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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無錫東林書院 

作者：Winter 

 

繼去年一月鎮江之旅後，同樣是在冬季，今年一月十四日上午我搭乘 G7006

次和諧號動車前往譽為“太湖明珠”的江蘇無錫開啟了一日遊。 

 

無錫古稱新吳、梁溪、金匱，位於江蘇省南部，地處長江三角洲平原。北倚

長江，南濱太湖，京杭大運河從無錫穿過，是中國民族工業和鄉鎮工業的搖籃，

是蘇南模式的發祥地。 

 

遊覽完第一站榮氏梅園，我馬不停地趕往下一個景點—東林書院。說起東林

書院，不禁是我回想起初中語文課中的一篇課文，以及文中那副由顧憲成所撰寫

的有名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是鄧拓（又名馬南邨）的一篇雜文《事事關心》，是我中學裡印象極深的一篇

課文。早就知道東林書院和這幅耳熟能詳的對聯，這次終於可以親眼目睹了。 

 

二〇一七年，我曾遊覽過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想必古代的書院應該是大同

小異吧！不過東林書院以顧憲成的對聯而聞名。東林書院又稱“龜山書院”，是

我國古代著名書院之一，創建於北宋政和元年（西元 1111年），是當時北宋理學

家程顥、程頤嫡傳高弟，知名學者楊時(號龜山)長期講學的地方。明朝萬曆三十

二年(西元 1604年)，東林學者顧憲成、高攀龍等人重修東林書院在此聚眾講學，

他們所宣導的讀書、講學、愛國精神得到全國學者普遍回應，一時之間聲名大著；

東林書院也成為了當時全國人文薈萃之地以及議論國事的主要輿論中心，有著

“天下言書院者，首東林”之讚譽。由顧憲成所撰寫的名聯更是家喻戶曉，曾激

勵了一代又一代知識份子。 

 

走進書院，庭院正中是一座高大的石牌坊，匾額上書“東林遺蹤”，牌坊背

面匾額上書“梁津學後”。看了石牌坊旁邊的文字板說明得知，我該石牌坊始建

于明朝萬曆三十二年(西元 1604 年)，為書院標誌與象徵。明朝天啟六年(西元

1626年)，閹黨毀書院，石坊同時被毀。清朝乾隆五年(西元 1740年)恢復石坊，

匾額上題“東林舊跡”，梁津後學”字樣。此坊為三間四柱五樓構架，通高 7.24

米。石坊雕飾圖案精美，通體設計合理，結構嚴謹，堪稱為石構建築珍品。 

 

東林書院舊跡雖為清朝複建，迄今仍保存有東林精舍、麗澤堂、依庸堂、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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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廟、三公祠、來複齋、尋樂處、心鑒齋、小辨齋、再得草廬、時雨齋、道南祠

等主要建築。“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

關心”，這副對聯懸掛在依庸堂內，當年東林黨人在講學之余，評議朝政，抨擊

閹黨，將讀書聲和風雨聲融為一體，抒發了志士仁人的遠大抱負。 

 

麗澤堂是東林書院的主要講學之地，始建于明朝萬曆三十二年(西元 1604

年)，堂名是由東林領袖顧憲成親自擬取，連接意、澤、水。兩澤相麗，萬物滋

益，喻意是讓我們相互講學切磋交流，做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顧憲成指出，

學問須大家商量，須用大家幫扶，方可得手；並要求學人，並膽同心，細細參求，

細細理會，未知的要與剖明，已知的要與印證，未能的要與體驗，已能的要與保

持。始終強調“實學”、“實用”、“實益”的務實學風。堂內正上方匾額寫有

麗澤堂，下方兩側對聯是：“百年舊德讀書尚友，四海名賢氣節文章。” 

 

隨後我參觀了燕居廟，始建于明朝萬曆三十八年（西元 1610年）。廟中設幾

案，奉木主，為祀至聖先師孔子專祠。燕居取自《論語·述而》“子之燕居，申

申如也”，即“宴居”，閒居之意。書院為社會私家講學之所，它有別於府縣學

宮孔子的“大成殿”，故取“燕居”名祠。大殿東西兩側分別設典籍室、祭器室，

是專門貯藏書院經籍圖書及祭器樂器之所。 

 

穿過九曲長廊，來到道南祠。該祠始建于明朝萬曆三十二年（西元 1604年），

為祀書院創始人宋代楊時及其弟子門人專祠。因楊時南歸故里時，其師程顥目送

之曰“吾道南矣”，故取“道南”名祠。意將道學傳之南方。該祠當年用官資建

造，系無錫地方鄉賢祠之一。明天啟年間閹黨毀書院，道南祠獲存。計有大門、

前堂、享堂等。道南祠內祀宋代楊時及明清東林學者等約八十餘人，均經官府批

准入祠。是標榜前賢、激勵後學的重要場所。東林開講事，各地官員、學者人等

均入祠中，拜謁先賢。 

 

不知不覺地走著來到了八角的正心亭。亭內掛著歷年來無錫科舉考試中中榜

的匾額，有“五狀元”、“六科三解元”、“一榜九進士”等，因此這極富中國

古典風格的正心亭又叫“狀元亭”。看到這個八角的“狀元亭”，使我聯想起二

〇一八年六月我在臺灣桃園市遊覽時，馬祖新村眷村舊址內的橘黃色的“八角

亭”，此亭名為“悅心亭”，於民國七十六年(西元一九八七年)將原來木造的涼

亭進行整修為水泥製造之涼亭，舉頭仰望亭頂，天花板上是中國民間傳說故事

“八仙過海”的圖騰。生活在眷村內的小孩兒們問到爺爺奶奶們為什麼是八仙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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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時候，大家都只笑著說：“因為亭子八個角嘛！”。但其中或許也意味著自

己如同八仙過海一般漂洋過海來到臺灣的經歷。想必這些挑燈苦讀的莘莘學子們

也有著“八仙過海”類似的本領和才能吧，否則他們怎麼能在高難度的科舉考試

中中榜呢！ 

 

走出東林書院，看到書院對面正是無錫市教育考試院，不知道無錫市是有意

而為之將教育考試辦公場所設在這裡還是……？想想東林黨人以天下為己任，為

官清廉，不畏強暴，銳意圖新，現在的社會不正是需要這些品質嗎？（完） 

 

***未經作者同意，任何媒體(含電子平臺)不得轉載或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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