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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运河畔寻根文脉盛况
运河之畔，书香绵延……当年的书院有着怎样的景象？后来又经历了哪些岁月的沉淀？今天又何去

何从？近日，记者走进运河畔的文脉传承。

在天津有这样一个文化阵地，它
把本来散落在天津各处的文史爱好者
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交流、推广地方文
化的平台，这个文化阵地叫做问津书
院。问津书院距离南北运河交汇处的
三岔河口不到1公里。三岔河口是天
津城市的发祥地，凭借“地当九河津
要，路通七省舟车”的优势，人口和商
业迅速聚集。三岔河口的每一寸土
地，都存藏着丰富的历史遗痕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从历史到如今，这里都
是文人荟萃之地。而今，在天津文史
圈里，只要提起问津书院，王振良是个
绕不开的名字。作为问津书院的发起
人，从2008年起，他亲手编辑印行的
关于天津历史文化的图书、资料超过
500册，总字数约5000万字。从约稿
到修改，从编辑到排版，常常都是由他
独立完成的。

在王老师看来，哪怕是一段不太
起眼的巷子，哪怕是一点随手写就的流
水账，都应该严格准确地记录事实，而
不能随意地篡改，这既是最基本的工作

原则，也是最起码的学术规范。仅仅从
这件小事就足以看出他的严谨。就这
样，王振良从不错过任何一次调查天津
历史的机会。王老师做事执著但不墨
守成规，在寻访的过程中，他几乎跑遍
了整个天津，查阅了大量史料，遍访知
情人士，相互叠加，相互参照，相互印
证，最后自创了一个三重证据法。

2014年8月，在汇集多年实地走
访调研、梳理取证的基础上，王老师出
版了《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该
书共收录文章25篇，附录4篇，将天津
小洋楼与其主人的故事图文并茂地展
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将近半数洋楼主人
的身份是他首先考定确认的，给天津城
市文化增添了底蕴和色彩。这些著作
的问世正是他多年来执著读书、钻研的
成果。也许，正是这份坚持，才让他之
前的所有积累都为问津书院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从而使问津书院在十年时间
硕果累累……除了为周边居民提供公
益阅读、讲座、交流的平台，还培育出了

《问津文库》、问津讲坛这些公益品牌。

遗失声明

张伟智 专职消防员证 津消字第
02271018号 丢失。

郑重声明
天津倔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天津华雍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公司’）截至2023年
4月30日停止两公司业务运营（餐饮服务、餐
饮运营、招商、供应链）。旗下的全部品牌业务已
停止运营。两公司发现网络平台发布有假冒我
司名义招商加盟的信息，易引起加盟者及社会
公众混淆。在此，两公司郑重声明：1.两公司未
发布及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进行招商加盟，网
络平台发布的相关招商加盟信息均为假冒我司
名义发布，与两公司无任何关联。2.网络平台涉
“熬拜粥社”“粥总管”“粥店”加盟等信息非以上
两公司发布，与两公司无关，已向网络平台投诉
与举报。3.请广大加盟者及社会公众注意辨别
风险，谨防上当受骗，两公司对您因此造成的后
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发现您因网络平台
的虚假招商信息遭受利益损失，请向相关机关
投诉举报，合法维护自己的权利。4.该虚假招
商加盟信息涉嫌欺诈加盟者及社会公众，严重
侵害我司权益，我司保留进一步追究其责任的
权利。特此声明！

天津倔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华雍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第一所
私人办学

清朝一代268年间，112科乡试，112
次会试，天津共考取进士161人、举人830
人、副榜贡生166人。硕果累累的背后书
院功不可没，在问津书院的不远处三岔河
口旁，还有一座书院名叫三取。天津社科
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静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自康熙以来，三取书院是天津第
一所私人书院。

关于三取书院的位置，如今只能通过
当年的老地图还原了。通过王静老师的讲
述，记者得知，当年创办书院的人叫王又
朴，他从小比较聪明，学术功底非常扎实，
39岁考取了进士。

考中进士以后，按照惯例，他要先到翰
林院做编修，王又朴做完编修后，长达几十
年的时间都是在地方做官。退休以后回到
天津，他就发现当时的郁文书社比较破败，
于是号召盐商跟他一起重新翻修。捐修房
屋十二间，作为学舍，同时联合盐商捐资，
用于书院中每个学生的膳食以及学习奖
赏。年过七旬的王又朴亲自担任书院的山
长，将郁文书社改名为三取书院。

