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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尼山书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园林景观不仅承载着自然景观的美感，也蕴含着深厚的儒家

思想与文化精神。本文将从尼山书院历史传承、书院景观营造、书院景观发展等多个角度，对尼山书院

的园林景观进行探讨研究。通过对尼山书院园林景观的实地考察、文献资料分析与比较研究，本文详细

解析了书院内各类景观元素如山水、建筑、植物、碑刻等的配置原则与艺术表现手法，以及这些元素如

何共同营造书院和谐雅致的空间氛围。尼山书院的园林景观巧妙地融合了自然与人文，体现了天人合一

的哲学思想。书院建筑作为园林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功能与布局均严格遵循儒家礼制，展现

了传统建筑的审美意趣与文化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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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garden landscape of Nishan Academy not 
only carries the beauty of natural landscapes, but also contains profound Confucianism and cultural 
spirit.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and study the landscape of Nishan Academy from multiple perspec-
tives, such as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th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ge, and the landscap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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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andscape of Nishan Academy, this paper analyzes in detail the configuration principles and 
artistic expressions of various landscape elements in the college, such as landscapes, buildings, 
plants, inscriptions, etc., and how these elements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harmonious and elegant 
spatial atmosphere of the college. The garden landscape of Nishan Academy skillfully integrates na-
ture and humanity, and embodies the philosophical idea of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As an im-
portant part of the garden landscape, the form, function and layout of the academy building strictly 
follow the Confucian etiquette system, showing the aesthetic interest and cultural symbolism of tra-
ditional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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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尼山书院位于山东曲阜，是曲阜儒家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尼山书院是众多书院中建立最

早、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书院。尼山书院位于山东曲阜东南 30 公里处的尼山之上，据《史记》

记载，孔子父母“祷于尼丘而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故尼山闻名于世。《曲阜县志》记

载：“周显德(951~960 年)中，兖州赵某以尼山为孔子发祥地，始创庙祀”[1]，此时尼山书院的设立是为

了纪念孔子诞生，专门祭祀的纪念性书院。元至元二年(1936 年)，中书左丞王懋德奏请修建尼山书院。

《尼山书院创建书院碑》载，修建此书院时，“凡齐鲁之境贤卿大夫，民之好事者，出钱而助成之。释木

于山，陶甓山野，庸致远，牵牛车，服力役，连畛载途，饮响相望”[2]。尼山西南方向山麓上有一处泉

水，常年不断，汇泉成溪，名曰：智源溪。智源溪流经观川亭、坤灵洞，而后向东注入沂水(图 1)。 

2. 尼山书院的历史 

《魏书地形志》记载：“鲁县有叔梁庙”。唐代《括地志》记载：“叔梁纥庙亦名尼山祠，在兖州泗

水县五十里尼山东址”[2]。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 年)，这时尼山书院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宋仁宗庆历三

年四十六代文宣公始即庙为学，立学舍，置祭田，后毁于兵火”还有一些内容在《阙里志》“宋庆历中，

嗣文宣公宗愿大建庙学”和《光绪泗水县志》“先圣后裔四十六代袭封文宣公宗愿，于宋仁宗庆历三年

鼎新之”都有记录可找[3]。此时，尼山书院进行了扩建，从这个时期开始，不仅是“庙”还拥有了“学”

的作用，同时设立了学录主奉祀事，并且依靠祭田来维持书院运转。 
在《曲阜县志》中有记载，明弘治十二年(1499 年)，曲阜孔庙因遭雷击起火，焚毁殆尽[4]。浙江道

监察御史余濂上奏请求重修孔庙，曰：“天下不能一日无孔子之道，人心不能一日无孔子之教”孝宗皇

帝十分重视此次修建工作，特遣官“聚材庀工，为之重建”此次修庙工作“集天下之财，聚数年之力”，

是明代重修孔庙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可谓“自有庙以来，修建之役未有盛于此时者”建造规模之大与工

