环布
书院周边的孔子山、孔子河、孔叹桥、讲经台、晒书场、坐石、
墨池、砚石、长沮冲、桀溺贩等人文景观独特雅致。

教育价值。千百年来，问津书院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
的教学方法、管理制度、治学规章为不同时期培养出了一
大批治国、治学的栋梁之才。特别是问津书院教育培养青
年学子的民族正气、道德操守、治学态度、兴学精神、为学
风气的价值理念，带动鄂东地区发展教育的观念深入千家
万户，形成当代鄂东学风昌盛和文风兴盛，其教育意义值得
深入研究。

社会价值。问津书院是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教育培养
生员的，数百年来培养了大量人才。明朝中后期问津书院所
推行的一种面向社会大众、开放式的定期讲会制度，主要围
绕德行、伦常、本末等一些基本命题而展开，参与人数众多，
社会影响较大。问津书院历代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体现了由
孔庙而庙学而书院的发展脉络，祭祀对象除孔子外，也祭祀
仲子、长沮、桀溺、朱子及名宦、名儒、乡贤等等。问津书院通
过宣教、讲会、祭祀等形式，对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的培育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问津书院的保护利用

2002年 11月，问津书院被公布为湖北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湖北文物部门在充分认证和参考相关典籍资料的基础
上，对问津书院鼎盛时期部分已毁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
对清理出来的建筑基址、青石路面，覆盖钢化玻璃罩保留在
原址，向公众展示原汁原味的文物遗迹。以清晚期建筑布局
为主要依据，按照保存较完好的大成殿建筑规制标准，对仪
门、洁粢斋、奉牲斋、魁星楼、文昌阁、丹墀、月台等附属建筑
进行复建，基本重现了鼎盛时期的建筑规模。新时代持续做
好问津书院的保护与利用，应从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确定基本思路与目标。以问津书院为主体，以儒家
文化和楚文化内涵为核心，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千年书

院遗址的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多方位、多手段全景展现区
域珍贵原生态文化遗址。在统筹做好考古发掘与科学保护
文物本体及遗址的前提下，建设国家级传统书院文化遗产
展示基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教育培养传承基地，中国楚
文化研究推介基地。整体规划纳入长江国家公园建设湖北
段组成部分，提高湖北新洲问津书院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
影响力，带动鄂东地区文化旅游经济发展，逐步形成集文化
遗产保护、旅游、教育、展示、传习、研学等功能为一体的传
统文化楚文化主题新景区。

二是统筹做好基础工作。首先，通过考古勘探厘清孔
庙、庙学、书院发展脉络。考古发掘确定汉刘安初建孔庙处，
宋末元初龙仁夫于孔子山麓筑室讲学处，明中期重建正式题
名“问津书院”处等基址。其次，探明孔子问津车辙路径。依据

《问津院志》载“山川脉络图”，精准发掘孔子山、问津河、颜子
港、晒书场等数十处遗址的准确位置。再次，要开展深入研
究。研究孔教儒学南移与楚文化的碰撞、融合，在中国文化史
上的地位以及对楚文化的影响；研究问津书院演变历史及春
秋时期楚国地缘环境及社会状况；研究问津书院及周边遗址
文化内涵；统筹做好编制问津书院及鄂东区域传统文化宣传
教育发展规划；组织国内外知名专家，规划设计好遗址保护
利用的文化体、价值体、商业运营体，服务于乡村振兴，为文
化旅游教育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三是科学编制规划。问津书院周边文化遗址丰富，保护
利用必须从统筹规划编制入手。在深入研究认证的基础上，
科学编制问津书院保护利用规划，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规划，
周边文化遗址保护利用专项规划，周边环境整治专项规划
等，并将规划纳入当地国土空间规划，乡村振兴规划。统筹
谋划问津书院及周边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的思路、政策、项
目、举措。

四是开展环境整治。恢复问津书院及周边文化遗址历
史风貌，在文物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影响文物
风貌的后期改建、新建、搭建的建筑体，分别予以拆除、拆迁
或改造；对文物周边及保护范围内的基础设施进行合理化
改造，电力、网络通讯、给排水管线进行地下埋设；孔子河及
周边的道路、山丘、桥梁、小溪、水塘、垃圾站等进行统一规
划整治，科学合理地做好绿化与自然水系治理。

（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事业发展中心）

传统书院文化遗产的价值及保护利用
——以湖北新洲问津书院为例

吴红敬

■遗产观察

海南东方市白查村的船型屋

问津书院正立面图

《
二
贤
洞
教
》
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