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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 以 宋 代 蘇 州 的 州 級 地 方 官 學 ─ ─ 吳 學 ─ ─ 為 個 案

研 究 的 中 心 ， 採 用 金 石 碑 刻 資 料 、 地 方 志 與 宋 人 文 集 等 材

料 ， 嘗 試 透 過 探 討 吳 學 校 務 經 營 的 庶 務 層 面 ， 包 括 財 務 經

理 、 吳 學 經 營 的 職 能 分 工 ， 說 明 地 方 官 學 在 地 方 社 會 中 的

發 展 及 其 趨 勢 ， 所 衍 生 的 社 會 責 任 與 功 能 。  
首 先 以 宋 代 蘇 州 吳 學 為 中 心 ， 梳 理 其 由 北 宋 至 南 宋 大

致 的 發 展 過 程 。 其 次 ， 著 重 分 析 吳 學 的 校 務 經 營 ， 先 概 略

勾 勒 一 般 地 方 官 學 的 財 務 情 況 ， 再 透 過 碑 刻 等 資 料 ， 再 現

宋 代 吳 學 的 經 營 運 作 。 此 外 ， 更 藉 由 吳 學 校 務 運 作 的 實 際

情 況 ， 探 討 在 吳 學 中 所 呈 現 官 學 經 營 職 責 的 分 流 ， 並 說 明

教 授 的 角 色 如 何 在 吳 學 的 校 務 經 營 中 日 漸 凸 顯 。 在 此 之

上 ， 更 進 一 步 闡 述 地 方 社 會 中 各 種 不 同 的 力 量 如 何 折 衝 ，

地 方 官 學 又 如 何 從 中 衍 生 出 教 育 之 外 的 意 義 與 社 會 功 能 。  
透 過 本 文 的 研 究 ， 希 望 能 在 過 去 對 地 方 官 學 及 蘇 州 區

域 研 究 的 基 礎 上 ， 以 地 方 官 學 經 營 為 主 軸 ， 討 論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在 地 方 社 會 發 展 中 的 一 種 可 能 性 與 趨 勢 ， 以 「 人 」 作

為 串 連 地 方 官 學 與 地 方 社 會 的 線 索 ， 作 為 對 基 層 社 會 研 究

的 嘗 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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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緣起  

長 期 以 來 ， 宋 代 所 以 吸 引 中 外 學 者 投 身 研 究 ， 主 要 由

於 這 個 時 代 象 徵 了 變 化 與 轉 捩 ， 並 且 醞 釀 了 中 國 此 後 數 百

年 的 基 本 性 格。 1 在 這 段 變 化 期 中，科 舉 制 度 尤 其 是 影 響 宋

代 以 降 新 社 會 性 質 形 成 的 至 要 關 鍵 ， 而 宋 代 官 學 教 育 的 發

展 ， 正 與 之 緊 緊 相 依 。  

                                                 
1  「唐宋變革」的提出，請參見內藤虎次郎，〈概括的唐宋時代觀〉，

收 入 《 日 本 學 者 研 究 中 國 史 選 譯 》（ 北 京 ： 中 華 書 局 ， 1992），

pp .10-18。關於唐宋之間的變遷，首由內藤虎次郎所提出，此後宮

崎 市 定 等 日 本 京 都 學 派 學 者 大 量 投 入 研 究 後 ， 成 為 極 受 史 學 界關

注 的 議 題 。 然 而 對 唐 宋 變 革 的 重 要 性 與 意 涵 ， 日 本 東 京 學 派 卻又

迥 然 不 同 的 意 見 ， 可 參 考 仁 井 田 陞 的 作 品 。 此 外 ， 近 年 對 於 唐宋

變革的內涵，也有學者嘗試重新整理，或提出檢討，詳見柳立言，

〈 何 謂 「 唐 宋 變 革 」 ?〉，《 中 華 文 史 論 叢 》 81 期 （ 2006 .01）， 頁

125-171；與岸本美緒，〈發展還是波動？──中國「近世」社會的

宏觀形象〉，《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 960-1800）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論文集（二）》（台北：台灣師範大學， 2005），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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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代 官 學 教 育 的 發 展 ， 源 於 對 科 舉 取 士 的 反 省 ， 秉 著

「 教 本 於 學 校 ， 士 察 於 鄉 里 」 的 理 想 ， 試 圖 以 學 校 教 育 改

善 科 舉 難 察 士 人 德 行 賢 否 之 弊 ， 然 而 從 北 宋 到 南 宋 ， 德 行

與 學 藝 間 的 平 衡 ， 始 終 是 宋 廷 取 士 擢 才 的 一 道 無 解 課 題 。

在 此 之 上 ， 地 方 官 學 被 視 為 地 方 人 才 向 中 央 輻 輳 的 端 源 ，

在 宋 代 ， 特 別 是 北 宋 ， 經 歷 多 次 改 革 ， 雖 然 在 教 育 與 取 士

方 面 ， 地 方 官 學 最 終 仍 相 當 程 度 淪 為 科 舉 附 庸 ， 但 在 科 舉

制 度 運 作 下 ， 由 於 社 會 對 教 育 的 需 求 日 益 殷 切 ， 在 各 地 書

院 或 各 型 態 私 學 蓬 勃 的 同 時 ， 地 方 官 學 仍 舊 持 續 發 展 。 官

學 與 科 舉 制 度 的 結 合 ， 如 解 額 制 度 、 在 學 聽 讀 限 制 等 ， 使

地 方 官 學 成 為 在 地 士 人 透 過 科 舉 入 仕 的 重 要 途 徑 ， 復 以 寄

籍 官 學 可 帶 來 的 待 遇 優 假 ， 諸 多 士 子 更 因 此 趨 之 若 鶩 。  
就 教 育 史 研 究 而 論 ， 地 方 官 學 的 意 義 ， 或 許 因 其 性 質

凝 固 在 以 科 舉 目 標 的 功 利 取 向 上 ， 以 致 學 者 對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研 究 的 關 注 ， 被 書 院 研 究 所 取 代 ， 但 這 卻 不 代 表 地 方 官

學 不 再 有 研 究 價 值 。 相 反 地 ， 由 於 北 宋 以 降 地 方 官 學 普 遍

設 立、學 田 制 度 形 成、教 官 選 任 與 路 級 教 育 監 察 機 構 確 立，

地 方 官 學 的 官 方 性 質 與 諸 制 度 ， 非 但 確 保 了 官 學 以 教 育 機

構 在 地 方 社 會 的 存 續 ， 也 使 地 方 官 學 成 為 地 方 社 會 活 動 的

重 要 場 域 。 透 過 祭 孔 、 鄉 飲 酒 禮 等 儀 典 的 舉 行 ， 或 是 作 為

宣 告 政 令 之 所 ， 即 使 地 方 官 學 原 有 的 知 識 傳 授 功 能 ， 逐 漸

分 散 到 各 形 態 的 私 學 機 構 ， 但 地 方 官 學 在 宋 代 卻 仍 持 續 被

賦 予 著 其 他 諸 多 社 會 功 能 。 此 外 ， 地 方 官 學 與 科 舉 考 試 間

的 密 切 關 係 ， 更 使 之 成 為 地 方 士 人 往 來 輻 輳 之 處 ， 而 士 人

又 是 官 員 治 理 地 方 不 能 不 仰 賴 的 要 角 ； 因 之 ， 地 方 官 學 無

論 作 為 地 方 社 會 的 機 構 或 活 動 場 域 ， 都 與 地 方 事 務 的 運 作

不 可 分 離 。 也 就 是 說 ， 如 果 能 轉 換 過 去 從 制 度 或 教 育 層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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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察 的 途 徑 ， 嘗 試 由 地 域 社 會 或 人 際 活 動 著 手 ，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的 研 究 ， 便 能 再 次 開 展 新 的 局 面 。  
近 年 來 ， 由 於 宋 史 研 究 對 基 層 社 會 議 題 的 重 視 ， 2 研 究

者 開 始 從 新 的 角 度 ， 觀 察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 因 而 得 以 補 充 過

去 對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的 認 識 。 有 別 於 過 去 從 制 度 發 展 的 角 度

切 入，所 得 到「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發 展 由 北 宋 到 南 宋 漸 趨 消 極，

乃 至 淪 為 科 舉 附 庸 」 的 結 論 ， 透 過 宋 代 基 層 社 會 研 究 ， 可

以 發 現 地 方 官 學 作 為 基 層 社 會 的 組 成 元 素 之 一 ， 非 但 是 地

方 士 人 往 來 活 動 的 主 要 場 域 ， 也 往 往 具 有 凝 聚 士 人 意 識 的

作 用 ， 對 宋 代 基 層 社 會 運 作 有 著 積 極 的 影 響 。 3  

                                                 
2  吳雅婷曾對 1980 到 2000 年間的宋代基層社會研究有很詳盡的回顧

與評介，可參見氏著，〈回顧一九八 ○年以來宋代的基層社會研究

──中文論著的討論──〉，《中國史學》第 12 卷（ 2002 .10），頁

65-93。  
3  相關文章可參見方誠峰，〈統會之地──縣學與宋末元初嘉定地方

社會的秩序〉，《新史學》第 16 卷第 3 期（ 2005 .09），頁 1-22；黃

寬重，〈兩宋政策與士風的變化〉，發表於「基調與變奏： 7-20 世

紀 的 中 國 」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暨 第 三 屆 中 國 史 學 會 專 題 演 講 ， 以及

〈宋代基層社會的權力結構與運作──以縣為主的考察〉，即將發

表 於 《 中 國 史 新 論 ． 基 層 社 會 》 乙 書 ； 鄭 丞 良 「 南 宋 明 州 州 學先

賢 祠 與 人物 祭 祀 」（未 刊 稿 ）、以 及 「「作新 士 息 之機 」： 試論宋 元

之際四明士人風氣與九先生祠的設置」（未刊稿）；山口智哉，〈宋

代鄉賢祠考〉，《大阪市立大學東洋史論叢》 15 號（ 2006 .11），頁

89-111，以及山口智哉，〈宋代鄉飲酒禮考──儀礼空間としてみ

た人的結合の〈場〉〉，《史學研究》241 期；伊原弘，〈中国知識人

基層社會──宋代温州永嘉學派を例として──〉，《思想》8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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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教 育 與 制 度 的 研 究 ， 以 及 近 年 學 界

對 宋 代 基 層 社 會 的 討 論 ， 都 累 積 了 相 當 豐 碩 的 成 果 ， 本 文

踏 著 前 人 的 腳 步 ， 嘗 試 藉 助 這 些 成 果 ， 對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發

展 與 地 方 社 會 的 關 係 ， 提 出 更 進 一 步 的 詮 釋 ， 藉 以 說 明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在 地 方 社 會 發 展 中 的 一 種 可 能 性 與 趨 勢 。  
這 種 可 能 性 與 趨 勢 ， 首 先 表 現 在 地 方 官 學 教 授 角 色 的

凸 顯 。 從 熙 寧 年 間 ， 州 學 教 授 開 始 必 須 經 由 考 試 始 能 選 任

後 ， 地 方 官 學 教 授 一 職 便 日 益 專 職 化 ， 並 且 其 職 任 不 僅 限

於 從 事 教 學 工 作 ， 也 必 須 承 擔 起 主 持 學 校 各 種 事 務 的 責

任 。 由 於 地 方 官 學 事 務 日 漸 繁 雜 ， 知 州 等 地 方 官 員 本 身 事

務 負 擔 也 日 漸 繁 重 ， 因 而 促 使 地 方 教 育 與 其 機 構 的 經 營 權

責 ， 隨 著 地 方 官 學 教 授 此 一 職 任 的 確 立 與 專 職 化 ， 逐 漸 匯

聚 到 原 本 主 要 以 教 務 為 重 的 教 授 之 上 。 知 州 等 地 方 長 官 其

職 責 雖 然 仍 總 括 轄 區 內 所 有 的 地 方 事 務 ， 但 對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已 不 再 完 全 事 必 躬 親 ，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 僅 負 擔 著 推 動

教 化 的 監 督 責 任 ， 而 地 方 官 學 教 授 則 轉 為 學 校 事 務 的 全 方

位 經 理 人 。  
其 次 ， 即 使 地 方 官 學 原 本 作 為 教 育 機 構 及 入 仕 途 徑 的

效 益 漸 趨 消 極 ， 但 隨 著 科 舉 文 化 的 發 展 ， 地 方 官 學 逐 漸 深

植 於 所 在 社 會 ， 也 因 此 在 其 他 方 面 衍 生 出 了 新 的 意 義 。 由

於 入 仕 途 徑 緊 縮 ， 士 人 人 數 日 益 增 加 ， 加 上 士 人 對 「 士 」

身 份 認 同 的 提 昇 ， 由 北 宋 到 南 宋 ， 士 人 逐 漸 成 為 地 方 社 會

中 別 具 意 義 的 群 體，主 導 著 地 方 社 會 發 展 的 方 向 與 力 量。 4

隨 著 地 方 士 人 與 地 方 官 學 間 的 交 會 點 ， 由 中 央 轉 向 了 地 方

                                                                                                                            
（ 1991）。  

4  黃寬重，〈兩宋政策與士風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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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 地 方 官 學 與 地 方 士 人 間 的 關 係 便 開 始 出 現 了 變 化 ；

地 方 官 學 非 但 成 為 地 方 士 人 匯 聚 之 地 、 地 方 社 會 文 化 活 動

的 中 心 ， 更 產 生 了 照 顧 地 方 士 人 群 體 的 責 任 。 地 方 官 學 的

社 會 功 能 ， 因 應 著 士 人 群 體 的 產 生 而 演 變 出 來 ， 在 此 過 程

中 ， 主 學 者 與 地 方 長 官 的 意 向 扮 演 著 主 導 角 色 ， 而 地 方 士

人 更 是 促 成 此 趨 勢 產 生 的 重 要 因 素 。  
當 科 舉 文 化 成 為 宋 代 社 會 的 基 調 之 一 ， 地 方 官 學 隨 科

舉 文 化 在 基 層 社 會 中 生 根 的 同 時 ， 地 方 官 學 為 因 應 基 層 社

會 的 需 要 ， 逐 漸 從 原 本 以 教 育 選 才 為 主 要 目 的 的 機 構 ， 衍

生 出 具 有 照 顧 地 方 士 人 群 體 之 社 會 責 任 。 這 些 新 生 的 社 會

責 任 與 功 能 ， 使 深 植 於 地 方 社 會 的 官 學 機 構 ， 相 當 程 度 類

似 現 代 的 法 人 組 織 ； 其 功 能 的 發 揮 ， 首 先 以 地 方 士 人 群 體

為 主 要 對 象，行 有 餘 力，則 向 外 擴 及 地 方 社 會 的 其 他 成 員。

在 此 過 程 中 ， 地 方 社 會 上 各 方 帶 有 不 同 立 場 的 人 ， 將 各 自

不 同 的 考 量 包 裝 其 中 ， 推 廣 理 念 、 履 踐 志 業 、 追 求 名 望 、

乃 至 謀 求 現 實 利 益 ， 不 一 而 足 。  
為 了 具 體 說 明 上 述 的 可 能 性 與 趨 勢 ， 本 文 選 擇 以 宋 代

蘇 州 的 吳 學 作 為 討 論 中 心 ， 嘗 試 以 個 案 研 究 的 方 式 ， 來 詮

釋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的 可 能 性 與 趨 勢。5 所 以 選 擇 以 吳 學 為 討 論

對 象 ， 乃 因 唐 代 以 降 ， 中 國 經 濟 重 心 逐 漸 南 移 ， 到 宋 代 ，

江 南 已 成 為 當 時 的 經 濟 中 心 ， 其 中 又 以 東 南 大 郡 蘇 州 尤 為

富 庶 ， 諸 如 「 蘇 湖 熟 ， 天 下 足 」、「 天 上 天 堂 、 地 下 蘇 杭 」

等 南 宋 時 諺 ， 皆 描 述 了 當 地 生 產 力 之 茂 盛 、 城 市 發 展 之 繁

榮 。 經 濟 繁 榮 帶 動 文 化 發 展 ， 自 五 代 十 國 以 來 ， 蘇 州 相 對

                                                 
5  吳學的正式名稱，在北宋為蘇州州學，在南宋為平江府府學，由於

蘇州地區舊屬吳郡，吳學便成為當時人對這所地方官學的通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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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定 而 少 戰 亂 ， 優 越 的 環 境 成 為 士 大 夫 及 其 家 族 與 達 官 貴

人 僑 寓 置 產 ， 乃 至 落 地 生 根 的 選 擇 ， 也 形 成 了 此 地 特 殊 的

地 方 社 會 形 態 。 在 鄧 小 南 對 蘇 州 士 人 家 族 的 研 究 中 便 曾 提

出 ， 蘇 州 因 社 會 安 定 與 經 濟 發 展 所 累 積 的 文 化 基 礎 ， 徙 入

者 較 高 的 文 化 水 平 較 高 ， 促 進 了 區 域 文 化 的 有 機 融 合 ， 與

當 地 「 菁 英 文 化 」 發 展 的 良 性 循 環 ， 特 別 是 由 部 分 士 人 家

族 所 帶 動 起 ， 以 科 舉 及 第 者 為 代 表 的 「 菁 英 人 物 」 的 成 長

與 湧 現 。 6 南 宋 時 ， 更 名 為 平 江 府 的 蘇 州 更 在 被 譽 為「 士 大

夫 淵 藪 」 的 七 州 府 中 ， 位 居 首 位 。 7  
蘇 州 被 譽 為 文 化 繁 夥 之 地 ， 相 對 保 留 了 較 多 史 料 ， 這

是 歷 史 研 究 的 首 要 關 鍵 ， 也 是 本 文 選 擇 蘇 州 地 區 作 為 研 究

對 象 的 另 一 個 原 因 之 一 。 過 去 學 者 利 用 宋 代 蘇 州 地 區 豐 富

的 史 料 進 行 研 究 ， 議 題 主 要 集 中 在 當 地 蓬 勃 的 社 會 經 濟 與

城 市 發 展 、 緊 密 的 士 人 交 遊 網 絡 與 頻 繁 的 文 化 活 動 等 方

面 ， 成 果 豐 碩 ； 然 而 地 方 官 學 作 為 在 地 社 會 重 要 的 場 域 與

機 構 ， 其 與 地 方 社 會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 卻 仍 有 討 論 的 空 間 的

研 究 主 題 。 本 文 正 是 基 於 蘇 州 地 區 的 重 要 性 與 代 表 性 ， 以

及 足 以 支 持 研 究 進 行 的 材 料 ， 而 選 定 以 蘇 州 地 區 為 對 象 ，

展 開 對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發 展 與 地 方 社 會 關 係 的 討 論 ， 希 望 透

過 「 人 」 在 其 中 的 活 動 ， 將 「 官 學 」 與 「 地 方 社 會 」 兩 個

主 題 結 合 在 一 起 ， 以 作 為 對 基 層 社 會 研 究 的 嘗 試 。  

                                                 
6  鄧小南，〈北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圈──以朱長文之交遊為核心

的 考 察 〉，《 國 學 研 究 》 3（ 袁 行 霈 主 編 ， 北 京 ： 北 京 大 學 版 社 ，

1995 .02），頁 451-488。  
7  李心傳，《建炎以來繫年要錄》卷 20（臺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83，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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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回顧  

一、  地方官學方面  

關 於 宋 代 教 育 研 究 ， 二 十 世 紀 初 ， 日 本 學 者 狩 野 良 知

以 《 宋 元 學 案 》 為 基 礎 ， 加 入 宋 代 思 想 內 容 ， 討 論 宋 代 教

育 理 論 ， 以 史 學 知 識 與 方 法 ， 開 啟 了 討 論 先 聲 。 8 此 後 ， 陳

東 原 以 「 養 士 教 育 」 與 「 實 際 教 育 」 等 論 點 ， 重 新 詮 釋 了

宋 代 教 育 的 歷 史 發 展 ， 連 帶 改 變 了 研 究 者 對 材 料 蒐 集 與 處

理 的 方 法 。 9 在 此 階 段 ， 對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的 研 究 ， 仍 附 屬 於

對 宋 代 教 育 的 概 括 討 論 中 。 1950 年 代 之 後 ， 由 於 對《 續 資

治 通 鑑 長 編 》 與 《 宋 會 要 輯 稿 》 的 大 量 利 用 ， 宋 代 教 育 研

究 有 更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 1 0 其 中 涉 及 地 方 官 學 的 討 論 ， 可 分

為 三 種 類 型 。  
首 先 是 在 討 論 整 個 宋 代 教 育 發 展 的 脈 絡 中 ， 兼 論 地 方

官 學 。 1 1 這 類 研 究 多 以 兩 宋 教 育 政 策 為 軸 ， 從 崇 文 抑 武 的

                                                 
8  狩野良知，《支那教學史略》，上海：上海商務印書館， 1903。  
9  陳東原，《中國教育史》，上海：上海商務印書館， 1937。此外，陳

青 之 以 馬 克 思 歷 史 分 期 討 論 中 國 教 育 發 展 亦 是 一 途 ， 見 陳 青 之，

《中國教育史》，上海：商務印書館， 1936。  
1 0  李弘祺，〈宋代教育史研究的幾個方向〉，收錄於《宋代教育散論》

（臺北：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80），頁 3-5。  
1 1  這類作品如趙鐵寒，〈宋代的學校教育〉，《學術季刊》第 3 卷第 2

期（ 1954 .12），頁 36-47；寺田剛，《宋代教育史概說》，東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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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 國 背 景 ， 到 北 宋 三 次 官 學 教 育 改 革 ， 以 及 南 宋 受 到 理 學

發 展 影 響 後 的 宋 代 教 育 ， 進 而 論 及 宋 代 學 校 教 育 的 管 理 機

制 、 經 費 來 源 、 教 材 ， 以 中 央 官 學 為 主 ， 將 地 方 官 學 討 論

附 於 其 下，偏 重 制 度 層 面。其 中，李 弘 祺 在 1977 年 所 發 表

的 “Life  in  the  Schools  of  Sung China”， 是 眾 多 討 論 宋 代 教

育 研 究 中 的 異 數 。 1 2 該 文 在 教 育 制 度 之 外 ， 選 擇 以 學 校 師

生 生 活 為 討 論 中 心 ， 探 究 在 科 舉 社 會 下 ， 士 人 除 了 應 付 科

舉 ， 如 何 建 立 其 社 會 網 絡 ， 以 及 在 科 舉 對 士 人 進 入 官 僚 系

統 的 限 制 下 ， 廣 大 士 人 社 群 如 何 尋 找 價 值 上 的 出 路 。  
諸 多 討 論 整 體 宋 代 教 育 的 研 究 成 果 中 ， 以 袁 征 《 宋 代

教 育 》 最 值 得 參 考 。 1 3 該 書 就 宋 代 官 學 與 書 院 的 主 要 教 材

與 課 程 、 學 生 的 考 試 和 升 級 、 教 職 員 的 選 任 三 方 面 入 手 ，

著 重 政 府 教 育 政 策 、 法 令 、 管 理 制 度 等 ， 對 宋 代 教 育 系 統

的 組 織 運 作 ， 說 明 詳 盡 。 該 書 對 宋 代 教 育 研 究 的 貢 獻 ， 不

僅 在 翔 實 細 膩 的 制 度 整 理 ， 更 在 對 宋 代 教 育 意 義 的 詮 釋 。

                                                                                                                            
文社，1965；程運，〈兩宋學校制度之分析〉，《國立政治大學學報》

第 24 期（ 1971 .12），頁 85-109； Lee ,  Thomas  H.  C . ,  Educa t ion  in  

Nor thern  Sung  China ,  Ph .  D.  thes i s ,  Ya le  Univers i ty,  1974；  Lee ,  

Thomas  H.  C. ,  “L i fe  in  the  Schoo ls  o f  Sung  China  ” ,  in  Journa l  o f  

As ian  Study ,  37 (1977) ,  pp .  45-60；袁征，《宋代教育》，廣州：廣東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 1991； 苗 春德 ，《 宋 代 教 育 》， 開 封 ： 河 南 大 學

出 版 社 ， 1992； 張 春生 ，《 兩 宋 官 學 教 育 政 策 研 究 》， 河 北 大 學 歷

史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3。  
1 2  Lee ,  Thomas  H.  C. ,  “L i fe  in  the  Schoo ls  o f  Sung  China  ” ,  in  

Journa l  o f  As ian  Study ,  37 (1977) ,  pp .  45-60 .  
1 3  袁征，《宋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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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征 在 該 書 中 提 出 ， 宋 代 教 育 作 為 「 中 國 古 代 教 育 的 歷 史

性 轉 折 」，其 轉 變 起 於 適 應 社 會 情 勢 的 需 要，並 指 出 宋 代 教

育 轉 折 的 關 鍵 時 期 ， 進 而 分 別 描 述 官 、 私 學 情 況 ， 以 呈 現

各 時 期 發 展 特 質 ， 充 分 宋 代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歷 史 脈 絡 結 合 。

然 而，《 宋 代 教 育 》美 中 不 足 之 處 一 如 同 類 討 論 整 體 宋 代 教

育 的 研 究 ， 對 教 育 在 地 方 社 會 中 的 角 色 、 其 文 化 或 社 會 意

義 等 面 向 較 少 論 及 ， 對 地 方 官 學 的 討 論 亦 附 於 中 央 官 學 之

下 ， 但 作 為 本 研 究 主 題 對 宋 代 教 育 的 背 景 認 識 ， 仍 助 益 匪

淺 。  
其 次 ， 是 將 宋 代 官 學 教 育 置 於 科 舉 制 度 運 作 下 ， 討 論

兩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 諸 如 宋 代 官 學 教 育 的 改 革 如 何 針 對 科 舉

取 士 的 弊 端 而 起 ， 在 各 地 官 學 實 行 的 解 額 制 度 對 科 舉 乃 至

宋 代 社 會 的 意 義 等 等。 1 4 在 這 類 討 論 中，以 李 弘 祺 所 著《 宋

代 官 學 教 育 與 科 舉 》 最 具 重 要 性 。 作 者 在 該 書 中 提 出 ， 即

使 北 宋 以 教 育 代 替 科 舉 的 改 革 失 敗 後 ， 官 學 淪 為 科 舉 的 附

庸，但 地 方 官 學 並 未 衰 落，反 因 與 科 舉 建 立 各 項 制 度 鍵 結，

                                                 
1 4  如陳東原，〈宋代的科舉與教育〉，《學風》第 2 卷第 9 期（ 1932），

頁 5-39。李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北：聯經出版事業

公司， 1993，英文版出版於 1985 年。 Lee ,  Thomas  H .  C . ,  “Sung  

Schools  and  Educa t ion  be fore  Chu  Hs i  ” ,  in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W.  Chaff ee  ed .  Neo-Confuc ian  Educa t ion:  the  Format ive  

(  Berker ly  :  The  Univer s i ty  o f  Ca l i fo rn ia  P ress ,  1989  ) ,  pp .  105-136 .  

Lee ,  Thomas  H.  C . ,  “The  Soc ia l  S ign i f i cance  o f  the  Quota  Sys tem 

in  Sung  Civ i l  Se rv ice  Examina t ions”  ,  in  Journa l  o f  the  Ins t i tu te  o f  

Chinese  Stud ies（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13 (1982) ,  pp .  

287-318 .  



宋代蘇州吳學的經營及其發展趨勢  

．10． 

仍 然 繼 續 繁 榮；同 時 也 指 出，北 宋 以 降 地 方 官 學 普 遍 設 立、

學 田 制 形 成 、 教 官 選 任 與 路 級 教 育 監 察 機 構 確 立 ， 是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最 重 要 的 特 色 。 該 書 詳 細 介 紹 地 方 官 學 的 組 織 、

教 育 內 容 、 教 職 人 員 、 學 生 與 財 政 ， 並 指 出 地 方 官 學 生 活

與 所 在 地 的 社 會 活 動 關 係 ， 雖 然 其 討 論 對 學 校 與 地 方 社 會

的 互 動 ， 未 有 充 足 的 闡 述 ， 但 對 本 研 究 主 題 發 展 頗 具 啟 發

性 。  
最 後 ， 則 是 專 以 地 方 官 學 為 中 心 的 討 論 ， 又 可 分 作 四

類 。  
一 類 試 圖 勾 勒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的 整 體 面 貌 ， 主 要 著 力 在

地 方 官 學 興 廢 、 學 官 制 度 、 學 生 來 源 與 出 路 、 教 育 經 費 與

課 業 內 容 等 方 面 。 1 5 無 論 論 者 著 重 政 策 推 動 者 或 政 策 本

身 ， 大 多 都 將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分 作 慶 曆 、 熙 寧 、 崇 寧 及 紹 興

興 學 四 階 段 ， 認 為 地 方 官 學 沒 落 衰 敗 是 南 宋 紹 興 之 後 的 發

展 趨 勢 。 討 論 地 方 官 學 運 作 時 ， 多 偏 重 制 度 ， 較 少 討 論 實

際 運 作 。  
這 類 研 究 中 ， 以 趙 鐵 寒 〈 宋 代 的 州 學 〉 為 先 聲 ， 1950

                                                 
1 5  如趙鐵寒，〈宋代的州學〉，《大陸雜誌》7 卷 10 期、11 期（ 1953），

頁 15-19、 15-17。林子勛，〈宋代地方教育的發展〉，《華岡學報》

第 2 期（ 1965 .12），頁 155-176。劉子健，〈略論宋代地方官學與私

學的消長〉，《宋史研究集》第 4 輯（臺北：國立編譯館， 1969，

原於 1965 年發表於《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所集刊》），頁 189-207。

黃書光，〈宋代地方官學考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

4， 1986，頁 53-57。郭寶林，〈北宋的州縣學〉，《歷史研究》 1988

年第 2 期（ 1988 .04），頁 80-91。周愚文，《宋代的州縣學》，臺北︰

國立編譯館，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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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代 之 後 宋 代 學 校 教 育 討 論 也 是 由 趙 鐵 寒 開 啟 風 氣 之 先 ，

但 此 後 以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為 主 題 的 研 究 ， 卻 也 出 現 了 斷 層 。

1996 年 ， 周 愚 文 所 著 《 宋 代 的 州 縣 學 》， 再 度 開 啟 對 此 主

題 的 討 論。該 書 從「 宋 代 州 縣 學 的 設 置、經 費 與 師 資 」、「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行 政 體 制 」、「 州 縣 學 的 學 生 與 學 習 」三 個 層 面，

探 討 宋 代 州 縣 學 的 發 展 與 對 後 世 的 影 響 ， 嘗 試 利 用 部 分 社

會 學 概 念 與 統 計 學 方 法 ， 就 各 路 一 一 分 析 州 縣 學 的 設 置 ，

並 檢 討 其 教 育 成 效 ， 更 嘗 試 說 明 政 治 、 經 濟 、 人 口 、 社 會

思 想 等 因 素 ， 對 宋 代 州 縣 學 的 影 響 。 此 外 ， 該 書 設 計 了 許

多 統 計 、 分 析 或 州 縣 學 校 分 佈 狀 況 等 圖 、 表 ， 作 為 補 充 。

基 本 上 ， 關 於 地 方 學 校 的 方 方 面 面 ， 該 書 多 已 涉 及 ， 然 而

包 羅 萬 象 未 必 等 同 精 闢 入 理 ， 作 者 嘗 試 闡 述 宋 代 州 縣 學 對

當 代 乃 至 後 代 社 會 的 意 義 ， 但 討 論 內 容 卻 與 當 時 的 社 會 環

境 或 歷 史 發 展 略 嫌 疏 離 ； 對 地 方 官 學 的 量 化 分 析 ， 也 未 能

提 出 有 意 義 的 見 解 與 說 明 ， 殊 為 可 惜 。 1 6  
其 次 ， 是 針 對 宋 代 地 方 學 校 學 規 、 學 職 人 事 與 行 政 體

系 等 管 理 方 面 的 研 究 。 1 7 在 學 規 方 面 ， 目 前 〈 京 兆 府 小 學

                                                 
1 6  在這方面，劉子健對宋代地方官學與私學間消長的討論所提及 的

時 代 意 義 值 得 參 考 ， 陳 雯 怡 對 南 宋 書 院 復 興 過 程 中 理 念 與 制 度間

互動的討論，也可作為認識宋代地方官學的對照思考點。劉子健，

〈略論宋代地方官學與私學的消長〉，《宋史研究集》第 4 輯（臺

北：國立編譯館， 1969，原於 1965 年發表於《中央研究院歷史語

言所集刊》），頁 189-207。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度與

理念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1 7  如劉真，〈宋代的學規與鄉約〉，《宋史研究集》第 1 輯（臺北：國

立編譯館，1958），頁 367-391。李弘祺，〈宋代地方學校職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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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 是 學 者 最 常 用 以 理 解 宋 代 官 學 教 育 行 為 規 範 的 材 料 ，

但 由 於 現 存 宋 代 官 學 學 規 的 資 料 不 多 ， 學 者 對 學 規 的 討 論

也 常 以 著 名 教 育 學 者 如 胡 瑗 、 朱 熹 、 陸 九 淵 、 呂 祖 謙 等 人

所 提 出 的 教 育 規 範 為 參 考 。 在 官 學 的 學 職 人 事 方 面 ， 李 弘

祺〈 宋 代 地 方 學 校 職 事 考 〉則 以 學 記 、 金 石 碑 刻 、《 宋 會 要

輯 稿 》 等 材 料 ， 盡 可 能 列 舉 並 說 明 地 方 學 校 學 職 的 設 置 。  
另 一 個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的 討 論 重 點 是「 提 舉 學 事 司 」。由

於 宋 史 記 載 之 誤，過 去 一 度 被 認 為 北 宋 末 即 廢 止。實 際 上，

提 舉 學 事 司 在 南 宋 復 置 之 後 ， 該 單 位 持 續 存 在 到 宋 代 結

束，甚 至 北 宋 之 後 的 金、南 宋 滅 亡 之 後 的 元 都 延 續 其 設 置。

在 李 弘 祺《 宋 代 官 學 教 育 與 科 舉 》及 袁 征《 宋 代 教 育 》中 ，

也 都 對 「 提 舉 學 事 司 」 特 別 提 出 說 明 ， 並 將 之 與 學 田 制 同

視 為 宋 代 官 學 教 育 ， 特 別 是 地 方 官 學 的 重 要 特 色 ， 對 學 校

的 財 務 經 營 上 關 係 尤 為 密 切 。 雖 然 對 南 宋 之 後 復 置 的 「 提

舉 學 事 司 」 性 質 與 重 要 性 是 否 仍 與 北 宋 相 同 ， 學 者 有 不 同

的 意 見 ， 但 在 觀 察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與 地 方 社 會 間 的 互 動 ， 或

其 在 地 方 政 治 環 節 中 的 位 置 ， 都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要 點 。 1 8  

                                                                                                                            
《史學評論》第 8 期（ 1984 .07），頁 223-241。葛紹歐，〈宋代的提

舉學事司〉，《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學報》第 18 期（ 1990 .06），

頁 1-11。顧宏義、王守琴，〈兩宋州縣學官及其任用考核制度〉，《洛

陽師範學報》 2001 年第 4 期，頁 69-72、 80。櫻井智美，〈儒學提

舉 司 の 起 源 と 變 遷 ── 兼 論宋 金 の 學 校 管 理 〉，《 阪 南 論 集 （ 人 文

自然科學編）》 37 :4（ 2002），頁 41-52。  
1 8  櫻井智美即認為，由於南宋復置的提舉學事，是由其他其他州 級

或路級官員兼任，而非專置，所以是回到宣和三年 (1121)創置提舉

學 事 司 之 前 的 作 法 ， 形 同 讓 地 方 教 育 的 興 廢 ， 取 決 於 地 方 長 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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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者 ， 是 以 學 校 經 濟 為 主 題 的 研 究 。 1 9 對 地 方 學 校 財

政 的 討 論 ， 主 要 焦 點 集 中 在 學 田 制 度 ， 進 而 擴 及 其 他 學 產

及 經 費 來 源，濫 觴 於 福 澤 與 九 郎〈 宋 元 時 代 州 縣 學 產 考 〉，

以 碑 刻 等 材 料 中 田 籍 與 其 他 產 業 的 紀 錄 ， 詳 細 考 究 地 方 官

學 經 濟 情 況 。 2 0 漆 俠 〈 宋 代 學 田 制 中 租 佃 關 係 的 發 展 〉 一

文，要 旨 並 非 關 注 地 方 官 學 財 政，但 文 中 指 出 的「 二 地 主 」

現 象 、 土 地 零 碎 及 貨 幣 地 租 等 問 題 ， 有 助 於 將 學 校 經 營 的

討 論 從 學 校 內 部 向 地 方 社 會 推 展 開 來 ， 作 為 討 論 學 校 經 營

與 地 方 社 會 其 他 成 員 間 關 係 的 線 索 。 2 1   
袁 征 “Local  Government  Schools  in  Sung China:  A 

