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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岳麓书院念书是怎样的体验
陈如意（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人文科学

实验班）

已 不 知 是 第 几 次 来 到 岳 麓 书 院 的 门

前，再看到那块“千年学府”的匾额仍会受

到触动。书院每天都有很多游客来参观，免

不了人声嘈杂的热闹。但即使在嘈杂中，书

院仍散发着千年沉淀下来的幽静。想起纪

录片《岳麓书院》中提到的那句话，“岳麓书

院是让人安安静静读书的地方”。这也是我

来到书院一年后，对它最深的感受。

把文庙自习室的门关上，外界的喧嚣

便被隔绝。我一次次温习着课堂上老师反

复 吟 诵 过 的 章 句 ，如 告 诫 我 们 慎 独 的《大

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

如 好 好 色 ，此 之 谓 自 谦 。故 君 子 必 慎 其 独

也”；又如勉励我们努力的《周易》，“君子终

日乾乾，夕惕若厉”⋯⋯千年来，书院的教

育仍坚持着为学和为人的结合。

《孝经》中写道：“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

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读古书、做学问便

是如此。我们在书院汲取的不只是知识，更

是对生活的“敬”，是一种随着沉淀日益臻善

的修养，是“慎独”“中庸”“勤勉”“豁达”。这也

是古代学者“为己不为人”的态度，不是为了

卖弄，而是为了自己的心安与修行。

岳麓书院在教学上也延续了千年来的

传统，主张“惟教学半”，即老师教授学生的

过程，对于自己也是一种学习，是学习的一

半。书院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开展读书会是

师门的重要活动。在读书会中，首先由学生

朗诵、解读一段经文，之后由导师进行补充

与评价。同门之间也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

与见解、相互切磋。

在治学的大方向上，导师常给我们一

个 总 指 引 。如 针 对 治 学 态 度 ，我 的 导 师 常

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强调“敬”

在做学问中的作用。“敬”不仅是心无旁骛

的心态，还是扎扎实实坐冷板凳的功夫。

走进岳麓书院的书院博物馆，能听到

来自五湖四海的学者的讲座。书院沿袭了

千年来邀请各地名儒来讲学的传统，开设

了“岳麓书院讲坛”。书院的师生以及社会

各界人士都能免费入场听讲，面对面与学

者交流。

常有年过花甲的老人来参加讲坛，当

他们得知我是岳麓书院的学生时，总是说：

“能在岳麓书院读书，真幸福。”他们说，自

己也想“多学些东西”，所以常常来岳麓书

院听讲座。书院从不隔绝外界、高高在上，

它为更多人提供一个求知的平台。正如《岳

麓书院》片中所说：“延续千年的岳麓书院，

并不是走进历史的博物馆，而仍然充满活

力地授业解惑。”

