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长城遗址博山段位于齐长城中部，自
山东济南市莱芜区、章丘区和淄博市博山区
交界处的霹雳尖山进入博山境内，隶属淄博
市博山区管理的有 14点段，长 34.208千米，
主要经过附近7个镇街、24个村庄。在对齐长
城的保护过程中，淄博市博山区文物事业服
务中心立足工作实际，采用数字化巡护手
段，确保齐长城保护监管“看得见、反应快、
抓得准、管得住”，取得了一定成效。

齐长城遗址博山段保存现状
近代，特别是晚清时期，清政府为抵御

捻军，在齐长城遗址博山、淄川多处点段，尤
其是关隘要塞，曾进行大量取石、修筑，对齐
长城墙体影响较大。1941年至1942年日本为
掠夺博山资源，在齐长城沿线修建长达 42.5
千米的遮断线，对齐长城遗址造成进一步破
坏。自古至今博山区经过反复建设，地形、地
貌已经彻底发生改变，自然、人为等因素影
响加剧，目前齐长城穿越博山主城区、城镇
建成区的部分达20.769千米。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城市的范
围不断扩大，城镇发展、工业建设、居民生活
直接与齐长城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
发生交叉融合，导致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
矛盾日益凸显。近年来，针对实际情况，通过
考古调查，博山区文物事业服务中心依据齐
长城遗址实际走势情况测出矢量坐标，在长
城保护区划允许范围内，大比例测出博山城
区段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制定针对性
的保护措施，在齐长城保护利用与城市发展
中寻求适合的方式与方法，实现文物保护与
社会发展和谐共赢。

齐长城遗址博山段管理现状
开展齐长城遗址实地调研 2015年，博

山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现博山区文物事业服
务中心）协助山东省文物局齐长城调查队对
齐长城遗址博山段进行了实地调研，形成调
研报告，经国家文物局审核认定，在博山区14
点段齐长城遗址分别树立文物保护标志碑，
为有效保护齐长城遗址、编制齐长城规划以
及齐长城条例立法等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
深入研究齐鲁文化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

2017年，博山区文物事业服务中心策划，以齐长
城风门道关为主线，对周边的镇门峪、西厢、峪口、龙
堂、夹山、东厢、黄连峪等 7个古村落进行整体调研，
编制《齐长城风门道关石门长城村落修建性详细规
划》，尝试恢复齐长城脚下的传统村落形态，再现长
城下的烟火。

2016年至 2022年，博山区文物事业服务中心多
次组织文物保护、修缮设计、立法等方面相关专家对
风门道关段、两平村段、冯八峪段等开展专项调研，为
后续风门道关段、两平村段、冯八峪东山段抢救性保
护修缮方案的编制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数据和资料。

建立三级文物长制组织体系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按照文物属地管理的原则，博山区探索建立了
区、镇（街道）、村（社区）的三级文物长制组织体系，

由区主要领导担任总文物长，并直接挂包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齐长城，落实巡查检
查、责任追究等各项工作制度。区级文物长
每半年对齐长城遗址巡查一次；镇（街道）文
物长每季度对辖区内的齐长城遗址至少巡
查一次；村（社区）文物长每月对辖区内齐长
城遗址至少巡查一次。

完善三级文物保护网络 2019 年 4月，
博山区文物事业服务中心聘用 14名退伍军
人在淄博市率先成立文物保护大队。为各镇
（街道）辖区内每一段齐长城遗址配备一个保
护员，与各镇街道文化站共同对齐长城实行
无缝隙衔接监管。2019年 10月，指导各镇街
聘请长城看护员，实现齐长城网络化巡护。自
2020年起，博山区文物事业服务中心通过区
文物保护大队每周例会制度，实现对齐长城
遗址现状及管理情况的实时监管。通过看护
员每周看护、文物保护大队网格化监管、文物
中心全区调度，健全完善了网格化三级精准
管理体系，确保齐长城文物安全巡查长效推
进、取得明显实效。