程繁琐是以往之最大，奠定了后世孔庙的基本格局和形式，即北侧院落中轴对称，具有祭祀、教书功能，

南侧主要作为教书部分，并且第一座大门为棂星门[5]。这时尼山书院属于“庙学兼备”格局，而在后期

“学”的功能逐渐减少，更注重“庙”的功能，书院内的植物配置也有了改变，逐渐向着祭祀、纪念功能

靠拢，保留了很多松柏类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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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loor plan of Nishan Academy 
图 1. 尼山书院平面图① 

3. 尼山书院的景观营造 

3.1. 选址地 

书院的自然环境景观指书院周边的自然山水等地理环境，是书院园林相地选址的关键。具体表现为

地形(貌)、自然水体、植被等。体现了造园者对自然山水环境的审美意趣和对书院外部环境经营的理念[6]。
古代书院园林的选址地类型多样，主要受到传统文化、地理环境和社会需求的影响。山林胜地和城市郊

区是古代书院园林选址的理想之地。既保持了乡村的宁静环境，又方便学子们进城求学或从事其他活动，

通常具有优美的山水景观或有一定的自然风光和田园风光。同时，清幽的环境有利于学子们潜心学问。

古代文人墨客常喜欢在这样的环境中修建书院，以求得心灵的宁静与创作的灵感。著名的例子有岳麓书

院，位于湖南岳麓山下，如应天书院，位于商丘市睢阳区国家 4A 级古城旅游景区内。这些书院所在之地

都是环境幽雅，山水相映，成为历代学子向往的求学之地[7]。  
尼山原名尼丘山，因孔子父母“祷于尼丘得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后人避讳孔子称之为尼山。尼

山书院是典型的山林书院，利用周围尼山的自然山势，与城市的喧哗分离，避免了对教学和祭祀相关活

动的不利影响，与周围村庄也有一定距离，与尼山上汇聚而下的智源溪环绕尼山书院北侧，从而使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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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更加融合，创造了一种依山就水，山水相依境界，使的人与自然环境达到了“天人合一”。 

3.2. 书院风格平静雅致 

书院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都考虑到了自然环境，建筑风格等方面的内容。 
(1) 自然环境。尼山书院位于尼山东麓，周边山水环绕，山水相依，山的环绕与水的流动不仅美化了

环境，更能陶冶学生们的情操，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更符合儒家的基本思想，对学生的学习

具有积极影响。 
(2) 声景营造。书院园林的声景追求“静谧”，这里的“静”指的是人的精神之“静”，追求的是人

置身于自然，宁静雅致的环境中，能够达到精神“静谧”进而进入“有声静谧”的精神境界中去 
(3) 文化内涵。千余年来，作为弘扬、传播儒家道统重要载体的尼山书院历经战火硝烟、朝代更替，

却屡败屡建，历宋、元、明、清数代而保存至今[7]。尼山孔庙和书院留存建筑和石碑文物是了解孔子出

生地尼山及其建筑群历史沿革的重要资料。尼山书院的西南方向 800 m 为夫子洞(图 2)，相传为孔子出生

的地方，也给书院添加了强烈的儒家文化色彩[8]。 
山东书院园林文化源于古代儒家文化，历经宋、元、明、清等朝代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园林艺术风格。总体来说，尼山书院以山水为基础，以建筑为主体，以植物为装饰，同时又将文化与

景观相结合，营造了一种自然，宁静，典雅的书院园林氛围(图 3)。 
 

 
Figure 2. Confucius Cave 
图 2. 夫子洞② 

 

 
Figure 3. Minglun Hall 
图 3. 明伦堂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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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空间布局 