Reassessment  ”和 韓 鳳 山 〈 北 宋 多 渠 道 籌 措 官 學 經 費 述 論 〉

兩 篇 文 章 ， 都 以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經 費 來 源 的 多 樣 性 為 主 題 ，

                                                                                                                            
對教育的熱心程度與意向上。櫻井智美，〈儒學提舉司の起源と變

遷──兼論宋金の學校管理〉，頁 42。  
1 9  如福澤與九郎，〈宋元時代州縣學產考〉，《福岡學藝大學紀要》第

8 期、第 9 期（ 1958、 1959），頁 27-42、 27-36。漆俠，〈宋代學田

制 中 租 佃 關 係 的 發 展 〉，《 求 實 集 》（ 天 津 ：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

1982），頁 160-175。Yuan  Zheng ,  Loca l  Government  Schoo ls  in  Sung  

China :  A Reassessmen t ,  His tory  o f  Educa t ion  Quar ter ly ,  Vo l .  34 ,  

No .  2 .  (B looming ton :  Ind iana  Univers i ty,  Summer,  1994) ,  

pp .193-213 .  韓 鳳 山 ，〈 北 宋 多 渠 道 籌 措 官 學 經 費 述 論 〉，《 社 會 科

學戰線》 2002 年第 2 期（ 2002 .02），頁 146-148。  
2 0  福澤與九郎，〈宋元時代州縣學產考〉，《福岡學藝大學紀要》第 8

期、第 9 期（ 1958、 1959），頁 27-42、 27-36。  
2 1  漆俠，〈宋代學田制中租佃關係的發展〉，《求實集》（天津：天津

人民出版社， 1982），頁 16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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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袁 征 的 文 章 在 同 樣 列 舉 地 方 官 學 經 費 的 多 樣 籌 措 管 道 之

外 ， 更 以 此 重 估 過 去 「 宋 代 君 主 重 視 教 育 」 的 說 法 ， 值 得

參 考 。 該 文 指 出 ， 因 未 專 設 教 育 經 費 預 算 ，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資 金 始 終 短 缺 ， 即 便 有 學 田 ， 地 方 官 學 經 費 相 當 程 度 仍 賴

私 人 捐 助 ， 或 被 地 方 政 府 將 負 擔 轉 嫁 給 當 地 人 士 。 由 於 地

方 官 學 財 政 、 建 設 ， 與 多 數 用 以 籌 措 官 學 經 費 的 措 施 ， 始

終 受 控 於 國 家 或 地 方 政 府 ， 學 校 財 政 不 僅 不 獨 立 ， 更 時 常

被 官 方 當 局 移 作 他 用 或 被 其 他 力 量 侵 佔 ， 所 有 教 育 活 動 都

成 為 官 方 的 恩 賜 。 地 方 官 學 層 級 越 高 ， 或 越 接 近 一 地 政 治

中 心 ， 才 能 享 有 越 好 的 待 遇 。 此 外 ， 也 再 次 論 及 提 舉 學 事

司 對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財 政 經 營 上 的 重 要 性 。 這 些 論 點 ， 都 有

助 思 考 地 方 官 學 跟 當 地 政 治 機 構 與 地 方 社 會 的 關 係 和 互

動 。  
最 後，是 以 區 域 教 育 為 主 的 討 論，即 使 取 徑 未 必 相 同，

但 與 本 研 究 主 題 所 希 望 發 展 的 方 向 最 為 接 近 。 2 2 1980 年

代 ， 葛 紹 歐 所 發 表 三 篇 討 論 四 川 、 湖 州 、 徽 州 等 特 定 地 區

文 教 情 況 的 文 章 ， 是 這 類 方 向 的 初 步 嘗 試 ， 其 中 討 論 四 川

者 集 中 在 州 縣 學 部 分 ， 湖 州 與 徽 州 則 擴 及 私 學 及 其 他 文 教

                                                 
2 2  如葛紹歐，〈宋代四川地區的州縣學〉，《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學

報》第 12 期（ 1984 .06），頁 23-83。葛紹歐，〈宋代湖州的文教〉，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學報》第 15 期（ 1987 .06），頁 95-118。

葛 紹 歐 ，〈宋 代 徽 州的 文 教 〉，《 國 際 宋史研 討 會 論文 集 》（臺北 ：

中國文化大學， 1988），頁 535-550。陳國燦、高飛，〈宋代兩浙地

區州縣學發展論述〉，《台州師專學報第》第 21 卷第 1 期（ 1999 .02），

頁 17-21。顧宏義，《教育政策與宋代兩浙教育》，武漢：湖北教育

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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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 三 篇 文 章 都 試 圖 將 地 方 教 育 與 該 地 自 然 、 社 會 環 境

連 結 ， 兼 論 國 家 情 勢 、 文 化 風 氣 ， 以 及 地 方 人 士 或 長 吏 對

該 地 教 育 的 推 動 或 貢 獻 。 雖 然 這 種 以 區 域 討 論 地 方 文 教 的

研 究 取 向 ， 在 討 論 學 校 教 育 與 地 方 社 會 的 關 係 上 ， 值 得 參

考 ， 但 是 三 篇 文 章 都 僅 條 列 當 地 各 項 可 能 有 助 文 教 的 條

件 ， 未 說 明 各 條 件 間 如 何 運 作 互 動 ， 使 全 文 顯 得 支 離 。  
1999 年 ， 陳 國 燦 、 高 飛 所 發 表 的〈 宋 代 兩 浙 地 區 州 縣

官 學 發 展 論 述 〉，就 州 縣 官 學 發 展 概 況、教 學 內 容、管 理 制

度 演 變、發 展 特 點 與 原 因 等 方 面，討 論 兩 浙 地 區 的 州 縣 學。

該 文 仍 舊 以 宋 代 國 家 教 育 政 策 為 主 線 ， 分 別 提 出 官 學 發 展

各 階 段 涉 及 兩 浙 地 區 的 材 料 ， 將 宋 代 官 學 發 展 視 同 兩 浙 地

區 官 學 的 發 展 ， 即 使 提 出 經 濟 繁 榮 、 文 教 傳 統 與 數 位 知 名

學 者 等「 特 色 」，亦 未 分 析 上 述 條 件 與 兩 浙 州 縣 學 的 關 係 。 
顧 宏 義 《 教 育 政 策 與 宋 代 兩 浙 教 育 》 在 涉 及 區 域 教 育

的 研 究 中 ， 較 為 突 出 ， 要 在 其 選 題 與 所 用 材 料 、 方 法 較 能

相 切 合 。 該 書 討 論 中 央 政 策 與 地 方 教 育 發 展 間 的 互 動 ， 從

宋 代 教 育 政 策 的 演 變 與 兩 浙 地 區 教 育 發 展 之 關 係 上 分 析 ，

認 為 宋 廷 以 「 崇 文 抑 武 」 國 策 為 宗 旨 的 教 育 政 策 ， 基 本 符

合 廣 大 士 人 利 益 ， 但 兩 者 並 非 始 終 重 合 ， 當 矛 盾 出 現 時 ，

教 育 政 策 便 在 執 行 中 被 敷 衍 ， 甚 至 遭 到 集 體 抵 制 ， 迫 使 宋

廷 最 終 改 變 作 法 。 由 於 中 央 教 育 政 策 與 地 方 教 育 發 展 相 互

制 約 、 影 響 、 適 應 ， 而 非 由 上 到 下 單 向 施 加 ， 因 此 作 者 認

為 宋 代 教 育 政 策 所 以 成 功 ， 正 是 因 其 大 體 能 根 據 社 會 實 際

情 況 更 動 調 整 以 符 合 社 會 需 要 ， 從 而 有 效 控 制 教 育 發 展 。  
透 過 上 述 回 顧 ， 可 以 大 致 掌 握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研 究 發 展

至 今 的 概 況 ： 目 前 對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教 育 的 體 系 、 制 度 、 學

校 財 政 、 教 學 內 容 與 教 材 、 教 師 選 任 、 學 生 來 源 與 出 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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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 也 就 是 制 度 層 面 的 研 究 已 大 致 完 備 ， 但 對 地 方 官 學

運 作 與 地 方 社 會 關 係 的 注 意 ， 仍 略 嫌 不 足 。 顧 宏 義 以 「 政

策 與 回 應 」 為 區 域 教 育 的 討 論 中 心 的 取 向 值 得 參 考 ， 著 眼

卻 較 傾 向 中 央 教 育 政 策 與 地 方 官 學 發 展 間 的 互 動 ， 忽 略 其

研 究 原 欲 探 討 的 地 域 社 會 部 分 ； 其 他 學 者 對 將 地 方 官 學 與

所 在 地 連 結 的 嘗 試 ， 則 由 於 未 以 妥 善 的 分 析 說 明 將 地 方 官

學 與 所 在 地 方 社 會 二 者 串 連 ， 反 而 生 硬 支 離 ， 值 得 借 鑑 。  

二、  蘇州區域研究方面  

歷 來 對 宋 代 蘇 州 的 研 究 繁 多 ， 大 多 傾 向 對 該 地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的 研 究 ， 其 中 以 梁 庚 堯 〈 宋 元 時 代 的 蘇 州 〉 最 全 面

且 具 重 要 性 。 2 3 該 文 以 宋 、 元 時 代 為 限 ， 廣 泛 利 用 方 志 、

                                                 
2 3  對宋代蘇州地區社會經濟方面的研究，可參考梁庚堯，〈宋元時代

蘇州農業的發展〉，《宋史研究集》17 輯（臺北：國立編譯館，1986），

頁 491-523；梁庚堯，〈宋元時代的蘇州〉，《宋代社會經濟史論集》

（臺北：允晨文化， 1997），頁 334-480；梁庚堯，〈宋代太湖平原

農業生產問題的再檢討〉，《台大文史哲學報》第 54 期（ 2005 .05），

頁 261-304。其次，土地利用、水利與稻作等問題，也相當受到日

本學者關切，如周藤吉之，〈宋代浙西地方の圍田の發展〉，《宋代

史研究》（東京：東洋文庫， 1969），頁 305-436。周藤吉之，〈宋

代 浙 西 地方 の 圍 田の 發 展 補論 〉，《 東洋 大 學 紀要 》 4（ 1968）， 頁

43-56。地濃勝利，〈宋代の蘇州水利田地域に於ける水利勞役に就

いて──佃戶の勞役負擔の解明に向けて〉，《社會經濟史學》43-4

（ 1977），頁 23-44。足立啟二，〈宋代兩浙における水稻作の生產

力水準〉，《文學部論叢．史學篇》17（熊本大學，1985），頁 80-100。

寺地遵，〈南宋期、浙東盜湖問題〉，《史學研究》183（廣島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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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集 對 蘇 州 地 區 的 記 載 為 材 料 ， 就 「 地 理 形 勢 與 經 濟 關

係 」、「 社 會 結 構 與 商 業 活 動 」、「 市 鎮 興 起 與 城 市 發 展 」 三

層 面 ， 細 緻 而 縝 密 地 說 明 了 蘇 州 由 於 地 形 、 位 置 、 人 口 、

自 然 資 源 ， 加 上 政 府 與 當 地 社 會 成 員 對 該 地 建 設 的 投 入 ，

農 產、手 工 業 發 達，從 而 帶 動 了 當 地 產 品 外 銷；商 業 繁 盛 ，

促 進 了 蘇 州 的 城 市 發 展 ， 使 其 在 全 國 經 濟 體 系 中 具 有 關 鍵

地 位 。 同 時 ， 亦 就 商 品 在 市 場 中 的 供 給 需 求 ， 闡 述 蘇 州 與

外 地 的 往 來 貿 易 關 係 ， 及 在 全 國 商 業 中 的 地 位 。 雖 然 該 文

旨 在 說 明 蘇 州 的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 對 基 層 社 會 的 討 論 ， 僅 就

身 份 將 人 劃 分 為 不 同 類 型 ， 說 明 其 在 社 會 結 構 鍊 中 ， 特 別

是 消 費 行 為 上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但 〈 宋 元 時 代 的 蘇 州 〉 對 蘇

州 發 展 的 詳 細 考 究 ， 仍 為 以 蘇 州 為 考 察 中 心 的 區 域 研 究 ，

                                                                                                                            
1989），頁 17-31。此外，都市發展及士人在其間的活動也是學者

關注的主題，可參考伊原弘，〈唐宋時代浙西における都市の變遷

── 宋 平江 圖 解 讀 作 業 〉，《 中 央 大 學 紀 要 ． 史 學 科 》 24（ 1979），

頁。伊原弘，〈宋代の浙西における都市士大夫〉，《東洋學》第 45

號（仙台：中國文史哲研究會， 1982），頁 44-62。伊原弘，〈宋代

浙 西 に おけ る 都 市と 士 大 夫 〉，《 中 嶋 敏先 生 古 稀記 念 論 集》 上 卷

（東京：汲古書院， 1980），頁 327-350。礪波護，〈唐宋時代にお

け る 蘇 州 〉， 收 入 梅原 郁 編 《中 國 近 世の 都 市 と文 化 》（ 京都 ： 京

都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84），頁 289-320。伊原弘，〈江南にお

け る 都 市 形 態 の 變 遷 ── 宋平 江 圖 解 讀 作 業 〉，《 宋 代 の 社 會 と 文

化》（東京：汲古書院， 1983），頁 103-138。伊原弘，《蘇州──

水 生 都 市 の 過 去 と 現 在 》， 東 京 ： 講 談 社 ， 1993。 塩 卓 悟 ，〈 南 宋

代 に お ける 蘇 州 の經 濟 的 性格 と 商 品流 通 構 造 〉，《 千 里 山文 學 論

集》 59（關西大學大學院， 1998 .03），頁 8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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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了 紮 實 的 立 足 點 。  
以 人 際 交 遊 為 核 心 的 討 論 上 ， 則 有 鄧 小 南 的 〈 龔 明 之

與 宋 代 蘇 州 的 龔 氏 家 族 ： 兼 談 南 宋 崑 山 士 人 家 族 的 交 遊 與

沈 浮 〉、〈 北 宋 蘇 州 的 士 人 家 族 交 遊 圈 —以 朱 長 文 之 交 遊 為

核 心 的 考 察 〉 等 文 章 。 2 4 這 些 文 章 以 中 等 層 次 的 地 方 性 家

族 為 考 察 一 區 域 內 士 人 家 族 的 內 外 關 係 為 中 心 ， 反 映 以 鄉

里 為 活 動 基 礎 與 經 濟 依 托 的 士 人 家 族 ， 在 蘇 州 地 區 的 交 遊

與 沈 浮 。 透 過 當 地 士 人 及 其 家 族 與 地 方 官 員 、 當 地 其 他 士

人 家 族 與 個 別 士 大 夫 的 人 際 往 來 ， 闡 述 無 形 的 社 會 關 係 ，

如 何 滲 透 影 響 社 會 諸 事 物 的 運 行 過 程 ， 而 不 同 形 態 的 關 係

網 絡 又 如 何 決 定 的 一 地 社 會 面 貌。由 於 關 注 點 不 同，在「 家

族 與 社 會 」 的 議 題 中 ， 雖 已 呈 現 較 生 動 的 地 方 社 會 人 物 活

                                                 
2 4  請參考鄧小南，〈北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圈──以朱長文之交遊

為核心的考察〉，《國學研究》 3， 451-488 頁；鄧小南，〈朱長文家

世、事歷考〉，《北大史學》 4（北京大學歷史系編，北京：北京大

學出版社， 1997 .08），頁 72-87；鄧小南，〈龔明之與宋代蘇州的龔

氏 家 族 ：兼 談 南 宋崑 山 士 人家 族 的 交遊 與 沈 浮 〉，《 近 世 家族 與 政

治 比 較 歷 史 論 文 集 》（ 臺 北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 1992），

頁 81-109。此外，以人為中心的討論，范仲淹對蘇州地區的影響

亦是研究的關注點之一，相關研究可參考遠藤隆俊，〈宋代蘇州の

范 氏 義 莊 に つ い て 〉，《 宋 代 知 識 人 ── 思 想 ． 制 度 ． 地 域 社 會 》

（東京：汲古書院， 1993），頁 195-228。遠藤隆俊，〈宋代蘇州の

范 文 正 公祠 に つ いて 〉，《 柳田 節 子 先生 古 稀 記念 中 國 傳統 社 會 と

家族》（東京：汲古書院， 1993），頁 329-346。陳學霖，〈范仲淹

與蘇州地區之發展〉，《范仲淹一千年誕辰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臺北：國立臺灣大學文學院， 1990），頁 1083-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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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但 較 集 中 在 個 人 或 個 別 家 族 的 人 際 往 來 、 事 歷 發 展 ，

而 非 地 方 事 務 運 作 ， 不 過 仍 舊 在 「 人 」 的 切 入 點 上 ， 提 供

了 未 來 研 究 上 相 當 豐 富 的 線 索 。  
關 於 地 方 事 務 運 作，方 誠 峰 的〈 統 會 之 地 ──縣 學 與 宋

末 元 初 嘉 定 地 方 社 會 的 秩 序 〉 2 5 著 重 場 域 象 徵 意 義 的 遷 轉

── 縣 學 由 官 民 合 作 場 域 ， 到 人 際 、 理 念 、 制 度 的 「 統 會

之 地 」，轉 而 為 文 化 孤 島 ── 與 各 類 人 物 在 其 中 角 色 的 相 對

轉 換 ， 所 折 射 出 的 地 方 社 會 運 作 秩 序 。 該 文 以 基 層 社 會 事

務 為 主 題 ， 將 對 抽 象 秩 序 的 討 論 具 體 落 實 在 對 縣 學 的 討 論

上 ， 研 究 取 徑 與 本 計 畫 相 近 ， 是 未 來 研 究 可 取 法 的 對 象 。

高 柯 立 在 其 博 士 論 文 《 官 民 之 間 ： 南 宋 地 方 官 府 與 民 眾 的

溝 通 》 中 所 討 論 的 官 民 互 動 ， 值 得 參 考 。 2 6 該 文 由 地 方 官

與 民 眾 的 日 常 交 往 入 手 ， 考 察 地 方 官 與 地 方 士 人 的 宴 集 唱

和 、 修 纂 方 志 ， 以 及 地 方 官 與 各 階 層 民 眾 在 地 方 公 益 事 務

與 祭 祀 活 動 的 往 來 ， 試 圖 探 討 在 榜 諭 、 訴 訟 等 制 度 性 渠 道

之 外 ， 地 方 官 尚 可 藉 由 哪 些 途 徑 ， 與 民 眾 建 立 聯 繫 。 雖 然

該 文 強 調 的 是 「 溝 通 」 的 進 行 ， 但 不 失 為 一 種 啟 發 ， 有 助

於 觀 察 不 同 社 會 角 色，如 何 在 地 方 事 務 運 作 起 著 不 同 作 用。 
目 前 對 宋 代 蘇 州 地 區 的 研 究 ， 多 著 眼 於 該 區 域 的 社 會

經 濟 層 面 ， 如 土 地 利 用 與 稻 作 問 題 等 等 ， 或 是 商 業 活 動 與

社 會 結 構 、 都 市 發 展 間 的 關 係 。 在 討 論 地 方 人 士 交 遊 的 議

                                                 
2 5  方誠峰，〈統會之地──縣學與宋末元初嘉定地方社會的秩序〉，

《新史學》第 16 卷第 3 期（ 2005 .09），頁 1-22。  
2 6  高柯立，〈地方官與地方社會──以平江府為例〉，《官民之間：南

宋地方官府與民眾的溝通》第 4 章，北京：北京大學歷史學研究

所博士論文，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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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上 ， 雖 已 呈 現 較 生 動 的 地 方 社 會 人 物 活 動 ， 但 由 於 關 注

點 不 同 ， 而 較 集 中 在 個 人 或 個 別 家 族 的 人 際 往 來 、 事 歷 發

展 ， 而 非 地 方 事 務 運 作 ， 這 點 正 是 本 研 究 能 夠 借 重 過 去 所

累 積 的 成 果 ， 透 過 對 蘇 州 地 方 官 學 發 展 的 討 論 ， 對 蘇 州 地

域 社 會 研 究 有 所 補 充 之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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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取徑、材料與章節安排  

研 究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發 展 與 地 方 社 會 的 關 係 ， 必 須 落 實

在 對 具 體 事 件 的 討 論 上 。 過 去 的 研 究 ， 雖 然 同 樣 是 建 築 在

具 體 事 例 上 ， 不 過 由 於 研 究 的 目 標 ， 往 往 希 望 藉 由 各 時 段

各 地 區 零 碎 的 資 料 ， 拼 湊 出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發 展 的 整 體 圖

像 ， 難 免 會 使 得 論 述 中 所 使 用 的 材 料 ， 被 從 材 料 本 身 所 處

的 時 空 背 景 中 抽 離 。  
本 文 選 擇 以 宋 代 蘇 州 的 吳 學 為 考 察 中 心 ， 首 先 著 重 在

吳 學 的 背 景 條 件 。 吳 學 地 處 蘇 州 ， 在 宋 代 是 江 南 的 經 濟 重

心 ， 當 地 生 產 力 茂 盛 、 城 市 發 展 繁 榮 。 經 濟 繁 榮 自 然 帶 動

文 化 發 展 ， 自 五 代 十 國 以 來 ， 蘇 州 相 對 安 定 而 少 戰 亂 ， 優

越 的 環 境 成 為 士 大 夫 及 其 家 族 與 達 官 貴 人 僑 寓 置 產 ， 乃 至

落 地 生 根 的 選 擇 ， 也 形 成 了 此 地 特 殊 的 地 方 社 會 形 態 ， 南

宋 偏 安 ， 以 臨 安 為 行 在 ， 當 地 更 被 視 為 肱 股 之 郡 。 蘇 州 因

社 會 安 定 與 經 濟 發 展 所 累 積 的 文 化 基 礎 ， 加 上 徙 入 者 較 高

的 文 化 水 平 ， 使 蘇 州 地 區 有 「 士 大 夫 淵 藪 」 之 譽 ， 而 范 仲

淹 在 景 祐 二 年 (1035)所 創 設 的 吳 學 ， 正 是 蘇 州 地 區 最 重 要

的 文 教 中 心 。  
就 宋 代 的 地 方 官 學 而 言 ， 官 學 與 科 舉 制 度 的 搭 配 、 學

田 制 度 及 學 官 制 度 的 確 立 ， 是 地 方 官 學 維 繫 的 基 本 元 素 。

然 而 ， 具 備 這 些 基 本 元 素 ， 未 必 代 表 一 所 地 方 官 學 能 永 續

經 營。吳 學 的 特 殊 之 處 在 於 蘇 州 所 具 備 的 政 治、經 濟 條 件，

提 供 了 吳 學 更 多 的 社 會 、 經 濟 資 源 以 利 其 順 利 經 營 營 運 。

從 現 代 研 究 者 的 觀 察 看 來 ， 相 較 於 其 他 地 區 的 地 方 官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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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學 似 乎 從 北 宋 創 建 以 來 ， 始 終 延 續 不 墜 ， 即 使 在 兩 宋 之

交 曾 有 短 暫 的 中 斷 ， 但 也 是 在 全 城 都 因 戰 火 而 癱 瘓 的 情 況

下 ， 而 且 相 當 迅 速 就 開 始 恢 復 運 作 。 乍 觀 之 下 ， 宋 朝 所 推

行 的 地 方 官 學 政 策 及 相 關 的 學 田 、 學 官 等 配 套 ， 加 上 蘇 州

地 區 特 有 的 社 會 文 化 與 政 治 經 濟 條 件 ， 成 就 了 吳 學 延 續 不

墜 ， 但 事 實 上 ， 更 重 要 的 是 人 的 作 為 如 何 在 吳 學 的 經 營 中

發 揮 效 能 。  
本 文 主 要 的 目 標 ， 即 在 透 過 探 討 吳 學 的 校 務 經 營 ， 試

圖 說 明 地 方 官 學 在 地 方 社 會 中 的 發 展 情 況 ， 及 有 著 什 麼 樣

的 可 能 性 。 校 務 經 營 的 範 圍 廣 泛 ， 包 括 教 學 、 行 政 、 師 生

互 動 生 員 及 財 務 管 理 等 等 眾 多 面 向 。 誠 如 前 述 ， 過 去 以 教

育 史 為 取 徑 的 研 究 ， 已 經 對 地 方 官 學 的 制 度 、 教 學 內 容 等

問 題 ， 有 詳 細 的 論 述 ， 此 外 ， 也 受 限 於 目 前 所 能 獲 得 得 材

料 ， 在 本 篇 論 文 中 ， 不 計 劃 就 官 學 制 度 、 教 學 內 容 等 層 面

討 論 吳 學 的 經 營 ， 而 將 著 重 在 庶 務 性 的 部 分 ， 包 括 財 務 經

理 、 吳 學 經 營 的 職 能 分 工 ， 以 及 其 在 發 展 過 程 中 所 衍 生 的

社 會 責 任 與 功 能 。  
本 文 所 希 望 做 到 的 是 ， 能 將 史 料 與 原 有 的 時 空 環 境 重

新 結 合 在 一 起，更 重 要 的 是 觀 察「 人 」在 其 中 的 活 動 情 形 。

這 樣 的 作 法 ， 當 然 會 使 這 個 以 個 案 討 論 為 中 心 的 研 究 ， 有

無 法 廣 泛 解 釋 宋 代 其 他 地 區 地 方 官 學 發 展 運 作 情 形 的 疑

慮 ， 實 際 上 也 正 是 如 此 。 然 而 ， 本 文 的 目 標 ， 卻 也 僅 止 於

說 明 當 歷 史 發 展 的 諸 多 條 件 ， 匯 聚 到 宋 代 蘇 州 此 一 時 地

時，地 方 官 學 與 地 方 社 會 之 間，會 激 盪 出 什 麼 樣 的 可 能 性，

人 在 其 中 實 際 的 活 動 情 況 又 是 如 何 。 這 些 內 容 與 發 展 趨

勢 ， 不 見 得 能 照 版 摹 刻 到 其 他 地 區 ， 但 在 類 似 的 條 件 背 景

下 ， 蘇 州 地 區 的 例 子 絕 對 不 會 和 其 他 地 區 背 道 而 馳 、 獨 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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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在 ， 而 在 這 樣 的 認 識 下 ， 便 能 凸 顯 出 這 個 個 案 研 究 的 價

值 。  
現 有 的 研 究 已 經 掌 握 了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發 展 大 致 的 起 承

轉 合 ， 這 是 本 文 研 究 相 當 重 要 的 線 索 ， 沿 著 這 條 線 索 ， 可

以 避 免 對 吳 學 的 發 展 過 度 詮 釋 。 但 是 也 正 如 研 究 回 顧 中 所

提 到 的 ， 光 是 把 一 地 所 發 生 的 事 件 ， 逐 一 對 應 到 整 個 宋 代

的 教 育 政 策 上 ， 是 不 夠 的 ， 還 必 須 把 「 人 」 和 「 環 境 」 一

併 納 入 考 慮 ， 畢 竟 討 論 的 不 是 教 育 史 ， 而 是 地 方 官 學 作 為

地 方 社 會 上 的 一 個 機 構 與 活 動 場 域 ， 如 何 透 過 人 與 所 在 地

方 社 會 產 生 關 連 與 互 動 。  
因 此 ， 當 面 對 吳 學 的 諸 多 材 料 ， 首 先 必 須 把 當 時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的 發 展 情 況 當 作 背 景 ， 同 時 思 考 其 中 所 反 映 的 事

件 ， 交 織 著 什 麼 樣 不 同 性 質 的 問 題 ， 可 能 是 經 濟 環 境 、 法

律 訴 訟 、 政 治 情 勢 發 展 。 其 次 ， 要 思 考 事 件 的 參 與 者 。 哪

些 人 涉 入 所 討 論 的 事 件 之 中 ？ 地 方 官 、 地 方 士 人 、 官 學 教

授 或 學 生 ， 甚 至 是 當 時 並 不 在 蘇 州 的 人 ； 他 們 為 什 麼 涉 入

事 件 之 中 ？ 在 事 件 之 中 所 做 的 選 擇 或 造 成 的 結 果 又 是 什

麼 ？ 這 些 結 果 是 隨 著 事 過 境 遷 ， 或 者 在 地 方 社 會 上 留 下 了

什 麼 影 響 ？ 最 重 要 的 是 ， 這 些 事 件 都 是 環 繞 著 地 方 官 學 ，

而 不 是 其 他 機 構 或 場 所 所 發 生 的 ， 又 是 為 什 麼 ？ 當 這 些 問

題 逐 一 得 到 了 妥 適 的 瞭 解 ， 便 能 試 著 描 繪 出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發 展 與 地 方 社 會 的 關 係 ， 存 在 著 什 麼 樣 的 可 能 性 與 發 展 趨

勢 。  
本 文 以 吳 學 為 個 案 研 究 的 中 心 ， 主 要 採 用 的 材 料 包 括

金 石 碑 刻 資 料 、 地 方 志 與 文 集 。  
碑 刻 資 料 直 接 保 留 了 一 時 一 地 事 務 經 營 的 片 段 ， 就 吳

學 而 言 而 言 ， 碑 刻 資 料 除 保 留 地 方 官 學 建 置 、 沿 革 之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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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有 助 瞭 解 部 分 經 營 的 實 際 內 容 ， 特 別 是 許 多 與 學 產 相 關

的 記 載 ， 包 括 田 籍 資 料 、 學 糧 收 入 、 校 產 盈 餘 的 利 用 ； 在

南 宋 之 後 ， 部 分 關 於 學 校 與 地 方 民 眾 的 土 地 爭 訟 、 由 各 級

官 員 乃 至 中 央 所 發 下 的 公 牒 判 文 ， 亦 在 碑 刻 資 料 之 列 。 不

過 ， 其 缺 點 亦 來 自 碑 刻 資 料 僅 能 反 映 事 物 的 片 段 ， 缺 乏 連

續 性 ， 很 難 說 明 是 否 提 供 結 構 性 條 件 或 意 義 ， 必 須 結 合 其

他 資 料 才 能 更 更 有 效 發 揮 。 目 前 ， 除 了 碑 刻 拓 片 ， 如 《 江

蘇 通 志 稿 》 所 收 錄 〈 金 石 志 〉 等 碑 刻 輯 錄 ， 已 經 對 宋 代 蘇

州 地 區 相 關 的 金 石 資 料 ， 做 了 相 當 完 整 的 蒐 集 ， 資 料 相 對

集 中 ； 然 而 這 些 刊 刻 本 也 時 有 轉 錄 時 缺 漏 或 錄 文 者 誤 讀 的

情 形 ， 必 要 時 須 與 拓 本 參 酌 比 對 。 此 外 ， 比 對 收 錄 在 文 集

中 的 記 文 ， 也 對 提 升 史 料 的 運 用 有 所 助 益 。  
就 地 方 志 而 言 ， 蘇 州 地 區 方 志 繁 多 ， 以 北 宋 朱 長 文 所

著《 吳 郡 圖 經 續 記 》，與 南 宋 范 成 大 所 著《 吳 郡 志 》為 首 要 ，

直 接 保 留 了 當 代 的 紀 錄 ； 復 以 《 吳 郡 志 》 在 南 宋 中 後 期 經

過 增 補 ， 所 能 提 供 的 資 料 時 限 範 圍 亦 有 增 益 。 其 次 ， 有 明

代 所 修 《 姑 蘇 志 》、 清 同 治 年 間 所 修 的 《 蘇 州 府 志 》， 此 外

蘇 州 轄 下 各 縣 也 各 有 其 方 志 。 不 過 ， 方 志 的 問 題 ， 除 了 有

時 在 記 載 上 或 許 失 之 簡 略 ， 更 致 命 地 是 可 能 因 為 後 代 人 在

追 述 前 代 史 事 時 ， 照 抄 或 誤 解 前 志 而 錯 謬 ， 在 可 靠 性 上 稍

弱 ， 因 此 利 用 時 需 要 盡 可 能 比 對 查 證 其 他 材 料 。  
在 文 集 方 面，以 宋 人 鄭 虎 臣 所 編《 吳 都 文 粹 》，與 明 人

錢 穀 所 編《 吳 都 文 粹 續 集 》，最 為 重 要。兩 書 均 收 錄 與 蘇 州

地 區 有 關 之 詩 文 、 碑 記 ， 乃 至 蘇 州 人 士 墓 誌 ， 對 宋 代 蘇 州

的 瞭 解 ， 與 當 地 地 方 事 務 的 運 作 、 人 際 活 動 情 況 而 言 ， 都

是 不 可 或 缺 的 材 料 。 除 了 這 兩 種 以 地 方 蒐 集 地 方 詩 文 資 料

為 主 的 文 集 之 外 ， 宋 人 別 集 中 對 蘇 州 地 區 的 記 載 也 間 或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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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 研 究 的 補 充 。 此 外 ， 除 了 文 集 ， 宋 、 元 筆 記 也 是 必 須

參 考 的 資 料 ， 特 別 如 朱 長 文《 中 吳 紀 聞 》、 陸 友 仁《 吳 中 舊

事 》，便 保 留 了 相 當 多 當 時 人 活 動 的 記 載 或 軼 聞，能 夠 為 本

研 究 提 供 更 豐 富 的 討 論 線 索 。  
在 諸 多 與 吳 學 發 展 有 關 的 材 料 上 ， 本 文 第 二 章 首 先 將

以 宋 代 蘇 州 吳 學 為 中 心 ， 梳 理 其 由 北 宋 至 南 宋 大 致 的 發 展

過 程 。 第 三 章 ， 則 著 重 在 吳 學 的 校 務 經 營 ， 首 先 先 概 略 說

明 一 般 地 方 官 學 的 財 務 情 況 ， 再 透 過 碑 刻 等 資 料 ， 說 明 吳

學 的 情 形 。 其 次 ， 藉 由 吳 學 校 務 運 作 的 實 際 情 況 ， 討 論 在

吳 學 中 所 呈 現 官 學 經 營 職 責 的 分 流 ， 並 討 論 教 授 的 角 色 如

何 在 吳 學 的 校 務 經 營 中 日 漸 凸 顯 。 在 此 之 上 ， 第 四 章 ， 則

闡 述 地 方 社 會 中 各 種 不 同 的 力 量 如 何 折 衝 ， 地 方 官 學 又 如

何 從 中 衍 生 出 教 育 之 外 的 意 義 與 社 會 功 能 。  
本 文 希 望 在 過 去 對 地 方 官 學 及 蘇 州 區 域 研 究 的 基 礎

上 ， 以 地 方 官 學 經 營 為 主 軸 ， 討 論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在 地 方 社

會 發 展 中 的 一 種 可 能 性 與 趨 勢 ， 嘗 試 以 「 人 」 作 為 串 連 地

方 官 學 與 地 方 社 會 的 線 索 ， 作 為 對 基 層 社 會 研 究 的 嘗 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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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州 ， 古 屬 吳 國 ， 秦 為 會 稽 郡 ； 東 漢 之 後 ， 由 會 稽 郡

轄 地 分 錢 塘 江 以 西 ， 增 置 吳 郡 ； 吳 郡 在 兩 晉 及 南 朝 時 期 ，

疆 域 曾 數 度 更 改 ， 但 仍 沿 用 吳 郡 之 名 ； 至 隋 代 ， 則 改 稱 蘇

州 。唐 代 蘇 州 轄 下 有 吳 、 長 洲 、嘉 興 、崑 山 、 常 熟 、 海 鹽 、

華 亭 七 縣 ； 五 代 時 割 嘉 興 、 海 鹽 、 華 亭 另 置 秀 州 ， 其 餘 四

縣 仍 屬 蘇 州 ， 原 吳 縣 則 分 地 新 置 吳 江 縣 。 宋 初 ， 蘇 州 仍 領

吳 、 長 洲 、 崑 山 、 吳 江 、 常 熟 等 五 縣 ， 並 以 吳 、 長 洲 兩 縣

為 郡 治 ； 政 和 三 年 (1113) ， 蘇 州 升 為 平 江 府 ； 南 宋 嘉 定 十

年 (1217) ， 又 分 崑 山 縣 濱 海 地 區 增 設 嘉 定 縣 ， 自 此 領 有 六

縣 。 2 7  
蘇 州 東 面 臨 海 ， 西 接 太 湖 ， 東 北 濱 揚 子 江 ， 地 形 屬 湖

泊 淤 積 平 原，東 西 北 三 面 地 勢 略 高，中 央 湖 蕩、塘 浦 散 佈 ，

有 「 澤 國 」 之 稱 ； 雖 然 這 類 地 形 容 易 發 生 水 災 ， 但 卻 也 提

供 了 優 良 的 稻 作 環 境 。 蘇 州 地 理 位 置 居 水 陸 要 衝 ， 水 陸 交

通 便 利 ， 除 了 在 經 濟 發 達 的 浙 西 地 區 形 成 水 路 交 通 網 ， 也

能 以 運 河 、 長 江 通 達 汴 京 、 杭 州 等 地 ， 乃 至 透 過 海 運 與 沿

海 各 城 市，甚 至 外 國 通 商。蘇 州 自 然 環 境 有 利 於 稻 作 生 長，

且 具 豐 富 的 自 然 資 源 ， 交 通 便 捷 ， 復 以 唐 宋 以 來 人 口 成 長

迅 速 ， 種 種 因 素 均 提 供 了 蘇 州 農 業 與 手 工 業 生 產 及 外 銷 的

                                                 
2 7  脫脫，《宋史》卷 88(北京：中華書局 )，頁 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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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件 。 生 產 事 業 與 水 陸 交 通 運 輸 促 成 了 經 濟 繁 榮 ， 刺 激 了