实现精准巡查看护 2022 年 3月，按照
山东省文物保护委员会《关于加强齐长城保
护工作的实施方案》和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组建齐长城
巡护公益性岗位队伍的通知》要求，博山区按
照“两千米两个人”的标准，配备齐长城巡查
看护员74人。同年5月，通过对其进行巡护职
责、巡护要求、巡护范围及时间等内容的岗前
培训，以及“淄博齐长城巡护App”的使用，实
现实时巡护、实时处置、实时监管。根据红、
黄、绿段风险分级管理要求，结合实际情况调
整巡查频次，形成技防与人防的有效互补，实
现了点对点精准安全防护。

实施齐长城保护监管项目 按照上级要
求，博山区文物事业服务中心委托资质单位
编制《博山区齐长城保护监管项目设计方
案》，对齐长城重要点段安装视频监控监管
设施，通过电子技术对齐长城安全防护进行
实时监控。方案于 2022年 5月经淄博市文化
和旅游局评审批复，开展监控设施安装实
施，现监控系统已与山东省齐长城监控平台

实现并网。根据《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
防护级别的规定》，齐长城遗址博山段的安全防范系
统将达到一级防护要求，尝试实现“人防、物防、技
防”有效融合互通。

完成两平村段、风门道关段抢救性保护工程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8年至 2019年博山区文物事
业服务中心对两平村段、风门道关段进行抢救性保
护修缮。通过对该遗址及周围植被进行必要清理，对
坍塌墙体段落进行归安，对出现掏空病害的墙体进
行补砌，对失稳并存在险情的段落进行拆砌加固，对
墙体内侧出现填土严重流失的部位进行补土夯实处
理，对覆盖在长城本体和紧邻墙体的采石废料进行
清理，对紧邻墙体的农田围堰进行拆除，进行培土植
草等一系列抢救性保护修缮工程，避免了齐长城本

体填土流失，解决了排水不畅的问题，最大限度恢复
了长城本体及外围原有风貌。整修后的齐长城遗址两
平村段和风门道关段，气势恢宏，风格独特，处处彰显
着凝重的历史痕迹，对做好山东省齐长城保护修缮工
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编制冯八峪东山段抢救性保护修缮方案 冯八
峪东山段东起石炭坞北山，西至冯八峪东山，墙体类
型为单面石墙和山险，全长2711米。由于该段有700米
墙体位于人为活动频繁区，受人为和自然因素的破坏，
存在歪闪、鼓闪、下滑、松散等病害，于2019年10月编制
抢救性保护修缮方案，拟通过补砌加固、培土保护、植
草保护、绿篱种植、道路环境整治、标识设置等措施，最
大限度地保护遗址本体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齐长城博山段保护展望
依据山东省印发的《关于组建齐长城巡护公益

性岗位队伍的通知》，按照因需设岗的原则，依据巡
护任务，淄博市博山区共设置 74个公益性岗位用于
齐长城巡护工作，确保每1千米齐长城至少有1名保
护员负责巡查，大大增强了齐长城的保护力量。但不
可否认的是，因齐长城博山段山险段较多，陡峭难
行，尤其是退耕还林后更是人迹罕至，一些山间小径
消失。针对山险段每1千米配备1名保护员且共管段
落均需配备的要求，存在人力资源有效利用及巡护
方式方法有待优化的问题。近年来，博山区探索尝试
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定期卫星拍照比对等技术设
施、手段，适当降低或取消人力巡护频次，真正实现

“三防”互融互通。
加大保护力度，深挖齐文化资源。继续加强齐长

城保护利用，深入挖掘阐释齐长城博山段的历史文
化内涵，将乡村特色与齐长城巧妙结合，充分发挥齐
长城特色文化的优势，树立齐长城博山段文化品牌，
提高对游客的吸引力。

统一规划设计，加强政策扶持。做好齐长城博山
段旅游开发整体设计，对齐长城遗址沿线夹谷台齐
鲁会盟遗址、齐长城亮兵台、孟姜女投水处遗址等文
化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完整而成熟的齐长城文
化旅游融合开发计划。对相关乡村文化产业进行科
学指导，科学推进乡村产业经济发展，立足齐长城和
齐文化的优势，把齐长城博山段打造成为山东省示
范区段。

