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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早前台灣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書院以人文教育，提供民眾學習的講堂，其

教育體制有別於一般學校，形成文風鼎盛，於當時對台灣的教育有著重大的影

響，台灣書院發展的特色與政、經、社會文化發展之關係，至現今仍俱有一定的

意義。《易．乾．文言》: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1台灣書院的存在，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培育優秀人才，形成人文薈萃

的氛圍。伴隨著歲月的累增，台灣書院的發展也產生些許的變化，本文從台灣早

期書院設置的發展面向裡，提出一些淺見，期使在未來的趨勢中，能更上一層樓，

屹立不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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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的書院是從清．康熙 22 年(1683 年)施琅創設開始，至今發展已臻成熟。

台灣的開發是由南而北，乾隆以前因南部開發較盛，南部地區書院成立較多，之

後政經重心往北移，中、北部的書院也就跟著多了起來。至於書院的營運有的是

由官方或民間捐資興建，也有的是官民合建者，平日的開銷除了靠地方士紳的捐

輸，也有的官方參與的書院，每年政府也會給予定額補助。 

到了清末劉銘傳建西學堂以前，台灣的教育依舊延續明清的制度，以科舉考

試為依歸。甚至於在一般地方上的基礎教育，有的是在書院完成，而書院則是在

其授課上的歷史是最悠久，影響也是最為深遠的一種教育系統。 
 
 

二、台灣民間書院發展的特色 

現今台灣的民間書院發展的型態，有著不同的類型，有的是官學、有的是私

學、有官私學合作、也有的是存在於寺廟裡的一部份。至於名稱上，有沿用書院

的名稱，如○○書院，或者是○○講堂，有的是依附在寺廟裡的稱為○○堂，也

有的是以人民團體的模式呈現，如社團法人○○學會、○○協會、○○研究

會……。以下即以易經學會、正先書院為例，來解說台灣書院的發展的幾個現象。 
 
 
(一) 民間講學  

「中華易經講座」由易經學會成立於 1975/04，至今仍繼續招生。在台灣「中

華易經講座」是第一個成立的民間以易經、術數教學、有學有術為教化的團體，

至今參與各項講座的學友高達數萬人，來學習的人有各行各業，無不包攬，有士、

農、工、商、軍、公、教……，甚至有很多名媛仕紳參與其中。其「振民育德」

的講學理念從傳統走到現代，不變初心，不改其志，終始如一。教學的內容範圍

廣泛，包含易學、山、醫、命、相、卜、琴、棋、書、畫、武術……等，在當時

及現在，皆受人民的喜愛。 

 
 
(二) 期刊發行  

《論語．顏淵第十二》: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2期

刊是一種思想交流的重要工具，「中華易學」期刊，成立於 1980/03，在是當時舉

世唯一的易學雜誌，於眾多學者專家撰稿情形下，其內容大眾化，當時也是最早

發行到大陸的易學刊物，是兩岸文流重要的期刊，成為當前復興中華文化，宣揚

中華易學高水準的刊物，深獲中外文教界人士的佳評。惜在科技快速發展下，紙

                                                 
2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武英殿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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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期刊等書籍，很快就被網路及電子書取代了，1999/07 出 231 期為最後一期

的刊物。 
 
(三) 海外函授  

「中華易學函授班」成立於 1989/08，開辦「易經經傳科」、「易學命理科」、

「易學研究科」、「手相科」等，每年結業人數達數千人次，遍及海內外。其函授

的對 象除了台灣以外，海外地區有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香港、印

尼、沙烏地阿拉伯、日本、美國、巴西、加拿大、阿根廷、智利、英國、法國、

荷蘭、瑞士、西班牙、奧地利、利比亞、澳大利亞、厄瓜多爾……等，於當時創

下輝煌的記錄。1993/11 因法規變更之故，撤銷其登記，其業務仍沿續，至 1996/06
方止。 
 
(四) 國際易學大會 

「國際易學大會」是由韓國易理學會池昌龍博物館與本會(易經學會)時任理

事長黎凱旋先生共同發起，該大會宗旨為 : 宏揚中華文化，闡述易理精蘊，推

展易學思想，創造文化發展。成立於 1985/11，首屆在漢城召開，是最早的國際

易學組織，持續至 2016 一共有 28 屆的會議，在世界各地舉行。其會員組織成員

及與會的人士有韓國、台灣、日本、馬來西亞、美國、新加坡、澳大利亞、大陸、

香港、澳門、印尼、泰國、法國、英國、加拿大、瑞士……遍及甚廣。 
 
(五)海峽兩岸易學交流 

1993/08 由山東大學周易研究中心劉大鈞教授召開了「首屆海峽兩岸周易學

術研討會」，於會中時任理事長的邵崇齡先生提出既是「兩岸易學」應由大陸及

台灣輪流主辦，1995/05 邵崇齡理事長主辦了「第二屆海峽兩岸周易學術研討

會」，該會議是首次在台灣舉行的兩岸易學交流的活動。更在海峽兩岸的推手劉

大鈞教授及邵崇齡理事長的推動催化下，2000 誕生了「首屆海峽兩岸青年易學

論文發表會」在台灣舉行。自 1993～2016 一共舉辦了 8 次「海峽兩岸周易學術

研討會」及 7 次「海峽兩岸青年易學論文發表會」。此乃兩岸易學交流最長久的

會議，目前持續中。 
 
 