城 市 發 展 ， 使 蘇 州 成 為 全 國 重 要 商 業 中 心 。 2 8  
唐 代 以 降 ， 中 國 經 濟 重 心 逐 漸 南 移 ， 到 宋 代 ， 江 南 已

成 為 當 時 的 經 濟 中 心 ， 蘇 州 在 東 南 各 郡 中 尤 為 富 庶 ， 諸 如

「 蘇 湖 熟，天 下 足 」、「 天 上 天 堂、地 下 蘇 杭 」等 南 宋 時 諺 ，

皆 描 述 了 蘇 州 地 區 生 產 力 之 茂 盛 、 城 市 發 展 之 繁 榮 。 經 濟

繁 榮 帶 動 文 化 發 展 ， 自 五 代 十 國 以 來 ， 蘇 州 相 對 安 定 而 少

戰 亂 ， 優 越 的 環 境 成 為 士 大 夫 及 其 家 族 與 達 官 貴 人 僑 寓 置

產 ， 乃 至 落 地 生 根 的 選 擇 ， 也 形 成 了 此 地 特 殊 的 地 方 社 會

形 態 。  
五 代 十 國 時 期 ， 由 於 局 勢 相 對 平 穩 ， 江 南 因 而 匯 聚 了

不 少 自 晚 唐 以 來 避 難 流 散 的 士 人 。 這 些 士 人 原 多 任 職 於 各

政 權 及 地 方 節 度 官 員 的 幕 僚 之 下 ， 吳 越 歸 宋 之 後 ， 得 利 於

政 權 的 平 穩 過 渡 ， 這 些 士 人 非 但 得 以 以 原 有 身 份 繼 續 在 宋

任 職 ， 在 太 宗 時 期 開 始 大 舉 以 科 舉 選 官 之 後 ， 其 子 弟 也 因

原 有 的 經 濟 與 文 化 條 件 優 勢，而 能 很 快 地 轉 業 進 士。不 過，

蘇 州 地 區 儒 學 士 風 之 振 起 ， 主 要 仍 迨 到 景 祐 年 間 范 仲 淹 知

蘇 州 ， 創 立 蘇 州 州 學 之 後 。 學 風 日 起 ， 加 上 承 平 日 久 ， 此

後 蘇 州 士 人 躋 身 仕 途 者 日 眾 ， 更 不 乏 位 居 上 位 者 。  
此 外 ， 北 宋 前 期 ， 蘇 州 地 區 社 會 經 濟 文 化 長 足 進 步 ，

該 地 區 一 帶 成 為 士 大 夫 移 居 或 置 產 的 首 選 之 地 。 北 宋 中 期

以 後 ， 蘇 州 地 區 因 社 會 安 定 與 經 濟 發 展 所 累 積 的 文 化 基

礎 ， 吸 引 了 眾 多 士 大 夫 乃 至 達 官 顯 貴 移 居 此 地 ， 徙 入 者 較

高 的 文 化 水 平 ， 更 促 進 了 蘇 州 地 區 與 其 他 區 域 文 化 的 有 機

融 合 ， 並 與 蘇 州 當 地 的 「 菁 英 文 化 」 發 展 形 成 良 性 循 環 ，

                                                 
2 8  梁庚堯，〈宋元時代的蘇州〉，《宋代社會經濟史論集》，頁 33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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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得 以 科 舉 及 第 者 為 代 表 的「 菁 英 人 物 」，在 蘇 州 地 區 大 幅

成 長 湧 現 。 2 9 南 宋 時 ， 蘇 州 更 在 被 譽 為 「 士 大 夫 淵 藪 」 的

七 州 府 中 ， 列 居 首 位 。 3 0  
蘇 州 的 政 治 、 經 濟 條 件 及 地 域 特 質 ， 讓 當 地 充 滿 蓬 勃

的 藝 文 活 動 ， 但 相 較 於 其 他 同 樣 被 視 為 文 化 繁 盛 的 地 區 ，

如 明 州 、 溫 州 等 地 ， 蘇 州 的 學 術 表 現 卻 顯 得 較 不 突 出 。 對

此，過 去 學 者 雖 然 並 未 言 明，但 其 實 已 經 在 研 究 中 呈 現 出，

即 使 蘇 州 是 一 個 以 經 濟 發 展 為 中 心 的 城 市 ， 但 仍 舊 因 其 蓬

勃 的 藝 文 活 動 ， 如 士 人 間 往 來 交 遊 唱 和 、 雅 集 等 ， 被 視 為

文 化 城 ； 然 而 ， 就 一 個 文 化 城 市 而 言 ， 毋 寧 說 蘇 州 是 個 藝

文 城 ， 而 很 難 說 它 是 個 學 術 城 。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 ， 從 景 祐

二 年 (1035)即 存 在 在 蘇 州 地 區 的 吳 學 ， 遂 成 為 當 地 最 重 要

的 文 化 與 教 育 中 心 。  

                                                 
2 9  鄧小南，〈北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圈──以朱長文之交遊為核心

的考察〉，《國學研究》 3，頁 451-488。  
3 0  李心傳，《建炎以來繫年要錄》卷 20，頁 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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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創設與萌芽――北宋時期的吳學  

宋 仁 宗 景 祐 二 年 ， 吳 學 建 立 之 前 ， 蘇 州 雖 有 私 人 講 學

之 風，但 尚 未 出 現 正 式 的 官 立 學 校。羅 處 約 的《 祥 符 圖 經 》，

編 纂 於 宋 真 宗 大 中 祥 符 年 間 (1008-1016)， 雖 然 現 已 佚 失 ，

但 明 代 盧 熊 所 編 纂 的《 蘇 州 府 志 》，引 述 了 該 書 關 於 蘇 州 地

區 學 校 的 記 載 ， 並 加 以 考 訂 ， 認 為 唐 代 刺 史 李 栖 筠 曾 在 蘇

州 設 置 學 廬 ， 但 地 點 不 詳 ； 而 大 中 祥 符 年 間 ， 蘇 州 地 區 雖

設 有 祭 祀 孔 子 的 至 聖 文 宣 王 廟 ， 但 《 祥 符 圖 經 》 中 並 未 提

及 當 時 蘇 州 是 否 已 有 學 校 之 設 。 3 1 朱 長 文 所 著 《 吳 郡 圖 經

續 記 》， 成 書 於 宋 神 宗 元 豐 七 年 (1084)， 是 現 存 宋 代 蘇 州 地

區 最 早 的 地 方 志，關 於 蘇 州 學 校 之 設，則 記 載 到：「 吳 郡 昔

未 有 學 ， 以 文 請 解 者 ， 不 過 數 人 。 」 3 2  
在 正 式 的 官 立 學 校 出 現 之 前 ， 蘇 州 地 區 的 士 人 求 學 ，

乃 至 讀 書 業 舉 ， 則 有 賴 私 人 講 學 。 謝 濤 ， 自 幼 奇 敏 ， 曾 經

在 蘇 州 陽 山 的 澄 照 寺 講 學 ， 為 當 時 的 長 洲 縣 令 王 禹 偁 及 吳

縣 縣 令 羅 處 約 所 器 重 ， 名 顯 一 時 。 3 3 丁 謂 ， 大 中 祥 符 年 間

                                                 
3 1  盧熊等撰，〈學校〉，《（洪武）蘇州府志》（臺北：成文出版社，1983，

明洪武十二年 (1397)鈔本）卷 12，頁 1b。關於文宣王廟位置，《蘇

州 府 志 》 據 稱 引 《 吳 郡 圖 經 》 指 該 廟 位 於 周 城 西 側 ， 但 朱 長 文在

元祐五年 (1090)所做的〈蘇州學記〉中，則稱該廟在郡城西側。  
3 2  朱長文，〈學校〉，《吳郡圖經續記》（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3，

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卷上，頁 13b。  
3 3  龔明之，〈謝賓客〉，《中吳紀聞》（上海古籍出版社，徐菊園點校，

1986），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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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任 參 知 政 事 ， 幼 時 在 蘇 州 就 學 ， 受 教 於 程 師 孟 的 父 親 老

郁 先 生 ； 不 過 ， 丁 謂 當 時 仍 是 孩 童 ， 因 此 老 郁 先 生 的 講 學

或 許 較 接 近 童 蒙 性 質 。 3 4 除 了 私 人 講 學 之 外 ， 蘇 州 鄰 近 的

山 林 寺 院 間，也 不 乏 士 人 讀 書 其 中。《 中 吳 紀 聞 》的 作 者 龔

明 之 ， 其 曾 祖 龔 宗 元 ， 少 時 即 曾 於 蘇 州 近 郊 名 勝 虎 丘 山 的

虎 丘 寺 讀 書 ，「 晝 夜 不 絕 ， 舉 進 士 ， 為 鄉 里 首 選 ， 繼 登 天 聖

五 年（ 1027)第 」。 3 5 此 時 士 人 就 教 於 私 人 講 學 之 所，或 讀 書

自 學 於 山 林 精 舍 的 情 形 ， 與 宋 初 的 風 氣 相 合 。 3 6  
蘇 州 州 級 地 方 官 學 的 設 置 ， 在 景 祐 元 年 (1034) 一 場 嚴

重 的 水 災 之 後 ， 某 種 意 義 上 ， 可 謂 是 因 禍 得 福 。  
景 祐 元 年 ， 蘇 州 大 水 ，「 郡 中 災 困 之 氓 ， 其 室 十 萬 ， 疾

苦 紛 沓 」。 3 7 當 年 六 月 ， 范 仲 淹 以 天 章 閣 待 制 ， 出 任 鄉 郡 蘇

州 知 州 。 他 以 工 代 賑 ， 招 募 遊 手 無 業 者 ， 加 入 疏 導 蘇 州 境

內 五 河 積 水 入 海 的 工 程 。 後 來 ， 本 籍 蘇 州 的 范 仲 淹 ， 為 了

避 籍 而 自 請 改 任 ， 詔 徙 明 州 。 然 而 ， 蘇 州 水 患 持 續 不 退 ，

浙 西 轉 運 使 因 而 進 言 ， 希 望 能 再 次 借 重 范 仲 淹 之 長 ， 將 其

調 赴 蘇 救 災 。 於 是 ， 當 年 九 月 范 仲 淹 又 再 度 受 命 ， 改 知 蘇

                                                 
3 4  龔明之，〈丁晉公拜老郁先生〉，《中吳紀聞》，頁 20。  
3 5  龔明之，〈曾大父〉，《中吳紀聞》，頁 20。  
3 6  李弘祺，〈絳帳遺風──私人講學的傳統〉，收入《中國文化新論》

第 2 卷（臺北：聯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81），頁 343-410。劉

子健，〈略論宋代地方官學與私學的消長〉，《宋史研究集》第 4 輯，

頁 189-207。  
3 7  范仲淹，〈與晏尚書〉，《范文正公尺牘》（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

1965， 四 部 叢 刊 本 ， 據 江 南 圖 書 館 藏 明 翻 元 刊 本 影 印 ） 卷 下 ， 頁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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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 3 8  
蘇 州 的 水 患 ， 使 郡 城 東 南 象 徵 文 教 的 孔 廟 岌 岌 可 危 。

當 洩 導 患 水 的 計 畫 奏 效 ， 蘇 州 的 水 患 與 相 關 救 災 事 宜 ， 也

在 范 仲 淹 重 知 蘇 州 當 年 逐 步 上 了 軌 道 。 在 此 之 後 ， 始 終 以

轄 區 文 教 事 業 為 念 的 范 仲 淹 ， 3 9 這 才 開 始 有 餘 裕 思 考 蘇 州

的 文 教 建 設。首 先，他 想 著 手 的，便 是 為 地 處 隘 陋 的 孔 廟 ，

重 擇 良 地 安 遷 。 與 此 同 時 ， 范 仲 淹 也 曾 嘗 試 邀 請 長 於 《 春

秋 》的 孫 復 (992-1057)至 蘇 州 講 學 ， 4 0 但 由 范 仲 淹 之 嘆 「 庠

序 未 立 」 可 以 推 測 ， 當 時 范 仲 淹 可 能 未 能 成 功 邀 請 任 何 學

者 長 駐 蘇 州 講 學 ， 以 裨 益 當 地 文 教 。  
景 祐 元 年，范 仲 淹 的 學 生 朱 公 綽、陳 之 武 亦 在 蘇 州。 4 1

                                                 
3 8  樓鑰，《范文正公年譜》，收入《范文正公集》（臺北：臺灣商務印

書館， 1965，四部叢刊本，據江南圖書館藏明翻元刊本影印），頁

14a。  
3 9  詳見葛紹歐，〈范仲淹對宋代地方教育的貢獻〉，《紀念范仲淹一千

年 誕 辰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論 文 集 》（ 臺 北 ： 國 立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

1990），頁 1511-1183。陳榮照，《范仲淹研究》（香港：三聯書店，

1987）第 6 章，頁 213-257。其他相關的范仲淹研究論著，均對范

仲淹對地方文教建設的貢獻，多所著墨，此處不再贅述。  
4 0  范仲淹，〈孫明復〉，《范文正公．尺牘》卷下，頁 4b-5a。據《東

軒筆錄》，范、孫兩人間曾有段淵源，孫復少時家貧，范仲淹在睢

陽 掌 學 時 ， 曾 助 孫 復 在 官 學 中 補 得 一 學 職 ， 每 月 可 得 俸 錢 若 干以

濟其困乏；此外，范仲淹也授孫復《春秋》，使其得以專意向學。

見 魏 泰 ，《 東 軒 筆 錄 》（ 臺 北 ： 台 灣 商 務 印 書 館 ， 1983， 四 庫全 書

文淵閣本）卷 14，頁 7-8a。  
4 1  范仲淹，〈孫明復〉，《范文正公．尺牘》卷下，頁 4b-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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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公 綽 為 北 宋 後 期 蘇 州 名 士 朱 長 文 的 父 親 ， 他 少 時 從 學 范

仲 淹 ，「 以 辭 章 魁 冠 士 林 」； 4 2 後 長 居 蘇 州 ， 甚 有 名 望 ， 且

朝 野 人 脈 關 係 頗 豐 富 ； 4 3 陳 之 武 亦 為 蘇 州 大 姓 。 4 4 朱 、 陳 二

人 身 為 范 仲 淹 的 學 生 ， 必 然 相 當 瞭 解 范 仲 淹 對 地 方 文 教 建

設 的 願 景 ， 絕 不 僅 是 重 奉 孔 廟 ， 或 嘗 試 透 過 私 人 力 量 ， 不

定 期 邀 請 學 者 至 蘇 州 講 學 而 已 ； 一 如 范 仲 淹 過 去 宦 歷 中 ，

在 各 地 所 推 動 的 地 方 教 育 事 業 ， 他 所 謀 求 的 ， 是 更 穩 定 、

更 能 永 續 經 營 的 學 校 。 因 此 ， 兩 人 憑 藉 他 們 在 地 方 上 的 社

會 聲 望 與 人 脈 關 係 為 號 召 ， 翌 年 由 朱 公 綽 率 州 人 ， 向 知 州

范 仲 淹 提 出 請 求 興 建 官 學 的 建 議 。 4 5  
蘇 州 新 創 設 的 地 方 官 學，即 是 此 後 經 歷 兩 宋、元、明 、

清 而 不 墜 的 吳 學 。 吳 學 校 地 以 范 仲 淹 在 南 園 東 南 隅 的 私 人

產 業 為 基 址，南 園 為 廣 陵 王 錢 元 璙 所 建 園 林，為 蘇 州 名 勝。
4 6 慶 曆 間 ， 蘇 舜 卿 被 罷 黜 後 移 居 蘇 州 ， 曾 提 到 吳 學 「 草 木

鬱 然 ， 崇 阜 廣 水 ， 不 類 乎 城 中 」。 4 7 相 傳 ， 南 園 此 地 原 為 范

                                                 
4 2  朱長文，〈朱氏世譜〉，《樂圃餘藁》（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3，

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卷 9，頁 2b。  
4 3  關於范仲淹與朱公綽的師從關係，可參見鄧小南〈朱長文家世 、

事歷考〉，《北大史學》 4，頁 75-76；鄧小南〈北宋蘇州的士人家

族交遊圈──以朱長文之交遊為核心的考察〉，頁 452。  
4 4  王安石，〈永嘉縣君陳氏墓志銘〉，《臨川文集》（臺北：臺灣商務

印書館， 1967，四部叢刊本，據上海商務印書館縮印明刊本影印）

卷 100，頁 11b。  
4 5  朱長文，〈學校〉，《吳郡圖經續記》卷上，頁 11-12b。  
4 6  朱長文，〈園第〉，《吳郡圖經續記》卷下，頁 15a。  
4 7  蘇舜欽，〈浪滄亭記〉，《蘇學士集》（上海：上海書店， 1989，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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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淹 欲 卜 地 而 居 之 處 ， 當 時 曾 有 陰 陽 術 士 聲 稱 以 此 地 為

居 ， 必 踵 生 公 卿 ， 范 仲 淹 回 答 ：「 吾 家 有 其 貴 ， 孰 若 天 下 之

士 咸 教 育 于 此 ， 貴 將 無 巳 焉 。 」 遂 就 南 園 建 學 。 4 8 吳 學 草

創 ， 規 模 尚 簡 ， 僅 祭 殿 、 講 堂 、 泮 池 與 齋 室 ， 就 讀 者 才 二

十 餘 人 。 4 9 這 樣 的 人 數 與 規 模 ， 當 時 曾 有 人 以 為 ， 以 南 園

之 地 建 學 太 廣，范 仲 淹 只 是 笑 答 道：「 吾 恐 異 時 患 其 隘 耳。」
5 0  

吳 學 並 非 慶 曆 興 學 之 前 最 早 請 建 之 州 縣 學 校 ， 在 此 之

前 ， 孫 奭 在 知 兗 州 時 ， 曾 率 先 創 建 兗 州 州 學 ， 是 目 前 各 地

建 立 州 郡 官 學 最 早 的 紀 錄 ； 與 范 仲 淹 同 時 期 ， 則 有 滕 元 吉

在 湖 州 所 創 設 的 湖 州 州 學 。 5 1 蘇 州 建 學 之 議 ， 經 過 范 仲 淹

向 宋 廷 奏 請 之 後 ， 獲 准 成 立 ， 此 時 距 慶 曆 三 年 (1043)范 仲

淹 上 書 十 事 ， 請「 精 貢 舉 」， 以 及 慶 曆 四 年 (1044)仁 宗 詔 天

下 郡 縣 皆 建 學 ， 尚 有 將 近 十 年 的 時 間 。 學 者 一 般 認 為 北 宋

大 規 模 發 展 地 方 官 學 ， 始 於 仁 宗 慶 曆 四 年 ， 其 實 自 仁 宗 即

位 至 慶 曆 四 年 間 的 二 十 多 年 ， 便 已 開 始 ， 特 別 是 在 明 道 、

景 祐 (1032-1037)這 段 時 期 。 在 這 段 時 期 ， 許 多 與 地 方 官 學

                                                                                                                            
上海涵芬樓景印清康熙刊本重印）卷 13，頁 6a。  

4 8  樓鑰，《范文正公年譜》，頁 14b。  
4 9  朱長文，〈蘇州學記 元 祐 五 年 歳 次 庚 午 秋 七 月 甲 子 朔 建 〉，《樂圃餘藳》卷 6，頁

4-10a。同篇文章收錄在《吳都文粹》，記當時學者為三十餘人，總

而言之，從學者仍甚少便是。  
5 0  朱長文，〈學校〉，《吳郡圖經續記》卷上，頁 14a。  
5 1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47（北京：中華書局，中華書局點

校本，2005），仁宗慶曆四年三月甲戌、仁宗慶曆四年三月乙亥條，

頁 3563-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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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學 相 關 的 基 本 制 度 與 慣 例 ， 已 經 有 了 初 步 的 萌 芽 ， 包 括

學 田 制 度 、 賜 《 九 經 》、 學 規 等 等 。 5 2 吳 學 之 設 ， 正 是 在 慶

曆 新 政 前 的 這 一 波 興 學 前 奏 上 。  
吳 學 師 資 自 景 祐 創 設 以 降 ， 水 平 為 人 稱 道 ， 由 吳 學 出

而 入 仕 者 亦 濟 濟 不 絕 。 5 3 除 了 師 資 、 學 生 之 外 ， 對 於 一 所

學 校 而 言 ， 圖 書 同 樣 不 可 或 缺 。 吳 學 草 創 時 期 ， 藏 書 未 暇

理 緝 ， 僅「 廚 之 後 廡 ， 澤 地 汙 晦 ， 日 滋 散 脱 ， 觀 者 惻 然 」。
5 4 慶 曆 元 年 (1041)， 富 嚴 知 蘇 州 ， 上 任 後 見 此 ， 便 與 吳 學 學

址 所 跨 吳 、 長 洲 兩 縣 縣 令 商 議 ， 以 吳 學 原 有 之 積 餘 經 費 購

置 建 材 ， 在 講 堂 南 方 建 閣 藏 書 ， 歷 時 七 十 餘 日 ， 計 工 一 千

兩 百 人 次 ， 命 名 「 六 經 閣 」。 5 5  
仁 宗 明 道 、 景 祐 年 間 ， 全 國 各 地 地 方 官 員 紛 紛 自 發 性

發 起 建 學 ， 到 慶 曆 年 間 ， 這 一 波 漸 成 氣 候 的 興 學 風 潮 ， 遂

與 北 宋 中 期 的 政 治 改 革 運 動 扭 合 為 一 。 在 范 仲 淹 所 倡 起 的

慶 曆 新 政 中 ， 學 校 被 賦 予 改 革 科 舉 「 難 察 士 德 之 弊 」 的 重

責 大 任，並 寄 望 能 藉 各 地 地 方 官 學，以 落 實「 教 本 於 學 校 ，

士 察 於 鄉 里 」 的 期 望 ， 而 這 項 政 策 也 為 神 宗 時 期 的 王 安 石

變 法 所 繼 承 。 從 慶 曆 新 政 到 熙 寧 變 法 ， 中 央 、 地 方 官 學 被

                                                 
5 2  郭寶林，〈北宋的州縣學〉，《歷史研究》1988 年第 2 期 (1988 .04)，

頁 81-83。  
5 3  朱長文，〈學校〉，《吳郡圖經續記》卷上，頁 11-12b。  
5 4  張伯玉，〈六經閣記〉，《吳郡志》卷 4，頁 5b-6a。  
5 5  王鏊等撰，《（正德）姑蘇志》誤將富嚴建六經閣植為其嘉祐中再

守 蘇 州 時事 ， 實 際上 應 是 慶曆 元 年 三月 到 四 年十 月 間 。《（ 正 德 ）

姑蘇志》（上海：上海書店， 1990，收入《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

續編，明正德刻本）卷 24，頁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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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廷 視 為 國 家 政 策 的 發 展 要 點 ， 赴 官 學 就 讀 也 成 為 士 人 為

能 入 仕 所 尋 求 途 徑 之 一 。  
吳 學 生 員 如 同 吳 學 聲 名 ， 不 斷 擴 張 ， 5 6 在 蘇 州 ， 願 入

州 學 者 踴 躍 ， 5 7 慶 曆 七 年 (1047)， 吳 學 生 員 已 有 百 人 員 ， 不

只 本 州 人 就 讀 ， 亦 有 他 郡 至 蘇 州 就 學 者 。 5 8 仁 宗 嘉 祐 二 年

(1057)， 也 就 是 吳 學 創 設 二 十 多 年 後 ， 司 馬 光 在 〈 并 州 學

規 後 序 〉中 提 到，當 時 并 州 知 州 以 太 學、河 南 府、大 名 府 、

京 兆 府 及 蘇 州 五 所 官 學 學 規 ， 作 為 重 定 當 地 官 學 學 規 的 範

例 ， 說 明 蘇 州 州 學 在 當 時 被 視 為 地 方 官 學 的 典 範 之 一 ， 而

受 到 其 他 地 區 的 重 視 。 5 9 范 仲 淹 當 年 的 笑 答 ， 五 十 多 年 後

果 然 成 真 ， 然 而 吳 學 生 員 不 斷 增 加 後 ， 所 連 帶 造 成 的 校 舍

不 足 、 傾 陊 褊 迫 等 問 題 ， 成 了 吳 學 亟 待 解 決 的 難 題 。  
為 解 決 就 讀 生 員 增 加 ， 導 致 校 舍 不 敷 使 用 的 問 題 ， 熙

寧 二 年 (1068)， 秘 閣 校 理 李 綖 知 蘇 州 時 ， 曾 以 南 園 地 擴 建

郡 學 。 6 0 到 元 祐 年 間 ， 朱 長 文 (1039-1089) 任 吳 學 教 授 時 ，

赴 吳 學 就 學 者 更 倍 增 於 初 創 之 時 ， 州 學 學 舍 又 再 度 陷 入 了

「 傾 陊 褊 迫，寒 薄 暑 焮，諸 生 病 之，來 者 無 所 處 」的 窘 境 。

                                                 
5 6  朱長文，〈蘇州學記 元 祐 五 年 歳 次 庚 午 秋 七 月 甲 子 朔 建 〉，頁 4-10a。  
5 7  朱長文，〈學校〉，《吳郡圖經續記》卷上，頁 11-12b。  
5 8  龔明之，〈王教授祭學生文〉，《中吳紀聞》，頁 125。  
5 9  司馬光，〈并州學規後序〉，《溫國文正公集》（臺北：臺灣商務印

書 館 ， 1965， 據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館 縮 印 常 熟 瞿 氏 藏 宋 紹 興 本 影 印 ）

卷 64（四部叢刊本），頁 12a。該文撰寫時間據《傳家集》（臺北：

臺灣商務印書館， 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卷 69，頁 8b。  
6 0  朱長文，〈學校〉，《吳郡圖經續記》卷上，頁 11-12b。；《（正德）

姑蘇志》卷 24，〈學校〉，頁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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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當 時 ， 教 授 朱 長 文 與 吳 學 學 職 同 僚 商 議 ， 希 望 能 再 次 以

南 園 餘 地 ， 增 建 學 舍 齋 廬 ； 然 而 屢 屢 請 命 ， 當 時 的 知 州 與

路 級 長 官 也 都 只 能 無 奈 表 示 ， 財 用 不 足 ， 愛 莫 能 助 。  
吳 學 的 困 境 ， 因 元 祐 四 年 (1089) 范 仲 淹 三 子 范 純 禮

(1031-1106)過 鄉 祭 祖 ， 而 出 現 轉 機 。  
元 祐 四 年 ， 范 純 禮 受 命 出 任 制 置 江 、 淮 等 路 發 運 使 ，

主 管 江、淮 六 路 漕 事。他 藉 赴 任 途 經 蘇 州 之 便，返 鄉 祭 祖 ，

並 赴 吳 學 所 設 范 文 正 公 祠 堂 ， 祭 奠 父 親 范 仲 淹 。 6 2 朱 長 文

便 趁 此 機 會 ， 將 學 舍 不 足 且 亟 待 修 葺 一 事 告 知 范 純 禮 。 范

純 禮 除 自 朱 長 文 處 獲 悉 吳 學 情 況 ， 可 能 也 從 剛 由 潤 州 調 任

知 蘇 州 的 王 覿 處 得 知 ， 因 生 員 眾 多 ， 校 舍 不 敷 使 用 的 地 方

官 學 ， 不 只 吳 學 ， 潤 州 州 學 也 有 校 舍 殘 舊 的 問 題 ， 而 這 兩

學 校 都 是 早 年 范 仲 淹 在 外 任 知 州 時 所 創 建 的 。 6 3  
范 純 禮 將 這 兩 所 學 校 的 景 狀 ， 一 併 向 宋 廷 上 奏 ， 請 撥

經 費 修 建 其 父 仲 淹 所 創 蘇 、 潤 之 學 。 范 純 禮 代 蘇 、 潤 二 學

請 命 重 修 學 舍 ， 宋 廷 批 准 並 撥 下 經 費 ， 但 來 源 各 有 不 同 ─

─ 吳 學 獲 撥 蘇 州 商 稅 的 收 入 ， 以 為 修 建 資 金 ； 潤 州 州 學 在

早 先 上 奏 請 求 重 建 時 ， 曾 獲 賜 度 牒 十 紙 ， 出 售 以 得 經 費 。

吳 學 擴 建 耗 時 一 年 ， 興 築 工 程 歷 經 劉 珵 、 王 覿 兩 知 州 ， 以

因 犯 罪 而 遭 刺 配 入 廂 軍 服 勞 役 者 為 工 ， 計 萬 餘 人 次 。 整 建

後，吳 學 建 築 規 模 較 前 擴 增 二 至 三 倍，整 建 範 圍 包 括 講 堂、

                                                 
6 1  朱長文，〈蘇州學記 元 祐 五 年 歳 次 庚 午 秋 七 月 甲 子 朔 建 〉，頁 4-10a。  
6 2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06，〈哲宗元祐二年冬十月丙午 〉

條 ， 頁 9890。 范 純 禮 過 家 上 冢 事 ， 見 樓 鑰 ，《 范 仲 淹 年 譜 》， 頁

14b-15a。  
6 3  朱長文，〈蘇州學記 元 祐 五 年 歳 次 庚 午 秋 七 月 甲 子 朔 建 〉，頁 4-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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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住 宿 齋 室 、 供 奉 范 仲 淹 與 胡 瑗 的 祠 堂 、 校 試 廳 ， 乃 至

學 校 生 員 日 常 所 需 之 廚 房 浴 廁 等 。 6 4  

                                                 
6 4  朱長文，〈蘇州學記 元 祐 五 年 歳 次 庚 午 秋 七 月 甲 子 朔 建 〉，頁 4-10a。關於吳學整

建的經費來源，《（洪武）蘇州府志》、《（正德）姑蘇志》皆將潤學

獲授之度牒，誤作為撥給吳學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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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重建與發展――南宋時期的吳學  

建 炎 四 年 (1130)， 金 兵 南 犯 ， 平 江 府 慘 遭 屠 掠 ， 府 城

在 兵 燼 之 後 幾 乎 全 毀 ， 所 存 「 惟 覺 報 小 寺 及 子 城 角 天 王

祠 」。 6 5 宋 廷 遭 罹 兵 禍 後 ， 偏 安 江 南 ， 一 方 面 隨 時 提 防 金 人

進 犯 ， 一 方 面 忙 於 重 建 各 式 迫 切 的 行 政 運 作 、 條 令 規 章 ，

無 暇 顧 及 州 縣 教 育 與 建 設 。 6 6 汪 應 辰 在 一 則 墓 誌 銘 中 ， 曾

提 到 紹 興 五 、 六 年 (1135-1136) ， 長 江 沿 岸 一 帶 官 學 的 景

況：「 時 沿 江 猶 未 解 嚴，戍 兵 往 來 類 多 托 宿 於 學，生 徒 解 散，

學 官 備 員 而 已 。 」 6 7 由 此 也 可 以 想 見 同 在 長 江 沿 岸 的 平 江

府 歷 經 戰 禍 後 的 處 境 不 會 好 太 多 。  
平 江 府 一 切 設 施 ， 皆 在 災 後 隨 事 草 創 。 雖 然 吳 學 逐 步

在 斷 垣 殘 壁 中 重 建 ， 但 僅 能 勉 強 支 持 課 程 講 授 與 生 員 日 常

活 動 ， 無 暇 旁 及 象 徵 教 化 的 祭 孔 祠 廟 ， 每 年 春 秋 祭 奠 只 能

                                                 
6 5  范成大著、汪泰亨等補編，《吳郡志》（北京：中華書局， 1990，

宋紹熙三 年 (1192)修，紹定二 年 (1229)續修，據民 國十五年 (1926)

吳興張氏擇是居叢書景宋刻本）卷 7，頁 1。  
6 6  這點在趙鐵寒，〈宋代的州學（上）、（下）〉，《大陸雜誌》 7 卷 10

期、 11 期（ 1953）；袁征，《宋代教育》，頁 48；以及周愚文，《宋

代的州縣學》（台北︰國立編譯館， 1996），頁 7，都針對此時國家

官學政策有過討論。  
6 7  汪應辰，〈左奉議郎汪公墓誌銘〉，《汪文定公集》（臺南：莊嚴文

化事業，1997，四庫存目叢書據明嘉靖二十五年夏浚刻本）卷 12，

頁 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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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陋 就 簡 ， 以 既 有 克 難 學 舍 空 間 應 付 一 時 。 6 8 紹 興 十 一 年

(1141) ， 寶 文 閣 直 學 士 梁 汝 嘉 (1096-1154) 奉 命 再 知 平 江

府 ， 便 與 同 僚 商 議 ， 以 府 內 舊 有 遺 材 與 公 費 盈 餘 ， 僱 工 整

建 祭 祀 孔 子 的 大 成 殿 ， 並 修 復 范 仲 淹 、 胡 瑗 祠 堂 。 6 9 據 說

重 建 當 時 ， 有 巨 木 浮 海 而 至 ， 尺 寸 大 小 正 合 大 成 殿 中 樑 所

需 ， 傳 為 異 談 。 7 0  
紹 興 十 四 年 (1144)二 月，寶 文 閣 直 學 士 王 自 請 出 知 平

江 府。 7 1 當 時，平 江 的 戰 後 重 建 仍 在 進 行 中，陸 友 仁 在《 吳

中 舊 事 》 中 記 載 ：「（ 王 ） 紹 興 初 知 府 事 ， 峻 於 聚 斂 ， 酷

於 用 刑，然 其 規 為 亦 有 可 取 者。兵 火 之 餘，故 墟 瓦 礫 山 積 ，

乃 錄 八 城 小 舟 ， 出 必 載 瓦 礫 以 培 塘 ， 人 以 為 便 。 石 之 破 碎

者 ， 積 而 之 以 泥 官 舍 ， 不 賦 于 民 而 用 有 餘 。 」7 2 當 年 四 月 ，

                                                 
6 8  鄭仲熊，〈重修大成殿記〉，《吳都文粹》（臺北：台灣商務印書館，

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卷 1，頁 14b-15b。又，梁汝嘉自言初

守 平 江 時 ， 雖 見 學 校 歲 時 祭 奠 儀 式 因 陋 就 簡 ， 但 當 時 並 未 立 即修

復校內祭孔祠廟。據《吳郡志》，梁汝嘉初守平江在紹興七年時，

可見即便是很形式上的恢復，當時吳學已經逐漸開始重新運作。  
6 9  鄭仲熊，〈重修大成殿記〉，《吳都文粹》卷 1，頁 14b-15b。據《吳

郡志》卷 11，梁汝嘉曾在紹興七年九月到紹興八年七月，及紹興

十年六月到紹興十一年七月知蘇州，頁 15。  
7 0  周必大，〈寳文閣學士通奉大夫贈少師梁公汝嘉神道碑〉，《文忠集》

（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 1971，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卷 69，頁

4。  
7 1  李心傳，《建炎以來繫年要錄》卷 151，頁 4a。  
7 2  陸友仁，《吳中舊事》（臺北：藝文印書館， 1966，百部叢刊函海

本）卷 1，頁 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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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重 修 吳 學。此 番 整 建 歷 時 五 個 月，主 要 在 講 堂、學 齋 、