如今，书院的讲台上仍摆着象征“朱张

会讲”的两把椅子，表达对朱熹和张栻的敬

意。千年前的学生，在台下聚精会神地听先

生讲书；千年后的学生，求知的目光依旧炽

热。千年前的老师半学半教，千年后的师生

依旧教学相长。千年前朱熹来了这里，千年

后仍有许多学术名家走进书院讲授诗书。

千年的岳麓书院见证过沧桑却不苍老，千

年学府依旧弦歌不辍。

书院内的赫曦台上有一副对联，“是非

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

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

亲 恩 何 以 酬 ，民 物 命 何 以 立 ，圣 贤 道 何 以

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在漫长的历史中，岳麓书院经历过元

军的洗劫、日军的轰炸，文脉曾一度中落。

但正如“岳麓书院”的牌匾会被寻回、赫曦

明日仍会洒遍书院，会有后人不断修缮它

的实体、传承它的精神。书院的文脉会代代

相承，赫曦会化作一团团文明之火，如庄子

所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湖南大学新生入学，考岳
麓书院历史

王玺涵（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很少有一所大学，像我的大学湖南大

学一样没有围墙，没有校门，自行车、公交

车穿梭而过，每逢节假日游客比师生还多。

我们称湖南大学为千年学府，这归功于岳

麓书院。

5A 级景区岳麓书院，景区门票定价 40
元，游客参观需提前预约。而身为湖大学子

的我们，校园卡、学生证、手机上登录的湖

南大学学生个人主页，都可以成为我们无

需预约免费进入的凭证。每位湖大学子入

学的第一门考试，便是以岳麓书院千年历

史沿革为主体的校史考试，与这座庭院相

关的朝代更替、潇湘文明、民族复兴，是每

位湖大学子深谙于心的基础常识。

这里永远不收湖大学子的门票，我们也

不是带着游客心态来到这里。入学一年来，

前后到书院 20 多次，书院于我，如同闪闪发

光数不尽的宝藏，宏阔深远，时至时新。

作为一名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进入

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的专业课大多为新闻

理论课，在每门课的课堂上，新闻的真实性

都被老师反复提起。我对此感到疑惑，这样

一个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值得被如此重视？

在入学不久的岳麓书院研学活动里，

我来到岳麓书院。穿过自卑亭，我们跟随讲

解老师驻足在每个记录书院仁人志士思想

的牌额前。在讲堂的“实事求是”匾额下，老

师讲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曾国藩，笃行实

践，践行经世致用的思想。“其实我们学新

闻也是如此，我们讲的真实性和书院的实

事求是是一脉相承的。新闻学习绝不只在

书本的理论中，我们也要投入实践，做经世

致用的人才。”

那天的书院之行至今让我记忆深刻，

我开始从书本走出来，主动参与新闻实践。

我加入了校园媒体，为了完成第一篇主笔

的人物通讯，我前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进行采访和打磨。为了让文字真实生动，我

走进采访对象的家乡，和他一起上课，追问

他身边的师长，求证每一个细节。在成稿发

表的当晚，责编学姐告诉我：“你之前问过

我，新闻的真实性到底有多重要，作品会告

诉你的。只有实事求是，你的文字才会如此

打动人心。”

从登高路出发到书院正门，我爱书院

的每一组院落、每一块石碑、每一枚砖瓦、

每一枝风荷。当我因为联系不上采访对象准

备对深度报道作业敷衍了事时，当我期末坐

在图书馆复习到头晕目眩时，当我辗转在田

野调查当中摸不到头绪时，走上赫曦台，穿

过讲堂学斋，站在“实事求是”匾额前久久凝

望，常令我重新坚定求真求实的勇气。

山水之间的岳麓书院，将治学传统与

自然美学相结合，契合着这所没有外墙的

校园的气质。我们可以在严谨的教学秩序

里凝神静思，也可以在自由的校园风光中

恣意徜徉。如同纪录片《岳麓书院》中反复

描绘的画面，一代代山长带着书院学子，在

岳麓书院的园林里朝夕晤谈，辩论学术，也

题景赋诗。格物致知的大儒们，对每一景引

发的只言片语，都可能掀起社会思想上的

风起云涌。

如今的岳麓书院，将历史文物妥帖地

安放在书院博物馆的展柜中，将书院的精

神 文 化 变 成 深 埋 在 湖 南 大 学 根 系 里 的 支

撑，锤炼出湖南大学“实事求是，敢为人先”

的校训品格。

沿着朱熹的路，我来到湖湘
陈雅婧（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我出生在福建漳州龙津江畔的一个小

镇，后随父母到县城定居。在这个方圆不超过

两公里的县城，我度过了我的幼儿园、小学、

初中和高中。18 岁这一年，我突破了父母期

待的人生轨迹，跨越山河，求学于千里之外的

湖南长沙。

大一，我在张公岭校区，一个看起来与长

沙“新一线”名片不那么相衬的地方。我从一

个理科生变成文科生，在这个巴掌大的像老

旧高中一样的地方，愈发迷茫。我在当时的日

记中写下：“我看着四号线疾驰而过开往师大

的地铁，空洞无尽的远方迟迟不来，我走过张

公岭后门那条小路，阳光透过枝桠落在我的

眼前，大学生活却没有一点生气。”