尼山书院的建筑群以中轴对称，布局严谨，普遍采用“左庙右学”的形制，使书院具有了祭祀的功

能，尼山书院中设有多个祭祀场所，就建筑规制来说，是典型的“庙学合一，尊儒育人”的典范。同时，

在尼山书院的影响下，其他书院在建造时也多使用了“左庙右学”的建造格局。书院的空间布局以大成

殿为构图中心，向周围延伸，所有建筑都在空间布局上做到了主次分明，层次渐进，形成了统一严整，

礼乐相合的儒家书院建筑空间。尼山书院因地势影响，棂星门和大成门并不在同一轴线上，但大成门与

大成殿及殿的布局规整，左右两侧设有庑房，两侧还设有毓圣侯祠和启圣王殿，两者都有相对独立的院

落，东侧则是讲堂与土地祠部分，作为讲课之处[9]。 
书院在北侧又独立了一个院落，作为书院主体部分，但占地相对较小，用来满足日常学习，休息所

用值得一说的还有进入棂星门就能看见的观川亭，相传是孔子在此处观看五川汇流，感叹时光变化的地

方，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尼山孔庙围垣缭绕，环植松柏，共有院落五进，殿堂五十多间，进入书院首先见到智源桥，智源桥

下就是智源溪，智源溪起源于尼山西南方向的一处泉水，汇流成溪，过桥向书院内部走去有十级台阶，

台阶东侧有一碑上刻“尼山书院”，抬头可望见四柱三间的牌坊，坊额上书“棂星门”(图 4)。拾级而上

有一院落，院落东南角建有一座亭子“观川亭”。尼山孔庙跟曲阜市内的孔庙格局基本一致，有棂星门、

大成门、大成殿、寝殿、东西庑、东西厢等，不同的是，棂星门不在中轴线上，进门之后东行，才能到大

成门。此庙依山势而建，故有此不同。过大成门，就进入了孔庙的第一进院落，迎面就是大成殿，两侧有

东西庑，后面是寝殿，有东西厢房。 
 

 
Figure 4. Lingxing Gate 
图 4. 棂星门② 

3.4. 植物与建筑 

尼山书院周围环境植被茂密，山上绿意盎然，古树参天，绿苔蒙径。植物以乡土树种为主，书院内

部建筑古朴典雅，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苍翠松柏之间，苍松古柏群等植物为书院增添了一分庄重与肃穆。

整个书院内，绿色是基地，主要植物是侧柏，从入口到内部，棂星门、大成殿前均有侧柏种植，在书院的

外部环境中，也是随处可见。地面植物多是就地取材，以适应尼山环境的二月兰、铺地柏、三芒草和长

芒草为主，充分尊重了当地自然条件。植物让书院总体环境更加柔和，减少了建筑的轮廓的干硬感，呈

现出自然、生态、柔和的一面，是人文景观与自然的调和。书院院落中大面积的绿化种植采用丛生群植

的手法，在院落形成自然的植物群落结构，诠释了儒文化中尊崇自然、师法自然、再现自然的“天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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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10]。书院里建筑与植物之间存在着密切而和谐的关系。 
植物营造宁静氛围：书院建筑大多古朴且具地方特色，道路和台阶边青苔丛生，再加上藤蔓、蕨类、

苔藓植物附生在古树、屋顶、围墙、古井处，营造了一种古色古香、清幽的画卷[9]。 
植物与建筑布局相协调：书院内的植物布局与书院建筑相呼应，如在书院大门前种植了高大的侧柏，

彰显书院的威严与庄重；在书院的孔庙区域种植了具有纪念、祭祀意义的松柏等树木，而在书院学习区

域则种植了更为雅致的植物，如海棠、桂花等，营造出雅致的学习氛围。 
同时，由于书院的“文庙”功能，书院内部景观植物具体种植方式主要有 4 种，即丛生群植、工整

对植、秩序列植和点睛孤植[11]。如图 5 所示，从大成门进入大成殿院落，入目即为侧柏的对称式秩序列

植。在其他院落内部植物也是以侧柏为主角，掺杂了一些海棠，银杏等植物为书院增添色彩。在书院的

外部环境中，西侧尼山上也主要种植了侧柏、银杏等植物，与书院内部植物相呼应，更加强调了祭祀的

功能。尼山地被主要是二月兰为主，也掺杂了各种野生花卉草本，如蓟、车前草、黄蒿、蒺藜等。 
 

 
Figure 5. Dacheng Hall Courtyard 
图 5. 大成殿院落② 

 
尼山书院建筑与植物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而和谐的。植物为书院增添了自然美，营造了宁静雅致的学

