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代抱玉里文靖书院 

杨亦武 

文 靖 书 院 创 建于元代初期，与燕京

太极书院，昌平县 的谏议书院，并称为元

代三大书院。同时 也是房山历史上三大书

院之一，房山的另 外两座书院分别是清乾

隆十八年（1679） 房山知县邱锦创建的云

峰书院和道光二 十七年（1847）良乡知

县程仁杰创建的 卓秀书院。 

文靖书院的 记载，初见于明代的《环

宇通志》：“文靖书 院，在房山县西南七十

里抱玉里。元里人总管赵密、宣德府教授贾壤尝从容城刘因游，归以其学教乡

人，乃建书院，立祠祀之，因以其学之所从来，元赐额曰‘文靖书院’，国子祭酒

苏天爵为记。” 

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文靖书院的详情一无所知。这段记载提供了解开文

靖书院之迷的重要线索。据此，我们知道书院的创办人是里人总管赵密、宣德

府教授贾壤，书馆的地点在元代房山县的抱玉里。进一步考证研究，便得知创

建人的身世经历和书院创建的大致年代、毁弃时间、具体地点，及相关情况。 

一、书院创办人赵密和贾壤 

根据《环宇通志》的记载，我们知道书院的创办人赵密和贾壤同为抱玉里

人。 

文靖书院的襄赞者赵密 

关于赵密，我们通过《元史·赵柔传》、赵密墓碑《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

铭》、赵密堂兄弟赵晟墓碑《皇元赠集贤直学士赵惠肃侯神道碑铭》可以清晰得

知其身世经历。上述两篇碑文都是出自元代苏天爵之手。苏天爵曾任过浙江行

省参知政事，他的两位僚属高明、葛元哲整理他的平生所著，集成《滋溪文稿》

三十卷，其中就收录了《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皇元赠集贤直学士赵

惠肃侯神道碑铭》。 

据《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记载，赵密祖籍为奉圣州矾山县：“维赵氏

奉圣州矾山人” 