加强开拓创新，构建“一线七村”发展格局。依托
齐长城文化资源，按照《齐长城风门道关石门长城村
落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落实风门道关周边的镇门
峪、西厢、峪口、龙堂等7个古村落整体规划，构建“一
线七村”发展格局。将传统村落自然与历史文化资源
有机整合，全面改善齐长城沿线人居环境，发挥研
学、教育、康居、文创、民俗等多元化功能，以打造美
丽乡村建设的博山示范为目标，推进齐长城沿线传
统村落走向全面振兴。

齐长城保护，任重道远。博山区文物事业服务中
心将积极探索“文物+”新模式，充分挖掘齐长城博山
段文化资源，深度展示齐长城博山段的独特文化内
涵，积极融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文旅助力乡
村振兴，让齐长城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文物事业服务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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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简称《决定》），聚焦文化强国，对
进一步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系统
部署，要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
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
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构建中华文明标
识体系。这些重要论述和改革任务，为进一步
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
本遵循。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
因和血脉。”守护好中华民族根脉是攸关我国
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大命题。文化遗产保
护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治能够为贯彻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
筑牢文物安全底线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支
撑，是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保障。

科学构建文化遗产保护法律规范体系
法治的核心要义在于“良法善治”。完善

的立法是实行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构建符合
国情、科学完备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规范体
系，全面加强制度供给，不仅是促进文化体制
机制改革的根本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法治强国的具体体现。

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宪法》确立文化遗
产保护的基本法律依据与原则、以《文物保护
法》进行全面制度安排、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等保护特定对象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为补
充的立体化文化遗产保护法律规范体系，效
力层级上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
及规章，结构合理、内在统一、逻辑自洽，凝聚
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经验和有益探
索，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强国之路，弘
扬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立
足于新的历史起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焕发
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也迎来新的变革性
发展，这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应当保持文化遗产立法的开放性。
《决定》要求我们随着时代与实践发展，不断推
进制度创新，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建设也应
伴随着中国法治体制和工作实践而适应时代
变化不断健全和创新发展。立法应及时回应
文化遗产事业实践发展变化的关切，扩充保
护内容，丰富保护路径，深化文化遗产的有效
利用与融合共生，实现法律制度建设的与时
俱进。其次应当保持文化遗产立法的协调性。
避免不同位阶、同一位阶不同主体制定的文
化遗产规范在内容上出现矛盾和冲突，造成
执法困扰。最后还要进一步增强法律规范的可操作
性。要聚焦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与客观实践
制定具有可行性的制度规制，明晰权利义务、权责职
责与法律责任，以更严格制度更严密法治保障文化
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提升全社会的文化认同和
文化自信。

提升优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法律实施机制
完备、高效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实施机

制，是认真贯彻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落实
《决定》精神，维护法律权威的重要举措。

优化现有的文化遗产行政管理和执法体
系，严格依法行政。依据《决定》部署，通过明确
文化行政执法行政裁量权基准，完善行政处
罚、推进文化遗产行政执法标准跨区域衔接，
加强部门协作和区域合作，切实履行文化遗产
保护法定职责，充分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
提高工作质效，夯实保护责任，提升文化行政
执法质量和效能。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执法队伍
的执法能力，通过健全文化遗产执法队伍，加
强文化遗产专业与法律培训，打造敢于担当、
恪尽职守、懂法守法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
伍，稳步提升文化遗产执法水平与效果。

充分运用司法手段，不断筑牢文化遗产
安全底线。一是提升文化遗产保护司法理念。
司法机关应当秉持保护文物、继承中华民族
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守护民族文化根脉的理
念，以法治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
展。二是探索完善文化遗产保护法裁判规则
体系。从“文物”到“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
到“活态传承”，随着保护对象的扩充和保护
方式的变化，司法机关应当结合实践不断凝
练满足实际需要的裁判规制，筑牢文化遗产保
护司法屏障。三是拓展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
益诉讼范围。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进一
步明确授权，并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案例等方
式进行制度规范，推动公益诉讼与传统诉讼的
体制自洽。四是夯实文化遗产法定责任。真正
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通过严肃
惩治文化遗产违法犯罪，进一步约束与规范包
括行政机关在内的社会成员，充分实现文化遗
产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保护，提高文化遗产保
护法律的权威性和威慑力。

