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中國的書院教育，乃以文化人物的培養為宗旨，不僅代表了宋元明清歷代學術思潮的重鎮，

更奠定了長達千年的歷史積澱，儼然成為中國大學精神的典範。一方面因應時局與學術思潮，

開展為理學、經術、經世、版本、考據、史學等眾多學術範疇，影響甚巨；再者更往下紮根，

形成民間教育的啟蒙運動，塑造多元學風與舉足輕重的人文學區。

書院思想著重文化人格的健全視觀，本文乃由教育哲學的原理，通過「基源問題」研究法

進行探勘，揭示書院教育的認知取向，以及價值判斷上的規準，分別就「人統」、「學統」與「事

統」三大理念與系統，作為整體闡述與案斷。

本文採行【書院學案】的體例，疏通書院教育中兼具「傳習」與「傳播」的型態進行分

析。特別是與宋代以後中國學術以及思想史的開展，以及影響書院制度面的設計與組織，包

括經濟獨立以及社會傳播的網絡規劃。對於參照西方大學之理念，以及如何形塑文化人格的陶

鑄與傳統，深信對於現今的教育改革與學風的啟示，應可無遠弗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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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傳下書院這行業，暮色蒼茫之際，點亮了彼此的心燈。大學時代歷

經天安門的學運氛圍，以及緬懷母校豐原高中師長並肩論道的學風，一堂師

友乃於 1990 青年節創立【紫荊書院】。並由張雨生學長的家人引介下，於淡

水建立早期基地，同時於豐原、台中、台南共同開辦據點，並由豐中柴小陵、

羅德、王祿堯老師固定講學。嗣後於遷往淡水【動物園茶坊】成立本院，並

由李正治、陸雲逵、王鎮華三位教授，固定講學。園址前身為「校園民歌運

動」歌手李雙澤舊居，嗣後並由謝信芳學長承接茶坊，成為當代書院運動濫

觴之基地。 

書院前後期成員百餘人，遍及國內各大專院校。先後與台大、政大儒學

社建立友社，並與德簡、清香、益生書院彼此見習合作，厚增人文經世實

力。紫荊書院樹立嶄新的學風，先後開辦過文化、教育、學術、文學、社

會、生活等門類的課程，由師長及各門專精的書生主持開課及教學。院內書

生每學期都有自己的選修計劃，並形成各類學習團體，每半年並有夏令生活

營，以及冬令研討會之驗收及發表。當時院內的師友，跨越各類科系與院

校，普遍都接觸了書院思想、文藝創作、美學理論、建築空間、古琴音樂、

心靈禪修、女性主義、易經與雅樂、社造參與等相關的素養。大體上雖有基

本的組織架構，卻更突顯成長團體的特質，每個人的主體意見都十分鮮明，

衝擊面也高潮迭起。「動物園」恰好是一個兼容並蓄的空間，得以讓這些少長

咸集的心靈，在此交會、增長。當時的台灣，教育改革的思潮也才剛剛起

步，第一批由傳統轉型為現代的書院，紫荊與德簡、清香、益生四所現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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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崛起，都是當代書院運動重要的里程碑。 

動物園與紫荊書院的學風，誠然是一場殊勝的交會，也奠定日後辦學建

校的磐石。1996 年開始參與龔鵬程校長團隊，協助南華管理學院（南華大學

前身）創校任務，開始見習建校歷程的試煉。如何在大學體制與書院傳習的

模式中，探勘人文志業的縱深；期間紫荊書院的腳蹤並未中斷，師生二十餘

年來，於國內建立近五十處「駐地傳習」現場，2012 年正式開辦【文化巫士】

志工基地，包括文創、生態、人文社造、人文臨床縱隊之人才培訓。參與文

化斷層診斷，在地意象探勘，神聖空間連結，以及文化國土紮根等志業。 

文化巫士踏查期間，師生組成的工作縱隊，先後歷經 921 震災、川震、

莫拉克風災的試煉。也在族群部落的駐地取材，以及沿海潮間帶，參與反國

光石化運動，並持恆追躡群鯨重返「登陸」的神思與行動，開始進入【鯤島

山海經】的嶄新紀元。 

當國內的大學，已然因應市場的取向，並在教育部長期「評鑑」整型模

塑之後，次第失去個性與人文傳統。大規模的 AI 人工智慧浪潮捲裹襲來，人

本教育的型態倍顯摧枯拉朽之際，我輩仗劍四顧蒼茫，乃起興獨立學校的里

程。2017 年開始以「意象師」的傳習模式，作為持續推動紫荊書院「獨立學

校」之進程。三十年的潮差如斯壯闊，師友長期一脈相繫的腳蹤，猶如耳提

面命，迄今未曾遠去。 

在大學體制與書院傳習的模式中，持續探勘人文志業的縱深。嗣後並將

書院院址，定居於南投埔里的愛蘭台地，在南港溪畔樹立文化人格的傳習會

館，並於嘉義與高雄開辦書院教室，持續結合文化巫士駐地傳習陣地，逐步

朝向獨立學校之進程。 

「風物從君欣所遇，江山待我啟人文」的書院門聯，當年乃由李正治老

師所題，並由王仁鈞老師在動物園現場的的快意揮寫，迄今依舊高懸在埔里

院址傲岸風標。我們在書院人文的夢土上，深耕經世的輿圖；縱然江湖多舛，

也不枉一番仗劍與任俠的少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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