奉圣州，金为兴德府，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改奉圣州，属上都路，领

抱玉里古井 



永兴、缙山、怀来、矾山四县。矾山县原本是以矾山得名的，矾山即地处北京

门头沟区、河北怀来县、涿鹿县交界处的灵山，故元代的矾山县包括河北怀来、

涿鹿、北京门头沟三区县灵山周边的地界。门头沟区文化委员会存有《赵君墓

碑》，文曰：“大元赠朝列大夫骑都尉天水郡伯赵君及夫人赠天水郡太君石氏之坟”。

赵密家族金末投元，累世以天水郡为封号（详见后文）《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

碑铭》记载，赵密当年曾重修矾山老家的祖茔：“先世丘陇在矾山者，侯复镂石表

之，列树翁仲，令子孙不忘其处。”《赵君墓碑》当为赵密家族在矾山的祖茔之碑。

此碑既在门头沟，赵密祖籍地应在北京市门头沟。 

赵密曾祖父赵世英，是金朝末期的易县县令。《皇元赠集贤直学士赵惠肃侯

神道碑铭》:“曾大父世英，仕金为易县令。”易县，即今河北省保定市易县。 

赵密的祖父赵柔《元史》有传，《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皇元赠集

贤直学士赵惠肃侯神道碑铭》亦有记载。 

据上述文献记载，赵柔处在金末乱世，有胆略，善骑射，是个地方豪杰。 

金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大举攻金，屡败金兵，当年九月攻破居庸关，

进逼中都（今北京），因城防坚固兼有重兵防守，暂且退兵。次年成吉思汗再次

亲征金国，一度包围金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战争造成了中都周边的

社会动荡，赵柔率领乡亲避兵西山，凭险结寨，自保乡土。附近的刘伯元、蔡

友资、李纯等各聚众数千，听说赵柔讲信义，相约投奔赵柔，共推赵柔为首领，

听从他的统一指挥，赵柔的民军一时成为金中都的重要稳定力量，金封赵柔为

易州总押都统。 

金崇庆二年（1213），太祖成吉思汗的大军攻破紫荆关，赵柔审时度势，率

10 万之众归顺，受任涿、易二州长官，佩金符。从此赵密家族定居易州涞水县。 

元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趁成吉思汗亲征西夏之际，中都地区百姓纷

纷聚众起义，赵柔倚仗个人的影响和人脉，匹马单枪，前往说降，平定了骚乱，

因此立下大功，升任龙虎卫上将军、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佩金虎符，兼银冶

总管。 

元太宗二年（1230），窝阔台下诏，选拔降民 3700 人为猎户，设置打捕鹰

坊总管府管辖统领，命赵柔兼任打捕鹰坊总管府总管，仍锡元帅金符。太宗八

年（1236）加封金紫光禄大夫（官阶：从四品）。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追

封天水郡公，谥庄靖。夫人张氏，赠天水郡夫人。 

赵柔之子可考的有三：长子赵守赟，次子赵守政，三字赵守信。赵柔身后，

子孙相继为官，极尽荣显，成为元大都西南、涿易之间涞水地方的赫赫大族。 

赵密的伯父赵守赟，先是世袭了赵柔打捕鹰坊总管府总管的官职，后来“去

为它官”（《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其弟赵守信之子赵晟竟“以伯父守贇阴