生 員 日 常 所 需 庖 廚 衛 浴 等 建 築 ， 戰 後 吳 學 整 體 規 模 的 重

建 ， 到 此 時 才 算 大 體 完 成 。 7 3  
紹 興 年 間 ， 吳 學 經 過 戰 後 重 建 之 後 ， 一 直 維 持 著 穩 定

的 營 運 ， 不 時 有 闢 路 疏 池 、 立 庭 建 閣 等 興 築 ， 但 多 是 在 舊

有 規 模 上 擴 建 增 綴 。 紹 興 二 十 三 年 (1153)， 隱 居 平 江 的 前

知 府 向 子 諲 將 十 五 年 積 俸 約 三 百 萬 ， 悉 數 捐 入 吳 學 ， 作 為

養 士 藏 書 之 費 。 7 4 乾 道 八 年 (1172)， 吳 學 諸 生 員 考 稽 圖 籍 ，

尋 訪 耆 老 ， 作 教 授 題 名 記 ， 刻 於 吳 學 教 授 廳 。 翌 年 ， 知 府

丘 崇 造 直 廬 。 7 5 淳 熙 二 年 (1175)， 知 府 韓 彥 古 創 采 芹 、 仰 高

二 亭 ； 7 6 其 中 ， 采 芹 亭 一 直 到 元 代 ， 都 是 官 員 造 訪 平 江 地

區 時 的 客 居 停 留 之 處。 7 7 淳 熙 十 六 年 (1189)，郡 守 趙 彥 操 增

造 御 書 閣 、 五 賢 堂 。 御 書 閣 乃 就 毀 於 戰 禍 的 六 經 閣 舊 址 所

建 ， 內 奉 有 宋 高 宗 皇 帝 所 賜 御 書 石 刻 六 經 ， 過 去 累 任 知 府

均 曾 欲 重 建 ， 但 直 迨 到 趙 彥 操 任 內 才 完 成 ， 據 稱 其 建 築 蔚

為 吳 學 壯 觀；五 賢 堂 則 奉 有 陸 贄、范 仲 淹、范 純 仁、胡 瑗 、

朱 長 文 五 人 。 7 8  

                                                 
7 3  鄭億年，〈平江府修學記〉，《吳都文粹續集》（臺北：台灣商務印

書館， 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卷 3，頁 1b。  
7 4  汪應辰，〈徽猷閣直學士右太中大夫向公墓誌銘〉，《汪文定公集》

卷 11，頁 8a。向子諲紹興八年知守平江，八月到任，十一月即因

反對宋金議和極力求去，從此隱居鄉里。  
7 5  范成大《吳郡志》卷 4，頁 1。  
7 6  范成大，《吳郡志》卷 4，頁 1-2。  
7 7  鄭元祐，〈重修平江路學記〉，《吳都文粹續集》卷 3，頁 18b。  
7 8  范成大，《吳郡志》卷 4，頁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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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 熙 五 年 (1194)到 慶 元 二 年 (1196)間，吳 學 創 設 了 帶 有

獎 助，並 兼 具 公 益 性 質 的「 吳 學 義 廩 」，發 起 者 為 當 時 擔 任

教 授 的 倪 千 里 。 倪 千 里 紹 熙 四 年 (1193)出 任 平 江 府 學 教 授

時 ， 深 感 吳 學 財 務 狀 況 不 足 以 供 應 支 持 學 校 運 作 、 供 養 生

員 ， 於 是 重 新 整 理 吳 學 名 下 產 業 ， 希 望 能 掌 握 吳 學 財 務 情

況 ， 設 法 解 決 吳 學 的 經 濟 問 題 。 7 9 透 過 清 整 受 隱 沒 或 帳 務

不 清 的 學 產 ， 倪 千 里 不 只 解 決 了 吳 學 經 費 不 足 的 問 題 ， 甚

至 還 能 在 正 常 收 支 之 外 ， 多 出 額 外 的 經 費 ， 因 此 教 授 倪 千

里 便 與 吳 學 學 正 、 學 錄 、 錢 糧 官 等 同 僚 商 議 ， 創 設 兼 具 贊

助 、 救 濟 性 質 的 吳 學 義 廩 。 8 0  
嘉 泰 四 年 (1204)到 開 禧 二 年 (1206)，有 鑑 於 吳 學 受 限 於

經 費 ， 每 日 能 提 供 給 的 生 員 補 貼 額 度 不 到 百 人 ， 教 授 唐 仁

傑 為 能 擴 大 吳 學 養 士 生 員 員 額 ， 遂 利 用 歷 任 教 授 任 內 所 積

義 廩 錢，及 節 省 學 校 開 支 所 攢 存 下 的 款 項，共 八 千 貫 文 省，

委 請 吳 學 學 職 人 員 尋 訪 ， 選 購 平 江 城 及 近 郊 房 產 、 田 地 十

筆 ， 以 其 房 、 田 租 收 入 增 益 用 度 ， 擴 充 生 員 員 額 。 8 1 然 而 ，

到 了 嘉 定 十 一 年 (1218)， 吳 學 又 因 為 養 士 開 支 日 益 增 加 ，

而 出 現 經 費 不 足 的 問 題 ， 這 次 則 是 由 判 知 平 江 府 趙 彥 橚 撥

官 田 三 百 餘 畝 ， 作 為 吳 學 養 士 之 助 。 8 2  
自 紹 興 年 間 的 重 修 後 ， 事 隔 八 十 餘 年 ， 吳 學 分 別 在 紹

                                                 
7 9  戴溪，〈吳學義廩記〉，《吳都文粹續集》卷 3，頁 24a-26b。  
8 0  創設義廩，見〈吳學義廩記〉，《吳都文粹續集》卷 3，頁 24a -26b。 
8 1  〈吳學續置田記〉，收錄於北京國家圖書館編，《宋代石刻文獻全

編》（北京：北京國家圖書館出版社，2003）冊 2，頁 300-315 上。 
8 2  謝南，〈平江府添助學田記〉，《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324

下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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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元 年 (1228)十 一 月，及 淳 祐 六 年 (1246)二 月 再 度 重 修。紹

定 元 年 的 整 建 ， 導 因 於 寶 慶 三 年 (1227)秋 天 的 大 風 雨 。 在

這 次 風 災 中，「 殿 閣、堂 館、直 舍、門 廡、齋 亭 皆 摧 圯 欲 壓 」，

校 區 主 要 建 築 都 受 到 嚴 重 損 壞 。 8 3 此 番 整 建 可 能 迫 使 州 學

教 授 不 得 不 重 新 整 理 府 學 財 產 ， 以 尋 求 整 建 經 費 來 源 。 當

時 教 授 汪 泰 亨 以 緊 迫 盯 人 之 勢 ， 試 圖 解 決 吳 學 與 地 方 土 豪

間 懸 宕 十 九 年 ， 地 至 千 餘 畝 之 廣 的 土 地 糾 紛 。 汪 泰 亨 起 初

向 平 江 府 提 出 申 告 ， 希 望 能 獲 得 平 江 府 方 的 行 政 協 助 ， 取

回 田 地 ； 但 因 對 手 狡 猾 健 訟 ， 復 田 事 件 演 變 成 撲 朔 迷 離 的

土 地 訴 訟 案 ， 一 路 由 州 級 、 路 級 上 告 到 尚 書 省 ， 最 後 甚 至

訴 諸 當 時 的 宰 相 史 彌 遠 (1164-1233)， 才 如 願 取 回 田 地 。 復

田 所 得 ， 加 上 在 任 提 點 刑 獄 公 事 、 提 舉 常 平 公 事 、 知 府 等

官 員 的 捐 助 ， 金 額 在 四 百 萬 錢 以 上 ， 費 時 八 個 月 ， 建 屋 七

百 五 十 間 ， 規 模 超 越 紹 興 十 四 年 戰 後 重 建 。 8 4 淳 祐 六 年 的

整 建 ， 則 是 在 紹 定 重 建 的 基 礎 上 ， 由 府 學 教 授 何 德 新 向 知

府 魏 峻 提 出，由 府 方 撥 款 五 萬 緡，整 葺 年 久 失 修 的 建 築。 8 5  
到 南 宋 理 宗 晚 期 ， 隨 著 宋 、 蒙 間 的 緊 張 升 高 ， 大 小 戰

                                                 
8 3  范成大，《吳郡志》卷 4，頁 8a。  
8 4  此案的公文內容為平江府學刻石立碑，見〈給復學田公牒一、二〉、

〈吳學復田之記〉、〈給復學田省劄〉，收錄於《宋代石刻文獻全編》

冊 2，頁 338 下 -342、 344 下 -345 上、 345-348；以及吳潛，〈脩學

記〉，《吳郡志》卷 4，頁 8a-9a。另，由李如鈞先生提供中央研究

院 歷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傅 斯 年 圖 書 館 所 藏 〈 給 復 學 田 公 牒 一 〉 碑 文拓

本 ， 特 此 向 李 如 鈞 先 生 及 傅 斯 年 圖 書 館 致 謝 。 碑 文 詳 細 案 情 與過

程，因涉及吳學財務經營，一併在下節中討論。  
8 5  李起，〈淳祐修學記〉，《蘇州府志》卷 47，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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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不 斷 ， 國 防 軍 需 成 為 宋 廷 分 配 資 源 時 的 首 要 考 量 ， 各 地

官 學 、 書 院 過 去 在 經 濟 上 所 享 有 的 種 種 優 假 ， 開 始 受 到 擠

壓 ， 吳 學 當 然 也 不 例 外 。 淳 祐 十 一 年 (1251) 與 景 定 二 年

(1260)， 在 宋 蒙 對 峙 的 大 環 境 下 ， 吳 學 兩 次 因 與 佃 戶 間 的

田 租 糾 紛 而 遭 遇 經 濟 困 境 。 前 者 起 因 於 佃 戶 不 甘 向 吳 學 繳

納 新 懇 田 地 田 租 ， 而 妄 稱 田 租 需 繳 納 至 總 領 浙 西 江 東 財 賦

淮 東 軍 馬 錢 糧 所 以 充 軍 餉 ， 希 望 以 此 讓 吳 學 方 面 知 難 而

退 。 後 者 則 因 豪 戶 滯 納 田 租 ， 加 上 天 災 影 響 收 成 ， 連 帶 影

響 吳 學 需 繳 供 軍 需 使 用 的 租 糧 。 兩 事 都 因 涉 及 國 防 單 位 ，

而 使 事 情 在 處 理 上 更 為 棘 手 ， 幸 而 兩 次 吳 學 都 能 得 到 當 時

的 總 領 錢 糧 所 主 管 支 持 ， 在 不 損 及 吳 學 權 益 的 前 提 下 順 利

落 幕 。 這 時 距 南 宋 亡 國 ， 只 有 二 十 年 左 右 的 時 間 了 。  
恭 帝 德 祐 元 年 (1275) ， 也 是 元 世 祖 至 元 十 二 年 冬 天 ，

顯 文 閣 直 學 士 潛 說 友 當 時 知 平 江 府 ， 幾 乎 是 南 宋 平 江 最 後

一 任 知 府 ； 當 元 將 伯 顏 率 領 兵 馬 軍 臨 平 江 城 下 ， 潛 說 友 也

率 先 棄 城 逃 亡 了 。 當 時 被 元 廷 任 命 為 宣 撫 使 的 游 顯 ， 親 自

來 到 平 江 城 ， 宣 告 元 廷 願 降 者 赦 的 政 策 ； 經 過 一 夜 考 慮 ，

宋 都 統 王 邦 傑 便 決 定 率 平 江 府 軍 民 舉 城 歸 降 元 政 權 。 8 6  

游 顯 負 責 平 江 地 區 初 期 的 接 管 任 務 ， 在 穩 定 平 江 地 區

民 心 、 安 頓 軍 隊 將 士 之 後 ， 他 所 做 的 下 一 步 ， 便 是 興 振 學

校 ，「（ 游 顯 ） 暇 日 下 車 庠 序 ， 禮 祠 先 聖 ， 勉 勵 儒 生 ， 繼 粟

繼 肉，均 得 其 養。學 舊 有 田，多 入 于 兼 并，公 使 各 復 歸 期 ，

于 深 衣 韋 帶 之 士 ， 莫 不 欣 戴 菁 莪 樂 育 之 恩 」。 8 7 至 元 十 五 年

                                                 
8 6  《元史．世祖本紀》卷 6，頁 171。  
8 7  陳立武，〈中書右丞浙西道宣慰使游資德生祠記〉，《吳都文粹續集》

卷三，頁 5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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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8)， 游 顯 調 升 ， 持 節 浙 右 。 至 元 十 九 年 (1282)， 受 詔 入

覲 ， 被 任 命 為 中 書 右 丞 浙 西 道 宣 慰 使 ， 途 經 平 江 地 區 ， 巡

視 吳 學 ， 除 再 次 勉 勵 生 員 外 ， 亦 出 資 整 建 學 校 ， 裨 「 政 事

教 化 可 以 並 行 而 不 悖 」。平 江 百 姓 感 念 游 顯，在 吳 學 中 為 之

立 生 祠。 8 8 吳 學 的 營 運，雖 然 確 實 受 到 宋 末 元 初 戰 亂 影 響 ，

特 別 是 學 產 田 地 可 能 在 宋 末 就 開 始 因 經 濟 狀 況 不 佳 ， 或 為

應 付 宋 廷 徵 餉 之 故 而 變 賣 ， 甚 至 遭 到 地 方 人 士 侵 佔 ， 但 吳

學 並 未 受 宋 元 政 權 交 替 而 停 擺 ， 至 少 仍 有 生 員 在 學 校 就

讀 ， 情 況 甚 至 比 兩 宋 之 際 幸 運 許 多 。 8 9  

                                                 
8 8  陳立武，〈中書右丞浙西道宣慰使游資德生祠記〉，《吳都文粹續集》

卷三，頁 57b。  
8 9  陳立武，〈中書右丞浙西道宣慰使游資德生祠記〉，《吳都文粹續集》

卷三，頁 5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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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吳學的校務經營 

在 中 國 官 學 教 育 的 發 展 上 ， 宋 代 具 有 關 鍵 性 的 轉 折 意

義 。 為 了 實 現 「 養 士 、 取 士 合 一 」 的 理 想 ， 宋 廷 三 次 嘗 試

將 取 士 與 教 育 結 合 ， 甚 至 希 望 以 教 育 取 代 科 舉 ， 雖 然 其 改

革 並 未 扭 轉 官 學 教 育 為 科 舉 制 度 主 導 之 勢 ， 但 諸 項 宋 代 官

學 教 育 的 特 色 ， 如 地 方 官 學 普 遍 設 立 、 學 田 制 形 成 、 教 官

選 任 與 路 級 教 育 管 理 機 構 確 立 等 ， 與 其 所 立 下 之 規 模 ， 卻

成 為 此 後 中 國 教 育 的 主 要 特 質 。 9 0 除 卻 科 舉 制 度 這 個 與 地

方 官 學 相 應 存 在 的 前 提 條 件 不 談 ， 學 田 制 度 是 支 持 地 方 官

學 經 營 的 主 要 元 素 ； 然 而 ， 若 空 有 田 產 而 無 有 為 者 妥 適 經

營 ， 亦 是 枉 然 。 本 章 的 主 旨 ， 即 在 討 論 吳 學 的 經 濟 情 況 、

校 務 的 經 營 ， 並 觀 察 教 授 在 其 中 逐 漸 凸 出 的 角 色 。  
目 前 的 研 究 ， 對 宋 代 州 級 官 學 的 普 遍 經 濟 狀 況 ， 已 經

有 了 概 括 性 的 描 繪 。 9 1 一 般 而 言 ， 地 方 官 學 的 主 要 經 濟 來

                                                 
9 0  李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

袁征，《宋代教育》。  
9 1  主要可見福澤與九郎，〈宋元時代州縣學產考（一）、（二）〉，《福

岡學藝大學紀要》第 8 期、第 9 期（ 1958、1959），頁 27-42、27-38。

李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頁 144-151。周愚文，《宋代的

州縣學》（台北：國立編譯館， 1996），頁 97-126。漆俠，〈宋代學

田 制 中 租 佃 關 係 的 發 展 〉，《 求 實 集 》（ 天 津 ：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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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由 宋 廷 所 賜 學 田 所 構 成 ， 學 田 出 租 給 佃 戶 耕 種 ， 收 取

田 租 以 支 應 學 校 用 度 。 除 了 各 州 府 建 學 時 ， 由 宋 廷 所 賜 土

地 外 ， 學 田 也 包 括 建 學 後 由 各 地 地 方 官 府 所 撥 、 學 校 自 行

購 置 或 地 方 人 士 捐 獻 的 田 地 。 在 學 田 之 外 ， 各 地 官 府 也 有

以 出 租 房 廊 之 租 金 、 刻 書 印 刷 出 售 的 收 入 ， 或 管 理 公 倉 的

節 餘 ， 甚 至 酒 稅 等 專 賣 事 業 權 利 金 等 各 種 方 式 ， 增 益 地 方

官 學 經 費 。 此 外 ， 地 方 官 學 經 費 ， 也 可 能 透 過 其 他 方 式 獲

得 ： 由 地 方 官 員 籌 措 或 捐 助 ； 地 方 官 員 將 爭 訟 不 決 的 產 業

充 公 ， 撥 為 學 產 ； 由 地 方 官 學 向 當 路 轉 運 司 暫 借 款 項 ， 以

賤 價 收 購 鄰 郡 爭 訟 產 業 ， 並 以 地 租 清 還 債 務 ； 或 商 請 地 方

父 老 贊 助 ， 以 供 給 學 校 生 員 伙 食 。  
做 為 地 方 官 學 最 主 要 的 經 濟 來 源，「 學 田 養 士 」是 宋 廷

支 持 地 方 官 學 發 展 的 基 本 政 策 。 這 項 政 策 最 早 始 於 乾 興 元

年 (1022)十 一 月，知 兗 州 孫 奭 (962-1033)擔 心 離 任 後，所 建

學 校 將 因 經 費 困 乏 而 無 以 為 繼 ， 遂 向 宋 廷 請 給 田 地 以 支 持

學 校 用 度 ， 獲 賜 田 十 頃 ； 李 燾《 續 資 治 通 鑑 長 編 》記 ：「 諸

州 級 給 學 田 蓋 始 此。」9 2 地 方 官 學 建 學 賜 田 自 此 形 成 慣 例 ，

在 景 祐 、 寶 元 間 (1034-1040)， 凡 州 郡 立 學 ， 即 比 照 兗 州 州

學 例 ， 視 學 校 規 模 大 小 ， 分 賜 學 田 五 至 十 頃 不 等 ； 慶 曆 四

年 (1044)，宋 仁 宗 接 受 范 仲 淹 的 建 言，詔 令 天 下 州 郡 建 學 ，

獲 賜 學 田 的 地 方 官 學 ， 範 圍 更 為 擴 大 。  

                                                                                                                            
1982），頁 160-175。Yuan  Zheng ,  Loca l  Government  Schoo ls  in  Sung  

China :  A Reassessmen t ,  His tory  o f  Educa t ion  Quar ter ly ,  Vo l .  34 ,  

No .  2 .  (B looming ton :  Ind iana  Univers i ty,  Summer,  1994) ,  

pp .193-213 .下文對學田的概略介紹，引自上述諸作。  
9 2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99，乾興元年十一月庚辰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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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 寧 四 年 (1070) ， 宋 廷 再 度 下 詔 ， 各 路 設 有 教 授 的 州

府 ， 均 賜 學 田 十 頃 充 學 糧 ； 原 有 土 地 不 及 十 頃 者 ， 則 增 至

十 頃 ； 超 過 十 頃 者 ， 聽 任 維 持 原 狀 。 徽 宗 崇 寧 興 學 時 期 ，

在 蔡 京 的 主 導 下 ， 更 將 各 路 常 平 司 所 屬 戶 絕 田 地 、 產 業 ，

撥 充 學 校 養 士 用 度 ， 且 向 下 擴 及 縣 學 。 然 而 ， 崇 寧 興 學 受

黨 爭 傾 軋 影 響 ， 政 策 朝 令 夕 改 ， 如 同 兒 戲 ， 同 時 興 學 運 動

也 因 本 身 發 展 過 度 膨 脹 ， 除 了 導 致 學 田 管 理 與 經 費 運 用 弊

病 叢 生 ， 更 壓 迫 到 地 方 上 其 他 經 濟 需 求 。 9 3 再 者 ， 宋 金 戰

爭 致 使 宋 廷 財 政 窘 迫 ， 原 本 隨 天 下 三 舍 法 而 擴 大 推 行 的 學

田 養 士 政 策 ， 因 而 在 推 行 不 久 之 後 又 迅 速 萎 縮 ， 撥 予 各 地

官 學 養 士 之 用 的 學 田 面 積 也 大 幅 縮 減 ， 回 復 到 天 下 三 舍 法

推 行 前 的 規 模 。  
隨 著 宋 金 戰 事 逐 漸 緩 和 ， 紹 興 五 年 (1135)之 後 ， 宋 廷

又 開 始 陸 續 撥 下 田 產 給 各 州 縣 地 方 官 學 ； 但 各 地 學 田 產 業

真 正 重 新 回 復 ， 用 以 支 持 地 方 官 學 的 開 支 用 度 ， 仍 要 待 到

紹 興 議 和 之 後 。 此 後 ， 各 地 地 方 官 學 學 田 ， 因 各 地 官 府 撥

下 籍 沒 入 官 、 寺 絕 田 產 及 無 主 荒 田 ， 而 陸 續 擴 增 ； 此 外 ，

為 維 繫 州 縣 地 方 官 學 的 營 運 ， 或 擴 大 生 員 員 額 ， 也 開 始 有

州 縣 學 自 置 學 田 、 鄉 民 集 資 購 田 等 方 式 出 現 。  
學 產 管 理 方 面，在 地 方 官 學 發 展 初 期，地 方 官 學 事 務，

尤 其 是 財 務 管 理 ， 主 要 由 州 縣 地 方 官 負 責 ； 後 為 加 強 對 地

方 官 學 的 財 務 管 理 ， 則 改 由 各 路 轉 運 使 負 責 主 持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濟 事 務 。 在 徽 宗 崇 寧 二 年 (1103)， 為 利 天 下 三 舍 法 的

推 行 ， 且 為 因 應 各 地 地 方 官 學 日 漸 龐 雜 的 事 務 ， 宋 廷 設 立

了 路 級 教 育 管 理 機 構「 提 舉 學 事 司 」。此 後，地 方 官 學 的 財

                                                 
9 3  周愚文，《宋代的州縣學》，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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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事 務 則 轉 由 提 舉 學 事 司 負 責 ； 而 在 統 籌 性 事 務 之 外 ， 宋

廷 及 各 地 州 府 也 派 選 官 員 及 吏 人 ， 擔 任 「 錢 糧 官 」 或 「 庫

子 」，主 持 各 校 的 財 務 會 計 工 作，審 查 地 方 官 學 的 各 項 開 支

情 況 。  
養 士 學 田 或 地 方 官 府 各 種 常 態 性 用 以 籌 措 地 方 官 學 經

費 的 措 施 ， 基 本 上 確 保 了 地 方 官 學 經 營 的 穩 定 與 延 續 。 同

時 ， 這 些 用 以 資 助 地 方 官 學 生 員 基 本 生 活 的 補 貼 ， 無 形 中

也 擴 大 了 就 學 生 員 的 來 源 及 宋 代 政 府 取 士 擢 才 的 範 圍 。 然

而 ， 這 些 支 持 地 方 官 學 發 展 的 經 濟 政 策 ， 所 面 臨 最 大 的 難

題 ， 也 來 自 這 些 經 費 的 官 方 性 質 。 學 田 或 其 他 經 費 收 入 ，

常 遭 地 方 官 府 挪 做 他 用 ， 學 田 也 時 常 有 受 地 方 豪 強 或 形 勢

官 戶 ， 乃 至 地 方 官 吏 本 身 侵 佔 的 問 題 。 因 此 ， 針 對 地 方 官

學 經 濟 情 況 ， 也 有 學 者 認 為 ， 由 於 終 宋 之 世 ， 宋 廷 均 未 專

設 教 育 經 費 預 算 ， 加 以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資 金 始 終 短 缺 ， 即 便

有 學 田 ， 地 方 官 學 經 費 相 當 程 度 仍 賴 私 人 捐 助 ， 或 被 地 方

官 府 將 負 擔 轉 嫁 給 當 地 人 士 。 正 因 為 地 方 官 學 的 財 政 、 建

設 ， 與 多 數 用 以 籌 措 官 學 經 費 的 措 施 ， 始 終 受 控 於 國 家 或

地 方 官 府 ， 學 校 財 政 不 僅 不 獨 立 ， 學 產 更 時 常 被 當 地 官 府

移 作 他 用 ， 或 被 其 他 力 量 侵 佔 。 這 樣 的 不 穩 定 性 ， 導 致 以

致 所 有 的 教 育 活 動 都 被 視 為 是 官 方 的 恩 賜 ； 唯 有 地 方 官 學

層 級 越 高 ， 或 越 接 近 政 治 中 心 ， 才 能 享 有 越 好 的 待 遇 。 9 4  

                                                 
9 4  Yuan  Zheng ,  Loca l  Governmen t  Schoo ls  in  Sung  China :  A 

Reassessment ,  pp .193-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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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吳學財務概況、經費運用與稅務問題  

吳 學 的 經 濟 情 況 ， 大 致 不 脫 前 文 所 述 宋 代 一 般 地 方 官

學 的 基 本 發 展 。 關 於 吳 學 經 濟 狀 況 或 財 務 經 營 的 資 料 ， 屬

於 北 宋 者 ， 大 多 毀 於 建 炎 兵 禍 ； 目 前 可 見 的 部 分 ， 大 多 是

保 留 在 石 刻 文 獻 中 ， 年 代 集 中 在 南 宋 中 、 後 期 。 透 過 這 些

石 刻 資 料 ， 有 助 於 在 現 有 對 宋 代 學 田 問 題 的 概 括 討 論 之

外 ， 更 深 入 而 細 緻 地 瞭 解 地 方 官 學 經 濟 的 實 際 情 況 與 教 育

之 外 的 校 務 經 營 。  
吳 學 創 建 之 初 ， 曾 獲 賜 學 田 五 頃 ， 此 後 隨 著 歷 代 詔 令

增 賜 田 地 ， 或 地 方 官 府 撥 下 沒 官 田 產 等 ， 用 以 支 持 吳 學 的

養 士 資 產 逐 漸 累 積 ， 到 南 宋 已 相 當 可 觀 。 然 而 ， 擁 有 可 觀

的 財 產 數 字 ， 卻 不 等 於 擁 有 用 度 無 虞 的 經 濟 資 源 。 光 宗 紹

熙 四 年 (1193)， 倪 千 里 出 任 吳 學 教 授 。 初 到 任 ， 倪 千 里 首

先 著 手 瞭 解 吳 學 的 財 務 情 況 ， 卻 發 現 吳 學 財 務 狀 況 不 足 以

供 應 支 持 學 校 運 作 、 供 養 生 員 ， 因 此 決 定 從 整 理 查 核 學 產

開 始 ， 希 望 能 解 決 吳 學 面 臨 的 財 務 困 境 。 9 5  
吳 學 產 業 的 情 況 繁 瑣 又 龐 雜 ， 整 理 學 產 的 工 作 一 直 到

慶 元 二 年 (1196)正 月 才 完 成 ， 並 立 石 為 證 。 經 過 清 查 ， 吳

學 能 夠 用 以 支 應 學 校 開 支 用 度 的 產 業 ， 有 土 地 近 11195.43
畝 ， 其 中 包 括 苗 田 、 蕩 田 、 圍 田 ， 也 有 出 租 民 眾 經 營 漁 業

的 茭 蕩 、 莊 地 所 附 屋 舍 等 ， 而 這 筆 土 地 數 字 還 不 包 括 未 出

租 也 未 開 墾 的 土 地 ， 也 不 包 括 因 碑 文 缺 漏 所 不 能 納 入 統 計

的 產 業 。 在 納 租 正 常 的 狀 況 下 ， 這 批 產 業 扣 除 砧 基 簿 已 失

                                                 
9 5  戴溪，〈吳學義廩記〉，《吳都文粹續集》卷 3，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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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納 租 人 或 租 米 數 的 部 分 ， 總 計 每 年 可 得 白 米 、 糙 米 或 麥

等 穀 糧 近 2287.05 石 。 除 了 穀 糧 之 外 ， 吳 學 收 入 還 包 括 隨

租 米 徵 收 的 帶 收 錢 、 糜 費 錢 ， 及 遺 利 錢 等 雜 費 ， 每 年 573
貫 926 文 ， 及 出 租 田 地 、 土 地 、 房 屋 等 租 錢 ， 每 年 1954
貫 600 文 以 上 ， 再 加 上 每 月 提 舉 常 平 司 所 撥 下 的 一 筆 小 額

經 費 ， 為 數 相 當 可 觀 。 9 6  
但 是 ， 這 番 清 查 也 發 現 ， 因 為 田 籍 記 錄 不 清 ， 到 慶 元

二 年 時 ， 吳 學 已 有 639 畝 餘 的 土 地 下 落 不 清 ， 約 佔 吳 學 可

知 田 產 的 5.7%， 每 年 至 少 損 失 9.3%的 租 糧 ， 而 這 還 是 在

其 他 產 業 都 能 如 數 收 租 的 前 提 下，所 構 成 的 最 低 損 失。9 7 不

過 ， 除 了 發 現 損 失 ， 學 產 清 查 也 有 意 外 的 收 穫 。 有 三 筆 土

地 過 去 可 能 長 期 受 地 方 豪 戶 或 官 戶 包 佃 ， 透 過 這 次 學 產 清

                                                 
9 6  上述各項數字，據〈吳學糧田籍記（二）〉，《宋代石刻文獻全編》

冊 2，頁 285 下 -292 上。《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 收錄《江蘇通

志 稿 》 所 刊 之 〈 吳 學 糧 田 籍 記 〉 內 容 多 處 有 缺 漏 字 ， 且 前 標 題為

「二」，疑前尚有部分碑文內容，因此以內容所統計數字，與碑文

最 末 慶 元 年 間 所 統 計 有 出 入 ， 此 處 除 土 地 畝 數 為 目 前 所 見 資 料之

加 總 外 ， 其 他 數 字 引 用 慶 元 二 年 碑 文 最 末 之 紀 錄 。 此 外 ， 很 可惜

在 常 平 使 府 撥 款 數 字 部 分 ， 有 許 多 缺 漏 ， 只 能 得 知 府 學 每 月 從常

平使府得到一筆經費，但不知數目與名目。  
9 7  倪千里〈吳學糧田籍記〉，《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291-292。

〈 吳 學 糧 田 籍 記 〉 列 出 各 種 不 同 收 入 明 細 ， 同 時 也 條 列 下 落 不明

的 土 地 ， 並 註 錄 其 往 年 收 租 額 。 根 據 碑 文 所 提 供 的 資 料 ， 計 算出

府學因為土地下落不清，估計每年約損失米糧 212 .83 碩，約為當

時一年可收租糧量的 9 .3%的。此處 9 .3%是就租糧總量而言，未折

算白米、糙米與麥當時不同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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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 吳 學 派 出 催 租 人 與 甲 頭 ， 要 過 去 租 佃 這 些 被 包 租 土 地

的 佃 農 ， 各 自 至 吳 學 ， 直 接 與 學 校 重 新 訂 立 租 佃 田 地 的 契

約 。 新 的 契 約 由 佃 農 直 接 將 田 租 繳 予 吳 學 ， 中 間 不 再 經 過

包 佃 田 地 的 「 二 地 主 」， 9 8 吳 學 因 此 能 較 過 去 獲 得 更 多 的 田

租 收 入 。  
這 三 筆 重 新 與 佃 戶 立 約 的 土 地 中 ， 崑 山 縣 全 吳 鄉 一 筆

2400 畝 的 土 地 ， 在 處 理 的 過 程 中 ， 尤 為 曲 折 。  
這 筆 土 地 ， 原 由 韓 蘄 王 府 幹 人 郁 明 所 佃 ； 蘄 王 即 南 宋

名 將 韓 世 忠 ， 由 於 韓 世 忠 在 南 宋 初 的 功 績 ， 韓 世 忠 及 其 後

人 在 平 江 府 相 當 具 有 影 響 力 。 正 因 為 有 韓 蘄 王 府 的 勢 力 作

後 盾，郁 明 也 才 能 以 官 戶 幹 人 的 身 份，長 期 違 法 承 佃 學 田；

甚 至 可 以 大 膽 推 測 ， 郁 明 應 是 代 蘄 王 府 承 佃 這 筆 土 地 ， 並

在 包 佃 學 田 後 ， 以 一 般 田 地 的 租 額 轉 租 其 他 佃 農 ， 以 收 取

包 租 學 田 租 額 與 實 際 所 收 租 額 間 的 差 額 ， 以 為 韓 蘄 王 府 牟

利 。 龐 大 的 利 益 讓 「 浮 浪 不 根 」 的 朱 仁 眼 紅 ， 在 諸 豪 猾 之

徒 的 慫 恿 煽 動 及 經 濟 支 持 下 ， 以 蘄 王 府 為 官 戶 ， 身 為 蘄 王

府 幹 人 ， 郁 明 不 符 合 承 佃 資 格 ， 於 理 不 得 承 佃 性 質 屬 於 官

田 的 學 田 為 由 ， 由 朱 仁 出 名 上 告 官 府 ， 爭 佃 學 田 。  
此 案 乍 看 是 郁 明 與 朱 仁 兩 民 爭 佃 田 產 ， 其 實 卻 暗 藏 玄

                                                 
9 8在宋代官學體系中，學田是學校固定的經費來源，學田多採取租佃

制，由當地佃戶承佃，依時繳納田租，學校則以田租收入支應基

本開支。漆俠指出，一來由於學田土地零碎，管理不易；二來，

也因為官田租額較低，地方官紳豪戶希望能藉包租官田，再以一

般租額轉租小農佃戶的方式，牟取差額之利，因而出現所謂「二

地主」。漆俠，〈宋代學田制中封建租佃關係的發展〉，《求實集》，

頁 16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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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 蘄 王 府 幹 人 郁 明 所 以 被 默 許 非 理 承 佃 學 田 ， 部 分 可 能

是 由 於 蘄 王 府 勢 力 的 背 後 支 持 。 過 去 官 府 或 吳 學 對 於 這 類

藉 背 後 形 勢 官 戶 勢 力 包 租 學 田 的 情 況 ， 有 所 忌 憚 ， 才 使 學

田 處 於 長 期 被 郁 明 這 類 人 包 占 租 佃 權 的 情 況 ， 得 過 且 過 。

然 而 ， 朱 仁 能 夠 在 豪 猾 之 徒 金 援 下 ， 以 爭 佃 訴 訟 挑 戰 郁 明

背 後 的 蘄 王 府 ， 其 實 也 反 映 出 顯 赫 一 時 的 蘄 王 府 勢 力 ， 隨

著 時 間 過 去 而 逐 漸 轉 弱 。 這 樁 官 司 ， 一 則 是 爭 訟 連 年 ， 將

影 響 吳 學 田 租 收 入 ， 二 則 不 論 此 官 司 孰 勝 ， 吳 學 產 業 似 乎

都 會 繼 續 蒙 受 損 失 ， 對 吳 學 來 說 ， 若 能 藉 雙 方 爭 佃 官 司 的

機 會 ， 得 回 學 田 租 佃 的 主 控 權 利 ， 又 不 至 於 直 接 得 罪 蘄 王

府 ， 再 好 不 過 。 因 此 ， 紹 熙 五 年 (1194)， 吳 學 教 授 倪 千 里

便 與 其 他 學 職 人 員 、 學 生 聯 名 遞 狀 ， 向 兩 浙 西 路 提 點 刑 獄

公 事 黃 遹 提 出 申 告，請 求 將 該 田 地 收 回，由 吳 學 自 行 出 佃。 
在 此 事 中 ， 倪 千 里 作 為 一 名 教 授 ， 利 用 二 地 主 與 他 人

爭 佃 學 田 的 訴 訟 ， 取 回 了 吳 學 的 產 業 。 該 田 地 除 了 原 本 可

獲 得 租 額 之 外 ， 每 年 竟 可 多 獲 得 300 足 石 的 糙 米 。 該 地 原

有 租 額 ， 仍 用 以 支 應 吳 學 的 日 常 用 度 ， 此 外 倪 千 里 又 以 吳

學 自 行 出 佃 田 地 所 額 外 獲 得 的 收 入，創 置 了「 吳 學 義 廩 」，

使 吳 學 學 產 在 養 士 之 外 ， 增 添 了 公 益 用 途 9 9 。  
妥 善 經 營 學 校 ， 除 了 必 須 確 實 掌 握 學 校 的 財 務 情 況 ，

