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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书院始建于元代初期(1313年)，康恭创办。清朝康熙、
雍正年间，郭翘楚移建。清乾隆七年(1742年)书院续修。历经元
明清三朝，为蒙山费邑人才摇篮。距今700余年。2011年重建于
蒙山鬼谷子村。2014年重建竣工并开院。

一、始建
元皇庆二年(1313年)，邑人康恭在本村狄家村(今仲村镇康家

寨)捐资兴学，创建义学。尔后，其子康若泰、孙康宣建燕居
堂、讲堂、斋舍12楹，易名“东山书院”。康姓家族是元朝山东
省境内声名显赫的名门望族，康恭是元代进士，朝廷谏官，其子
康若泰官至礼部侍郎。

书院始建师资雄厚，学子云集，学政修明，教习方法得当、
规范，有鹿洞、鹅湖之会的遗风，造就了大批人才。如：

康若泰，以文学登，官至礼部侍郎。
李彦博，德埠庄人，进士第，官朝列大夫，处州路总管府治

中。
牛克明，进士，官胶州提督。
陈稷，进士，官蒙阴县尹。
李彦密，进士，官卞梁路郾城县尹。
李彦修，进士，官济南府沾化县尹。
康宣，进士，官沂州等处兵马照磨。
康在熔，进士，官无极县尹。
另有乡贡进士若干名。
元进士李彦博曾作《康家寨重建义学碑记》记述了当时东山

书院的兴盛状况：“费邑之西三舍许，东蒙在焉，山之西又四十
里曰狄家庄(今名康家寨)，居人康公辅之勤俭以起家，诗书以教
子。于皇庆二年，偕里人唐君各捐己资，买田若干亩，肇建义学
一区，招致俊彦，教养而作成之。予早年肆业与此，后得与进
士，乃嗣国子司业若泰相继登科。又如郾城李彦密，胶州提督牛
克明皆出同门，蒙阴县尹陈稷，景山书院山长徐奄，山东宪司书
吏侯泰，累中乡试，俱若泰之高第也。康公利泽及人者厚且远，
以子贵赠中顺大夫，礼部侍郎若泰子宣以父职为沂州等处兵马照
磨，有继志述事之心，率乡邻贤而好事者，缔构大成至圣文宣王
‘燕居堂’暨讲堂、斋舍、门楼、垣墉，靡不具备。经营于至正
十二年八月，告成于次年四月。就举乡贡进士，莫不欣美。一
日，宣踵门丐文，此时申达朝廷，名为‘东山书院’云云”。

东山书院盛极元、明两代。明末，康家寨康氏家族家道中
落，东山书院也随之萧条冷落，至清初，书院历400余年而倒
塌。

二、移建
清初，蒙山南麓贯庄人郭翘楚与其祖郭选，父郭良贵在蒙山

南麓捐地一区，与赵亢宗、孙广锦等置田、备材、鸠工移建东山
书院。

自清代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至雍正七年(1729年)，历时20
年，东山书院移建于蒙山南麓贯庄村。面积约4亩，建有圣庙、
两庑、讲堂、神门、院墙等。

清雍正七年(1729年)移建竣工时，由曲阜第68代衍圣公孔传
铎之胞弟、翰林院五经博士孔传鋕作《移建东山书院记》，镌碑
立于书院。清代雍正八年(1730年)大学士陈世倌书“东山书院”
匾额悬于讲堂。