入官”（《皇元赠集贤直学士赵惠肃侯神道碑铭》）做到监察御史、翰林直学士，

可见赵守赟在元代官场也非等闲人物，只是文献没有留下他更多的资料。 

赵密的叔叔赵守信曾任广宗县尹。赠资德大夫、中书右丞、上护军、天水

郡公，谥康惠。夫人李氏，追封天水郡夫人。广宗县，元属于顺德路，即今河



北省邢台市广宗县。 

赵守信子赵晟，由县主薄、县尹，一路做到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四川道廉

访司事。文宗天历元年（1328），召拜监察御史，除山东道廉访副使，改燕南道，

迁同知储政院事，拜燕南廉访使。晚年他向朝廷请求告老还乡，未被获准，拜

翰林直学士。赠亚中大夫、集贤直学士、轻车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谥惠肃。

夫人宋氏，赠天水郡夫人。 

赵晟的四个儿子皆身居功名：赵道安，从仕郎、右藏库副使；赵礼安，承

事郎、同知清州事；赵居安，从仕郎、宣政院照磨；赵志安，太保府知印。 

赵守政即赵密之父，他继大哥赵赟接任打捕鹰坊总管府总管，“又以长子允贵，

赠同知保定路遂州事。”（《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可见，赵密的大哥也

是一位元朝官员，赵守政过逝，竟因他追赠官职。赵密母王氏，金吾卫上将军

王义之女，追封宜人。 

赵密，字仲理，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出生，父亲死后，顺理成章继任

这个赵氏家族世袭的职务打捕鹰坊总管府总管。赵密廉以律己，严以驭下。每

年按照规定的时令打猎，如期向朝廷进贡猎物，从不扰民，所经之地，百姓争

相备办酒食拦阻挽留，赵密谢而不入。总管府的衙役和部属，在他的约束下，

也不敢扰民生事。 

元朝立国之初，金和南宋未灭，民心不服，元太宗窝阔台设立打捕鹰坊总

管府，命赵密的祖父赵柔任此职，率 3700 猎户，猎鹰犬马驰骋豪纵，目的是进

行武力震慑。后来，大元牢牢掌握了江山，每逢打捕鹰坊出行捕猎，侵渔地方，

乱世扰民，百姓不堪其苦，反而惹出民怨。赵密一革痼弊，难能可贵。赵密任

职两年，便“引病免归”（《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 

赵密“从容城刘因游”，成为刘因的入室弟子。 

刘因，字梦吉，号静修。保定容城（今河北容城县）人。出身儒学世家，

父亲刘述是学有所成的一位名儒，他刻意问学，尤精性理之学。在刘述的启蒙

训导下，刘因 3 岁识字，6 岁能诗，10 岁能文，落笔惊人，20 岁时就表现出超

群的才华。他既承家传，又敦品力学，旷达高远，成为元代声闻朝野的赫赫名

儒。元代欧阳玄称他是“继周公、孔子之学说，为来世开太平者。”刘因安贫守道，

淡于荣利。在家开馆授徒，对前来求学的弟子，因材施教，皆学有成就。在众

弟子中，其中就有来自易州涞水县的赵密。他的同窗中有来自涿州房山县怀玉

乡抱玉里的贾氏兄弟贾璞和贾壤，抱玉里在涞水县北，两地只隔着一条拒马河。

而赵密和抱玉里还有更深的渊源。 

《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侯生世家，喜狗马射猎。既长，闻容城刘

公号称大儒，燕、赵多士咸往授业，侯亦趍函丈执弟子礼。刘公告以圣贤之训，

岁余尽去豪习，故相何公玮数称其贤。” 