习氛围，也与书院祭祀纪念功能相匹配[12]。植物与书院建筑相互映衬、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尼山书院

独特的儒家文化景观。 

3.5. 碑刻 

3.5.1. 尼山书院中的碑刻 
尼山书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园林文化更是传承千年、独具特色。园林文化作为尼山

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

要意义。 
从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发现，尼山书院拥有祭祀功能与教育功能。我们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最早从孔子思想中体现，孔子认为家国关系中，最紧密的关系就是父子关系，这也是书院祭祀功能的一

个体现。到唐宋时期，尼山书院由赵某扩建完善，使得书院的教育功能逐渐强化，《创建尼山书院之记》

碑记载：“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讲堂，有学舍，有祭田。”至此，尼山书院开始授课讲学，教育

功能变得越来越完备。 
宋代是书院大发展时期，北宋前期朝廷忙于战事，无暇顾及官学的发展，儒士们在书院讲学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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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民间对教育的需求。北宋政权对书院的发展采取鼓励支持的态度，不同时期的文献对宋代发生史

实的记叙基本一致，尼山建筑群的功能由祀庙变为讲学。 
在明清时期尼山书院经历多次破坏和重修，尤其是清代将书院作为了正统教育，使尼山书院得到了

更进一步的发展。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七十四代衍圣公孔繁灏奏请朝廷拨银重修尼山书院及孔庙，

历时 3 年修建完成，《大清重修尼山纪恩碑记》和《重修尼山庙宇书院记略》碑记载了这次修建，也就

是存留至今的尼山书院的规模[3]。 

3.5.2. 书院碑刻布局 
尼山书院入口在弘治六年就竖立了有《尼山书院》字样的碑刻，该刻石原立于观川亭下，后移至棂

星门前。此碑刻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及书院建筑和谐共存，古朴的建筑与自然环境相映成趣，增添了幽静

和雅致氛围，构成了一幅的画卷。 
尼山书院内的其他碑刻如祭祀碑、修缮碑等也都被巧妙地融入园林环境之中。它们或立于亭台楼阁

之间，或置于山水之间，与周围环境相得益彰，共同营造出了一个充满文化气息和园林之美的空间。如：

在书院第一进院落也就是大成殿前，有相互对称布置的四块碑刻，与千年古柏相互交错，为《重修尼山

书院碑记》、《大清重修尼山书院纪恩碑》、《记尼山书院碑铭》、《尼山大成殿增塑四配享记碑》四座

碑刻，记录了尼山书院相关事件。在大成殿院落东庑南侧台阶下处立有《重修尼山庙宇书院记略》，为

道光 29 年孔繁灏所书，该碑立于院落四块碑刻之外，所以院落的整体对称肃穆的氛围没有破坏。同时，

又展现了碑刻的记录功能。在东侧毓圣侯祠内还有两处碑刻分别记载了尼山书院创立和重建时间。这几

处碑刻还具有一定的空间布局功能，它们通过自身的位置和形态，对园林空间进行引导和划分，强化了

大成殿、毓圣侯祠等建筑的存在，弱化两侧庑房，使得园林空间呈现出井然有序的格局(图 6)。 
 

 
Figure 6. Yushenghou Temple 
图 6. 毓圣侯祠② 

3.5.3. 碑刻与园林艺术 
尼山书院的园林环境以山水、植物、建筑等自然元素为主，而碑刻则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形