《移建东山书院记》碑，高240厘米，宽100厘米，厚17厘
米。平首，碑额书“重修东山书院碑记”。碑文记述了东山书院
的历史及移建重修的经过。碑载：“丁未之冬，费邑郭翘楚以改
建东山书院索记于余，会觐阙旋里，撄疾未能握管。越二载落
成，复踵门固请，余不能以无文辞。……郭生之祖名选、父名良
贵，刘生名洙者，念书院废坠，圣迹久湮，复议改建于东山之南
麓，捐地一区，与同志孙广锦、赵亢宗等，置祀田、谋兴筑。先
公恭悫公、先叔翰博公曾为制引募捐，并出私钱以为助。经画肇
自康熙四十八年己丑，至雍正七年己酉，阅20载始告竣，仍颜其
旧曰‘东山书院’……今郭生精研理学，慨然有崇实黜浮，倡教
导民之意，因祖、父创始，偕朋侣襄事，逐竟厥功。堂庑斋室，
薄栌榱桷，礼乐几筵，牲醴笾豆，无不备具。程功稽课有其方，
小学大成有其序，敬业乐群有其人，习礼观德有其地。阅所著
《拟事》四卷，经营之周密，参订之详明，考古按今，正人心而
排邪说，虽古好学名儒力行不倦者当不是过。”

郭翘楚，字绍庭，号醇庵，清代学者，南林村人。生卒不
详。清雍正元年(1723年)拔贡，曾任沾化县教谕5年。毕生潜心程
朱之学，熟谙圣学之要，董仲舒、韩愈论性之说，宋儒理学之
要。著有《佩籍录》、《重哀记》、《四书审问》、《论语弟子
章养正说》、《伊洛渊源录》、《冰渊集》等专著，惜均失传。
尚存者，唯《费邑艺文存》辑其之《醒忠词辨》、《稻莠说》、
《火虚心实说》、《款差说》、《四虫说》等10篇艺文。清光绪
《费县志》有“邑中数百年来，堪称通儒者，翘楚一人而已”之
赞语。郭翘楚除著书立说外，十分重视教化育人。移建东山书院
后，郭翘楚常约友朋讲学其中，立规条，严考课，培育出许多人
才。后人曾于东山书院设立祀位纪念他。

清乾隆七年(1742年)，书院续修，费县知县夏谟允作《绪理
书院记》并题“遇圣门”、“贤关圣域”和“近圣门”、“路礼
门”两块大字石额门楣。经知县乔天保报请朝廷将东山书院载入
《大清一统志》中。

清嘉庆十年(1805年)，邑人卜梦弼、孙植重修，教谕张大苏
有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建为小学堂。抗日战争时
期，遭破坏。

书院原建筑设施至1945年修建贯庄烈士林园时已大多倒塌损
坏。书院旧址现多半为陵园烈士墓区。原书院中尚存石刻被掩
埋，其中孔传鋕撰文《移建东山书院记》石碑2009年被移置蒙山
万寿宫院内碑廊。

三、重建
2010年秋，平邑人燕守谷及夫人魏黎与马伟、唐文国、齐拥

军结游蒙山，邂逅东山书院旧迹，意欲恢复这一历史文化遗留，
并设想将东山书院重建成一处研究传统文化而更侧重书画艺术创
作交流、供艺术家修心养性之所，后有莱芜同好袁胜加入，重建
筹备工作由此开始。

2011年经平邑县有关部门批复，注册成立民间文化社团。因
东山书院旧址在地的环境和客观原因已不具备重建条件，重建选
址在战国时纵横家、兵家鬼谷子隐居之地的鬼谷子村。

2012年，蒙山风景区管委会成立，将重建工作列为景区文化
建设重点，大力度支持重建，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2013年底，东山书院在鬼谷子村重建竣工。重建工程共二
期。一期建有东山书院讲堂一座，及旧民居院落改建成的艺术家
工作室四处。二期建有蒙山美术馆两处、艺术家工作室十六套，
另设有茶室、手工陶坊等。

2014年6月15日，东山书院在鬼谷子村重建开院。
书院的建筑设计规划由燕守谷以艺术家的身份作为艺术行为

独立完成。他将文化传统融入所执行的建筑当中。书院建筑延续
村落民居的元素，外观多以石墙草顶。不同之处是：为俯览四周
景色，视线不受遮挡，门窗一律改为落地，浑然天成的山林即是
书院庭前屋后的花园，更有一湾潺潺溪流蜿蜒其中；室内则以自
然环保生态元素为主，营造舒适健康的生活空间，以适应艺术创
作和生活的当今需要。东山书院充分发挥了鬼谷子村的天然地理
优势，彰显出当地地形地貌之善，并和谐地融入到周遭自然山水
和村景之中。