也 要 能 夠 善 用 校 務 積 餘 經 費 轉 投 資 ， 為 學 校 開 源 。 嘉 泰 四

年 (1204) ， 教 授 唐 仁 傑 到 任 之 初 ， 吳 學 受 限 於 經 費 ， 每 日

能 提 供 資 助 的 生 員 名 額 ， 不 及 百 人 。 為 擴 大 可 資 助 生 員 員

                                                 
9 9  倪千里，〈吳學糧田籍記〉，《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287-288。

戴溪，〈吳學義廩記〉，《吳都文粹續集》卷 3，頁 24-26b。關於吳

學義廩，將在下一章詳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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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 教 授 唐 仁 傑 乃 利 用 歷 任 教 授 任 內 所 積 義 廩 錢 ， 及 節 省

學 校 開 支 所 攢 存 下 的 款 項，共 8000 貫 文 省，委 請 吳 學 學 職

人 員 在 平 江 城 及 近 郊 尋 訪 合 適 田 業 。 這 筆 積 餘 經 費 的 主 要

來 源 義 廩 錢 ， 正 是 來 自 慶 元 二 年 教 授 倪 千 里 所 創 設 的 吳 學

義 廩 。 從 嘉 泰 四 年 到 開 禧 二 年 (1206)， 唐 仁 傑 一 共 以 6207
貫 955 文 九 十 九 陌 ， 為 吳 學 典 買 入 十 筆 土 地 約 504 畝 ， 及

瓦 屋 5 間 ， 每 年 估 計 可 收 租 米 579.527 碩 ， 及 房 屋 租 金 43
貫 文 足 。 這 些 投 資 確 實 對 吳 學 養 士 頗 有 助 益 ， 兩 年 之 內 ，

吳 學 除 了 增 收 生 員 之 外 ， 也 用 這 些 投 資 所 帶 來 的 收 益 整 葺

府 學 。 1 0 0   
利 用 學 校 的 積 餘 資 金 購 置 產 業 以 為 投 資 的 想 法 ， 其 實

在 前 任 鄭 姓 教 授 任 內，即 已 開 始 著 手 進 行。鄭 教 授 在 任 時，

曾 向 當 時 的 判 知 平 江 府 張 巖 提 出 申 請 ， 希 望 將 吳 學 積 餘 經

費 委 託 官 府 ， 代 為 購 置 田 業 。 此 事 雖 得 張 巖 批 准 ， 但 因 受

委 任 承 辦 官 員 的 延 宕 ， 反 使 吳 學 選 置 田 產 一 事 中 途 流 產 ，

添 購 學 產 以 擴 增 生 員 員 額 的 計 畫 ， 也 遭 擱 置 。 迨 唐 仁 傑 到

任 ， 認 為 這 筆 吳 學 積 餘 現 錢 ， 若 不 能 善 加 運 用 ， 盡 快 添 購

合 適 的 田 業 ， 很 快 便 會 耗 散 流 失 ， 因 而 不 待 平 江 府 派 出 任

其 他 官 員 處 理 此 事 ， 即 先 委 託 吳 學 學 正 、 學 錄 、 直 學 等 學

職 人 員 在 平 江 府 近 郊 挑 選 適 宜 投 資 的 田 業 。  
由 地 方 官 學 自 行 購 置 的 產 業 ， 當 然 屬 於 學 產 的 一 部

份 。 根 據 政 和 二 年 (1112) 詔 令 ， 地 方 官 學 學 田 可 免 除 夏 秋

                                                 
1 0 0  此處金額為 1 貫為 990 文的九九陌；每年所收租米為 445 .79 石，

以百三十合斗計算，而得出 579 .527 石。關於教授唐仁傑為吳學

置田事，引自唐仁傑〈吳學續置田記〉，收錄於《宋代石刻文獻全

編》冊 2，頁 300-315 上。下文相關內容均引自此處，不一一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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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稅，1 0 1 但 由 學 校 自 行 購 入 的 田 產，所 能 得 到 的 免 稅 優 假 ，

並 未 隨 著 田 業 購 入 而 自 動 生 效 ， 必 須 由 學 校 主 動 向 地 方 官

府 提 出 申 請 。 因 此 ， 嘉 泰 四 年 到 開 禧 二 年 ， 唐 仁 傑 陸 續 為

吳 學 購 置 入 房 舍、田 產 後，也 依 次 向 平 江 府 呈 報 這 些 田 業，

並 提 出 免 稅 申 請 。  
吳 學 置 田 的 例 子 ， 為 地 方 官 學 自 行 購 置 的 產 業 ， 如 何

正 式 轉 為 學 田，提 供 了 相 當 詳 細 的 例 證。免 稅 申 請 由 教 授、

學 校 重 要 學 職 人 員 ， 及 受 派 任 兼 管 地 方 官 學 財 務 的 錢 糧 官

共 同 署 名 提 出 。 唐 仁 傑 除 了 請 免 二 稅 之 外 ， 也 同 時 向 平 江

府 提 出 了 請 免 交 易 「 稅 契 錢 」 的 申 請 。 申 請 文 件 條 列 請 免

二 稅 產 業 的 詳 細 資 料 ， 包 括 田 產 字 號 、 面 積 、 土 地 四 至 位

置 、 租 佃 者 與 租 米 數 或 折 納 金 額 ， 以 及 購 置 時 間 、 金 額 及

該 產 業 簡 單 來 歷 ， 並 附 上 契 書 。 平 江 府 收 到 申 請 後 ， 會 先

向 該 田 業 所 在 縣 衙 及 牙 契 庫 核 實 勘 對 田 業 的 稅 籍 、 交 易 資

料 。 經 平 江 府 審 核 評 估 ， 同 意 蠲 免 該 田 業 二 稅 之 後 ， 便 發

出 公 文 通 知 該 田 業 所 在 縣 份 ， 註 銷 其 二 稅 版 籍 ， 且 要 求 縣

級 承 辦 官 員 配 合 協 助 處 理 田 業 交 易 、 過 戶 等 事 宜 ， 並 照 會

牙 契 庫 ， 免 收 交 易 的 稅 契 錢 ， 同 時 也 發 文 照 會 吳 學 。  
倪 千 里 清 整 吳 學 學 產 ， 及 唐 仁 傑 為 吳 學 添 購 產 業 二

事 ， 若 分 別 討 論 ， 乍 觀 或 許 會 得 到 「 宋 代 的 地 方 官 學 時 常

處 於 財 用 不 足 的 情 況 ， 以 致 於 主 事 的 教 授 乃 至 地 方 官 員 ，

必 須 不 斷 為 學 校 用 度 尋 求 新 的 來 源 」 這 類 的 結 論 。 然 而 ，

若 合 併 觀 之 ， 會 有 不 同 的 發 現 ── 養 士 員 額 與 學 校 養 士 經

費 間 的 關 係 ， 實 際 上 猶 如「 雞 生 蛋 ， 蛋 生 雞 」， 在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中 循 環 不 已 。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者 ， 無 論 是 地 方 官 員

                                                 
1 0 1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崇儒》（北京：中華書局，1957）2 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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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教 授 ， 往 往 嘗 試 著 開 源 節 流 ， 希 望 能 藉 此 增 加 學 校 能 資

助 的 生 員 員 額 ， 卻 又 因 生 員 不 斷 增 加 ， 得 繼 續 尋 求 新 的 經

費 來 源 。 可 能 造 成 此 情 況 的 因 素 ， 其 實 與 地 方 官 學 經 營 的

良 丕 背 後 所 被 賦 予 的 意 義 有 關 。 從 功 利 角 度 著 眼 ， 乃 在 於

就 讀 於 地 方 官 學 的 生 員 人 數 ， 相 當 程 度 上 被 視 為 地 方 官 員

與 官 學 教 授 的 教 化 績 效 ； 另 方 面 ， 就 教 育 理 想 而 言 ， 地 方

官 學 所 能 接 受 的 學 生 人 數 越 多 ， 也 代 表 著 能 作 育 更 多 的 人

才 。  
當 吳 學 這 樣 擁 有 豐 富 經 濟 資 源 的 地 方 官 學 ， 卻 再 三 在

碑 記 中 透 露 出 財 用 不 足 的 訊 息 ， 我 們 必 須 意 識 到 ， 所 謂 財

用 不 足 ， 其 實 是 相 對 性 的 。 教 授 唐 仁 傑 曾 在 呈 送 給 平 江 府

的 公 文 中 提 到，吳 學 所 有 田 地 雖 廣、租 米 之 額 雖 多，但「 所

收 之 實 甚 寡 」，若 遇 天 時 不 佳，有 時 甚 至「 未 必 能 周 一 歲 之

費 」。 1 0 2 從 正 面 理 解 ，很 容 易 得 到 吳 學 財 物 窘 困 的 結 論 ， 但

事 實 上 的 情 況 是 ， 吳 學 非 但 沒 有 財 務 短 缺 ， 甚 至 還 累 積 了

一 筆 不 小 的 經 費 ， 唐 仁 傑 此 言 目 的 是 在 說 服 平 江 府 方 面 同

意 吳 學 所 提 出 的 免 稅 申 請 。 若 是 再 進 一 步 思 考 其 他 吳 學 表

示 財 用 有 虞 的 情 況 ， 更 可 以 發 現 所 謂 不 足 ， 是 相 對 性 的 ，

通 常 吳 學 在 一 般 的 校 務 營 運 之 外 ， 出 現 其 他 需 求 ， 好 比 希

望 能 增 加 更 多 的 生 員 員 額 、 希 望 能 建 造 或 修 葺 校 舍 等 ， 而

原 有 的 經 費 不 足 以 支 應 這 些 新 增 開 支 ， 便 會 向 外 發 出 學 校

財 用 不 足 的 訊 息 。 至 於 天 時 不 佳 ， 導 致 欠 收 ， 連 帶 影 響 吳

學 的 財 務 用 度 ， 這 種 情 況 則 是 整 個 區 域 性 甚 至 全 國 性 的 經

濟 短 缺 ， 不 適 宜 以 此 為 吳 學 財 用 不 足 的 討 論 。 同 時 ， 從 養

                                                 
1 0 2  唐仁傑，〈吳學續置田記〉，收錄於《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

頁 300-31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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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員 額 與 校 務 經 費 的 運 用 出 發 ， 也 就 不 難 理 解 為 什 麼 像 吳

學 這 樣 一 個 已 經 擁 有 豐 富 的 經 濟 資 源 的 地 方 官 學 ， 無 論 是

地 方 官 員 或 負 有 學 校 實 際 經 營 權 責 的 教 授 ， 仍 會 透 過 地 方

官 府 撥 田 或 學 校 自 行 購 置 等 方 式 ， 不 斷 不 斷 地 持 續 擴 充 學

產 ， 以 試 圖 增 益 學 校 生 員 員 額 。 1 0 3  

                                                 
1 0 3  吳學學產在開禧二年之後，仍不斷增加。謝南〈平江府添助學田

記〉，收錄於《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324 下 -327；〈吳學糧

田續記〉，收錄於《元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1，頁 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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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吳學校務經營中所顯現的職能分流  

北 宋 仁 宗 詔 令 天 下 州 郡 立 學 之 前 ， 由 地 方 官 創 設 的 學

校 與 私 人 書 院 之 間 並 沒 有 太 大 區 別 。 州 級 學 校 雖 由 地 方 長

官 提 出 申 請 ， 受 到 國 家 補 助 ， 獲 賜 學 田 但 書 院 也 同 樣 得 到

官 方 的 認 同 與 支 持 ， 兩 者 在 「 教 本 於 學 校 ， 士 察 於 鄉 里 」

的 理 想 上 是 同 一 的 。 1 0 4 地 方 官 創 建 的 學 校 獲 得 國 家 補 助 與

認 可，成 為 正 式 的 官 立 學 校，在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發 展 的 初 期，

學 校 的 經 營 職 責 主 要 歸 屬 於 地 方 長 官 ， 教 授 的 任 務 多 集 中

在 教 育 講 學 之 上 。 1 0 5 知 蘇 州 范 仲 淹 從 尋 找 校 址 、 像 朝 廷 請

賜 學 田 ， 到 延 攬 教 師 ， 一 手 籌 畫 吳 學 的 創 建 便 可 見 一 斑 ；

而 慶 元 元 年，富 嚴 知 蘇 州 見 吳 學 藏 書 隨 意 擱 置，日 漸 散 脫，

而 欲 建 閣 藏 書 ， 即 使 運 用 的 是 吳 學 本 身 的 積 餘 經 費 ， 卻 也

是 與 吳 學 學 址 所 跨 吳 、 長 洲 兩 縣 縣 令 商 議 ， 而 非 與 教 授 共

同 籌 畫 。  
不 過 ， 由 知 州 主 導 校 務 經 營 的 情 況 ， 逐 漸 隨 著 教 授 一

                                                 
1 0 4  趙鐵寒認為，當時的設學理想，是「使士皆土著」，「州縣察其履

行 」，「 絕濫 進 之 弊」， 是 自 漢以 來 鄉 舉里 選 之 遺意 。 見 氏著 ，〈 宋

代的州學（上）、（下）〉，《大陸雜誌》7 卷 10 期、11 期，頁 15-19、

頁 15-17。陳雯怡在討論到宋代教育制度與理念間的互動時，也提

到這點。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度與理念的互動看宋代

教育的演變》，頁 4-5。  
1 0 5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47，仁宗慶曆四年三月乙亥條記載，

神宗熙寧變法之前教授尚取決於路級或州級長官。李燾，《續資治

通鑑長編》卷 147，頁 3563-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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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的 確 立 而 出 現 轉 變 。 元 祐 年 間 ， 朱 長 文 (1039-1089)任 吳

學 教 授 時 ， 吳 學 因 生 員 人 數 眾 多 且 年 久 失 修 ， 而 有 校 舍 不

足 、 傾 陊 褊 迫 的 窘 境 。 當 時 ， 教 授 朱 長 文 與 吳 學 學 職 同 僚

商 議 ， 希 望 能 再 次 以 南 園 餘 地 ， 增 建 學 舍 齋 廬 ； 然 而 屢 屢

請 命 ， 當 時 的 知 州 與 路 級 長 官 也 都 只 能 無 奈 表 示 ， 財 用 不

足 ， 愛 莫 能 助 。 元 祐 四 年 ， 范 純 禮 受 命 出 任 制 置 江 、 淮 等

路 發 運 使，主 管 江、淮 六 路 漕 事。他 藉 赴 任 途 經 蘇 州 之 便 ，

返 鄉 祭 祖，並 赴 吳 學 所 設 范 文 正 公 祠 堂，祭 奠 父 親 范 仲 淹。

朱 長 文 便 趁 此 機 會 ， 將 學 舍 不 足 且 亟 待 修 葺 一 事 告 知 范 純

禮 。 范 純 禮 除 自 朱 長 文 處 獲 悉 吳 學 情 況 ， 可 能 也 從 剛 由 潤

州 調 任 知 蘇 州 的 王 覿 處 得 知 ， 因 生 員 眾 多 ， 校 舍 不 敷 使 用

的 地 方 官 學 ， 不 只 吳 學 ， 潤 州 州 學 也 有 校 舍 殘 舊 的 問 題 ，

而 這 兩 學 校 都 是 早 年 范 仲 淹 在 外 任 知 州 時 所 創 建 的 。  
范 純 禮 向 宋 廷 上 奏 ， 代 蘇 、 潤 二 學 請 命 重 修 學 舍 ， 宋

廷 批 准 並 撥 下 經 費 ， 吳 學 獲 撥 蘇 州 商 稅 的 收 入 ， 以 為 修 建

資 金 。 校 舍 擴 建 耗 時 一 年 ， 興 築 工 程 歷 經 劉 珵 、 王 覿 兩 知

州 ， 其 中 王 覿 在 知 潤 州 時 已 有 主 持 潤 州 州 學 重 建 的 經 驗 ，

整 個 施 工 工 程 與 經 費 運 用，均 得 力 於 他 的 籌 劃。此 番 整 建，

非 但 修 葺 了 校 舍 ， 且 為 有 助 於 吳 學 往 後 能 永 續 經 營 ， 更 仔

細 清 整 了 原 本 用 以 供 給 吳 學 開 支 用 度 的 產 業，「 凡 學 田 之 佃

于 人 而 隱 沒 者 ， 為 之 括 而 實 之 ； 屋 之 僦 于 市 而 已 壞 者 ， 為

之 新 而 復 之；養 士 之 資，由 此 不 匱 」。 1 0 6 朱 長 文 在 記 文 中 提

到 ：  

 
夫儒者蚤暮孜孜，從事典籍，苟居處不佚、餱糧不豐

                                                 
1 0 6  朱長文，〈蘇州學記 元 祐 五 年 歳 次 庚 午 秋 七 月 甲 子 朔 建 〉，頁 4-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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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責其勤，難矣。故嚴其宮、足其餉，所以教也。 1 0 7  
 

相 較 於 范 仲 淹 等 人 起 初 將 地 方 官 學 配 合 學 田 制 度 ， 在 全 國

推 廣 ， 從 正 面 提 出 為 國 養 士 育 才 理 想 的 經 濟 基 礎 ， 北 宋 中

晚 期 的 教 授 朱 長 文 則 從 反 面 說 明，校 舍、食 糧 等 經 濟 條 件，

都 影 響 著 學 生 的 學 習 品 質 ， 點 名 了 無 論 是 校 舍 、 資 金 ， 其

苦 心 經 營 都 是 為 了 能 提 供 生 員 更 好 的 就 學 環 境 。 朱 長 文 或

許 不 是 第 一 個 談 到 物 質 條 件 與 學 校 經 營 二 者 關 連 的 州 學 教

授 ， 但 卻 呈 現 出 至 少 在 北 宋 中 晚 期 ， 即 便 主 要 的 校 務 經 營

可 能 仍 有 賴 地 方 官 員 的 主 持 與 支 援 ， 然 而 作 為 一 名 地 方 官

學 教 授 ， 朱 長 文 已 經 開 始 意 識 到 ， 關 於 學 校 的 經 營 ， 不 只

是 知 識 教 育 ， 也 包 括 庶 務 營 運 。 事 實 上 ， 雖 然 朱 長 文 在 記

文 中 大 力 推 崇 范 純 禮 、 劉 埕 、 王 覿 等 地 方 官 員 對 吳 學 重 建

的 貢 獻 ， 吳 學 重 建 之 契 機 ， 仍 有 賴 于 教 授 朱 長 文 的 奔 走 。  
推 動 此 番 大 規 模 整 建 的 吳 學 教 授 朱 長 文 ， 字 伯 原 ， 蘇

州 吳 縣 人 ， 中 嘉 祐 四 年 （ 1059） 進 士 乙 科 ， 後 以 足 疾 ， 長

年 侍 父 居 鄉 里。元 豐、元 祐 年 間，以 道 德、學 術 聞 名 遐 邇 ，

聲 動 京 師 。 米 芾 在 朱 長 文 墓 表 中 描 述 ， 其 居 蘇 州 時 「 郡 守

監 司 莫 不 造 請 ， 謀 政 所 急 ； 士 大 夫 過 者 必 奔 走 樂 圃 ， 以 後

為 恥 。 」 1 0 8 朱 長 文 居 蘇 州 近 三 十 年 ， 歷 任 當 路 監 司 及 知 州

累 次 上 奏 ， 稱 其 士 行 經 術 ， 希 望 能 獲 朝 廷 旌 擢 ， 差 充 蘇 州

州 學 教 授 ， 卻 始 終 未 果 。 元 祐 元 年 (1086)， 詔 教 授 由 原 翰

林 學 士 院 取 試 ， 改 為 中 外 臣 僚 自 監 察 御 史 以 上 ， 擇 經 明 、

                                                 
1 0 7  朱長文，〈蘇州學記 元 祐 五 年 歳 次 庚 午 秋 七 月 甲 子 朔 建 〉，頁 4-10a。  
1 0 8  米芾，〈墓誌銘〉，收錄於《樂圃餘藁．附錄》，頁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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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修 堪 充 內 外 學 官 者 ， 舉 二 人 ， 存 記 備 用 。 1 0 9 該 年 六 月 ，

蘇 軾 便 同 孫 覺 、 胡 宗 愈 等 人 聯 名 上 奏 ， 請 依 徐 積 受 薦 ， 除

為 楚 州 州 學 教 授 例 ， 以 朱 長 文 為 蘇 州 州 學 教 授 。 1 1 0 當 時 受

朝 臣 聯 名 上 薦 ， 授 為 州 學 教 授 者 ， 除 徐 積 、 朱 長 文 外 ， 尚

有 陳 烈 受 薦 為 福 州 州 學 教 授 ， 時 號「 三 先 生 」。 1 1 1 基 本 上 ，

州 學 教 授 員 額 ， 為 有 學 處 各 州 一 員 ， 但 蘇 州 州 學 卻 因 此 番

舉 薦 ， 破 例 有 了 兩 名 。 1 1 2 朱 長 文 出 任 吳 學 教 授 ， 也 反 映 了

教 授 一 職 ， 最 初 由 知 州 或 轉 運 司 在 地 方 上 選 任 官 員 或 有 學

術 行 誼 的 士 人 擔 任 ， 到 熙 寧 年 間 開 始 由 宋 廷 統 一 選 任 ， 到

哲 宗 時 期 一 度 又 改 由 官 員 推 舉 等 波 動 ， 其 實 是 教 授 一 職 的

內 涵 ， 仍 在 「 官 職 」 與 「 地 方 士 人 領 袖 」 間 浮 動 的 結 果 。  
地 方 官 學 經 營 職 能 的 轉 變 ， 除 了 教 授 逐 漸 涉 入 教 育 之

外 的 校 務 經 營 外 ， 也 表 現 在 地 方 官 員 對 自 身 職 任 的 認 知 。

紹 興 年 間 ， 吳 學 在 戰 後 兩 次 興 葺 ， 梁 汝 嘉 和 王 身 為 整 建

的 推 動 者 ， 梁 汝 嘉 自 言 ：「 顧 治 民 事 神 ， 皆 守 之 職 。 惟 是 ，

夫 子 之 祀 ， 教 化 所 基 ， 尤 宜 嚴 且 謹 ， 而 拜 跪 薦 祭 之 地 ， 痺

陋 乃 爾 ， 其 何 以 竭 虔 妥 靈 ？ 」 1 1 3 王 則 說 ：「 今 （ 學 校 ） 蕪

廢 不 治 如 此 ， 使 吏 民 無 所 瞻 仰 ， 如 因 陋 就 簡 ， 謾 不 如 飭 ，

殆 守 土 者 之 罪 也 。 」 1 1 4 兩 者 都 是 以 地 方 首 長 的 職 責 出 發 ，

認 為 作 為 知 州，有 義 務 維 繫 學 校 教 化 形 象，使 之 行 禮 如 儀。

                                                 
1 0 9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70。  
1 1 0  蘇軾，〈薦朱長文劄子〉，《東坡全集》卷 53，頁 8。  
1 1 1  張景修，〈墓誌銘〉，收錄於《樂圃餘藁．附錄》，頁 3。  
1 1 2  張景修，〈墓誌銘〉，收錄於《樂圃餘藁．附錄》，頁 3。  
1 1 3  鄭仲熊，〈重修大成殿記〉，《吳都文粹》卷 1，頁 14b-15b。  
1 1 4  鄭億年，〈平江府修學記〉，《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25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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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然 ， 州 縣 學 校 原 本 就 屬 於 地 方 教 化 的 象 徵 指 標 之 一 ， 被

認 為 與 社 會 風 化 、 國 家 人 才 培 育 ， 關 係 密 不 可 分 ， 但 在 知

識 教 育 、 風 俗 教 化 之 外 ， 維 繫 學 校 經 營 及 供 給 生 員 生 活 亦

是 地 方 官 學 經 營 的 一 大 重 心 ， 在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上 ， 教 授

和 地 方 長 官 的 責 任 相 重 疊 ， 無 論 是 學 校 建 築 工 事 或 教 務 ，

都 可 以 觀 察 到 兩 方 面 共 同 參 與 。  
然 而，梁 汝 嘉、王 所 分 別 透 露 出 的 態 度 卻 值 得 玩 味 。

雖 然 兩 者 各 自 在 其 任 內 ， 表 現 出 對 地 方 學 校 的 重 視 ， 因 而

推 動 地 方 官 學 整 建 ， 但 同 樣 是 對 地 方 學 校 的 經 營 ， 他 們 的

出 發 點 ， 卻 首 先 著 眼 在 學 校 對 地 方 社 會 風 化 的 作 用 。 可 能

的 原 因 之 一 ， 或 許 是 因 為 地 方 官 學 中 所 要 處 理 的 事 務 日 漸

繁 雜 ， 地 方 學 校 學 官 又 隨 著 官 學 制 度 完 備 而 專 職 化 ， 教 授

一 職 之 職 能 因 而 由 教 職 為 主 ， 逐 漸 擴 大 為 地 方 官 學 教 務 、

事 務 各 方 面 經 營 的 主 事 者 。 1 1 5 原 本 地 方 守 牧 職 責 範 圍 中 ，

涵 蓋 層 面 較 廣 泛 、 內 容 較 籠 統 的 「 教 化 」 責 任 ， 與 相 對 具

體 的 教 育 工 作 及 其 機 構 的 經 營 責 任 ， 隨 著 地 方 官 學 出 現 與

教 授 等 官 學 主 事 者 的 專 職 化 ， 逐 漸 分 流 ， 教 育 工 作 與 州 級

學 校 經 營 之 職 責 有 逐 漸 移 轉 到 教 授 等 職 任 之 上 的 趨 勢 。  
對 原 本 負 有 直 接 主 持 地 方 官 學 經 營 職 責 的 地 方 官 員 而

言 ， 教 授 等 學 官 專 職 化 ， 職 能 範 圍 擴 大 ， 成 為 責 任 移 轉 現

象 的 拉 力 。 相 對 地 ， 地 方 官 員 工 作 負 擔 繁 重 ， 則 形 成 一 股

推 力 。 洪 邁 (1123-1202)在 〈 御 書 閣 記 〉 中 曾 經 提 到 ， 許 多

知 州 （ 府 ） 對 地 方 事 務 的 態 度 ：  

 

                                                 
1 1 5  朱熹，〈漳州教授廳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77（上海：

上海書店， 1989，四部叢刊本），頁 5a-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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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府）比比多事，且去天咫尺，南北問塗者，

銜舟接軸，冗叢厥身。居東道主，第知承迎過客、

趣了亭傳為先務，樸遫馬上，戴星而入，民瘼不暇

問，尚安以教化勸功為哉？」 1 1 6  

 
樓 鑰 也 曾 提 到 ：  

 
吳門地大物夥，郡務又十倍于西安。舊嘗聞吳中士

夫言：『吾邦使君當得三數人以治賓客、答牋書、

理財賦、聽民訟，分典之乃可辦治。』雖若戲言，

蓋甚言其日不暇給也。」 1 1 7  
 
身 為 地 方 長 官，特 別 是 主 管 如 蘇 州（ 平 江 府 ）這 樣 的 繁 郡 ，

囿 於 各 類 達 官 使 節 的 送 往 迎 來 ， 以 及 官 司 訴 訟 、 簿 書 期 會

等 繁 忙 事 務 ， 不 是 每 任 知 州 、 知 府 都 願 意 或 是 有 能 力 ， 撥

出 額 外 的 心 力 關 注 文 教。也 就 是 說，至 少 在 蘇 州（ 平 江 府 ）

可 以 觀 察 到 ， 前 述 分 工 趨 勢 所 以 出 現 ， 一 方 面 是 由 於 地 方

官 學 事 務 本 身 日 漸 繁 雜 ， 另 方 面 也 是 由 於 地 方 官 員 事 務 負

擔 日 漸 繁 重 ， 因 而 促 使 地 方 教 育 與 其 機 構 的 經 營 責 任 ， 隨

著 教 授 一 職 的 確 立 、 專 職 化 ， 逐 漸 匯 聚 到 原 本 主 要 以 教 務

為 重 的 教 授 之 上 。  
再 者 ， 在 〈 平 江 府 修 學 記 〉 石 刻 中 ， 書 者 為 通 判 平 江

                                                 
1 1 6  洪邁，〈御書閣記〉，《吳郡志》卷 4，頁 6b-7b。  
1 1 7  樓鑰，〈平江府瞻儀堂畫像記〉，《攻媿集》（臺北：臺灣商務印書

館，1979，四部叢刊據上海涵芬樓景印武英殿聚珍本重印）卷 55，

頁 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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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府 主 管 學 事 時 衍 之 、 撰 者 為 兩 浙 西 路 提 點 刑 獄 公 事 提 舉

學 事 徐 琛 、 立 石 者 為 知 平 江 軍 府 提 舉 學 事 兼 管 内 勸 農 使 王

， 皆 是 兩 浙 路 或 平 江 府 官 員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三 者 官 銜

分 帶「 提 舉 學 事 」或「 主 管 學 事 」。1 1 8 紹 興 十 三 年 (1143)起 ，

宋 廷 詔 令 恢 復 宣 和 之 前 由 路 級 、 州 級 長 貳 官 員 帶 提 舉 或 主

管 學 事 頭 銜 ， 以 稽 查 地 方 學 校 教 育 ， 意 在 督 導 ， 顯 示 「 提

振 文 教 」 與 「 經 營 地 方 學 校 」 兩 職 能 ， 相 當 程 度 上 已 經 開

始 出 現 責 任 區 隔 的 趨 勢。 1 1 9 就 吳 學 而 言 ，「 崇 教 化 」仍 舊 屬

於 地 方 長 官 的 職 責 範 圍 ， 重 點 在 表 現 對 地 方 官 學 教 育 支 持

與 維 繫，並 在 經 費 可 許 下，「 同 意 」官 學 所 提 出 各 項 有 助 地

方 教 育 的 方 案 ； 相 較 之 下 ， 執 行 面 的 實 際 經 營 、 籌 畫 ， 已

經 傾 向 由 教 授 等 學 校 主 事 者 承 擔 主 要 工 作 。  
在 前 述 在 倪 千 里 清 整 吳 學 學 產 ， 利 用 額 外 收 入 創 設 吳

學 義 廩 ， 以 及 唐 仁 傑 為 吳 學 添 購 產 業 二 事 中 ， 也 反 映 出 教

授 對 校 務 經 營 的 能 動 性 ， 相 對 呈 現 出 多 數 時 候 官 府 對 轄 下

地 方 官 學 的 管 轄 上 ，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是 協 助 者 ， 在 地 方 官 學

有 需 求 時 ， 視 情 況 提 供 行 政 上 的 協 助 。 就 單 位 層 級 而 言 ，

平 江 府 是 吳 學 的 上 級 單 位 ， 因 而 吳 學 教 授 作 為 地 方 官 學 的

主 管 ， 在 制 訂 乃 至 執 行 決 策 之 前 ， 在 程 序 上 需 要 先 向 平 江

府 請 示 ， 但 實 際 上 ， 平 江 府 所 做 的 多 半 是「 行 使 同 意 權 」，

尊 重 地 方 官 學 所 提 出 的 校 務 籌 畫 與 決 策 。 地 方 官 府 對 地 方

官 學 的「 被 動 管 轄 」，給 予 教 授 等 主 管 學 校 的 的 學 職 人 員 很

大 的 靈 活 空 間 ， 因 此 倪 千 里 可 以 決 定 以 新 增 租 額 創 設 吳 學

                                                 
1 1 8  鄭億年，〈平江府修學記〉，收錄於《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

頁 252-253。  
1 1 9  脫脫，《宋史．高宗本紀》卷 30，紹興 13 年 8 月、 9 月，頁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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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廩 ， 唐 仁 傑 可 以 決 定 不 待 平 江 府 派 出 其 他 官 員 代 吳 學 購

置 田 業 ， 而 由 吳 學 學 職 人 員 自 行 選 置 。 這 些 例 子 都 顯 示 ，

即 使 吳 學 是 平 江 府 轄 下 的 機 構 ， 但 兩 者 之 間 的 從 屬 關 係 ，

並 非 平 江 府 一 個 命 令 ， 吳 學 才 能 有 一 個 動 作 。 吳 學 享 有 相

當 大 的 經 營 空 間 ， 擁 有 自 己 的 產 業 ， 能 夠 財 務 自 決 ， 包 括

以 學 校 的 名 義 購 置 田 業 、 自 行 擴 增 生 員 員 額 ， 以 及 選 擇 以

多 餘 經 費 推 動 公 益 獎 助 等 等 ， 或 許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 ， 平 江

府 轄 下 的 吳 學 ， 有 些 類 似 今 日 法 人 機 構 ， 雖 然 隸 屬 於 政 府

單 位 之 下 ， 但 仍 保 有 相 當 程 度 的 經 營 與 決 策 的 自 主 權 ， 而

其 經 營 運 作 的 中 心 ， 則 是 主 管 學 校 的 教 授 。  
然 而 ， 正 由 於 地 方 官 學 經 營 的 實 際 權 責 ， 逐 漸 由 地 方

長 官 轉 移 到 教 授 一 職 ， 教 授 雖 掌 有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權 ， 但

針 對 教 授 對 地 方 官 學 的 管 理 成 效 ， 卻 沒 有 明 確 的 考 核 機

制 ， 導 致 地 方 官 學 某 程 度 上 仍 是「 人 存 政 在 ， 人 亡 政 息 」。

在 吳 學 的 例 子 中 ， 主 學 的 歷 任 教 授 們 不 是 沒 有 意 識 到 這

點 ， 因 此 無 論 是 清 整 學 產 、 創 設 吳 學 義 廩 的 倪 千 里 ， 率 先

提 出 以 積 餘 資 金 轉 投 資 的 鄭 姓 教 授 或 唐 仁 傑 ， 其 作 為 都 是

努 力 在 任 內 為 吳 學 經 營 創 造 更 大 的 可 能 ， 並 試 圖 促 使 這 些

可 能 制 度 化 ， 以 行 之 久 遠 ， 最 好 的 例 證 就 是 倪 千 里 所 創 義

廩 所 累 積 的 資 金 ， 最 後 變 成 唐 仁 傑 得 以 擴 增 學 產 ， 增 加 生

員 員 額 的 經 費 來 源 ， 而 唐 仁 傑 購 置 田 產 的 決 定 ， 又 讓 吳 學

在 往 後 有 更 多 可 利 用 的 經 濟 資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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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授主導校務經營的角色逐漸凸顯  

在 教 授 所 經 理 的 吳 學 各 項 事 務 中 ， 最 能 表 現 其 經 營 動

能 者 ， 當 屬 對 吳 學 產 業 的 維 護 。 需 要 教 授 出 面 維 護 吳 學 權

益 的 情 況 ， 多 是 地 方 土 豪 侵 佔 、 爭 佃 學 田 ， 詭 名 拒 納 、 遲

納 或 短 納 學 田 租 ， 有 時 甚 至 與 教 育 及 國 防 之 間 的 權 衡 衝 突

有 關 。 從 吳 學 的 例 子 中 ， 除 了 能 觀 察 到 教 授 如 何 履 踐 其 職

責 ， 維 護 吳 學 權 益 之 外 ， 也 可 以 觀 察 到 隨 任 職 者 不 同 ， 所

尋 求 的 管 道 與 手 段 也 有 差 異 。  
紹 定 年 間 ， 教 授 汪 泰 亨 復 學 田 事 ， 便 展 現 了 吳 學 教 授

在 學 校 經 濟 權 益 維 護 中 的 主 導 角 色 與 特 殊 手 腕 。 1 2 0 該 案 從

豪 戶 陳 煥 兄 弟 冒 占 學 田 到 官 司 訴 訟 完 結 ， 歷 時 超 過 二 十

年 ， 光 是 訴 訟 過 程 就 長 達 十 九 年 之 久 。  
起 初 ， 在 教 授 倪 千 里 慶 元 二 年 清 整 府 學 財 產 前 後 ， 部