当年，赵密听说刘因是当世大儒，立即修书与他，请求作门下弟子，幸获

刘因接纳入馆，执弟子礼。刘因以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训导他，一年多时间，

赵密一改豪习，屡次受到何玮的称道。 



何玮是赵密易州的同乡前辈，初袭父亲何伯祥，任易州知州。后来跟随元

军围困襄樊，南宋将夏贵援襄阳，恰好与何玮接战，何玮率众死战，将夏贵击

退。跟随丞相伯颜征宋，屡为先驱，累立战功。官至中书参知政事、御史中丞，

刚直不阿。武宗时，官河南行省平章政事。 

何玮父子两代知易州，赵密的祖父则在易州起家，是易州的首任军民太守，

子孙相继，成为易州豪族。何、赵两家应为官宦世交。而何玮与赵密的老师刘

因交谊非浅，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何玮刚好辞去两淮盐使的官职，奉亲

家居，藏书万卷，请刘因前来教习他的儿子，30 岁的刘因从容城来到何玮易县

家中教家馆。刘因在何府教授 3 年。至元十八年（1281）何玮被任命为参议中

书省事入京，刘因辞馆，自易州还容城。此时，赵密 21 岁。 

除《环宇通志》外，赵密本人的墓碑《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未见

记载他和同窗贾壤在抱玉里建书院之事。而贾壤的墓碑《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

碣铭》上说贾壤是居家讲学的（详见后文）。那么，开馆讲学的应该是贾壤，赵

密应是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影响及家族财力给予襄助。 

《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国初兵荒之余，元帅（赵柔）度田数千亩

分赐诸子，以给衣食，侯（赵密）守先业不坠，种木千章，岁计益饶。”赵密的祖

父赵柔当年给他的子孙留很厚的家底，加之赵家世袭打捕鹰坊总管府总管，在

当地有权有势，富甲乡里。 

赵密虽未开馆临席，但襄赞之德亦不可没。又因他的家族势力远大于实际

开馆授业的贾家。所以，在文献记载中，赵密反而写在贾壤前面。 

赵密墓碑《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记载他是涞水人，而《环宇通志》

为什么载为“元（抱玉）里人”呢？这是因为赵密家族世居来水，而产业横跨拒马

河两岸的涞水和房山，在房山县怀玉乡的抱玉里有大片田园庄产，是抱玉里首

屈一指的豪门大户，也算是名符其实的抱玉里人。 

元以后，历明至清直到民国时期，赵氏家族一向是北白带村旺族，至今北

白带村还留下“赵半街的地名”，足见赵家的庄产之盛。民国晚期，赵家势衰，家

产被子孙变卖。 

值得注意的是，赵密的“总管”不是抱玉里的职务，而是对他曾任过打捕鹰坊

总管府总管的尊称。“元里人总管赵密、宣德府教授贾壤”应该这样断句：“元/里人/

总管赵密/宣德府教授贾壤”。 

文靖书院的创办人贾壤 

如果说文靖书院的赵密是文靖书院的襄赞者，而实际创办人则是贾壤。 

关于书院 的创办人贾壤，亦有较

为详尽的资料。 贾壤之父贾德全的《有

元故医隐贾君 阡表》现存于房山云居

寺塔院、贾壤 及兄贾和的墓碑拓片存

于国家图书馆 内，被收录在《北京图

书馆中国历代 碑拓汇编》，贾和碑为



《元故房山贾君墓碣铭》，碑立于至元三年（1337）三月，贾壤碑为《元故俭斋

先生贾君墓碣铭》，碑立于元至正七年（1347）十月。这两篇碑文亦出自元代苏

天爵之手，并收录在他的著作《滋溪文稿》中，高明、葛元哲在收录时改了碑

题，贾和碑为《房山贾君墓铭》、贾壤碑为《处士贾君墓表》。碑文个别文字也

稍有变动，如贾和葬所原碑为“葬房山怀玉乡抱玉里栗原先茔”，《房山贾君墓铭》

改为“葬房山抱玉乡栗原先茔”；贾壤葬所，原碑为“葬抱玉里栗原先兆”，《处士贾

君墓表》改为“葬房山抱玉乡栗原先兆”。两侧均误把抱玉里改为“抱玉乡”。原碑有

些碑文漫没不清，两相参照，便得知两篇碑文的全貌。为记述方便，下文在引

述时，均用原碑名称。 

贾氏两代三人的墓碑文字，为我们研究文靖书院的创办人贾壤的身世经历，

进而研究文靖书院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贾壤是元大都涿州房山县西南怀玉乡抱玉里人，祖籍“降之伏翼”（《有元故毉