辅 导 员 向 我 们 介 绍“ 张 公 岭 ”名 字 的 由

来——相传张栻在长沙讲学期间，曾和好友

郊游，见此地风景秀丽，清静宜居，于是置地

建房，潜心学问，并写下《梅坞诗并序》，后人

因 张 家 居 此 ，故 名“ 张 公 岭 ”。乾 道 三 年

（1167），朱 熹 闻 张 栻 得 胡 宏 之 学 ，专 程 自 福

建来长沙访问，由此开启湖湘学派与闽学的

交 流 。据 称 二 人 讲 论“ 三 日 夜而不能合”，史

称“朱张会讲”。

我的故乡漳州，曾在朱熹的影响下建设

成“海滨邹鲁”，于是怀着崇拜之情，我第一次

走进了岳麓书院。书院掩于山林之中，满山的

春花秋叶，与这所千年庭院并存了千余年。书

院中还有不少闽人的身影，这个与我的家乡

有着千里之隔的湖湘大地，竟与我的来处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向内求索，是书院学子成才的底色。一代

代能人志士从这里走向广阔天地，在历史中

开拓进取。今日读书亦是如此，文科学习不在

一朝一夕，应当慢慢积累沉淀，我心中郁结的

气忽地散了一大半。

向外探索，是书院学子传道济民的必由

之路。张栻在《论语解·序》中谈及：“行之力则

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心学与理学交锋

之时，心学走向歧途，众多学子务于空言而忽

躬行之实，空谈心性。在张元忭的力矫下，岳

麓书院重整正脉，坚守务实践履、束身守礼的

教育传统。

只钻进故纸堆，无异于固步自封，因此，

我所读之书还应当来自厚重的湖湘文化。故

乡龙津江的水哺育了我，身边滔滔的湘江水

也浸润了我。我走出书院，走进菜市场，去了

解这座城市的人的胃；走进博物馆，去了解这

座城市的历史陈述；走进历史建筑，走进这座

城市的生活空间，去记录我走近的每一个长

沙故事。

沿着朱熹的路，从漳州到长沙，我身后的

闽湘文化脉络交织相融，缔造出全新的我 。

800 多年来，在朱熹的影响下，“紫阳过化”和

“海滨邹鲁 ”成为漳州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

号。看到纪录片《岳麓书院》中用脚步丈量大

地的毛泽东，我仿佛看见了自己这一年来走

过的路。我们都不是书院里的学子，却都以书

院为起点，走向田野与社会，在行走中读懂湖

湘，读懂中国。

20岁，我在千年书院

□ 张 汀

“重阳”的名称，来自《易经》中的“以阳

爻为九 ”。九月初九，日与月皆逢九，是谓

“两九相重”，故曰“重九”，同时又是两个阳

数合在一起，故谓之“重阳 ”。明代张岱著

《夜航船》云：“九为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

曰‘重阳’。”

先秦时期，各地习俗尚未融合流传，重

阳节习俗鲜见于文字记载。现存与重阳节

俗相关的蛛丝马迹，最早见于《吕氏春秋》

之《季 秋 纪》：“ (九 月 )命 家 宰 ，农 事 备 收 ，

举 五 种 之 要 。藏 帝 籍 之 收 于 神 仓 ，祗 敬 必

饬⋯⋯是日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

子。”当时在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飨天

帝祖先以谢恩德的活动，与重阳时间大致

吻合。

明确提到“重阳节”，始见于三国曹丕

《九日与钟繇书》：“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

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

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到了汉代，《西京杂记》中有记：“九月

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

寿。”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提到：“汝南桓

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

日 ，汝 家 中 当 有 灾 。宜 急 去 ，令 家 人 各 作

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

祸 可 除 。’景 如 言 ，齐 家 登 山 。夕 还 ，见鸡

犬 牛 羊 一 时 暴 死 。长 房 闻 之 曰 ：‘ 此 可 代

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

盖始于此。”