积极推进文化遗产保护部门协作
文化遗产保护是庞大复杂的系统性工

程，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2023年度文物行政
执法和安全监管工作情况的通报》，2023年全
国文物安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达22
个。只有通过多部门制度化协作机制，实现各
方高效联动，才能为文化遗产系统化保护提
供切实的现实基础。

强化行政部门协同协作，织密织牢文化
遗产安全防护网。《决定》对“深化文化体制机
制改革”作出部署，明确提出建立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
护和统一监管。应当强化制度供给和资源要素

支持，细化协作内容与流程，规范协作程序，通过信息
共享、介入支持、应急配合等多种方式构建各部门相
互配合、齐抓共管的法治保护协同机制，强化执法职
能、提升协作实效，多方联动，形成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高质量发展合力，真正实现政策落地、制度配套和机
制完善，为守护历史文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推动文化遗产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
接，促进行政执法部门与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的协
作配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作为惩治文化遗产违
法和犯罪行为的两个重要手段，只有两者有效衔接
才能真正落实立法精神、实现执法司法效能。近年
来，我国不断推进行刑衔接工作的开展，但是行刑衔
接仍面临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应当进一步完善衔接
主体、移送标准、程序、证据规则，同时全面开展两法
衔接信息平台建设与应用、建立健全协调工作机制
措施，建立健全随时会商、定期会议、文物犯罪案件
侦办咨询制度，协调解决文物犯罪案件诉讼进程的
行刑衔接问题。以权责划分为基础协调文化遗产法
律体系内在关系与权力配置，构建以司法公正为旨
归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刑衔接多力协同机制，打造稳
定而可预测、符合中国特色且接轨国际的文化遗产
安全环境。

全面强化文化遗产执法司法监督
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是实现

文化遗产保护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一是
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通过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加大文物执法督查
力度，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事业高质量发展和新时
代改革提供坚强保障。二是健全司法执法监督机制。

《决定》首次提出健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
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监察权、侦查
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
制机制，保证各执法司法机关既各司其职、又协调有
序，以利于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
下运行。三是系统整合党内党外各种监督资源，充分
发挥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监督作
用。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拓宽监督渠道，
凝聚增强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以及舆论监
督等多方的监督合力，提升监督效能实效，不断提高
文化遗产保护行政执法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强力促进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公众参与
人民是创造、传承文化的主体，是保护文化遗产

安全的强大合力中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一方面，拓
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公众参与路径。通过完善行政
听证制度、赋予社会公众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提供
便捷的破坏文化遗产举报或控告受理制度、出台相
关政策以鼓励支持多种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和文化遗
产的研究、保护、修复等方式实现全社会多元参与，
形成群策群力传承历史文化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
营造全民守法的文化遗产法治文化。公民文物保护
法治意识是文物保护法治化的基础和土壤。文化行
政管理与执法部门应严格依法行使权力，并带头成
为文化遗产法律的践行者、示范者和传播者，充分利
用各种途径进行文化遗产普法教育和法治宣传，让
公众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升全
社会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法治认识。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我们应当
深入贯彻《决定》精神，加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法
治建设，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传承，让文化遗产
保护事业在法治护航下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法学院）

莲池书院，因坐落于河
北省保定市老城中心的古
莲花池内而得名，是清代直
隶省乃至全国的重要学府。
其选址于古莲花池内，不仅
承载了丰富的历史积淀，更
体现了历史、文化与自然环
境的交融与和谐共生。本文
从元代贾辅万卷楼的历史渊
源、明代以来的读书藏书传
统以及古莲花池独特的自然
环境等方面，探讨莲池书院
选址的深层次原因。

元代贾辅万卷楼与莲池
书院的历史渊源

古莲花池初名雪香园，
由元代守帅张柔始建于元太
祖二十二年（1227）。而万卷楼
作为园中的重要建筑，其历
史可追溯到元代贾辅。《元
史》中记载，公元 1236 年，贾
辅在保州府第内建成了万卷
楼，主要用于私人藏书。