重建后的东山书院，设置的课程和活动兼顾修行、学问、艺
术、生活等方面。书院茶室、手工陶坊、山林之地的运用，也是
一处可修心养性的禅意空间。来到东山书院的人们除观赏展览、
演出、交流创作、欣赏大自然之美外，更能“存神闲旷之地，游
目清虚之境，然后粹和内充、道德来应”，以体现生命意义及品
茗、手工制陶的生活美学。

东山书院历史沿革

崔红涛存神闲旷之地 游目清虚之境
700余年，历经鼎盛、衰败、倒塌、移建、废置，元代东山书院在蒙山鬼谷子村重建开院

2014年6月15日，始建于元代初期的东
山书院于蒙山鬼谷子村重建竣工并开院。
重建后的东山书院设置了兼顾修行、学
问、艺术、生活等课程和活动，并将书院
茶室、手工陶坊、山林之地综合运用，打
造一处可修心养性的禅意空间。

东山书院始建于1313年，为元代初期
的名门望族后人康恭所办。书院师资雄
厚，学子云集，盛行元、明两代，造就了

当时官至礼部侍郎的康若泰、官朝列大夫
的李彦博等。明朝末期，随着康氏家族家
道中落，书院也随之萧条，至清初，历400
余年而倒塌。

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学者郭翘楚将
东山书院移建蒙山南麓贯庄村。曲阜第68
代衍圣公孔传铎之胞弟、翰林院五经博士
孔传鋕作《移建东山书院记》，镌碑立于
书院。清代雍正八年(1730年)大学士陈世倌

书“东山书院”匾额悬于讲堂。
2011年，东山书院注册成为民间文化

社团，并在战国时期的纵横家鬼谷子的隐
居地蒙阴鬼谷子村择址再度重建。2014
年，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燕守谷和杨
道平对书院重新设计规划，并完成重建。
新的东山书院除设有一座讲堂外，还有四
处利用旧民居院落改建成的艺术家工作
室，另设蒙山美术馆、茶室、手工陶坊

等。
之前，燕守谷曾在东山书院举办书法

邀请展，邀请笔友入山交流。“因为在山
川的怀抱里，自觉与荒寒为友，体味荒寒
之中未遭世俗污染的原始浑朴之美，能沐
浴灵魂，陶冶性情，开拓胸襟，提升人的
精神存在。”谈到重建东山书院时，燕守
谷这样说。

2014年11月7日，甲
午立冬日，作为东山书院
的常规活动之一，四季茶
会的冬季茶会在山东蒙山
景区鬼谷子村东山书院清
溪山房茶室举行。本次茶
会邀请了山东省部分民俗
界、通俗文艺界专家学者
品茗座谈。集中国古代书
画观赏、古琴演奏、禅意
空间、品茗座谈于一体，
分享对雅致生活的认识和
理解。

东山书院开院同时
举行寸耕社第一回展暨
东山书院雅集活动。

陈绶祥（右五）应邀
到东山讲坛作中国文化讲
座。陈绶祥，别名晓三，
广西桂林人。字大隐，号
老饕，斋名无禅堂。著名
文化学者、美术史家、文
物鉴定家、书画家，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中
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副所长 ,中国艺术研究院
博士生导师，陈绶祥艺术
教育工作室主任、研究
员。

燕守谷（左四）书法
教学现场。燕守谷，号大
明湖客、清溪散人。1959
年生，临沂平邑人。1993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王
镛工作室。现为山东省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
社社员，山东艺术学院客
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2005年供职于中国书
法院，2006年移居济南，
2011年于蒙山重建东山书
院，2012年为所藏古代玺
印于济南建半山印馆。

书院四季

雅集展览

冬季茶会

东山讲堂

书法教学

东山书院院名由著名书法家王镛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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