说起三取书院名字的来头，王静老师
颇有见解。“三取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
就是有美好的意头在里边，比如我要参加
乡试、会试、殿试，我都要中，就是连中三
元，三个都取。”另外，王静告诉记者，王又
朴创建三取书院的时候，提倡了一种教学
理念，就是希望在这里读书的人，都能够
和谐共处，天地人要和谐，所以他就把哲
学思想贯穿在教学思想里边了。“他还有
这样一层意思，告诉这些学子，你不光要
在科举考试中中举，而且还要在做人方面
更上一层楼。”

读书，修身，在传统教育的同时，注重
素质教育，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创新。后来，
三取书院又经历了两次整修。同治七年，
法国人强占书院，作为修建教堂工程的指
挥部，书院不得不搬迁到河东盐关厅后的
一处小院，后来意、俄、奥军队占据了海河
东岸，书院就此没落。运河之水，依旧静静
流淌。当年的琅琅书声，如今多已走入故
纸深处，但是，很多文史学者，还在不断地
寻访挖掘，讲述着天津一路走来的故事。

图片由《津云调查》节目组提供

如今的问津书院如今的问津书院

王老师翻看手机中的王老师翻看手机中的““问问
津书院群津书院群””

问津书院旧址问津书院旧址

书院内的古槐书院内的古槐

今日的问津书院实现了会聚天津
文化力量的愿景，那么这个名字从何
而来？它与清代天津的问津书院有什
么关系吗？带着疑问，记者在王老师
的指引下，来到了问津书院旧址，也就
是现在的鼓楼南街附近。而说起问津
书院名字的由来，还要从乾隆年间讲
起。1751年，爱好文学的卢见曾出任
长芦盐运使，在天津筹创书院。他先
报请直隶总督方观承批准，又动员盐
商查为义捐出位于鼓楼南路废弃的老
宅，自己又捐出俸银建成了讲堂、山长
室以及学舍等64间。书院当年动工，
转年落成，取名问津书院。

中国古代书院多以民办为主，然
而问津书院可以说是完全官办，山长
薪俸和各项经费，均由官方支出，每年
造册报部备案。

老的问津书院由于年代久远，书
院建筑格局变化比较大，幸存下来的三
间讲堂，一度隔成六个房间。旧时书院

的见证物，只有一棵腰围两米的古槐，
它见证了风雨岁月。问津书院的历任
山长，目前已知的有30多位。在这30
多人中，至少有3位逝世在问津书院
任上，可以说是为天津的教育事业奋
斗了一辈子。李嘉端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顺天大兴人。清道光八年举人，
清道光九年进士。历官左赞善、侍讲、
福建学政、内阁学士、仓场侍郎、安徽
学政等职，是李鸿章的老师。根据王
老师的讲述，我们得知，李嘉端中了进
士后，一路在官场上非常顺利，最后官
至安徽巡抚。那么，他怎么会来到天
津的问津书院，从事了教育行业呢？

王老师介绍，当时正赶上太平天
国比较兴盛的时期，李嘉端在跟太平
天国作战的时候，经常打败仗，最后惹
恼了慈禧太后，把他的官职一免到
底。李嘉端因此没有了别的出路，只
好到处教书为生。当时的直隶总督曾
国藩认为李嘉端是个教育方面的人

才，于是就把他调到了问津书院当山
长。他来到书院上任的时候，经过太
平天国的北伐，书院比较破旧，甚至连
个牌匾都没有，李嘉端见此亲自写了
问津书院的匾额。“他重新对问津书院
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把新写的牌匾
都挂上了。当时饮水不方便，李嘉端
又捐出自己的薪水，在书院里开凿了
一口井。”王老师告诉我们。

晚清时期，可以说是问津书院发
展的黄金时代，书院作为延师选士、肄
业讲学之所，为天津士子打开科举和
学术之门，沽上文风由之大振。后来，
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严修、天津八
大家之一的华世奎等等都曾在这里
读书。

古往今来，逝者如斯。从旧问津
书院的没落，到新问津书院的赓续，时
间已经跨越百余年。但前后两个问津
书院，并非是名字的简单沿袭，更是天
津文化根脉的贯通。

现代问津书院

清代规模最大的问津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