贾辅（1193-1255），字元
德，祁州蒲阴（今河北安国）
人，元朝官员、藏书家。他以
军功起家，曾任张柔副帅，随
张柔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
功。他不仅是一位武将，更是
一位对文化有着深厚热爱的
藏书家，在征战之余，贾辅致
力于搜集和保存图籍秘录，
藏书数量达到了数万卷之
巨，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
化遗产。据郝经的《万卷楼
记》记载，“万卷楼，顺天贾侯藏书之所
也。曰‘万卷’，殆不啻万焉，不啻万而
曰万者，举成数也。”指出万卷楼是贾
辅藏书的地方，藏书数量远不止万卷，
但称为“万卷”是取其整数之意。万卷
楼的藏书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内容丰
富，涵盖了六经、传注、诸子、历代史、
杂传、诸儒史论、先正文集及诸著、百
家众流、阴阳图籍、山经地志、方技术
数、法书名画等多个领域。郝经称赞
道：“私家之藏，几逾秘监。故贾侯之书
甲天下。”说明了万卷楼在当时的私家
藏书界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甚
至可以与皇家藏书机构相媲美。

万卷楼这一名称既体现了藏书数
量的庞大，也彰显了贾辅对文化的热
爱与追求。郝经的《万卷楼记》中记载

“楼既成，尽以卷帙置其上，别而为九。
六经则居上上，尊经也。传注则居上
中，后传也。诸子则居上下，经之余也
……其法书名画，则居下下，艺成而下
也。”详细描述了万卷楼藏书的分类情
况，共分为九类九等，包括六经、传注、
诸子、历代史等。这种分类方式不仅便
于管理，也体现了贾辅对藏书的深厚
造诣。贾辅不仅收藏书籍，还非常注重
书籍的利用。他聘请了学者郝经（世称
郝文忠公，元初名儒）到万卷楼中的中
和堂执教，让他自由观览万卷楼藏书，
并帮助其整书编目。郝经因此得以读
尽万卷楼藏书，成为元代的著名学者
之一。清莲池书院院长黄彭年撰文的

《莲池书院增修讲舍碑记》劝诫学子说
道“昔郝文忠之居万卷楼也，著书足以
传，大节足以不朽，今岂让古人哉？诸
生勉之，无负造士之盛心可也。”意思
是说，昔日郝经曾受聘于贾辅，在万卷
楼中的“中和堂”执教数年，对万卷楼
的情况有深入的了解，居住在万卷楼
时，他所撰写的书籍足以流传后世，他
的高尚品德和节操也足以永垂不朽。
如今你们又怎能逊色于古人呢？诸位
学子们要勉力前行，不要辜负了造就
人才的一片盛意。万卷楼不仅是一座
藏书丰富的楼阁，更是当时文人墨客
交流学术、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直隶
总督方观承在修建规模宏伟的莲池十
二景时，将其旧址上建新楼命名为“万
卷楼”，正是为了承续这段辉煌的历
史。这一历史渊源，为莲池书院选址于
古莲花池内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

明代以来的读书藏书传统
自明代以来，古莲花池及其周边

地区就形成了浓厚的读书藏书氛围。
明代历任地方官十分重视对古莲花池
的修复和扩建，明保定知府查志隆撰
文的《重辟水鉴公署记》中说道：“葺其
所坏，益其所未备，而堂，而寝，而门
庑，而庖厨，而台榭，而舼舟与夫芘舟
之水庐，罔不具饬。”意思是说，我（指
查志隆）下令修复了那些损坏的部分，
并增添了原本没有的设施。无论是厅
堂、寝室、门廊、厨房，还是台榭、小船
以及供小船停泊的水上小屋，都无一
不进行了整修和装饰。可见在明代古
莲花池也是经过大规模修建的，不仅
使其“蔚成巨观”，更使其成为文人墨
客争相前往的胜地。