分 佃 戶 在 未 經 吳 學 許 可 下 ， 將 吳 學 常 熟 縣 約 1960.83 畝 未

開 墾 茭 蕩 圍 墾 成 田 。 由 於 大 部 分 擅 自 開 墾 的 佃 戶 ， 多 是 為

求 生 計 ， 而 非 意 在 冒 占 學 田 ， 因 此 多 數 佃 戶 最 後 仍 如 實 到

吳 學 立 契 納 租，唯 獨 陳 煥 兄 弟 佔 了 620.76 畝 的 土 地（ 約 是

總 額 的 32%）， 卻 未 至 吳 學 立 契 納 租 。 此 事 吳 學 方 面 本 不

知 情 ， 迨 嘉 定 三 年 (1210)， 部 分 佃 戶 向 劉 姓 教 授 呈 告 ， 才

使 冒 占 情 事 曝 光 ， 可 見 並 非 每 任 教 授 都 會 特 別 著 力 於 學 校

財 務 問 題 。 在 佃 戶 呈 告 後 ， 劉 姓 教 授 便 依 循 一 般 程 序 ， 數

                                                 
1 2 0  以下案情內容，散見在〈給復學田公牒〉、〈吳學復田之記〉、〈給

復學田省劄〉，不再逐一註明出處。收錄於《宋代石刻文獻全編》

冊 2，頁 338 下 -342、 344 下 -345 上、 34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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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 向 平 江 府 ， 乃 至 兩 浙 西 路 提 點 刑 獄 司 申 請 行 政 協 助 ， 希

望 能 得 回 田 地，但 都 因 陳 煥 兄 弟「 家 豪 有 力 」，即 使 更 歷 數

任 路 級 長 官 、 知 府 與 教 授 ， 此 案 都 未 有 結 果 。  
寶 慶 三 年 (1227) 秋 天 ， 平 江 地 區 風 雨 大 作 ， 吳 學 主 要

建 築 幾 乎 全 毀 。 1 2 1 當 年 冬 天 ， 汪 泰 亨 出 任 府 學 教 授 。 1 2 2 或

許 是 吳 學 迫 切 需 要 重 建 經 費 ， 因 而 加 強 了 追 討 被 侵 佔 產 業

的 動 機 ， 也 或 許 是 新 任 教 授 汪 泰 亨 本 身 特 別 有 辦 事 手 腕 與

魄 力 且 急 公 好 義 ， 總 之 ， 吳 學 復 田 從 汪 泰 亨 上 任 起 ， 開 始

有 了 轉 機 。 1 2 3 紹 定 元 年 (1228) ， 汪 泰 亨 備 齊 歷 來 與 事 件 相

關 文 件 ， 再 度 代 表 吳 學 向 兩 浙 西 路 提 點 刑 獄 權 兼 知 平 江 府

林 介 提 出 協 助 恢 復 田 產 的 請 求 。  
從 權 知 平 江 府 林 介 指 示 巡 檢 、 縣 尉 追 緝 調 查 開 始 ， 審

理 訴 訟 者 歷 經 幾 度 轉 換 。 透 過 吳 學 復 田 的 案 例 ， 也 可 知 州

                                                 
1 2 1  范成大，《吳郡志》卷 4〈學校〉，頁 8。  
1 2 2  〈給 復學田 省劄〉石 刻，最末 有汪泰亨 作六經閣 落成記文 ，《 宋

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348。  
1 2 3  目前找不到汪泰亨更詳細資料，不過紹定四年 (1231)臨安大火，

殿 前 都 指 揮 使 馮 榯 領 軍 護 衛 史 彌 遠 相 府 ， 延 誤 救 火 ， 導 致 京 城全

毀 事 件 ， 當 時 輿 論 譁 然 ， 汪 泰 亨 上 書 史 彌 遠 要 求 嚴 懲 馮 榯 等 有關

責 任 者 人 員 。 馮 榯 所 為 未 必 出 自 史 彌 遠 意 ， 但 此 事 與 宰 相 史 彌遠

關 係 密 切 而 敏 感 ， 汪 泰 亨 此 舉 不 可 不 謂 直 言 不 諱 。 上 書 事 見 《宋

史》卷 423，頁 12639。不過此時汪泰亨已離開吳學教授職，此外，

汪 泰 亨 同 吳 潛 所 以 上 書 直 言 ， 也 可 能 因 為 此 事 為 懲 處 罪 首 ， 罪及

知 臨 安 府 林 介 等 人 ， 而 林 介 在 兩 浙 西 路 提 點 刑 獄 權 兼 知 平 江 府任

上 ， 對 吳 學 復 田 事 出 力 甚 多 ， 也 可 能 是 汪 泰 亨 與 吳 潛 願 意 犯 諱直

言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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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機 構 審 理 案 件 ， 仍 須 透 過 縣 級 單 位 派 員 實 際 調 查 。 繼 任

知 府 章 良 朋 指 派 吳 縣 周 主 簿 、 常 熟 縣 邵 縣 尉 親 至 田 地 所 在

實 查 ， 蒐 集 鄰 里 、 保 正 、 地 方 父 老 ， 與 當 初 一 同 圍 裹 蕩 田

者 之 證 詞 ， 並 經 主 簿 比 對 契 書 與 田 地 ， 除 證 實 陳 煥 兄 弟 冒

占 學 田 外 ， 還 清 查 出 469.75 畝 無 主 土 地 。 1 2 4 林 介 再 度 知 平

江 府 時， 此 案 首 度 得 到 判 定：陳 煥 兄 弟 所 侵 占 620.76 畝 土

                                                 
1 2 4  在這個問題上，李如鈞對寬剩的蕩田提出解釋。他引用梁庚堯的

對宋元蘇州的研究，指出「蘇州地勢低窪，湖蕩散佈，塘浦縱橫，

又有蕩、瀼、淹等瀦水之處，號稱『澤國』。北宋以來蘇州的發展，

使 得 地 價 上 漲 ， 讓 圍 田 變 得 有 利 可 圖 。 於 是 ， 勢 家 豪 戶 爭 相 圍湖

成 田 ， 擴 張 產 權 ， 導 致 蘇 州 耕 地 一 步 步 向 湖 澤 展 拓 ， 使 許 多 瀦水

之 地 變 為 農 田 。 南 宋 晚 期 的 官 田 、 學 田 中 ， 也 有 很 高 的 比 例 是圍

田 。 」 李 如 鈞 認 為 ， 本 案 之 學 田 也 是 如 此 。 常 熟 縣 雙 鳳 鄉 器 字號

田「先本蕩地，續後眾戶圍裹成田。濮光輔等肆名於已圍裹之後，

就學立租，歲有輸納」。可知，本來是茭蕩溼地，被人私自排水，

築 堤 圍 裹 ， 在 堤 內 新 生 土 地 耕 作 ， 後 來 才 向 府 學 交 租 。 一 方 面突

顯 出 學 田 原 本 就 因 距 離 府 學 遙 遠 ， 難 以 防 範 他 人 侵 犯 。 再 者 ，亦

可 說 從 茭 蕩 （ 溼 地 ） 變 成 田 地 時 ， 面 積 與 位 置 不 易 劃 分 清 楚 ，才

會 有 多 測 量 出 四 百 畝 地 的 情 況 。 讓 陳 焯 也 得 以 各 冒 稱 是 開 墾 蕩田

與 「 省 額苗 田 」， 據此 當 作 興訟 的 藉 口。 李 如 鈞，〈 從 「 給復 學 田

公 牘 」 碑刻 看 宋 代學 田 爭 訟 〉（ 未 刊 稿 ）。 除 了 李如 鈞 所 提出 的 解

釋之外，根據〈吳學糧田籍記〉記載，慶元二年器字號 1690 餘畝

的茭蕩地即已租予王彬，當時僅有 90 畝圍裹成田，三十二年間，

便擴張成 1690 餘畝，且有三分之一的土地為陳煥隱匿。如此一來，

若 認 為 多 餘 的 四 百 餘 畝 是 陳 煥 在 二 、 三 十 年 又 私 自 開 墾 的 土 地，

應也是合理的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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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歸 還 吳 學 ， 追 納 十 年 田 租 ， 同 時 土 地 上 莊 屋 車 船 籍 歸 府

學；此 外，469.75 畝 無 主 土 地 一 併 撥 給 吳 學 作 為 養 士 之 用。 
訴 訟 並 未 在 此 劃 下 句 點 。 陳 煥 後 來 在 安 下 人 家 染 病 而

死 ， 本 應 由 其 弟 陳 焯 繳 納 剩 餘 款 項 ， 但 陳 焯 僅 繳 納 了 3000
餘 貫 便 趁 機 脫 逃 ， 甚 至 謊 稱 冒 占 之 學 田 為 自 己 登 記 有 案 之

開 墾 蕩 田 ， 轉 向 兩 浙 西 路 提 舉 常 平 司 陳 告 。 提 舉 常 平 公 事

司 馬 述 查 證 後 ， 識 破 陳 焯 妄 訴 ， 依 林 介 原 判 。 同 時 ， 為 免

日 後 再 生 爭 訟 ， 教 授 汪 泰 亨 請 求 ， 透 過 平 江 府 請 尚 書 省 批

示 ， 為 判 決 結 果 背 書 ， 重 申 該 田 業 為 朝 廷 所 賜 養 士 學 田 。

尚 書 省 公 文 透 過 兩 浙 西 路 提 舉 常 平 司 ， 經 由 平 江 府 發 給 吳

學 ， 為 憑 永 久 ， 汪 泰 亨 便 將 省 劄 刻 石 為 證 。  
復 田 訴 訟 暫 告 段 落，汪 泰 亨 以 復 田 積 賦 3500 餘 貫 文 重

修 吳 學 ， 其 間 兩 浙 西 路 提 點 刑 獄 權 兼 知 平 江 府 林 介 、 繼 任

之 提 點 刑 獄 公 事 王 與 權 、 兩 浙 西 路 提 舉 常 平 公 事 王 栻 、 繼

任 知 平 江 府 李 壽 朋 相 繼 撥 下 經 費 贊 助 整 建 工 程 ， 歷 時 八 個

月 完 工 。 1 2 5 從 吳 潛 (1196-1262)所 作 記 文 可 知 ， 吳 學 建 築 舊

有 屋 750 間 ， 除 了 講 堂 、 生 員 宿 舍 外 ， 有 供 耆 宿 使 用 、 宗

室 子 弟 學 習 之 用 、 也 有 提 供 從 武 學 或 遊 學 平 江 府 學 者 使 用

等 不 同 用 途 。 此 番 整 建 ， 在 上 述 之 外 ， 汪 泰 亨 又 增 建 了 供

幼 童 學 習 的 小 學 齋 ， 欲 更 進 一 步 完 備 吳 學 建 置 。 吳 學 整 葺

落 成 ， 並 請 魏 惠 憲 王 府 教 授 陳 耆 卿 (1180-1236)為 記 ， 由 當

時 權 判 平 江 府 石 孝 隆 書 并 題 額 ， 以 資 紀 念 。 1 2 6  

                                                 
1 2 5  吳潛，〈脩學記〉，《吳郡志》卷 4，頁 8a-9a。  
1 2 6  陳耆卿，〈吳學復田之記〉《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345。

對 照 《 吳都 文 粹 》，《 江 蘇 通 志稿 》 在 此處 的 抄 錄應 有 前 後錯 置 。

補 充 說 明 ， 魏 惠 獻 王 為 孝 宗 次 子 趙 愷 ， 魏 惠 獻 王 府 則 是 其 後 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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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 料 ， 紹 定 三 年 (1230) 波 瀾 又 起 。 陳 焯 隱 瞞 尚 書 省 曾

劄 下 判 決 公 文 一 事 ， 謊 稱 冒 占 田 產 實 為 自 己 名 下 省 額 苗

田 ， 再 捏 造 兄 長 病 死 為 在 獄 身 死 ， 並 聲 稱 官 府 強 制 追 納 款

項 是 胥 吏 的 欺 詐 勒 索 等 ， 轉 向 尚 書 省 刑 部 興 訟 。 此 事 經 鄉

貢 進 士 且 任 吳 學 學 職 者 王 天 德 等 人 向 汪 泰 亨 呈 報 ， 汪 泰 亨

再 度 提 出 申 狀 ， 並 透 過 平 江 府 上 呈 轉 運 司 ， 認 為 陳 焯 再 次

詭 名 妄 訴 ， 或 許 是 因 為 教 授 汪 泰 亨 即 將 離 職 ， 陳 焯 認 為 汪

泰 亨 卸 任 後 ， 此 訴 訟 將 有 翻 案 的 可 能 ， 因 此 吳 學 備 妥 此 前

尚 書 省 劄 下 文 書 與 平 江 府 、 提 舉 常 平 司 判 決 公 文 ， 希 望 透

過 平 江 府 上 呈 尚 書 省 ， 劄 下 刑 部 與 轉 運 司 ， 羈 押 陳 焯 及 其

子 陳 念 九 ， 徹 底 結 斷 其 冒 占 學 田 ， 及 違 背 省 劄 命 令 越 級 妄

訴 情 罪 ， 並 追 討 未 納 足 之 官 府 監 納 款 項 。 目 前 沒 有 進 一 步

的 資 料 說 明 ， 整 個 審 理 過 程 是 否 順 利 ， 但 此 案 之 棘 手 ， 可

能 迫 使 教 授 汪 泰 亨 採 取 一 般 訴 訟 程 序 之 外 的 手 段 ， 直 接 訴

諸 當 時 最 有 權 力 的 宰 相 史 彌 遠 。  
尚 書 省 再 度 受 理 陳 焯 妄 訴 ， 可 能 與 陳 焯 所 捏 造 案 情 ，

正 中 宋 代 訴 訟 弊 病 有 關 。 各 級 官 員 畏 懼 誤 判 將 影 響 個 人 升

遷 考 核 ， 同 時 在 許 多 案 例 中 ， 訴 訟 過 程 胥 吏 從 中 奸 漁 ， 或

被 告 冤 死 獄 中 事 ， 時 有 所 聞 。 陳 焯 編 造 的 故 事 對 審 理 者 的

說 服 力 ， 再 度 加 強 了 對 宋 代 司 法 訴 訟 弊 病 說 法 的 可 信 。 關

於 汪 泰 亨 上 書 史 彌 遠 一 事 ， 只 能 從 吳 潛 〈 脩 學 記 〉 與 〈 給

                                                                                                                            
繼承之親王府第。《宋史》卷 162 記載：「淳熙十二年（ 1185），詔

建魏惠獻王府，置小學教授二員，以館職兼充，掌訓皇孫。既長，

趨朝謁，則不以小學名，而講習如故。自後皇姪、皇孫皆置教授。」

可 知 陳 耆 卿 此 時 於 專 門 教 育 皇 室 子 孫 的 魏 惠 獻 王 府 擔 任 教 授 。上

述見《宋史》卷 162，頁 7783、頁 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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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 學 田 省 劄 〉 最 末 ， 汪 泰 亨 所 作 六 經 閣 落 成 記 文 中 略 窺 端

倪 。 乍 看 之 下 ， 汪 泰 亨 與 繼 任 知 平 江 府 李 壽 朋 似 乎 僅 依 程

序 上 書 尚 書 省，不 過 從 吳 潛 提 到「 轉 聞 于 相 國 」、汪 泰 亨 引

用 生 員 所 言 「 大 丞 相 又 主 之 於 上 ， 則 此 田 其 泰 山 而 四 維 之

矣 」，雖 然 不 能 得 知 宰 相 史 彌 遠 在 此 事 上，究 竟 如 何 協 助 吳

學 ， 但 可 知 吳 學 復 田 事 件 所 以 能 圓 滿 落 幕 ， 背 後 可 能 得 力

於 史 彌 遠 之 助 。 1 2 7  
面 對 國 防 需 要 的 壓 力 ， 如 何 能 維 護 學 校 的 經 濟 資 源 ，

同 樣 凸 顯 了 吳 學 教 授 在 學 校 經 營 中 的 斡 旋 角 色 及 手 腕 。  
淳 祐 年 間 ， 吳 學 有 兩 筆 隸 屬 田 事 所 的 田 產 ， 分 別 1400

餘 畝 圍 田 及 320 畝 未 開 墾 水 澤 地 ， 由 地 方 豪 戶 幹 人 周 清 宋

承 佃 。 1 2 8 周 清 宋 將 水 澤 地 圍 裹 成 田 後 ， 卻 未 按 時 納 租 ， 原

經 田 事 所 主 管 趙 與 (1179-1260)判 定，周 清 宋 照 例 應 主 動

與 吳 學 立 契 ， 繳 納 新 開 墾 田 地 的 田 租 收 入 。 不 過 ， 由 於 二

田 地 後 轉 隸 屬 總 領 浙 西 江 東 財 賦 淮 東 軍 馬 錢 糧 所 ， 周 清 宋

                                                 
1 2 7  汪泰 亨作六 經閣落成 記文，見 〈給復學 田省劄〉 最末，《宋 代石

刻文獻全編》冊 2，頁。吳潛，〈脩學記〉，《吳郡志》卷 4，頁 8a-9a。

除 了 前 文 提 到 汪 泰 亨 曾 因 吳 學 事 上 書 史 彌 遠 ， 以 及 紹 定 四 年 臨安

大 火 也 曾 直 諫 史 彌 遠 嚴 懲 失 職 者 兩 事 外 ， 目 前 無 汪 泰 亨 與 史 彌遠

存 在 任 何 關 係 的 資 料 ， 只 知 史 彌 遠 襄 助 吳 學 復 田 ， 或 許 也 可 能與

其 曾 任 兩 浙 西 路 提 舉 常 平 公 事 ， 因 而 有 地 緣 關 係 ， 但 也 或 許 僅是

義助而已。史彌遠任兩浙路提舉常平公事，見范成大，《吳郡志》

卷 7，〈官宇．提舉常平茶鹽司〉條：「史彌遠，嘉泰四年四月到任，

開禧元年改除司封郎官。」，頁 18a。  
1 2 8  張濟之，〈總所歸撥本學園租公據〉，《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

頁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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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 甘 接 受 判 決，將 田 租 繳 予 吳 學，便 妄 稱 新 開 墾 土 地 收 入，

需 繳 納 錢 糧 所 以 充 軍 餉 ， 只 願 繳 交 原 租 米 額 120 石 足 ， 拒

將 新 增 田 地 租 米 120 石 繳 給 吳 學 。  
雖 然 教 授 張 濟 之 比 對 田 事 所 舊 日 籍 冊 ， 確 定 新 增 田 地

產 權 應 仍 屬 吳 學 ， 但 是 時 對 蒙 戰 爭 方 炙 ， 亟 需 兵 餉 ， 迫 於

宋 廷 國 防 軍 需 吃 緊 的 實 際 考 量 ， 張 濟 之 也 不 便 堅 持 田 租 應

歸 吳 學 。 然 而 ， 到 淳 祐 十 一 年 (1251) ， 吳 學 生 員 人 數 已 直

逼 600 人 ， 租 糧 收 入 短 缺 對 吳 學 而 言 ， 意 味 校 務 將 面 臨 營

運 困 境 。 張 濟 之 遂 選 擇 與 當 時 總 領 浙 西 江 東 財 賦 淮 東 軍 馬

錢 糧 所 主 管 余 晦 協 商 ， 說 明 田 地 租 米 所 有 權 ， 希 望 錢 糧 所

能 將 租 米 撥 歸 吳 學 ， 而 吳 學 也 願 將 所 得 之 半 ， 輸 作 軍 餉 ，

以 作 為 回 復 土 地 所 有 權 的 條 件 。 總 領 錢 糧 所 余 晦 回 應 ， 即

使 軍 餉 緊 急 ， 但 養 士 是 培 養 國 脈 ， 一 不 可 缺 ， 況 且 軍 餉 也

不 在 乎 區 區 數 十 石 租 米 之 有 無 ， 最 後 新 增 田 租 120 石 米

糧 ， 仍 撥 歸 吳 學 養 士 。   
理 宗 末 年 ， 對 蒙 戰 爭 日 漸 吃 緊 ， 吳 學 學 田 的 田 租 也 必

須 繳 納 租 米 以 供 軍 需 ， 因 此 若 是 包 佃 學 田 的 地 方 豪 戶 滯 納

學 田 租 糧 ， 或 是 天 時 不 合 影 響 收 成 ， 則 會 連 帶 影 響 吳 學 繳

納 餉 糧。1 2 9 就 吳 學 而 言，若 是 豐 年，尚 可 將 多 餘 儲 糧 折 現 ，

趕 在 納 糧 期 限 內 ， 直 接 在 輸 納 地 糶 米 應 付 ； 若 遇 荒 年 ， 佃

戶 滯 納 田 租 ， 便 著 實 成 為 吳 學 教 授 危 機 應 變 的 一 大 考 驗 。

吳 學 教 授 何 林 ， 甫 於 景 定 元 年 (1260) 十 二 月 上 任 ， 正 因 為

豪 戶 滯 納 田 租 ， 便 先 以 府 學 儲 糧 折 現 糶 米 的 方 法 ， 應 付 吳

學 所 需 負 擔 的 軍 餉 輸 納 。 不 料 ， 隔 年 (1261)秋 天 ， 平 江 地

                                                 
1 2 9  何林，〈蘇學復租田記〉，《吳都文粹續集》卷 3，頁 26a-28a。下

文論及此事皆出此處，除引文外，不再一一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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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又 遭 遇 大 水 ， 吳 地 半 數 以 上 田 地 均 遭 淹 沒 ， 而 學 田 又 多

圍 田 茭 蕩 ， 災 情 更 重 。 吳 學 所 面 臨 的 難 題 ， 不 只 是 無 法 如

期 輸 納 軍 餉 ， 甚 至 連 養 士 用 度 都 陷 入 困 境 。 教 授 何 林 與 諸

友 商 議，決 定 向 總 領 錢 糧 所 主 管 吳 勢 卿 請 求 協 助。〈 蘇 學 復

租 田 記 〉 記 載 ， 何 林 費 時 五 日 才 完 成 給 吳 勢 卿 的 求 助 信 ，

足 見 其 請 求 之 慎 重 與 忐 忑 ， 但 總 領 錢 糧 所 主 管 吳 勢 卿 倒 也

立 即 給 予 了 極 為 善 意 的 回 應 ─ ─ 吳 勢 卿 調 度 數 處 租 米 ， 移

作 軍 餉 ， 永 免 吳 學 軍 餉 輸 納 配 額 ─ ─ 既 不 影 響 軍 需 ， 也 解

除 吳 學 負 擔 ， 一 舉 兩 得 。  
到 南 宋 末 ， 軍 事 吃 緊 而 兵 餉 日 急 ， 連 一 向 在 政 策 上 享

有 較 多 優 待 的 州 級 學 校 都 受 到 擠 壓 ， 甚 至 必 須 繳 納 租 稅 以

供 軍 需 。 此 外 ， 學 校 生 員 到 理 宗 末 大 幅 增 加 ， 學 校 能 提 供

生 員 的 待 遇 連 帶 下 滑 。 其 實 何 林 的 請 求 算 是 壓 對 寶 ， 據 何

林 友 人 所 言 ， 吳 勢 卿 向 來 似 乎 也 對 士 人 與 學 校 抱 持 關 懷 ，

既 有 能 力 ， 也 願 意 協 助 府 學 的 財 務 問 題 。 事 實 上 ， 吳 勢 卿

日 後 正 因 籌 措 、 調 度 軍 需 績 效 最 優 ， 晉 升 直 文 華 閣 學 士 ，

並 提 舉 臨 安 府 學 事 。 雖 然 吳 學 此 番 難 題 ， 在 貴 人 相 助 下 順

利 化 解 ， 但 何 林 在 記 文 中 ， 還 是 對 學 校 用 度 日 漸 不 敷 發 出

感 嘆，認 為 雖 然 州 縣 猶 有 學 校 之 設，但「 食 不 續 而 員 有 限 ，

毋 恠 乎 士 風 之 愈 不 古 也 」 1 3 0 ， 而 這 樣 感 嘆 背 後 所 包 含 一 名

教 授 對 地 方 官 學 經 營 的 考 量 ， 正 與 北 宋 晚 期 吳 學 教 授 朱 長

文 所 言「 苟 居 處 不 佚 、 餱 糧 不 豐 而 責 其 勤 ， 難 矣 」， 如 出 一

轍 。  
過 去 的 研 究 較 未 注 意 到 學 校 經 營 權 責 的 轉 移 ， 隨 著 教

授 的 教 職 官 職 化 ， 加 上 學 產 制 度 的 發 展 ， 學 校 逐 漸 類 似 今

                                                 
1 3 0  何林，〈蘇學復租田記〉，《吳都文粹續集》卷 3，頁 26a-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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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之 法 人 ， 而 教 授 則 成 為 法 人 的 實 際 經 營 者 的 現 象 。 過 去

研 究 中 所 提 到「 教 授 成 為 地 方 官 學 的 領 導，主 持 學 校 事 務 」

的 描 述 ， 並 不 能 完 全 反 應 地 方 官 學 因 職 權 、 責 任 轉 移 到 教

授 身 上 ， 而 使 教 授 成 為 學 校 實 際 經 營 者 的 情 況 ， 由 於 較 多

史 料 得 以 流 存 至 今 ， 吳 學 的 例 子 較 其 他 地 方 官 學 更 能 夠 明

顯 地 觀 察 到 這 點 。  
然 而 ， 這 樣 的 情 況 當 然 也 會 隨 時 勢 而 有 所 異 同 。 如 徽

宗 時 期 ， 宰 相 蔡 京 試 圖 藉 興 學 粉 飾 昇 平 ， 學 校 制 度 復 因 新

舊 黨 派 傾 軋 ， 多 次 異 動 ， 如 同 兒 戲 ， 地 方 官 學 教 授 的 素 質

良 莠 不 齊 ， 阿 諛 獻 媚 、 穿 鑿 附 會 者 所 在 多 有 ， 但 當 面 臨 方

臘 之 亂 時，為 地 方 士 人 挺 身 而 出 的，竟 是 學 校 本 身 的 生 員；
1 3 1 又 如 江 南 經 歷 宋 金 戰 事 ， 非 常 時 期 官 學 的 重 建 便 需 要 仰

賴 地 方 長 官 的 主 持 ， 這 些 例 子 都 顯 示 出 ， 教 授 對 地 方 官 學

經 營 的 能 力 與 權 責 ， 在 常 態 與 非 常 態 之 間 的 浮 動 。  
就 吳 學 而 言 ， 從 目 前 可 見 的 史 料 中 ， 能 觀 察 到 教 授 職

能 與 國 家 官 學 政 策 呼 應 的 現 象 。 1 3 2 隨 著 州 （ 府 ） 學 教 授 人

選 ， 由 路 級 或 州 級 長 官 自 行 選 任 或 由 幕 僚 兼 任 ， 到 由 國 家

統 籌 差 遣，以 考 試 選 人 或 中 央 指 派，教 授 一 職 逐 漸 專 業 化，

也 逐 漸 由 原 本 講 學 為 重 ， 轉 為 學 校 事 務 的 全 方 位 經 理 者 ，

州 級 長 官 及 提 舉 學 事 官 員 的 角 色 則 逐 漸 傾 向 推 動 與 督 導

者 。 這 並 非 意 味 著 州 級 長 官 從 地 方 官 學 教 育 的 經 營 中 退

出，而 是 教 授 專 職 化，且 對 州 學 事 務 的 管 理 層 面 更 為 廣 泛，

                                                 
1 3 1  龔明之，〈范無外〉，《中吳紀聞》卷，頁 110。  
1 3 2  詳 細 的 宋 代 國 家 官 學 政 策，與 教 授 選 任 制 度 的 演 變，在 袁 征《 宋

代 教 育 》 有 極 詳 盡 完 整 的 梳 理 ， 值 得 參 考 。 本 文 主 要 著 眼 於 吳 學

的 發 展 與 教 授 職 任 的 轉 變 ， 故 不 贅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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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州 級 地 方 官 學 教 育 及 其 機 構 經 營 的 主 要 責 任 ， 從 原 本 州

級 官 員 職 能 中 較 籠 統 的「 教 化 」，分 流 而 出，移 轉 到 州 學 教

授 一 職 上 。  
州 級 學 校 是 宋 代 官 學 教 育 制 度 中 ， 中 央 太 學 與 地 方 縣

學 之 間 的 中 介 ， 而 教 授 是 其 中 主 要 的 經 營 核 心 人 物 之 一 。

宋 代 廣 設 州 縣 學 ， 對 教 育 普 及 有 一 定 的 貢 獻 ， 但 前 人 研 究

或 是 集 中 推 崇 宋 代 書 院 ， 或 是 貶 抑 官 學 淪 為 功 利 角 逐 、 生

員 聚 食 之 所 ， 對 州 級 學 校 運 作 或 教 授 角 色 等 問 題 ， 未 有 足

夠 且 深 入 的 探 究 。 透 過 前 文 的 討 論 ， 至 少 可 以 在 宋 代 吳 學

的 經 營 實 例 中 ， 觀 察 到 宋 代 州 級 地 方 官 學 運 作 ， 存 在 這 樣

的 趨 勢 ── 自 吳 學 創 設 以 來 ， 隨 著 地 方 官 學 出 現 與 教 授 等

官 學 主 事 者 專 職 化 ， 州 級 學 校 實 際 經 營 的 職 能 與 責 任 ， 逐

漸 由 初 期 的 州 級 官 員 轉 移 到 教 授 一 職 上 。  
這 並 非 意 味 著 州 級 官 員 從 地 方 官 學 經 營 中 退 出 ， 事 實

上 ， 路 級 或 州 級 地 方 長 官 仍 舊 與 學 校 共 同 承 擔 了 教 化 的 責

任 ， 只 是 教 授 專 職 化 ， 且 對 州 學 事 務 的 管 理 更 為 廣 泛 ， 加

上 像 蘇 州 這 樣 富 盛 的 繁 郡 ， 地 方 官 員 所 管 轄 的 其 他 政 務 、

事 務 日 漸 繁 忙 ， 讓 州 級 地 方 官 學 教 育 及 其 機 構 經 營 的 主 要

責 任 ， 從 州 級 長 官 逐 漸 移 轉 到 州 學 教 授 一 職 上 ， 也 因 此 開

始 在 「 推 動 、 督 導 」 與 「 實 際 執 行 」 之 間 出 現 職 能 區 隔 的

趨 勢 ， 使 州 級 長 官 傾 向 由 原 先 推 動 者 轉 為 監 督 ， 而 州 學 教

授 逐 漸 轉 為 經 營 者 ， 對 校 務 的 經 理 更 具 有 主 動 性 ， 並 開 始

負 起 如 何 使 校 務 永 續 經 營 的 實 際 責 任 。  
在 宋 代 ， 州 學 有 些 類 似 寄 置 地 方 轄 下 的 事 業 單 位 或 財

團 法 人 ， 對 內 要 處 理 學 校 內 部 大 小 事 ， 除 了 教 學 講 授 、 例

行 升 貢 考 試，同 時 也 要 處 理 學 舍 營 繕、安 排 生 員 生 活 所 需，

在 教 學 之 外 ， 經 理 簿 書 錢 糧 也 成 為 一 大 考 驗 。 囿 於 繁 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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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事 務 ， 不 是 每 任 知 州 、 知 府 都 願 意 或 是 有 能 力 ， 撥 出

額 外 的 心 力 關 注 文 教 。 至 少 就 吳 學 而 言 ， 雖 然 在 碑 記 中 首

先 推 崇 的 是 在 任 長 官 ， 但 其 功 多 在 「 贊 成 、 支 持 」 層 面 ，

有 心 者 則 進 而 出 力 協 助 經 費 問 題 ， 或 是 盡 力 解 決 爭 訟 ， 但

絕 大 多 數 如 興 整 、 修 葺 、 擴 建 等 實 際 需 要 ， 常 要 靠 第 一 線

的 州 （ 府 ） 學 教 授 一 手 籌 畫 與 請 命 。  
本 文 所 討 論 的 吳 學 ， 在 宋 代 州 級 學 校 中 絕 非 泛 例 。 其

規 模 之 大，至 少 就 數 字 上 而 言，全 盛 時 期 生 員 直 逼 600 人，

校 舍 為 屋 750 間 ， 學 田 佔 地 是 一 般 州 級 學 校 的 十 倍 以 上 ，

而 且 其 產 業 面 積 直 到 南 宋 末 當 地 降 元 之 前，仍 不 斷 增 加。1 3 3

校 內 部 門 不 只 限 於 一 般 州 學 的 常 設 形 態，更 有 武 學、小 學，

及 專 供 宗 室 子 弟 就 讀 之 所 ， 亦 設 有 義 廩 ， 作 為 以 士 人 為 主

要 獎 助 、 救 濟 對 象 的 公 益 事 業 。 吳 學 的 規 模 ， 反 映 了 當 地

經 濟 繁 盛 ， 足 以 支 持 如 此 龐 大 而 複 雜 的 校 務 運 作 ， 吳 學 豐

厚 的 資 產 ， 更 使 得 任 職 的 教 授 必 須 扮 演 多 樣 的 經 營 者 角

色 。 朱 熹 (1130-1200)在 〈 漳 州 教 授 廳 記 〉 中 ， 曾 提 到 身 為

教 授 的 重 擔 ：  
 

凡 邦 之 士 ， 廩 食 縣 官 而 充 弟 子 員 者 ， 多 至 五 六 百

餘，少不下百十數，皆惟教授者是師。 ……又當嚴

先聖先師之典祀，領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

其體至重；下至金穀出内之纎悉，亦皆獨任之。 1 3 4  

 
                                                 
1 3 3  〈 吳 學 糧 田 續 記 〉，收 錄 於《 遼、金、元 代 石 刻 文 獻 全 編 》冊 1，

頁 49 -5 5。  
1 3 4  朱 熹，〈 漳 州 教 授 廳 記 〉，《 晦 庵 先 生 朱 文 公 文 集 》卷 77，頁 5 a- 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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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級 學 校 雖 是 地 方 上 的 官 方 機 構 ， 但 諸 如 產 業 糾 紛 、 學 產

免 稅 等 事 宜 ， 若 不 是 由 教 授 出 面 向 地 方 官 員 提 出 陳 請 ， 只

能 延 宕 或 不 了 了 之 。 然 而 ， 教 授 一 職 本 身 又 「 非 簿 書 期 會

之 所 能 察 ， 至 其 具 於 有 司 而 可 考 者 ， 上 之 人 又 以 其 儒 官 優

容 之 ， 雖 有 不 合 不 問 」 1 3 5 ， 因 此 州 級 學 校 的 經 營 ， 雖 歸 入

教 授 職 責 範 疇 ， 其 興 廢 卻 難 免 因 人 而 異 。 吳 學 歷 任 教 授 ，

能 經 手 主 持 這 樣 一 所 州 級 學 校 ， 無 論 是 為 維 護 學 校 權 益 而

與 地 方 豪 互 相 抗 ， 或 成 立 平 民 士 人 社 群 的 獎 助 機 制 ， 或 在

困 頓 的 經 濟 處 境 下 為 學 校 尋 求 經 費 、 設 法 周 轉 ， 以 及 與 地

方 官 府 或 其 他 機 構 交 涉 ， 在 在 都 顯 示 了 身 任 吳 學 教 授 ， 除

了 蘇 州 地 區 以 及 吳 學 形 態 的 特 殊 性 ， 促 成 教 授 在 職 任 上 所

扮 演 角 色 的 多 樣 ， 也 顯 示 能 妥 善 經 理 吳 學 校 務 的 教 授 們 ，

背 後 所 具 備 的 手 腕 與 人 脈 。 教 授 一 職 ， 幾 經 發 展 ， 其 職 能

已 不 再 集 中 在 知 識 的 傳 授 ， 更 包 括 了 教 育 機 構 的 經 營 ， 莫

怪 朱 熹 會 說，「 教 授 之 爲 職，其 可 謂 難 矣。惟 自 任 重 而 不 苟

者 知 之 ， 其 以 爲 易 而 無 難 者 ， 則 苟 道 也 。 」 1 3 6  

                                                 
1 3 5  朱 熹，〈 漳 州 教 授 廳 記 〉，《 晦 庵 先 生 朱 文 公 文 集 》卷 77，頁 5 a- 6 b。 
1 3 6  朱 熹，〈 漳 州 教 授 廳 記 〉，《 晦 庵 先 生 朱 文 公 文 集 》卷 77，頁 5 a- 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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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社會功能的衍生 

透 過 吳 學 為 例 ， 討 論 了 州 級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運 作 與 職

能 分 工 之 後 ， 本 章 欲 嘗 試 指 出 宋 代 地 方 官 學 在 地 方 社 會 發

展 中 的 一 種 可 能 性 與 趨 勢 。  
這 種 可 能 性 與 趨 勢 ， 首 先 要 歸 因 於 宋 代 士 人 群 體 的 發

展 。 由 北 宋 到 南 宋 ， 士 人 人 數 日 益 增 長 ， 但 入 仕 途 徑 卻 隨

著 宋 朝 版 圖 的 縮 小 ， 躋 身 仕 途 者 卻 大 為 增 加 而 相 對 緊 縮 ；

士 人 仍 舊 胸 懷 天 下 ， 但 多 數 時 候 卻 只 能 身 在 地 方 。 長 期 在

鄉 在 野 的 現 實 處 境 ， 加 上 士 人 對 「 士 」 身 份 認 同 的 提 昇 ，

士 人 逐 漸 成 為 地 方 社 會 中 別 具 意 義 的 群 體 ， 主 導 著 地 方 社

會 發 展 的 方 向 與 力 量 。 同 時 ， 當 科 舉 文 化 成 為 宋 代 社 會 的

基 調 之 一 ， 教 育 需 求 大 增 ， 復 以 宋 代 官 方 政 策 的 推 動 ， 地

方 官 學 隨 科 舉 文 化 的 發 展 ， 逐 漸 深 植 於 所 在 社 會 。  
躋 身 仕 途 的 難 度 提 高 ， 地 方 官 學 作 為 入 仕 途 徑 的 效 能