东晋诗人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

中说：“馀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

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孙思邈

《千金方月令》也称：“重阳日，必以肴酒登

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

茱萸、菊以泛之，即醉而归。”唐代王维的诗

句脍炙人口：“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

少一人。”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云：“尘世

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清代，北京

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

“解除凶秽，以招吉祥”。

《西京杂记》中还有“食蓬饵以拔妖邪”

的记述，六朝以后改称“糕”，因“糕”与“高”

谐音，象征着向上、进步、高升等。唐宋时，

重 阳 佳 节 吃 糕 就 颇 为 流 行 。吕 原 明《岁 时

杂 记》中 记 载 宋 代 民 俗 ：“ 九 月 九 日 天 明

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

曰‘愿儿百事俱高’，作三声。”这是古人九

月 做 糕 的 本 意 ，讲 究 的 重 阳 糕 要 做 成 九

层，像宝塔之形，上面做两只小羊，以符合

重阳（羊）之义 。明代，宫中宦官宫妃从九

月 初 一 时，就 开 始 一 起 吃 花 糕 庆 祝 ，待 九

日 重 阳 ，皇 帝 还 要 亲 自 到 万 岁 山 登 高 览

胜，以畅秋志。

古 人 常 将“ 上 巳 ”与“ 重 阳 ”，即“ 三 月

三”与“九月九”作为对应的春秋大节，上巳

“踏青”春游、重阳“辞青”秋游对应进行。清

代 潘 荣 陛 编 撰 的《帝 京 岁 时 纪 胜》记 载 ：

“（重阳）有治肴携酌，于各门郊外痛饮终

日，谓之辞青。”

重阳节还是出嫁的女儿暂放家务、回

家省亲的日子，俗谚有“九月九，搬回闺女

息息手”。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九月）

九日，父母家必迎女归宁，食花糕。”清乾隆

时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也记载：“京师重

阳节花糕极盛⋯⋯市人争买，供家堂，馈亲

友⋯⋯有女之家，馈遗酒礼，归宁父母，又

为女儿节云。”

插茱萸、求寿、登高、享宴、食糕、辞青、

省亲⋯⋯这些活动在历史延续过程中逐渐

成为重阳节俗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杂糅过

程中，使其文化内涵被不断延展丰富。

重阳古已有之的各种习俗，在当今依

然有其社会意义。古人对山岳的崇拜和对

自然节令的遵从，可以继往传承，值此节日

走出钢铁森林，亲近自然，欣赏秋景，浸润

身心。

因“九”是久长、久远的谐音，被赋予天

长地久、健康长寿的寓意，从 20 世纪 80 年

代开始，我 国 一 些 地 方 把 农 历 九 月 初 九

定 为 老 人 节 ，倡 导 全 社 会 树 立 尊 老 、敬

老、爱老、助老的风气 。2006 年 5 月 20 日，

重 阳 节 被 列 入 首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2012 年 12 月 28 日 ，《老 年 人 权 益

保 障 法》法 律 明 确 ，每 年 农 历 九 月 初 九 为

老年节。

我国在“十四五”时期将进入中度老龄

化阶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

战略，大力发展普惠性养老服务，对国家和

社会都极为重要。对年轻人来说，重阳节行

孝道当是题中之意。中华传统文化的“百善

孝为先”，在当下依然应当尊崇，但孝道并

非年轻人的负担和枷锁，而成为维系长辈

与晚辈关系的精神纽带之一。

我们可以鼓励年轻人帮助老年人积极

适应高科技的现代生活方式，引导老年人

做好健康管理、进行技能升级，跳出自身舒

适圈，丰富他们的晚年。步入老龄化社会，

意味着老年人在安心养老之外，也被赋予

新的要求，甚至需要承担新的社会使命。让

老 年 人 有 质 量 地 生 活 ，不 贴 标 签、不 设 壁

垒、勇于尝试，打破和年轻人之间的“次元

壁”，才是让社会持续迸发活力、蒸蒸日上

的长久之计。

而重阳节这一历经千年的传统节日，

在“新民俗”和“新孝道”的加持下，也必将

绽放新的光彩。

（作者系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
综合业务部馆员）

除了登高插茱萸，重阳节还能干点啥

□ 程遂营

今天山东最有名的城市可能是济南和青岛，而在 2000
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最有名的城市一定是临淄（今山东