清代统治者对书院藏书尤为重视，
乾隆元年（1736）更是下令各省督抚购买
书籍以充实书院藏书。莲池书院在建立
之初就注重藏书建设，不断丰富自身的
藏书资源。万卷楼下设学古堂，讲授古
学，吸引了大量读书人前来求学。这一传
统不仅为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也使其在全国范围内声名鹊起。

清代的政策推动和有利的自然条件
《清实录·世宗实录》中记载雍正

皇帝《关于创建书院的谕旨》摘要“各
省学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

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者。朕临御以来，
时时以教育人才为念，但稔闻书院
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浮慕虚名者
多，是以未尝勒令各省通行，盖欲徐
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各赐
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
豫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
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则

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流
弊，乃朕之所厚望也。”雍正皇帝对书
院建设十分重视，多次发上谕加以督
促，要求把书院建在“督抚驻扎之所”，
一则为了便于控制，二则为了有利于倡
率府州县书院。诏旨中说：“近见各省大
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
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
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
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
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
贤育才之一道也。”雍正皇帝在指示各
省省会建立书院时，并没有指出这种
省级书院属于什么等级，但是他已经
指出这种书院的招生对象是“读书应
举之人”，是“一省文行兼优之士”。清
雍正十一年（1733），皇帝下诏要求各省
在省会建立书院。这一政策为莲池书
院的创建提供了官方支持和动力。

古莲花池以其优美的自然环境而
闻名遐迩。时任直隶总督李卫见古莲花
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便将其选为书
院院址。这一决策不仅符合雍正皇帝
的诏令，也充分利用了古莲花池的自
然和人文优势。正如李卫在《莲花池修
建书院增置使馆碑记》中所言：“顾以
林泉幽邃，云物苍然，于士子读书为
宜。”园中假山叠嶂、奇花争艳、古木森
荣、鹤舞鹿鸣，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
江南水乡画卷。这样的自然环境不仅
为书院学子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在这
样的环境中学习，不仅能够陶冶情操、
激发灵感，更能够培养学子们的高尚品
德和深厚学识。

莲池书院的设施与布局
李卫撰文的《莲花池修建书院增

置使馆碑记》中详细记述了书院的设
施与布局，“以大门甬道折行池北；故
有南向厅事堂后精舍、便室、东西廊
庑、大小曲房若干间，因旧起废，建为
书院；凡栋宇、檐、榱楣、轩窗、阶除、墙
垣、门户之制无不新，铁石、瓦甓、丹
臒、黝垩、屏幛、几席之材无不饬。计徒
庸，书餱粮，属其役于清苑令徐德泰而
董其成。名以‘莲池书院’，从其始也。”
莲池书院院舍主体在莲池西北部，建
有讲堂、圣殿、魁阁、斋舍等建筑，“厅
事五间，精舍三间，廊庑共十一间，群
房共四十余间”。另辟“南园”于东南
部，为诸生自修、研习之所。整个书院
山环水绕、亭台楼阁参差错落，优雅别
致，是读书问学的好地方。书院还注重
藏书建设，《万卷楼藏书碑记》中记载：

“凡为书三万三千七百十有一卷，而残
杂者不与焉。”黄彭年曾奏请将万卷楼
划归书院，购置书籍二万卷，使藏书共
达三万余卷。这些丰富的藏书为师生
提供了广阔的学习资源。

莲池书院的教育与学术
直隶为畿辅“首善”之地，莲池书

院为直隶省最高学府和学术研究中
心，自开办伊始就得到封建统治者重
视，历任直隶总督更是常来巡视，先后
有孙嘉淦、鲁之裕、章学诚、邵瑛、汪师
韩、祁韵士、何秋涛、黄彭年、张裕钊、
吴汝纶等名家教授于此。他们在此传
道授业解惑，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莲池书院更是桃李满天下，曾有毕沅、
冯国璋、贺涛、王树枏、张继、刘春霖、
傅增湘、高步瀛、王瑚、尚秉和、邢赞亭
等各界名人和一批北方桐城文派作家
深造于此，泽被后人。

莲池书院选址于古莲花池内，是
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莲池书院不仅为清
代的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更是
为近现代教育发展和文化传承发挥了
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莲池书院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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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卷楼藏书碑记》（拓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