降 低，地 方 官 學 與 地 方 士 人 間 的 關 係 便 開 始 出 現 了 變 化 ──
地 方 官 學 非 但 成 為 地 方 士 人 匯 聚 之 地 、 地 方 社 會 文 化 活 動

的 中 心 ， 更 逐 漸 從 原 本 以 教 育 選 才 為 主 要 目 的 的 機 構 ， 衍

生 出 照 顧 地 方 士 人 群 體 的 社 會 責 任 。 這 種 照 顧 地 方 士 人 群

體 的 責 任 ， 其 形 成 緩 慢 而 隱 微 ， 而 微 妙 之 處 在 於 ， 這 樣 的

社 會 責 任 與 功 能 並 非 教 授 、 官 員 、 地 方 士 人 等 參 與 地 方 官

學 經 營 者 有 意 識 促 成 ， 而 是 在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中 ， 逐 漸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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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 積 累 出 的 結 果 。  
地 方 社 會 上 各 方 帶 有 不 同 立 場 的 人 ， 將 各 自 不 同 的 考

量 包 裝 在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中 ， 從 創 造 政 治 氛 圍 、 推 廣 個 人

理 念 、 履 踐 志 業 、 追 求 名 望 、 乃 至 謀 求 現 實 利 益 ， 不 一 而

足 ， 其 過 程 或 帶 有 著 歷 史 偶 然 性 的 累 積 。 然 而 ， 各 種 不 同

的 考 量 與 目 的 所 以 能 夠 在 地 方 官 學 中 相 互 折 衝 ， 獲 得 實

現 ， 主 要 因 為 它 們 仍 緊 扣 著 地 方 官 學 設 立 之 初 所 被 賦 予 的

養 士 取 才 功 能 。 也 就 是 說 ， 當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者 ， 將 各 自

的 不 同 考 量 與 目 的 ， 加 諸 於 經 營 地 方 官 學 的 同 時 ， 也 在 不

知 不 覺 的 行 動 中 ， 促 使 地 方 官 學 原 有 的 養 士 取 才 功 能 ， 日

漸 衍 生 出 照 顧 地 方 士 人 的 社 會 責 任 與 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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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塑造太平氛圍的政治演出  

建 炎 四 年 (1130)， 金 兵 南 侵 ， 三 百 年 不 識 兵 的 平 江 府

在 兵 馬 倥 傯 下 ， 幾 近 全 毀 。 紹 興 四 年 (1134)， 知 平 江 府 孫

佑 為 了 轄 區 的 戰 後 重 建 ， 諮 訪 當 地 與 往 來 平 江 的 士 大 夫 ，

著 手 整 理 平 江 府 圖 籍 。 吳 學 教 授 孫 衛 受 孫 佑 委 託 ， 協 助 補

葺 校 勘 從 前 湖 州 通 判 陳 能 千 處 得 到 朱 長 文 的 《 吳 郡 圖 經 續

記 》。 1 3 7 當 時 ， 吳 學 應 逐 步 恢 復 中 。  
紹 興 七 年 (1137)九 月，寶 文 閣 直 學 士 梁 汝 嘉 (1096-1154)

首 次 出 知 平 江 府 ， 這 時 吳 學 已 經 重 新 課 程 講 授 與 生 員 日 常

活 動 ， 但 每 年 的 春 秋 祭 奠 只 能 因 陋 就 簡 ， 以 既 有 學 舍 空 間

克 難 應 付 。 梁 汝 嘉 在 任 僅 十 一 個 月 便 轉 知 台 州 ， 留 下 了 仍

舊 殘 缺 的 吳 學 。 紹 興 十 年 (1140)六 月 ， 梁 汝 嘉 奉 命 再 知 平

江 府。隔 年 二 月 上 丁 釋 奠 之 後，梁 汝 嘉 向 吳 學 諸 生 說 道，「 夫

子 之 祀 ， 教 化 所 基 ， 尤 宜 嚴 且 謹 ， 而 跪 拜 薦 祭 之 地 ， 痺 陋

乃 爾 ， 其 何 以 歇 虔 妥 靈 ？ 」 並 提 起 紹 興 八 年 離 任 前 ， 未 及

對 祭 孔 祠 殿 善 加 修 葺 ，「 彌 年 若 有 所 負 ， 尚 安 得 以 罷 輭 自

恕 ， 復 累 後 人 乎 ？ 」 為 免 日 後 再 留 遺 憾 ， 便 與 同 僚 、 吏 員

商 議 ， 以 府 內 舊 有 遺 材 與 贏 餘 資 金 ， 僱 工 整 建 祭 祀 孔 子 的

大 成 殿 ， 並 修 復 范 仲 淹 、 胡 瑗 祠 堂 。 1 3 8  
紹 興 十 四 年 (1144)二 月，寶 文 閣 直 學 士 王 自 請 出 知 平

江 府。 1 3 9 上 任 之 後， 王 依 照 慣 例 赴 吳 學 祭 孔；環 顧 校 舍 ，

                                                 
1 3 7  孫佑，〈圖經續記後序〉，《吳都文粹續集》卷 1，頁 21b。  
1 3 8  鄭仲熊，〈重修大成殿記略〉，《吳郡志》卷，頁 4b-5a。  
1 3 9  李心傳，《建炎以來繫年要錄》卷 151，頁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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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嘆 道 ：「（ 吳 學 ） 今 蕪 廢 不 治 如 此 ， 使 吏 民 無 所 瞻 仰 ， 如

因 陋 就 簡 ， 謾 不 如 飭 ， 殆 守 土 者 之 罪 也 ， 實 懼 焉 ， 其 敢

不 以 敏 ， 憚 於 改 作 ？ 」 因 而 在 當 年 四 月 著 手 重 修 吳 學 ， 整

個 校 舍 整 建 工 程 僅 耗 時 五 個 月 即 完 工 ， 十 二 月 為 修 建 工 事

立 碑 為 記 ， 除 了 記 載 整 建 始 末 ， 碑 文 還 提 到 知 府 王 在 修

建 完 成 後，計 畫 再 向 宋 廷 請 賜 公 田「 數 十 百 畝，以 益 其（ 吳

學 ）用 度，使 餱 糧 常 不 乏，於 是（ 吳 學 ）就 學 者 日 益 衆 矣 」。
1 4 0   

梁 汝 嘉 和 王 的 作 為 ， 一 方 面 表 現 出 作 為 知 府 ， 對 地

方 文 教 念 茲 在 茲 ， 但 另 方 面 卻 也 反 映 了 地 方 官 員 對 中 央 政

治 風 向 的 回 應 。 南 宋 危 急 存 亡 的 局 勢 ， 在 經 歷 過 宋 金 戰 事

與 宋 廷 南 渡 的 動 盪 ， 終 於 在 秦 檜 所 主 導 的 紹 興 議 和 之 後 ，

大 局 抵 定 。 在 〈 平 江 府 修 學 記 〉 提 到 ， 從 紹 興 議 和 以 來 ，

高 宗 皇 帝 為 與 民 休 息，遂 與 鄰 國 修 好，並 在 臨 安 重 建 太 學，

頒 天 下 州 縣 御 筆 《 孝 經 》、《 周 易 》、《 詩 》、《 書 》 石 刻 ， 以

示 重 視 文 教 。 1 4 1 但 是 事 實 上 ， 在 紹 興 議 和 之 前 ， 教 育 文 化

問 題 並 未 被 送 高 宗 列 入 考 量 之 內 。 宋 廷 裁 撤 國 子 監 ， 徵 用

教 育 系 統 錢 糧 ， 佔 用 各 地 官 學 校 舍 。 建 炎 三 年 (1129)， 在

戎 馬 倉 皇 之 中 ， 高 宗 更 一 舉 詔 令 裁 撤 了 四 十 三 州 的 教 授 員

額 ， 直 到 紹 興 二 年 ， 才 在 臣 下 懇 求 下 恢 復 。 1 4 2  
紹 興 和 議 訂 定 之 後 ， 宋 廷 採 取 兩 手 策 略 ， 一 面 高 壓 打

擊 反 議 和 者 ， 一 面 也 大 力 製 造 國 內 的 和 平 氣 氛 ， 以 消 弭 反

                                                 
1 4 0  鄭億年，〈平江府修學記〉，《吳都文粹續集》卷 3，頁 1b。  
1 4 1  鄭億年，〈平江府修學記〉，《吳都文粹續集》卷 3，頁 1b-2a。  
1 4 2  李心傳，《建炎以來繫年要錄》卷 53，頁 3a。趙鐵寒，〈宋代的

州學〉，頁 16；袁征，《宋代教育》，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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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和 的 聲 浪 ， 因 此 一 改 此 前 以 文 教 為 輕 、 軍 事 國 防 為 重 的

政 策 ， 頒 佈 了 一 連 串 與 恢 復 學 校 有 關 的 詔 令 ， 試 圖 強 調 國

家 偃 武 修 文 的 意 向 。 1 4 3 在 紹 興 和 約 簽 訂 的 翌 年 (1142) 二

月 ， 南 宋 朝 廷 下 令 重 建 各 地 受 戰 事 破 壞 的 州 級 學 校 。 1 4 4 五

月 ， 又 詔 令 各 地 州 學 均 中 央 派 任 教 授 。 1 4 5 《 至 元 嘉 禾 志 》

〈 海 鹽 縣 學 〉條 也 提 到「 紹 興 十 五 年 (1145)，朝 廷 興 太 學 ，

州 縣 學 復 修 舉 」。 1 4 6 紹 興 十 八 年 (1148)， 文 教 重 建 更 擴 及 各

地 縣 級 學 校 。 1 4 7  
然 而 ， 偃 武 修 文 的 政 治 氛 圍 ， 不 可 能 單 靠 君 主 高 宗 與

當 權 宰 相 秦 檜 二 人 聯 手 就 塑 造 得 出 ， 更 要 靠 秦 檜 背 後 的 一

群 支 持 者 共 同 完 成 。 這 些 支 持 者 也 不 能 只 是 虛 有 其 表 的 傀

儡 ， 必 須 既 能 支 持 高 宗 與 秦 檜 大 興 文 教 的 政 策 ， 又 具 有 能

力 與 手 腕 。 在 吳 學 重 建 的 例 子 裡 ， 梁 汝 嘉「 素 善 秦 檜 」， 王

是 秦 檜 妻 舅 ， 撰 寫 〈 平 江 府 修 學 記 〉 的 鄭 億 年 更 是 秦 檜

的 伯 叔 親 家 ， 撰 寫 〈 重 修 大 成 殿 記 〉 的 鄭 仲 熊 亦 與 秦 檜 有

私 交 。 1 4 8 其 中 ， 梁 汝 嘉「 長 於 吏 治 ， 在 臨 安 風 績 尤 著 」； 王

                                                 
1 4 3  袁征，《宋代教育》，頁 48-49。  
1 4 4  《宋史．高宗本紀》卷 30，紹興十二年二月丙戊，頁 555。  
1 4 5  李心傳，《建炎以來繫年要錄》卷 145，紹興十二年五月甲辰，頁

11b。  
1 4 6  徐碩，《至元嘉禾志》卷 7（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 1983），頁

6a。  
1 4 7  李心傳，《建炎以來繫年要錄》卷 158，頁 2b，希望於縣官中，

選有出身人兼縣學教諭，提昇縣學素質。  
1 4 8  脫脫，《宋史》卷 473，〈姦臣傳．秦檜〉，頁 13758；脫脫，《宋

史》卷 394，〈梁汝嘉傳〉，頁 12043。陸友仁，《吳中舊事》（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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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被 指 在 平 江 府 任 內「 凡 公 署、學 校 靡 不 究 心 」。1 4 9 王 在

紹 興 十 三 年 (1143)知 臨 安 府 時 ， 曾 「 括 民 間 冒 占 白 地 錢 ，

歲 入 十 二 萬 緡 有 畸 ， 為 太 學 養 士 之 費 」 1 5 0 ， 因 此 也 無 怪 乎

在 吳 學 重 建 後 他 能 發 下 豪 語 ， 將 向 宋 廷 請 公 田 數 十 百 畝 ，

增 益 吳 學 養 士 之 用 。  
梁 汝 嘉 與 王 兩 任 知 府 先 後 整 葺 從 北 宋 以 來 有 官 學 標

的 意 義 的 吳 學 ， 其 實 在 回 應 從 兩 次 紹 興 議 和 到 紹 興 十 一 年

(1141)十 一 月 宋 金 簽 訂 紹 興 和 約 後 ， 南 宋 朝 廷 所 欲 塑 造 國

家 提 倡 文 教 民 生 的 整 體 政 治 氛 圍 。 吳 學 的 全 面 重 建 ， 背 後

可 能 有 秦 檜 在 中 央 的 奧 援 ， 相 對 地 ， 這 些 與 秦 檜 有 私 交 、

在 外 任 官 者 ， 也 是 協 助 高 宗 、 秦 檜 藉 大 興 文 教 製 造 太 平 氛

圍 的 助 力 。 有 學 者 認 為 ， 紹 興 議 和 後 一 連 串 恢 復 學 校 教 育

的 詔 令，都 是 與 金 廷 議 和 後，高 宗 與 秦 檜 粉 飾 太 平 的 手 段，

                                                                                                                            
藝文印書館，1966，百部叢刊函海本）卷 1，頁 13b。張家瑋在〈宋

代蘇州府學──地方教育的實踐與困境〉（未刊稿）中，結合史料

提 出 吳 學 「 在 紹 興 年 間 的 重 建 ， 其 主 事 者 與 協 同 者 如 梁 汝 嘉 、鄭

仲 熊 、 鄭 億 年 ， 皆 與 當 朝 宰 相 秦 檜 有 私 交 。 吳 學 能 於 短 期 內 重建

畢工，並獲得政府襄助，背後可能有秦檜在中央奧援」，認為研究

可 應 注 意 秦 檜 在 南 宋 振 興 文 教 上 的 角 色 。 關 於 吳 學 重 建 主 事 與協

同 者 與 秦檜 的 關 係， 可 參 見劉 子 健 ，〈秦 檜 的 親友 〉， 收 錄於 《 兩

宋史研究彙編》（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7），頁 143-171。 
1 4 9脫脫，《宋史》卷 394，〈梁汝嘉傳〉，頁 12043。王 事見《姑蘇

志》卷 39，頁 29；此外王 對財經事務亦頗有手腕，但亦因此或

聚斂之臣的評價。  
1 5 0  馬端臨，《文獻通考》卷 42，〈學校三〉，頁 4 下。  



 第四章  新社會功能的衍生 

．85． 

一 時 的 高 壓 政 策 未 能 實 質 提 升 南 宋 的 文 教 事 業 。 1 5 1 然 而 ，

即 使 是 為 政 治 服 務 ， 這 些 政 策 與 作 為 卻 也 為 南 宋 教 育 的 發

展 定 下 了 基 調 ， 重 新 恢 復 了 朝 廷 對 學 校 教 育 的 支 持 ， 其 結

果 所 帶 來 的 效 益 ， 不 應 因 其 立 意 而 抹 煞 。  
更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在 王 重 建 吳 學 的 規 劃 中 ， 提 到 了

「 廩 食 足 」 與 「 學 」 之 間 的 關 係 。 學 校 經 營 與 生 員 受 教 外

的 日 常 需 求 ， 兩 者 的 關 連 在 北 宋 時 也 曾 為 朱 長 文 所 提 出 ，

當 時 他 認 為 ， 如 果 不 能 提 供 生 員 良 好 的 生 活 環 境 、 不 虞 匱

乏 的 日 用 所 需，要 要 求 生 員 致 力 於 求 學，是 有 困 難 的。1 5 2 吳

學 在 南 宋 的 重 建 ， 雖 然 可 能 是 在 朝 廷 大 興 文 教 的 政 治 風 向

下 趁 勢 而 為 ， 但 王 不 僅 從 事 地 方 學 校 的 硬 體 建 築 興 造 ，

更 計 畫 向 宋 廷 請 公 田 以 使 吳 學 「 餱 糧 常 不 乏 」 的 作 為 ， 卻

已 經 超 越 了 呼 應 政 策 的 配 合 演 出 ， 而 落 實 到 了 以 關 照 吳 學

生 員 所 需 的 實 際 考 量 。 1 5 3  

                                                 
1 5 1  袁征，《宋代教育》，頁 48-49、 219-220。袁征在氏著中提到，紹

興 議 和 後 一 連 串 關 於 文 教 的 詔 令 ， 無 論 是 中 央 或 地 方 官 學 的 重

建 ， 都 是 高 宗 及 秦 檜 在 與 金 廷 議 和 後 ， 把 恢 復 學 校 教 育 當 作 製造

和 平 氣 氛 的 手 段 ， 但 粉 飾 太 平 的 高 壓 政 策 ， 反 而 造 成 官 員 與 教員

避禍怕事心理，導致中央到地方各級學校的教學與管理都很糟糕。 
1 5 2朱長文，〈蘇州學記 元 祐 五 年 歳 次 庚 午 秋 七 月 甲 子 朔 建 〉，頁 4-10a。  
1 5 3  鄭億年，〈平江府修學記〉，《吳都文粹續集》卷 3，頁 1b-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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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以士人群體為中心的公益事業  

紹 熙 四 年 (1193)， 倪 千 里 出 任 平 江 府 學 教 授 。 到 任 之

後 ， 倪 千 里 深 感 吳 學 財 務 狀 況 不 足 以 供 養 生 員 、 支 持 學 校

運 作 ， 乃 重 新 整 理 吳 學 名 下 產 業 ， 希 望 能 藉 掌 握 吳 學 財 務

情 況 ， 設 法 解 決 經 濟 問 題 。 紹 熙 五 年 (1194) 到 慶 元 二 年

(1196)間 ， 倪 千 里 透 過 清 整 受 隱 沒 或 帳 務 不 清 的 學 產 ， 解

決 了 吳 學 經 費 不 足 的 問 題 。  
然 而，倪 千 里 的 目 標 不 僅 止 於 此，他 認 為 學 校「 學 校 ，

義 之 聚，非 徒 養 士 也 」，更 負 有 教 化 地 方 風 俗 之 責，因 而 計

畫 在 吳 學 創 設 兼 具 獎 助 與 公 益 性 質 的 義 廩 。 但 是 ， 這 樣 的

計 畫 背 後 若 缺 乏 穩 定 的 經 費 支 持 ， 不 過 是 沽 名 釣 譽 而 已 。

因 此 ， 倪 千 里 將 此 事 上 報 當 時 的 兩 浙 西 路 提 點 刑 獄 公 事 黃

遹 ， 黃 遹 除 撥 給 一 頃 餘 的 寺 絕 田 產 ， 也 批 准 了 倪 千 里 代 吳

學 提 出 ， 將 蘄 王 府 幹 人 郁 明 包 佃 田 地 收 回 ， 由 吳 學 自 行 招

租 出 佃 的 申 請 。 倪 千 里 遂 以 這 兩 筆 田 地 每 年 三 百 五 十 餘 石

的 收 入 ， 創 設 了 「 吳 學 義 廩 」。 1 5 4  
吳 學 義 廩 的 性 質 ， 有 些 類 似 今 日 的 基 金 會 ， 獨 立 於 吳

學 一 般 收 支 之 外 ， 專 用 以 支 持 吳 學 對 獎 助 及 公 益 事 業 的 經

營 ， 並 有 固 定 之 支 用 項 目 與 規 則 ， 鉅 細 靡 遺 刊 載 在 〈 吳 學

義 廩 規 約 〉 中 。 1 5 5 該 構 想 雖 為 倪 千 里 所 發 起 教 授 ， 但 其 運

                                                 
1 5 4  創設義廩，見戴溪〈吳學義廩記〉，頁 24a-26b。  
1 5 5  提舉常平公事以轄區內寺絕產業撥充官學所用，應是出自南宋規

定。見《宋史》卷 30，紹興二十一年條，「九月戊戌朔，籍寺觀絶

產以贍學」，頁 573。關於爭佃學田事，涉及地方豪戶侵佔學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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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方 式 與 義 廩 經 費 的 使 用 ， 則 是 吳 學 學 正 、 學 錄 等 學 職 人

員 ， 及 由 平 江 府 內 官 員 兼 領 的 錢 糧 官 所 共 同 議 定 。 此 外 ，

由 於 支 持 義 廩 仍 屬 於 公 田 ， 因 此 在 吳 學 方 面 議 定 後 ， 還 經

過 了 呈 送 平 江 府 核 可 的 程 序 。 吳 學 義 廩 規 約 呈 送 平 江 府

後 ， 得 到 知 府 王 溉 及 府 內 幕 僚 的 支 持 ， 並 在 慶 元 二 年 與 吳

學 財 產 同 立 石 刻 後 施 行 。 1 5 6 〈 吳 學 義 廩 記 〉 大 略 描 述 了 義

廩 經 費 的 運 用 ：  
 
歲取其入，祠祀范文正公，及教養其遺三人。士有入

太學，與薦名登科第者，助其費有差，文、武士、宗

子皆預焉。止至會拜、春秋釋奠，其與行禮者，凡費

于此乎取。又將斥其餘，以助士貧而親不能葬，與嬰

孩之遺棄者。 1 5 7  
 

主 要 可 分 為 紀 念 范 仲 淹 、 獎 助 、 吳 學 公 共 活 動 ， 及 救 濟 等

四 個 方 面 。 所 謂 公 共 活 動 ， 包 括 春 秋 釋 奠 或 祭 祀 先 賢 、 在

吳 學 內 所 舉 行 的 敬 老 或 尊 賢 儀 式 、 延 請 鄉 曲 宿 儒 所 需 發 給

的 津 貼 與 接 待 費 用 。 獎 助 方 面 ， 包 括 對 文 武 舉 士 人 參 加 省

試 或 入 太 學 的 補 助 ， 以 及 中 舉 獎 勵 與 慶 賀 筵 席 的 開 支 等 ；

其 中 ， 對 士 子 的 補 助 與 獎 勵 ， 則 隨 在 學 聽 讀 年 限 、 考 試 成

                                                                                                                            
後詳。〈吳學義廩記〉言此田地可得租米 350 石餘，但〈吳學糧田

籍記〉將詳細數字列出，為目前所引之 378 碩 3 斗 3 升 5 合。見

〈吳學糧田籍記〉，《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287-288。  
1 5 6  〈吳學義廩規約〉、〈吳學糧田籍記〉、〈吳學義廩記〉都是在慶元

二年正月所作。  
1 5 7  戴溪，〈吳學義廩記〉，頁 24a-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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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 及 考 試 項 目 ， 各 有 不 同 。 吳 學 義 廩 也 針 對 貧 士 親 長 的

喪 葬 ， 與 被 棄 嬰 孩 ， 設 有 救 濟 經 費 。 此 外 ， 吳 學 義 廩 經 費

的 運 用 ， 並 非 在 慶 元 二 年 立 石 之 後 就 一 成 不 變 ， 從 〈 吳 學

義 廩 規 約 〉石 刻 中，所 插 入 一 段 紹 定 元 年 到 六 年 (1228-1233)
的 刻 文 ， 可 知 在 日 後 吳 學 義 廩 對 鄉 賢 的 祭 祀 ， 或 是 吳 學 義

廩 田 地 的 擴 充 與 轉 撥 他 用 ， 仍 在 繼 續 調 整 。 1 5 8  
需 要 特 別 一 提 的 「 祠 祀 范 文 正 公 ， 及 教 養 其 遺 三 人 」

一 事。吳 學 乃 范 仲 淹 所 親 創，為 感 念 對 吳 學 及 蘇 州 的 貢 獻，

對 范 仲 淹 的 祠 祀 格 外 重 視 也 頗 為 合 理 ， 問 題 在 「 教 養 其

遺 」。范 氏 後 人 的 賙 贍 與 子 弟 求 學，原 可 仰 賴 范 氏 義 莊 的 收

入，然 而 范 氏 義 莊「 南 渡 之 後，雖 田 畝 僅 存，而 莊 宅 焚 毀 ，

寄 廪 墳 寺 ， 遷 寓 民 舍 ， 蠧 弊 百 出 ， 盡 失 初 意 」。 1 5 9 范 氏 義 莊

營 運 出 現 窒 礙 ， 更 遑 論 維 繫 義 學 及 後 人 的 教 養 ， 因 此 在 吳

學 義 廩 設 立 之 時 ， 乃 在 祠 祀 之 外 ， 另 設 經 費 贊 助 范 氏 後 人

的 教 育 。 吳 學 此 舉 既 是 對 范 仲 淹 的 紀 念 推 崇 ， 亦 是 不 忍 見

                                                 
1 5 8  倪千里，〈吳學義廩規約〉，《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342-344。

由 於 《 宋 代 石 刻 文 獻 全 編 》 中 所 錄 〈 吳 學 義 廩 規 約 〉 碑 文 殘 缺，

目 前 只 存 士 人 赴 省 試 或 入 太 學 等 項 目 的 詳 細 內 容 ， 其 他 內 容 則據

〈吳學義廩記〉所提概要而來。此外，關於士人親老喪葬的補助，

與 地 方 官 學 、 士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 比 較 容 易 理 解 ； 然 而 關 於 被 棄養

的 嬰 兒 的 安 置 問 題 ， 較 令 人 有 疑 義 。 不 過 ， 湖 州 的 例 子 可 以 提供

參 考 。 袁 甫 至 湖 州 任 通 判 時 ， 湖 州 官 學 亦 設 有 嬰 兒 局 。 嬰 兒 局之

附設於州學，乃因此議首為州學教授之請。袁甫，〈湖州嬰兒局增

田記〉，《蒙齋集》卷 12，頁 1-2。  
1 5 9  范之柔，〈續定規矩〉，收錄於《范文正公集．附錄．義莊規矩》，

頁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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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賢 之 後 家 道 衰 微 所 做 的 贊 助 與 救 濟 ， 正 是 倪 千 里 所 謂 的

「 事 關 風 教，非 學 校 誰 實 主 之 」。吳 學 作 為 官 方 機 構，義 廩

規 約 經 過 吳 學 學 職 者 共 同 商 議 ， 並 呈 平 江 府 核 可 後 實 行 ，

說 明 地 方 官 府 也 贊 同 這 樣 的 作 法 ， 且 由 吳 學 窗 口 負 擔 起 賙

濟 先 賢 後 人 的 責 任 。 1 6 0  
倪 千 里 創 設 吳 學 義 廩 的 想 法 ， 可 能 受 到 鄉 曲 義 莊 或 范

氏 義 莊 等 地 區 性 或 家 族 性 的 公 益 事 業 的 啟 發 。 1 6 1 倪 千 里 發

起 吳 學 義 廩 之 初，曾 說 道：「 學 校，義 之 聚 也，非 徒 養 士 也。」

所 謂「 義 之 聚 」，所 指 可 謂 是 一 種 非 血 緣 的 團 體 聚 合，明 確

地 說 就 是 業 緣 關 係 。 1 6 2 過 去 ， 范 仲 淹 創 范 氏 義 莊 所 要 幫 助

的 ， 是 以 血 緣 為 主 體 的 范 氏 宗 族 ； 南 宋 的 鄉 曲 義 莊 ， 則 是

以 地 緣 為 中 心 ， 組 成 自 發 性 的 社 會 互 助 組 織 ； 而 吳 學 義 廩

可 能 借 用 了 類 似 的 概 念 ， 以 「 士 」 的 業 緣 身 份 ， 比 擬 地 緣

或 血 緣 ， 希 望 能 提 供 給 當 地 士 人 更 多 的 幫 助 。  
起 初 ， 地 方 官 學 制 度 設 置 最 重 要 的 目 的 之 一 ， 是 希 望

透 過 官 學 養 士 ， 提 供 生 員 無 虞 日 常 所 需 的 就 學 環 境 ， 並 在

教 養 的 同 時 考 察 士 人 德 行 ， 藉 以 拔 擢 德 藝 兼 備 者 ， 為 國 家

所 用 。 官 學 養 士 成 為 定 制 後 ， 卻 因 缺 乏 在 學 就 讀 年 月 限 制

等 配 套 措 施 ， 常 有 生 員 在 官 學 掛 籍 但 未 到 學 就 讀 ， 僅 空 領

津 貼 等 問 題 。 到 南 宋 ， 官 學 養 士 政 策 的 弊 病 亦 發 嚴 重 ， 葉

                                                 
1 6 0  戴溪，〈吳學義廩記〉，《吳都文粹續集》卷 3，頁 24b-25a。  
1 6 1  倪千里〈吳學義廩規約〉，《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342 下。

曾 在 平 江 府 學 就 讀 的 黃 由 ， 為 吳 學 義 廩 規 約 石 刻 題 文 時 ， 談 到這

點。  
1 6 2  關於士人的同業意識與關懷，黃寬重在〈兩宋政策與士風的變化〉

一文中，曾對此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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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便 曾 提 出 批 評 ：「 今 州 縣 有 學 宮 室 、 廪 餼 ， 無 所 不 備 ， 置

官 立 師 ， 其 過 於 漢 唐 甚 遠 」， 但 即 便 設 備 、 師 資 一 流 ， 卻 因

為 缺 乏 考 察 之 法，不 講 學 問，「 徒 以 聚 食，而 士 之 負 俊 氣 者，

不 願 於 學 矣 」。 1 6 3 然 而，換 個 角 度，地 方 官 學 淪 為 聚 食 之 所

一 事 ， 點 出 南 宋 大 量 的 地 方 士 人 ， 因 「 士 」 的 身 份 ， 形 成

了 某 種 良 莠 相 雜 ， 有 別 於 以 血 緣 、 親 屬 關 係 而 相 類 聚 的 基

層 社 會 群 體 。  
當 士 人 的 群 體 意 識 ， 逐 漸 隨 著 科 舉 社 會 發 展 的 成 熟 ，

與 士 人 群 體 的 擴 大 ， 逐 漸 萌 芽 ， 而 地 方 官 學 作 為 地 方 上 匯

聚 士 人 的 主 要 場 欲 與 機 構 ， 地 方 官 學 主 事 者 也 開 始 意 識 到

這 樣 的 發 展 ， 而 將 關 注 焦 點 置 於 士 人 群 體 之 上 。 尤 其 ， 士

人 作 為 風 教 的 表 率，養 士 的 目 的，不 僅 僅 是 在「 養 」而 已 ，

學 校 有 不 可 旁 貸 的 社 會 責 任 ； 反 過 來 說 ， 當 學 校 提 供 了 士

人 足 夠 的 照 顧 ， 士 人 也 才 能 在 衣 食 足 之 後 知 榮 辱 。  
地 方 官 學 長 期 根 植 於 地 方 社 會 ， 作 為 地 方 士 人 匯 聚 之

地 、 地 方 社 會 文 化 活 動 的 中 心 ， 雖 然 因 為 士 人 群 體 不 斷 增

加 ， 原 有 的 教 育 功 能 開 始 供 不 應 求 或 是 成 效 不 彰 ， 而 需 轉

賴 私 人 講 學 機 構 的 輔 助 ， 但 地 方 官 學 卻 也 在 教 育 之 外 ， 逐

漸 衍 生 出 照 顧 地 方 士 人 群 體 的 社 會 責 任 與 功 能 ； 若 是 行 有

餘 力 ， 則 由 士 人 群 體 向 地 方 社 會 的 其 他 成 員 擴 展 。 1 6 4 吳 學

在 慶 元 年 間 所 創 設 的 吳 學 義 廩 ， 獎 助 對 象 不 限 於 就 讀 於 吳

學 者 ， 也 擴 及 於 平 江 府 轄 下 五 縣 的 士 人 ， 正 是 以 當 地 以 士

                                                 
1 6 3  葉適，〈奏議．學校〉，《水心先生文集》（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

1967，據上海商務印書館縮印烏程劉氏藏明正統本影印）卷 3，頁

22b。  
1 6 4  戴溪，〈吳學義廩記〉，《吳都文粹續集》卷 3，頁 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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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社 群 為 主 要 對 象 的 公 益 事 業 ， 即 使 未 曾 入 州 、 縣 學 等 官

學 就 讀 者 ， 也 給 予 相 當 的 福 利 與 補 助 ， 進 而 擴 及 貧 窮 士 人

之 親 長 ， 及 被 遺 棄 的 嬰 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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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官員理想與地方士人利益間的折衝  

嘉 熙 元 年 (1237) ， 王 遂 受 命 知 平 江 軍 府 事 兼 節 制 許 浦

顧 涇 水 軍 。 1 6 5 王 遂 初 至 平 江 ， 便 赴 吳 學 會 見 諸 生 員 ， 且 以

平 江 府 「 六 君 子 」 ─ ─ 范 仲 淹 、 胡 瑗 、 朱 長 文 、 王 蘋 、 尹

焞 、 陳 長 方 ─ ─ 行 誼 事 蹟 為 策 題 ， 試 驗 諸 生 。 1 6 6 王 遂 在 策

題 中 寫 到 ：  

 
豈必鄉之先生而後敬之？仕於其邦、寓於其里者，皆

所當然也。師道立，善人多，豈不宜乎。若文正范公

生於斯、仕於斯，樂圃朱公、唯室兄弟皆長於斯、私

淑艾於斯，若安定胡公教授是邦，和靖尹公講道虎邱

之下，著作王公召於吳而老於吳，是六君子者，雖事

顯晦之不同，非吳之所謂先師歟？非吳學之士所當嚴

事而景行者歟？ 1 6 7  
                                                 
1 6 5  關於王遂任平江知府事，據《王著作集》所收錄王遂所作立祠祭

文 ， 自 言 「 維 嘉 熙 元 年 ， 歲 在 丁 酉 八 月 己 夘 朔 初 八 日 丙 戌 ， 朝奉

大 夫 煥 章 閣 待 制 知 平 江 府 兼 節 制 許 浦 顧 涇 水 軍 王 遂 ， 謹 以 清 酌庶

饈之奠，致告於著作先生王公、唯室先生陳公」，則《吳郡志》、《姑

蘇志》所載王遂在任時間有誤。王遂，〈實齋王先生立祠祭文〉，《王

著作集》卷 6，頁 2b。又據王德文所上〈立祠劄子〉，則王遂知平

江府又可前推至嘉熙元年七月之前。王德文，〈立祠劄子〉，《王著

作集》卷 6，頁。  
1 6 6  〈掌祠府帖〉，《王著作集》卷 6，頁 5b。  
1 6 7  王遂，〈嘉熙元年詔舉策題〉，《王著作集》卷 5，頁 13b-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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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遂 指 出，士 人 之 學，不 當 僅 就 狹 義 的 教 師 學 習 知 識，