淄博）和曲阜。临淄是齐国的都城，曲阜是鲁国的都城。山东

“齐鲁大地”的称呼，就是这样来的。

鲁国在曲阜建都 800 多年，不过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鲁

国没有出名君，也没有出名臣，却出了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

教育家——孔子。在中国长达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

子被尊为“圣人”。作为孔子故里，曲阜也成为后人拜谒的儒

学圣地。

一座城市有什么样的文化氛围，就会哺育什么样的城

市个性，又会影响到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当孔子在曲阜生

活的时候，那里有怎样的文化环境呢？

西周建立（公元前 1046 年），实行分封制，鲁国是周公

的封地。周公，即姬旦，他是周成王的亲叔叔，周朝典章礼乐

制度的奠基人。当时周成王年幼，需要周公来辅佐，周公一

时离不开西周的都城镐京（今西安）。于是，周公的儿子伯禽

就代父就封于鲁，都城设在曲阜。曲阜远离当时的文化中

心，长期受到东夷文化的影响，所以文化方面要远远落后于

中原地区。

如何治理好鲁国？周公希望鲁国实施他所确立的典章

制度，把曲阜建设成礼仪之邦。伯禽完全秉承了父亲的教

诲，就藩鲁国的时候，大车小辆装的都是周朝的礼乐典籍、

珍贵书籍。到了曲阜，伯禽着手改革：变其俗，革其礼（《史

记·鲁周公世家》）。久而久之，曲阜逐渐成为周文化向东传

播的一个根据地。

在孔子 8 岁（公元前 544 年）的时候，吴王寿梦的小儿子

公子季札出使鲁国。季札在曲阜欣赏到保存较为完备的周

王室的音乐和舞蹈，其中包括《周南》《召南》《邶风》《豳风》

《小雅》《大雅》等。

季札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名士，很有学问。当他在曲阜观

听到这些雅乐时，一方面感到吃惊，另一方面深深陶醉其

中，不住地赞叹“美哉！美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

观乐》）季札当时出使的诸侯国还有齐国、晋国、卫国、郑国

等，但他感到曲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是其他诸侯国都

城可比。

在季札出访曲阜三年后，晋国使臣韩宣子也到了曲阜。

韩宣子也是一个学问家，他特意拜见了鲁国的史官，并跟随

史官参观了鲁国的国家藏书。在这里，韩宣子不仅见到了伯

禽当年从镐京带到曲阜的《易》《象》等珍贵典籍，还看到了

《春秋》等鲁国新修的史书。他不禁感慨地说：“周礼尽在鲁

矣！”（《左传·昭公二年》）。

这两个故事说明，曲阜不同于一般诸侯国的都城。它完

整地保存着周朝的文化典籍和礼仪制度，是一个东方的礼

仪之邦。

孔子生活在 2500 多年以前，那时候还没有发明纸，书

是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用牛皮绳编缀，很珍贵，也很有限。那时也没有便利的交通条

件，更没有现代信息技术，所以，一个地方的藏书数量、文化氛围，决定了当地的文

化环境。孔子很幸运，他能够耳濡目染到周公带到曲阜的礼仪规范，有机会学习曲

阜珍贵的文化典籍。

大家知道，孔府、孔庙和孔林被称为曲阜三孔，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地。那

么，曲阜三孔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为什么会成为人们拜谒的圣地？从孔子一生学习、

为政、从教的履历来看，他似乎跟一般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不同，但在他去世后，各