三、台灣書院未來發展的趨勢 

初期台灣書院的發展是由南向北發展，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也都以南部

為重心，故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稱，其主要原因是早期移民來台，都是

以開墾務農為主，所以南部地區書院成立較多，尤其是府城台南，為書院之最，

之後政經中心逐漸往北移動，也使得中、北部書院大增。經過了數百年的演變，

書院的功能除了最早成立以藏書、教育為主要的目的以外，必須考量更多層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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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以下即提出幾項建議方略  : 
 
(一)生活實用化  

書院成立的其中一個宗旨，就是成德教育之學，於民間的教育推廣，以前是

以科舉為依歸的，莘莘學子的讀書之所。書院的存在原本就是與人文生活結合在

一起的模式，自然而然的融入生活裡，簡單學習，掌握人生方向，活化生命，開

發潛在能量，創造優質的生命境地。書院活動是一種人類生命活動的方程式，與

日常生活脫離不了關係，為一種實踐之學。從古至今，書院就是融入在百姓的日

常生活裡，從書院的教化中，除了學習到的知識外，更應踐履於生活的平常事理

中，深化生命。故《揚子法言．脩身卷第三》: 「是以君子強學而力行。」3

 
(二)多元差異化  

書院早期設立的宗旨，是以收藏典籍為最大的目的。隨著時代的變遷，單一

性的學問較難在多元的環境中生存。學問的含蓋性是寬廣無邊的，相關的學說涉

及廣泛且彼此都有關聯。台灣社會因人口結構的改變，是屬於多元民族的融合，

故喚起了對多元知識文化的認同，多元可以應對不同族群所產生的種種問題，可

以包容不同的差異，傾聽不同的主張，尊重各種信念的主體，在這樣的體悟下，

書院的多元差異化的經營模式，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三)科技資訊化  

因應時代的需求，書院的經營管理日新月異，朝資訊化發展的路線，不論是

電腦使用、程式設計、資料庫、網站架設、通訊軟體(FB、LINE、推特、微信…)、

各種應用軟體(APP…)、大數據……是現代及未來的發展導向。觀看書院存在的

某角度而言，是一種文化記憶，該記憶不會因時空的轉變被抹滅，如果可以運用

科技資訊的優點，可以把大量的資料與書籍妥善保存，把繁瑣的事物簡單化，減

少不確定性與誤差性，得以讓書院文化的特色歷久彌新，也符應現代的科技文

明，一如《易．乾．文言．九三》: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4

 
(四)管理國際化  

書院管理上可以做到國際化，也就是說放眼國際，提昇高度，建構書院優質

的園地，是現代經營書院的重點之一。早期的書院，有的是屬於區域性，並沒有

與全球接軌。現今則不然，科技拉近了彼此的距離，訊息快速的傳遞。書院的管

理國際化是一個過程，必須不斷的投入資源，建立各種不同價值鏈的活動，強化

國際佈局的完整性，方能與世界接軌。 
 

                                                 
3 漢．揚雄撰，晉．李軌注，宋．闕名撰音義，《揚子法言》收錄於《四部叢刊初編》中第 333
冊，景上海涵芬樓藏景宋刊本。 
4 《連歸周三易》，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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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數百年以來，「台灣書院的教育宗旨，一向秉持『興賢育才，品德及學識並

重』的教育方針。」5毫無疑問的，這是基本不變的方向，隨著物換星移，現代

化導向的策略，書院的生存與發展，必須注入更多的元素。 
有鑑於此，正先書院邵崇齡院長於 1985 大專院校易學推廣時，提出「數術

學術化」、「易學生活化」這兩大主張，做為經營正先書院的目標。數十年來，以

此擴展該理念，舉辦多次的國際易學大會會議、海峽兩岸易學交流研討會、台渝

兩地易學論壇、各類型的研討會、遊學團、遠赴海外教學、更將易學融入企業經

營管理……深獲企業界的好評，落實「易學生活化」的理型。 
另外，在「數術學術化」方面，使學習「術數」的人，回歸原典的探研，知

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並且在「德」上做嚴謹的要求與修習，除了可以活用其技術

之外，成為一個「德」、「學」、「術」兼備的專業人士。如此一來，方能在傳統書

院的成立宗旨下，試圖走出一番不同的新風貌。 
 
 
 
 

                                                 
5 李鎮岩，《台灣的書院》，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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