式与之相互映衬。如尼山脚下的夫子洞旁，石碑刻有“夫子洞”，此碑刻所在的环境低矮昏暗，荒草阳其

上，峋石阴其侧，洞内有清冽的泉水流出，饮之甘甜上口。此碑刻作为园林中的焦点或节点，与周围环

境中的植物相呼应，吸引注意并促进人们的停留和交流。不仅增添了文化气息，还能够与周围的自然景

观形成和谐的画面。 
尼山书院中的碑刻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它们记录了书院的历史和文化，也为园林景观增添了文化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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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历史厚重感，使得园林环境更加丰富多彩。这些碑刻安放在绿树成荫、环境清幽的地方，与周围的

植物相互呼应，形成了庄重的文化氛围。尼山书院碑刻与书院内园林环境的结合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

作为园林的点睛之笔、与园林景观的相互映衬、对园林空间布局的引导以及整体协调性等。这些结合提

升了尼山书院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表 1)。 
 

Table 1. Inscriptions inside the Nishan Academy 
表 1. 尼山书院内部碑刻 

序号 碑名 立碑时间 立碑相关人员 文献著录 现存位置 

1 尼山书院碑 
弘治六年 罗璟 书 

暂未发现 尼山孔庙棂星门前 
−1493 

2 大清重修尼山书院纪

恩碑记 
道光二十九年 孔繁灏 立孔繁灏 

书 暂未发现 尼山孔庙大成殿前

西南 −1879 

3 尼山书院碑铭 

后至元五年 陈绎曾 撰李彦博 

书 《寰宇访碑录》 
尼山孔庙大成殿前

西北 −1339 任择善 篆额 《阙里志》 

  《孔颜孟三氏志》 

4 尼山大成殿增塑四配

享记碑 

至正十四年 危素 撰李稷 书 乾隆《曲阜县志》 
尼山孔庙大成殿前

东北 −1354 张思政 篆额 《阙里志》 

  《孔颜孟三氏志》 

5 重建尼山庙记 
永乐十六年 张敏 撰孔谔 书 乾隆《曲阜县志》 尼山孔庙毓圣侯殿

前东 −1418 《孔颜孟三氏志》 

6 创建尼山书院之记 

至正二年 虞集 撰 孔克坚 

书 张起岩 篆额 
《阙里文献考》 

尼山孔庙毓圣侯殿

前西 −1342 《阙里志》 

 《孔颜孟三氏志》 

7 重修尼山庙宇书院记

略 
道光二十九年 孔繁灏 撰孔繁灏 

书 暂未发现 尼山孔庙东庑南侧

阶下 −1849 

8 重修尼山圣庙之碑 
民国十四年 孔德成 撰柯劭忞 

书 民国《厦门市志》① 尼山孔庙棂星门外

西侧亭内 −1925 

9 尼山孔子像记 

至元三十一年 司居敬 撰刘之美 

书 杨秉渊 书额 
乾隆《曲阜县志》 

尼山书院院内明伦

堂前东侧 
−1294 《山左金石志》 

 《阙里文献考》 

 《阙里志》 

4. 总结 

尼山书院在书院园林中的地位是多方面的，它既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园林景观的重要组成

部分，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地丰富和拓展其

文化内涵和外延，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尼山书院园林文化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山水相依，布局自然。园林以山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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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通过巧妙的地形设计和水景营造，形成了一种自然、和谐的山水景观。二是植物茂盛，四季变化。园

林内种植了大量的树木和草本植物，形成了不同的景观效果，为游客带来了不同的视觉体验。三是建筑

古朴，布局合理。园林内的建筑以传统木结构为主，风格朴素典雅，与山水、植物相得益彰，形成了独特

的园林艺术风格。 
尼山书院的存在丰富了书院园林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使得书院园林在整体发展中更具特色和魅

力。它的园林景观不仅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也展示了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独特魅力。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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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图 1 来源：作者自绘 
②图 2~6 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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