种荣誉接踵而至。三孔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孔子由凡人成为圣人的过程。

在把孔子“捧”为圣人这件事上，汉高祖刘邦居功至伟。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

195 年）十月，刘邦率领大军到淮南平定英布的叛乱。平叛之后，刘邦先回了趟家乡

沛县，然后到曲阜祭祀孔子。刘邦祭孔用太牢，也就是牛、羊、猪三牲，这是当时国家

祭祀的最高规格。汉高祖还封孔子的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并在曲阜召见了当地的

儒生。

汉高祖为什么要这样做？汉高祖从小不拘小节，尤其不喜欢繁琐的礼仪，因而

也不喜欢儒生，但因为一件事，他改变了看法。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他扫灭项羽，举办庆功宴。文武群臣开怀畅饮，兴

之所至，有的挥剑砍大殿的柱子，有的过来搂着皇帝的脖子攀哥们⋯⋯作为皇帝的

刘邦深深觉得，这样不好，很没有面子。这时，一个来自薛地（今山东滕州）的儒生叔

孙通出了个主意，说可以排演一套朝廷礼仪。汉高祖同意了，于是，叔孙通从曲阜征

召了 30 名儒生来到长安，共同拟定了一套体现皇权国威的礼仪，日夜演练。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 年），长安的长乐宫建成，汉高祖按照新制定的朝廷礼

仪大会群臣。只见宫殿内外戒备森严、仪仗林立，群臣按文东武西站立，严格按照君

臣之礼朝见皇帝，充分显示了帝王的尊贵。汉高祖高兴万分，不由感叹：吾乃今日知

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叔孙通列传》）。

汉高祖祭祀孔子的意义重大：第一，极大地提升了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文化的地

位。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

逐渐成为正统，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的地位越来越高。

第二，开启了历代帝王来曲阜祭孔的先河。汉高祖是第一个以一国之君的身份

到曲阜祭祀孔子的皇帝，在他之后，又有宋真宗、清康熙、清乾隆等 11 位皇帝，先后

19 次来到曲阜祭孔，拜谒孔庙和孔林。其中，乾隆皇帝一个人就先后来过 8 次。

每次帝王来曲阜拜祭，都要拨出府库的银两，整修孔府、孔庙和孔林；同时整修

城市的道路，并按惯例减免当地的赋税；科举制度推行后，还要增加科举考试的录

取名额，也给曲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一般来说，一座城市最繁荣的时候，往往是它建都的时候。但曲阜打破了这个

规律，因为孔子，它的受关注程度没有因为鲁国的灭亡而降低，反而越来越高。曲阜

肥沃的文化土壤哺育出了孔子；孔子又给生养他的曲阜带来了长达 2000 多年的荣

耀。这种现象，在中国城市史上独一无二。

曲阜

：长达两千多年的荣耀

9 月 27 日 ，

山 东 曲 阜 ，2021

中 国（曲 阜）国 际

孔子文化 节 和 第

七 届 尼 山 世 界

文 明 论 坛 在 尼山

举行。

视觉中国供图

重阳节。 视觉中国供图

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从来不缺年轻人，弦歌千年不绝的岳麓书
院更是如此。史书上那些声名赫赫的人物曾在这里学习、生活、成长，
而后独善其身或者兼济天下，从一个少年变成一个传奇。

如今，岳麓书院已成为湖南大学的一个学院，书院内依旧书声琅
琅，同学少年三三两两从身边经过，有些东西，似乎从来没有变过。在
今天的岳麓书院念书是怎样的体验，湖南大学的学生进5A级景区岳
麓书院要门票吗，20 岁的大学生们怎么看岳麓书院所承载的湖湘文
化⋯⋯20岁，他们在千年书院，成为历史的接续，也在创造新的历史。

9 月 12 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人文高等研究院在长沙正式成立。 视觉中国供图

岳麓书院赫曦台。 视觉中国供图

岳麓书院俯瞰图。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