身 為 一 地 士 人 ， 更 當 詳 知 曾 仕 於 斯 、 居 於 斯 諸 賢 之 行 誼 事

蹟，乃 至 德 行 學 問，進 而 以 其 人 為 師 法。這 王 遂 的 定 義 下 ，

鄉 賢 的 範 圍 更 為 擴 大 。  
被 王 遂 所 挑 選 的 「 六 君 子 」 中 ， 王 蘋 為 二 程 門 人 ， 被

譽 為 閩 中 理 學 之 傳 。 1 6 8 尹 焞 同 樣 受 學 二 程 ， 靖 康 之 難 南 渡

之 後 ， 在 蘇 州 虎 邱 山 講 學 。 陳 長 方 則 為 王 蘋 的 著 名 弟 子 。

朱 長 文 在 《 宋 元 學 案 》 中 ， 被 列 為 「 泰 山 門 人 」、「 伊 川 學

侶 」， 其 與 二 程 交 好 ， 青 年 就 讀 於 太 學 時 ， 曾 受 學 於 胡 瑗 、

孫 復 ， 長 文 父 亦 與 兩 人 為 世 交 。 胡 瑗 在 宋 代 學 術 的 發 展 譜

系 中 ， 被 與 孫 復 、 石 介 並 論 為「 宋 初 三 先 生 」， 三 人 都 受 知

於 范 仲 淹 。 至 於 范 仲 淹 ， 到 南 宋 被 士 人 譽 為 「 本 朝 第 一 流

人 物 」，大 儒 朱 熹 甚 至 傾 向 把 道 學 開 端，向 范 仲 淹 推 展 。 1 6 9

                                                 
1 6 8  王蘋所以在蘇州地區受到推崇，乃至在王遂任知州時，入祠於吳

學 ， 部 分 源 自 其 曾 從 學 於 二 程 的 學 術 背 景 。 楊 時 作 為 同 學 於 程門

的先進，便曾讚譽道：「同門後來成就，莫踰吾信伯（王蘋之字）。」

1 6 8王蘋在南 宋初獲高 宗召見， 面諫三事 ，破格升 遷，另一 項重要

原因。紹興四年，高宗駐蹕平江，權發遣平江府孫佑舉薦其學行，

王 蘋 以 布 衣 獲 上 殿 對 奏 「 治 本 三 說 」 ── 、 正 心 誠 意 、 辨 君 子 小

人 、 消 朋 黨 ── 並 因 此 獲 賜 進 士 出 身 ， 授 著 作 佐 郎 。 高 宗 此 舉 ，

在大局稍定之後，當然頗有籠絡士人，並表現政權正統性的意味，

但王蘋受召也可佐證其在蘇州地區之重要地位。  
1 6 9  這點余英時在《朱熹的歷史世界》中，首先舉了《朱文正公集》

及 《 朱 子 語 類 》 中 ， 朱 熹 的 看 法 ， 其 次 以 四 部 叢 刊 中 《 范 文 正公

集》末所附的〈諸賢讚頌論疏〉，說明以范仲淹為宋代士大夫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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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遂 的 一 道 策 題 ， 非 但 點 出 了 士 人 進 德 修 業 與 地 方 社 會 之

間 、 蘇 州 地 區 「 六 君 子 」 與 吳 地 之 間 的 聯 繫 ， 將 士 人 、 學

習 與 在 地 社 會 緊 緊 繫 在 一 起 ， 更 串 起 了 「 六 君 子 」 在 理 學

譜 系 中 的 位 置 ， 串 起 了 吳 地 與 理 學 的 淵 源 。  
揀 選 出 所 謂「 六 君 子 」的 王 遂，其 實 是 朱 熹 再 傳 弟 子 ，

受 學 於 黃 榦 ， 亦 與 真 德 秀 交 好 ； 後 者 被 譽 為 繼 朱 熹 之 後 ，

最 傑 出 的 理 學 領 袖 。 1 7 0 自 理 宗 端 平 親 政 ， 不 少 理 學 士 人 重

受 擢 用 ， 一 時 號 稱「 小 元 祐 」， 王 遂 亦 在 其 列 ， 且 常 居 內 外

要 職 。 1 7 1 據 《 姑 蘇 志 》 記 載 ， 王 遂 「 差 知 平 江 ， ……遂 至

郡，即 以 崇 學 校、寬 民 力、抑 豪 強、正 風 俗 為 務。會 兩 倅 、

六 縣 令，賦 詩 勉 勵。時 詣 學，為 諸 生 講 說，吳 中 理 學 愈 盛。」
1 7 2  

王 遂 與 吳 學 生 員 此 番 初 會 ， 藉 策 題 談 到 「 六 君 子 」 行

誼 事 蹟 ， 並 在 策 題 最 末 ， 以 朱 熹 起 于 諸 賢 之 後 ， 詢 問 諸 生

其 學 問 之 意 涵 ， 並 要 求 生 員 闡 述 「 六 君 子 」 之 學 術 行 誼 ，

                                                                                                                            
並 非 朱 熹一 人 私 見。 參 見 氏著 ，《 朱 熹的 歷 史 世界 》（ 臺 北： 允 晨

文化出版社， 2003），頁 288。關於范仲淹與宋代道統間的關係，

另可參考劉子健，〈宋末所謂道統的成立〉，《兩宋史研究彙編》收

錄 於 《 兩 宋 史 研 究 彙 編 》（ 臺 北 ： 聯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 1987），頁

256-257。  
1 7 0  王遂，〈參政文忠真公祠堂記〉，《景定建康志》（收錄於《宋元方

志叢刊》第 2 冊，北京：中華書局， 1990）卷 31〈儒學志〉，頁

1861。  
1 7 1  脫脫，《宋史》卷 414〈鄭清之傳〉，頁 12420；卷 415〈王遂傳〉，

頁 12461-12462。  
1 7 2  王鏊，《（正德）姑蘇志》卷 40〈宦績．王遂〉，頁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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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朱 熹 異 同 之 處 ， 表 現 出 他 對 地 方 教 育 與 對 理 學 理 念 推 展

的 關 注 。 除 此 之 外 ， 他 也 在 論 及 王 蘋 與 陳 長 方 的 學 術 行 誼

時，特 別 對「 二 公（ 王 蘋、陳 長 方 ）亦 中 興 以 來 之 端 人 也 ，

而 郡 不 知 尊 ， 學 不 知 祀 」 提 出 質 疑 ， 可 見 王 蘋 、 陳 長 方 事

蹟 在 當 時 仍 為 地 方 所 知 ， 但 在 王 遂 上 任 之 前 ， 二 人 並 未 受

祠 於 學 。 1 7 3  
關 於 王 遂 對 地 方 先 賢 祠 祀 的 重 視 ， 劉 子 健 曾 指 出 ， 朱

熹 的 學 派 倡 導 建 祠 紀 念 先 哲 先 賢 ， 無 論 是 本 籍 ， 或 在 當 地

有 宦 歷 或 講 學 事 蹟 者 ， 只 要 學 問 德 行 值 得 尊 敬 ， 皆 立 祠 崇

祀 ， 試 圖 利 用 地 方 鄉 賢 行 誼 的 感 召 ， 以 達 成 警 惕 督 促 士 子

學 習 的 心 理 效 果。 1 7 4 Neskar 則 受 到 Hymes 的 啟 發，進 一 步

提 出 南 宋 鄉 賢 祠 的 設 置 ， 與 地 方 意 識 興 起 之 間 ， 有 著 密 切

的 關 連 。 1 7 5 此 外 ， 關 於 對 地 方 先 賢 的 祠 祀 推 崇 ， 也 有 學 者

提 出 此 舉 象 徵 了 地 方 意 識 的 凝 聚 ， 有 標 舉 鄉 里 特 色 ， 形 塑

本 土 文 化 的 用 心 。 1 7 6 同 時 ， 表 現 出 士 人 心 中 ， 除 了 國 家 思

想 文 化 傳 統 ， 更 開 始 關 注 所 在 周 遭 人 物 、 風 土 、 事 件 等 ，

具 地 方 特 色 的 思 想 文 化 產 物 ， 開 始 在 「 同 」 之 中 ， 重 新 發

                                                 
1 7 3  王遂，〈嘉熙元年詔舉策題〉，《王著作集》卷 5，頁 16a。  
1 7 4  劉子健，〈宋末所謂道統的成立〉，《兩宋史研究彙編》（臺北：聯

經出版事業， 1987），頁 264-265。  
1 7 5  E l l en  G.  Neskar  ,  The  cu l t  o f  wor th ies  :A s tudy  o f  shr ine s  

honor ing  loca l  Con fuc ian  wor th ies  in  the  Sung  Dynas ty  (960-1279) ,  

Thes i s  (Ph .  D . ) ,  Thes i s  (Ph .  D . )  Berker ly  :  The  Un ivers i ty  o f  

Ca l i fo rn ia  P ress ,  1993 .Pre face  v i .  
1 7 6  黃寬重，〈兩宋政策與士風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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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異 」，發 現 自 身 特 質。 1 7 7 王 遂 秉 持 著 自 身 的 學 術 理 念 與

價 值 觀 ， 推 動 地 方 文 教 ， 因 而 提 出 了 「 六 君 子 」 之 論 ， 希

望 將 士 人 進 德 修 業 與 地 方 社 會 聯 繫 在 一 起 ， 以 更 貼 近 在 地

社 會 的 鄉 賢 行 誼 ， 作 為 使 當 地 士 人 見 賢 思 齊 的 感 召 。 王 遂

的 呼 籲 很 快 就 得 到 了 回 應 ， 但 回 應 背 後 的 考 量 可 能 不 如 王

遂 所 預 期 的 那 樣 充 滿 理 想 。  
王 遂 透 過 策 題 ， 表 達 自 己 對 地 方 文 教 的 關 心 。 不 久 之

後 ， 當 年 七 月 ， 王 蘋 曾 姪 孫 王 德 文 便 順 勢 向 平 江 府 呈 上 劄

子 ， 提 出 希 望 曾 祖 父 王 蘋 能 入 祠 吳 學 的 請 求 。 王 德 文 在 劄

中 略 述 王 蘋 的 行 誼 事 蹟 ， 既 感 念 守 令 能 重 視 明 義 理 之 學

者 ， 也 愧 於 身 為 王 蘋 後 人 卻 未 能 克 紹 箕 裘 ， 光 耀 門 楣 ， 但

最 要 緊 的 而 實 際 的 理 由，可 能 還 是 劄 中 所 提：「 近 日 唯 室 先

生 許 祠 於 學 ……唯 室 ， 師 曾 大 父 者 也 ， 且 蒙 崇 奬 ， 則 為 師

者 ， 當 俾 與 唯 室 並 祠 ， 何 榮 如 之 然 ？ 」 1 7 8 王 蘋 後 人 求 的 是

榮 譽 ， 王 蘋 弟 子 陳 長 方 既 以 入 祠 ， 王 蘋 更 當 比 照 辦 理 。 王

遂 以 「 王 著 作 乃 程 門 高 第 ， 他 郡 猶 為 之 立 祠 ， 況 生 長 之 郡

乎 」 為 由 ， 判 可 此 事 ， 送 下 吳 學 議 行 ， 並 在 八 月 ， 正 式 舉

行 祭 儀 ， 將 王 蘋 與 陳 長 方 同 祔 學 祠 。 1 7 9  
山 口 智 哉 曾 以 王 蘋 後 人 的 宦 歷 與 境 遇 ， 對 此 事 提 出 分

析 ， 認 為 王 德 文 在 〈 立 祠 劄 子 〉 中 所 提 家 道 衰 落 之 說 ， 頗

堪 玩 味 。 王 德 文 本 人 雖 未 能 透 過 以 科 舉 入 仕 ， 但 仍 在 泰 州

海 陵 縣 令 趙 善 湘 的 進 用 下 ， 以 修 築 城 壁 有 功 獲 得 官 銜 ， 此

                                                 
1 7 7  包弼德著，吳松弟譯，〈地方史的興起──宋元婺州的歷史、地

理和文化〉，《歷史研究》第 21 輯 (2006)，頁 432-452。  
1 7 8  王德文，〈立祠劄子〉，《王著作集》卷 6，頁 2a。  
1 7 9  王遂，〈實齋王先生立祠祭文〉，《王著作集》卷 6，頁 2b-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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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分 別 在 王 遂 、 史 宅 之 、 陳 垓 及 鄭 宗 山 等 地 方 官 員 幕 下 任

職 。 1 8 0 王 德 文 兄 長 文 斗 文 雖 然 以 相 較 於 進 士 甲 科 略 遜 的 乙

科 入 仕 ， 但 卻 也 曾 擔 任 池 陽 倉 曹 、 金 陵 酒 庫 、 當 塗 差 遣 及

淮 西 縂 幕 。 1 8 1 山 口 智 哉 認 為 ， 雖 然 王 蘋 後 人 必 然 不 是 過 著

優 渥 生 活 的 官 僚 家 族 ， 但 仍 得 以 藉 士 大 夫 與 士 人 的 交 流 活

動 中 獲 得 官 職 ， 持 續 維 持 士 大 夫 家 族 的 身 份 。 王 氏 後 人 對

王 蘋 入 祠 的 積 極 ， 乃 源 於 自 覺 與 先 人 在 地 方 社 會 ， 乃 至 整

體 南 宋 的 活 躍 相 較 ， 家 族 的 發 展 有 沒 落 的 趨 勢 ， 此 時 若 能

讓 家 族 先 人 祔 祠 於 地 方 士 人 高 度 集 中 的 地 方 官 學 之 內 ， 對

王 氏 後 人 來 說 ， 有 維 繫 王 氏 家 族 在 平 江 地 區 社 會 地 位 的 意

義 。 1 8 2  
王 蘋 後 人 配 合 知 府 王 遂 推 動 鄉 賢 祔 祠 官 學 ， 不 只 涉 及

家 族 在 地 方 社 會 的 聲 譽 ， 亦 關 係 著 自 身 的 實 質 利 益 。 王 蘋

入 祠 吳 學 九 年 之 後（ 淳 祐 六 年，1246），就 讀 於 吳 學 時 中 齋

的 生 員 王 思 文 ─ ─ 王 德 文 的 從 兄 弟 ─ ─ 再 度 向 平 江 府 呈

狀 ， 希 望 能 夠 以 奉 祠 之 名 ， 領 取 津 貼 。 事 情 原 委 ， 始 自 王

蘋 門 人 陳 長 方 後 人 陳 之 諒 ， 早 先 曾 向 前 任 判 知 平 江 府 史 宅

之 提 出 請 求 ， 得 到 了 吳 學 中 管 理 陳 長 方 祠 祀 的 職 位 ， 每 月

還 可 領 奉 祠 津 貼 ， 而 且 「 其 他 先 賢 之 後 ， 亦 各 有 之 ， 獨 是

曾 大 父（ 王 蘋 ）之 祠 缺 然 有 愧 」。王 思 文 委 婉 但 故 作 姿 態 地

表 示 ， 之 前 曾 獲 前 任 吳 學 教 授 所 給 補 貼 ， 以 祭 祀 先 人 ， 雖

                                                 
1 8 0  王敄，〈宋故提幹王公壙記〉，《吳都文粹續集》卷 40，頁 21a。  
1 8 1  王庚孫，〈宋鎮東將僉判王公墓志〉，《吳都文粹續集》卷 38，頁

23a。  
1 8 2  山口智哉，〈宋代先賢祠考〉，《大阪市立大學東洋史論叢》 15 號

（ 2006 .11），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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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滿 足 且 不 敢 躁 求 ， 然 而 「 著 作 （ 王 蘋 ） 門 人 之 後 既 已 得

職 ， 儻 不 控 陳 ， 實 維 暴 棄 」 言 下 之 意 ， 爭 取 的 還 是 正 式 職

任 和 俸 祿 。 1 8 3  
這 項 申 請 從 王 思 文 在 淳 祐 三 年 (1243) 提 出 ， 到 平 江 府

核 可 發 下 施 行 ， 耗 費 近 三 年 。 過 程 由 王 思 文 提 出 申 狀 ， 經

府 方 發 下 公 使 庫 查 證 吳 學 掌 祠 官 俸 祿 ， 同 時 要 求 王 思 文 出

示 掌 祠 帖 證 明 ， 並 調 查 掌 祠 俸 祿 是 否 有 等 級 高 下 之 別 。 雖

然 王 思 文 並 無 掌 祠 帖 ， 但 府 方 承 辦 幕 僚 傾 向 比 照 陳 長 方 後

人 掌 祠 例 ， 由 府 方 向 吳 學 求 證 ， 並 由 擔 任 學 職 的 生 員 許 東

發 替 王 思 文 申 狀 作 證 其 掌 祠 事 實 後 ， 經 平 江 府 核 可 ， 同 意

王 思 文 從 淳 祐 六 年 (1246) 六 月 起 支 領 俸 祿 ， 並 補 發 掌 祠

帖 。 1 8 4  
對 此 ， 山 口 智 哉 也 分 析 到 ， 王 氏 後 人 對 先 人 入 祠 的 態

度 ， 除 了 維 繫 與 提 升 家 族 在 地 方 上 的 社 會 聲 望 之 外 ， 有 時

也 抱 持 著 來 自 官 方 實 質 經 濟 援 助 的 期 待 ； 而 對 地 方 官 員 來

說 ， 接 受 地 方 鄉 賢 祔 祠 地 方 官 學 的 作 法 ， 也 是 一 種 對 鄉 賢

                                                 
1 8 3  〈掌祠府帖〉，《王著作集》卷 6，頁 5-7  
1 8 4  〈掌祠府帖〉，《王著作集》卷 6，頁 5-7。王思文爭取奉祠津貼事，

山 口 智 哉 在 〈 宋 代 先 賢 祠 考 〉 已 有 詳 盡 分 析 ， 遂 不 贅 論 。 山 口智

哉，〈宋代先賢祠考〉，《東洋史論叢》第 15 號（ 2006 .11），頁 89-111。

王思文爭取奉祠津貼事，在十年後（寶祐四年， 1256），王思文將

於吳學重刊福清縣所藏墨本《王著作集》，委託盧鉞作序時，被美

化 描 述 為 「 曩 王 公 遂 守 此 邦 ， 始 祠 先 生 於 學 ， 訪 其 後 曰 思 文 者，

俾 奉 嘗 歲 時 。 」 完 全 被 改 寫 為 賢 守 重 視 地 方 文 教 ， 推 崇 先 賢 ，並

訪求後人以祠祀的理想圖像。盧鉞，〈序〉，《王著作集》卷首，頁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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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人 的 援 助 策 略 。 其 實 ， 遠 藤 隆 俊 在 其 研 究 中 ， 也 曾 提 出

類 似 的 看 法 。 他 以 知 平 江 府 潛 說 友 於 咸 淳 十 年 (1274)， 在

既 有 的 吳 學 范 文 正 公 祠 之 外 ， 於 平 江 府 城 內 另 立 范 文 正 公

祠 ， 並 置 田 三 百 畝 為 營 運 費 用 ， 並 交 託 范 氏 後 裔 管 理 一 事

為 例 ， 說 明 無 論 是 在 地 方 官 學 之 內 或 之 外 ， 先 賢 祠 的 設 立

其 實 是 官 府 對 地 方 社 會 中 官 僚 家 族 後 裔 的 支 援 與 救 濟 。 1 8 5

但 潛 說 友 新 建 范 文 正 公 祠 ， 在 祠 堂 落 成 啟 用 時 ， 也 曾 在 其

中 對 平 江 士 人 講 授 ， 就 此 意 義 而 言 ， 在 學 校 之 外 新 建 的 祠

堂 ， 相 當 程 度 也 意 味 著 學 校 的 擴 大 。  
地 方 鄉 賢 入 祠 地 方 官 學 ， 既 是 地 方 士 人 家 族 拉 抬 社 會

聲 望 的 方 式 ， 也 是 地 方 官 府 對 鄉 賢 後 人 的 援 助 策 略 。 在 過

程 中 ， 學 校 是 兩 者 之 間 的 折 衝 ， 地 方 官 府 希 望 透 過 鄉 賢 祠

的 設 置 ， 推 動 地 方 的 教 育 文 化 ， 有 甚 者 ， 地 方 官 員 本 身 也

可 能 藉 鄉 賢 祠 的 設 置 ， 履 踐 個 人 的 學 術 理 念 與 價 值 觀 ； 對

地 方 鄉 賢 的 後 人 而 言 ， 入 祠 地 方 官 學 ， 則 既 有 助 提 升 家 族

在 地 方 社 會 的 地 位 與 聲 望 ， 更 可 能 藉 此 獲 得 實 質 的 利 益 。

二 者 的 期 待 ， 因 著 地 方 官 學 所 被 賦 予 的 文 教 中 心 地 位 ， 而

在 鄉 賢 入 祠 地 方 官 學 的 過 程 中 ， 同 時 得 到 落 實 。  
上 述 所 舉 諸 例 ， 反 映 出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 包 含 著 地 方

社 會 上 不 同 立 場 者 ， 各 自 不 同 的 考 量 ， 從 創 造 政 治 氛 圍 、

推 廣 個 人 理 念、履 踐 志 業、追 求 名 望、乃 至 謀 求 現 實 利 益 ，

不 一 而 足 。 這 些 目 的 與 考 量 ， 其 初 衷 不 見 得 皆 以 照 顧 地 方

社 會 士 人 群 體 之 需 要 為 出 發 ， 但 其 行 動 上 ， 卻 選 擇 了 以 增

                                                 
1 8 5  遠藤隆俊，〈宋代蘇州の 范文正公 祠につい て〉，《柳 田節子先 生

古 稀 記 念 中 國 傳 統 社 會 と 家 族 》（ 東 京 ： 汲 古 書 院 ， 1993）， 頁

32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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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學 校 生 員 乃 至 地 方 士 人 的 利 益 來 呈 現 ， 促 使 地 方 官 學 原

有 的 養 士 取 才 功 能 ， 日 漸 生 長 出 照 顧 地 方 士 人 的 社 會 責 任

與 功 能 。 照 顧 地 方 士 人 群 體 的 責 任 ， 緊 扣 著 地 方 官 學 設 立

之 初 所 被 賦 予 的 養 士 取 才 功 能 而 生 ， 其 過 程 或 帶 有 著 歷 史

偶 然 性 的 累 積 ， 甚 至 連 當 事 者 也 未 必 意 識 到 未 來 可 能 造 成

的 歷 史 結 果 。 地 方 官 學 及 其 主 事 者 ， 所 自 覺 到 的 責 任 ， 是

以 學 校 生 員 為 中 心 ， 擴 及 地 方 社 會 整 體 士 人 群 體 ； 然 而 限

於 能 力 ， 帶 有 風 教 象 徵 的 地 方 鄉 賢 及 其 後 人 ， 往 往 成 為 照

顧 救 濟 的 優 先 考 量 對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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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代 的 蘇 州，是 個 人 文 薈 萃 的 文 化 城；但 若 仔 細 思 考，

由 於 其 政 治 、 經 濟 上 的 特 殊 性 ， 就 一 個 文 化 城 市 而 言 ， 毋

寧 說 蘇 州 是 個 藝 文 城 ， 而 很 難 說 它 是 個 學 術 城 。 宋 代 蘇 州

文 化 繁 夥 的 景 象 ， 往 往 來 自 士 人 們 的 交 遊 酬 唱 ， 而 非 遍 地

開 花 的 教 育 活 動 。 吳 學 自 景 祐 二 年 范 仲 淹 創 建 以 來 ， 始 終

是 蘇 州 地 區 最 主 要 的 教 育 機 構 與 中 心 ， 並 因 其 官 方 性 質 ，

透 過 祭 孔 、 鄉 飲 酒 禮 等 儀 典 的 舉 行 ， 或 是 作 為 宣 告 政 令 之

所，成 為 地 方 社 會 活 動 的 重 要 場 域。吳 學 自 范 仲 淹 創 建 起，

即 便 歷 經 天 災、戰 火 與 歲 月 的 侵 剝，仍 歷 經 宋、元 而 不 墜 ，

並 延 續 到 明 、 清 ； 甚 至 當 南 宋 時 期 ， 理 學 興 起 ， 不 少 地 區

以 復 興 或 後 起 的 書 院 ， 取 代 了 地 方 官 學 成 為 當 地 主 要 的 文

教 重 鎮 時 ， 吳 學 在 蘇 州 地 區 仍 保 有 其 重 要 地 位 。  
除 卻 在 地 方 上 的 重 要 意 義 ， 與 宋 代 的 其 他 地 方 官 學 相

較 ， 吳 學 亦 有 其 特 殊 性 。 一 所 地 方 官 學 的 維 繫 ， 至 少 有 三

個 背 景 性 的 理 由 ： 科 舉 制 度 、 官 學 養 士 政 策 與 學 官 制 度 ；

不 過，即 使 有 這 三 個 條 件，並 不 保 證 地 方 官 學 能 永 續 經 營。

從 吳 學 的 發 展 歷 程 來 看 ， 最 明 顯 的 特 色 就 是 其 延 續 不 墜 ，

而 其 所 以 延 續 不 墜 ， 一 則 來 自 蘇 州 地 區 特 殊 的 社 會 文 化 與

政 治 、 經 濟 條 件 ， 另 則 來 自 包 括 地 方 官 員 、 官 學 教 授 及 地

方 士 人 等 參 與 者 的 共 同 經 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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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吳 學 的 經 營 與 發 展 中 ， 教 授 的 角 色 逐 漸 凸 顯 ， 其 職

能 由 原 先 以 教 學 為 主 的 教 職 ， 逐 漸 擴 大 為 地 方 官 學 事 務 的

全 方 位 經 營 者。吳 學 規 模 之 大，全 盛 時 期 生 員 直 逼 600 人，

校 舍 為 屋 750 間 ， 學 田 佔 地 是 一 般 州 級 學 校 的 十 倍 以 上 ，

而 且 其 產 業 面 積 直 到 南 宋 末 當 地 降 元 之 前 ， 仍 不 斷 增 加 。

校 內 部 門 不 只 限 於 一 般 州 學 的 常 設 形 態，更 有 武 學、小 學，

及 專 供 宗 室 子 弟 就 讀 之 所 ， 亦 設 有 義 廩 ， 作 為 以 士 人 為 主

要 獎 助 、 救 濟 對 象 的 公 益 事 業 。 教 授 對 內 要 處 理 學 校 內 部

大 小 事 ， 除 了 教 學 講 授 、 例 行 升 貢 考 試 ， 同 時 也 要 處 理 學

舍 營 繕 、 安 排 生 員 生 活 所 需 ， 在 教 學 之 外 ， 經 理 簿 書 錢 糧

也 成 為 一 大 考 驗 。  
吳 學 的 規 模 ， 反 映 了 當 地 經 濟 繁 盛 ， 足 以 支 持 如 此 龐

大 而 複 雜 的 校 務 運 作 ， 吳 學 豐 厚 的 資 產 ， 更 使 得 任 職 的 教

授 必 須 扮 演 多 樣 的 經 營 者 角 色 。 吳 學 歷 任 教 授 ， 無 論 是 如

汪 泰 亨 為 維 護 學 校 權 益 而 與 地 方 豪 互 相 抗 ， 或 倪 千 里 建 立

扶 持 士 人 社 群 的 公 益 救 濟 獎 助 機 制 ， 或 是 張 濟 之 、 何 林 在

困 頓 的 經 濟 處 境 下 ， 與 地 方 官 府 或 其 他 機 構 交 涉 ， 為 學 校

尋 求 經 費 、 設 法 周 轉 ， 這 些 例 子 在 在 都 顯 示 了 身 任 吳 學 教

授 ， 除 了 蘇 州 地 區 及 吳 學 形 態 的 特 殊 性 ， 促 成 教 授 在 職 任

上 所 扮 演 角 色 的 多 樣 ， 也 顯 示 能 妥 善 經 理 吳 學 校 務 的 教 授

們 ， 背 後 所 具 備 的 手 腕 與 人 脈 。  
然 而 ， 教 授 一 職 對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上 又 缺 乏 考 核 機

制 ， 因 此 州 級 學 校 的 經 營 ， 雖 歸 入 教 授 職 責 範 疇 ， 其 興 廢

仍 難 免 因 人 而 異 。 在 吳 學 的 例 子 中 ， 卻 也 看 到 了 盡 心 經 營

地 方 官 學 的 教 授，確 實 嘗 試 將 個 人 所 為 制 度 化，以 求 永 續。

在 吳 學 的 例 子 中 ， 教 授 一 職 ， 幾 經 發 展 ， 其 職 能 已 不 再 集

中 在 知 識 的 傳 授 ， 更 包 括 了 教 育 機 構 本 身 的 經 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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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學 的 例 子 ， 除 了 體 現 教 授 一 職 在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中 ， 角 色 逐 漸 凸 顯 ， 也 反 映 著 地 方 官 學 在 所 處 社 會 中 ， 所

具 有 的 可 能 性 與 發 展 趨 勢 。 這 種 可 能 性 與 趨 勢 ， 首 先 要 歸

因 於 宋 代 士 人 群 體 逐 漸 發 展 ， 成 為 主 導 地 方 社 會 的 重 要 力

量 ； 其 次 ， 也 因 科 舉 文 化 成 為 宋 代 社 會 的 基 調 之 一 ， 教 育

需 求 大 增 ， 復 以 宋 代 官 方 政 策 的 推 動 ， 地 方 官 學 隨 科 舉 文

化 的 發 展 ， 逐 漸 深 植 於 所 在 社 會 。 當 兩 者 在 地 方 交 會 ， 地

方 官 學 成 為 國 家 力 量 在 地 方 上 ， 除 了 地 方 官 府 之 外 ， 面 對

地 方 士 人 的 另 一 個 窗 口 。 雖 然 士 人 透 過 學 校 流 向 官 僚 系 統

的 可 能 性 降 低 ， 但 學 校 在 地 方 上 照 顧 地 方 士 人 的 責 任 卻 逐

漸 加 強 。 地 方 官 學 非 但 成 為 地 方 士 人 匯 聚 之 地 、 地 方 社 會

文 化 活 動 的 中 心 ， 更 逐 漸 從 原 本 以 教 育 選 才 為 主 要 目 的 的

角 色 ， 衍 生 出 照 顧 地 方 士 人 群 體 的 社 會 責 任 。  
地 方 官 學 也 因 此 顯 得 有 些 類 似 現 代 的 法 人 組 織 ， 他 隸

屬 於 地 方 官 府 轄 下 ， 但 多 數 事 務 自 理 ， 地 方 官 府 扮 演 的 是

提 供 協 助 的 輔 助 角 色 ； 其 功 能 的 發 揮 ， 首 先 以 地 方 士 人 群

體 為 主 要 對 象 ； 行 有 餘 力 ， 則 擴 及 地 方 社 會 的 其 他 成 員 。

這 種 照 顧 地 方 士 人 群 體 的 責 任 ， 其 形 成 緩 慢 而 隱 微 ， 而 微

妙 之 處 在 於 ， 這 樣 的 社 會 責 任 與 功 能 並 非 教 授 、 官 員 、 地

方 士 人 等 參 與 吳 學 經 營 者 有 意 識 促 成 ， 而 是 各 種 不 同 的 考

量 被 包 裝 在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中 ， 從 創 造 政 治 氛 圍 、 推 廣 個

人 理 念 、 履 踐 志 業 、 追 求 名 望 、 乃 至 謀 求 現 實 利 益 ， 不 一

而 足 的 。 這 些 目 標 與 考 量 ， 在 地 方 官 學 中 彼 此 相 互 折 衝 ，

共 同 獲 得 實 現，進 而 促 成 吳 學「 照 顧 地 方 士 人 的 社 會 責 任 」

之 實 現 。 在 層 層 累 積 的 過 程 中 ， 並 非 每 個 時 期 的 每 個 參 與

者 ， 都 意 識 到 自 己 的 作 為 ， 會 積 累 出 這 樣 的 結 果 ， 誠 如 王

、 梁 汝 嘉 ， 配 合 政 治 演 出 的 意 味 ， 可 能 更 勝 於 興 學 養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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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理 想 。 即 使 如 創 設 吳 學 義 廩 的 倪 千 里 ， 應 該 也 並 未 預 見

到 ， 自 己 的 作 為 會 成 為 一 股 細 流 ， 在 日 後 匯 聚 成 地 方 官 學

照 顧 地 方 士 人 的 社 會 責 任 。  
從 地 方 官 員 、 教 授 及 士 人 共 同 經 營 吳 學 的 例 子 推 而 廣

之 ， 其 實 有 助 研 究 者 思 考 過 去 對 地 方 官 學 制 度 的 討 論 。 過

去 討 論 地 方 官 學 的 學 官 制 度 ， 一 般 多 將 焦 點 集 中 在 教 授 的

專 職 化 ， 及 提 舉 學 事 司 的 出 現 ， 也 就 是 單 純 就 各 類 學 官 的

出 現 、 職 能 內 容 分 別 討 論 。 如 果 從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入 手 ，

就 會 注 意 到 過 去 在 學 官 研 究 中 ， 未 曾 注 意 到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 是 由 單 線 朝 雙 線 發 展 的 ， 而 且 涉 及 社 會 的 諸 多 層 面 ，

這 正 是 本 文 所 著 力 之 處 。  
官 學 設 立 之 初 ， 許 多 學 校 由 當 地 地 方 長 官 所 請 建 ， 從

尋 找 財 源 、 延 攬 教 師 到 安 頓 生 員 、 主 持 校 園 興 葺 等 ， 多 由

地 方 長 官 直 接 管 理 。 從 熙 寧 年 間 ， 州 學 教 授 開 始 必 須 經 由

考 試 始 能 選 任 後 ， 地 方 官 學 教 授 一 職 便 日 益 專 職 化 ， 並 且

其 職 任 不 僅 限 於 從 事 教 學 工 作 ， 也 必 須 承 擔 起 主 持 學 校 各

種 事 務 的 責 任 。 由 於 地 方 官 學 事 務 日 漸 繁 雜 ， 知 州 等 地 方

官 員 本 身 事 務 負 擔 也 日 漸 繁 重 ， 因 而 促 使 地 方 教 育 與 其 機

構 的 經 營 權 責 ， 隨 著 地 方 官 學 教 授 此 一 職 任 的 確 立 與 專 職

化 ， 逐 漸 匯 聚 到 原 本 主 要 以 教 務 為 重 的 教 授 之 上 。 知 州 等

地 方 長 官 其 職 責 雖 然 仍 總 括 轄 區 內 所 有 的 地 方 事 務 ， 但 對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已 不 再 完 全 事 必 躬 親 ，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 僅

負 擔 著 推 動 教 化 的 監 督 責 任 ， 而 教 授 則 轉 為 學 校 事 務 的 全

方 位 經 理 人 。  
北 宋 哲 宗 時 ， 各 路 轉 運 司 也 涉 入 了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之

中 ， 但 偏 向 財 務 管 理 的 部 分 。 北 宋 末 ， 提 舉 學 事 司 創 設 ，

地 方 官 學 經 營 分 流 的 情 況 就 更 為 明 顯 ─ ─ 提 舉 學 事 司 、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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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司 等 路 級 監 司 ， 以 及 州 縣 長 官 總 領 性 地 監 督 推 動 轄 下 文

教 事 業 的 進 行 ， 教 授 則 實 際 負 責 校 內 事 務 管 理 。 教 授 對 學

校 的 經 營 ， 是 其 職 任 中 的 專 一 性 內 容 ； 州 縣 官 員 乃 至 路 及

提 舉 學 事 司 對 轄 內 學 校 事 務 之 參 與 ， 是 來 自 其 對 轄 下 事 務

的 總 體 性 含 括 。 因 此 ， 當 教 授 一 職 出 現 ， 地 方 官 學 的 事 務

與 職 責 ， 自 然 向 官 學 教 授 集 中 。 地 方 官 學 教 育 及 其 機 構 經

營 的 主 要 責 任 ， 開 始 在 「 推 動 、 督 導 」 與 「 實 際 執 行 」 間

出 現 職 能 區 隔 ， 比 較 模 糊 的 是 州 縣 長 官 並 未 完 全 從 實 際 的

校 內 事 務 中 退 出 ， 有 時 隨 著 州 縣 長 官 個 人 的 意 向 ， 或 外 在

因 素 的 改 變 ， 如 國 家 情 勢 的 變 化 ， 地 方 長 官 也 可 能 從 推 動

監 督 者 ， 再 轉 回 涉 入 實 際 事 務 的 經 營 。  
以 吳 學 為 例 ， 研 究 州 級 地 方 官 學 的 經 營 ， 地 方 官 學 與

地 方 社 會 間 互 動 的 可 能 性 ， 既 有 其 具 有 普 遍 性 的 一 面 ， 亦

有 其 特 殊 性 。 透 過 吳 學 的 個 案 研 究 ， 要 捕 捉 的 是 ， 在 宋 代

國 家 情 勢 、 教 育 文 化 政 策 等 類 似 的 條 件 背 景 下 ， 作 為 地 方

官 學 ， 在 地 方 上 可 能 有 怎 樣 的 發 展 趨 勢 。 在 這 樣 的 出 發 點

之 下 ， 蘇 州 地 區 的 例 子 絕 對 不 會 和 其 他 地 區 背 道 而 馳 或 獨

立 存 在 。 只 是 蘇 州 地 區 政 治 、 經 濟 的 特 殊 性 ， 自 然 使 吳 學

在 諸 多 實 際 而 具 體 的 細 節 上 ， 有 無 法 廣 泛 解 釋 宋 代 其 他 地

區 地 方 官 學 發 展 運 作 情 形 的 疑 慮 ， 實 際 上 也 正 是 如 此 。 然

而，本 文 的 目 標，卻 也 僅 止 於 說 明 當 歷 史 發 展 的 諸 多 條 件，

匯 聚 到 宋 代 蘇 州 此 一 時 地 時 ， 地 方 官 學 與 地 方 社 會 之 間 ，

會 激 盪 出 什 麼 樣 的 可 能 性 ， 人 在 其 中 實 際 的 活 動 情 況 又 是

如 何 而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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