隐贾君阡表》）。降，即降州，金代属河东南路，元代属晋宁路。“伏翼”，县名。查

《金史》和《元史》，金元两代降州均无伏翼县，但有翼城县，即今山西省临汾

市翼城县，在降州治所绛县之北。绛县，今属山西省运城市，元代曾称降阳。

从贾壤祖父和父亲的生活轨迹看，所谓伏翼县，应该就是翼城县，元代曾称伏

翼，只是《元史.地理志》漏载而已。 

《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上说，其“曾大考金尚医某”，“尚医”就是太医，

元初一度改太医院为尚医院。那么，贾壤的增祖父在金朝太医院供职，是一位

太医，生活年代大致在金章宗、卫绍王至宣宗以后的一段时间。 

祖父贾景山，金宣宗贞佑三年（1215）年进士，在“伏翼”即翼县城做了县丞，

宣宗南迁，中都失守，河北山西相继沦陷，贾景山从此下落不明。 

贾壤的父亲贾德全字道弘，生于金代晚期的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在战

乱中和父母离散，自幼被姑母贾氏抚养，十几岁的时候便自立谋生。贾氏的丈

夫是金朝的一位地方官员，贾氏随夫到远地就职，贾德全未能同行。与姑母离

散后，他一直感念养育之恩，20 岁左右，他离开降阳（今山西省运城市绛县），

一路寻找姑母的下落，直到中都地区，却了无结果。他路过房山县西南的怀玉

乡抱玉里，喜欢这里的山水风土，便在抱玉里买下田园，定居下来。在抱玉里，

他继承祖业，行医为生，闻名房山、涿州、易县地方。 

贾壤的母亲康氏，为涞阳招讨判官康委之女，生于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

小贾德全 10 岁。 

康氏家族是当地豪门。关于康氏家族情况《元故康公墓志》（立于元祐七年

（1320）二月）、《康氏先茔碣铭》（元泰定元年（1324）二月二十八日立）为

我们提供了翔实可信的材料，这两篇文字皆出自贾壤之手。根据上述两则墓志、

墓铭得知，康氏原来是涞阳（今河北涞水县）名族，世居赤土里（即今河北涞

水县的赤土村）。康委娶上乐里（即今房山区大石镇南尚乐村）张氏为妻，自赤

土北渡拒马河迁居上乐里。上乐里在抱玉里南，距抱玉里 12 华里。康委之子康

仲全官居千夫长，在当地是位豪强人物，此人“劲勇刚烈，所谓虽万人吾往者。

指认书院创办人贾壤墓地 



当金乱之际，保亲族邻里合千百家，得守坟墓安然无虞。”（《康氏先茔碣铭》）。

康氏第三代康毓、康用、康信、康宁、康庆、康秀、康福、康瑀、康赜，弟兄

九人雄居乡里，其中不乏身居功名者，第四代、康委曾孙康惠琮官居将仕佐郎

金玉府石局大使（《康氏先茔碣铭》）。康氏家族之所以肯把康氏嫁给贾德全，应

是看重他是世家子弟，又善医道。此外，以医道持家的他，在抱玉里的家业应

是风声水起。 

贾德全和康氏共生四子：贾和、贾闰、贾璞、贾壤。 

贾德全 42 岁那年生长子贾和字仲礼，由此分析，贾德全应是晚婚，结婚年

龄应该在 40 岁前后，小她 10 岁的康氏应是 30 岁左右。其原因应是金末的战乱，

致使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元朝定鼎，社会稳定下来，年介 40 的贾德全终于得

以成家。 

贾和，元海迷失后二年（1250）十二月十五日出生。主要生活年代在元世

祖忽必烈至元年间。幼年曾在乡校就读，良好的家庭背景，加之读书人的身体，

10 几岁被编入打捕鹰坊总管府成为一名猎户，因做事廉谨，受到总管府赏识，

抬举他主管钱粮。 

贾和大赵密 11 岁，他在打捕鹰坊总管府当差时，赵密才是四、五岁的儿童，

当时的打捕鹰坊总管府总管应是其父赵守政。这是贾、赵两家第一次搭上关系。 

至元四年（1267 年），元世祖忽必烈开始了大都城和宫城、宫殿建设，贾

和在采石提举司掌管文书，参与了大石窝汉白玉的开采。“当宫城肇建，栏槛、陛

础、舆梁、池台，悉资玉石，供亿浩穰，主者莫能支，辟君掌其文书，事集而

工不扰。”（《元故房山贾君墓碣铭》）。这一年，贾和 18 岁。至元十三年（1276）

大都城垣建成，翌年，年仅 28 岁的贾和病逝。贾和短暂生命的后 10 年，是在

大都城和皇家宫殿的采石王役中度过的，他是一个为大都城建设献出生命的抱

玉里人。 

次子贾闰字仲泽，小贾和 4 岁，元宪宗蒙哥四年（1254）四月十六日出生。

这一年贾德全 46 岁。贾和去世两年后的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1279）五月

初九日，贾闰也辞世而去，年仅 26 岁。 

贾德全 48 岁生第三子贾璞字抱真，54 岁生四子贾壤字巢夫。 

贾璞，出生于元宪宗蒙哥六年（1256）五月二十一日。 

贾壤，生于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三年（1262）五月二十四日。 

贾德全对贾璞、贾壤寄与厚望，送他们到容城县，就学于当世理学大师刘

因。由此成就了文靖书院的因缘。 

“弱冠闻容城刘公因以理学淑多士，偕其兄往从焉。”（《元故俭斋贾先生墓碣

铭》）。古人称 20 岁为弱冠。那么，贾壤是在至元十八年（1281）和三哥贾璞一

起远赴容城，拜刘因为师的。同学中就有赵密，贾壤比赵密小一岁。贾壤和赵

密结谊刘因门下，成为日后在抱玉里共襄文靖书院的契机。 

在刘因的学馆，贾氏两兄弟性静而乐学，深得刘因赏识，刘因亲自为两个

起了名号，兄名曰璞，字抱真，弟名曰壤，字巢夫，足见对两兄弟的器重和期



待。贾壤和贾璞只在刘因的学馆从师一年，至元十九年（1282）刘因应召入朝，

升任承德郎、右资善大夫，两兄弟便返回家乡房山县抱玉里。而刘因为官时间

不长便因母病归里，此后的一段时间，贾氏兄弟与刘因当有过从和授受。 

学成归里，兄贾璞未以名闻，倒是贾壤学表乡里，被推举为涿州医学学正，

调升宣德府教授。 

元代的学校有国子监学、有蒙古字学、回回国学、有医学、有阴阳学。从

中央到各路州府，都这样布局。涿州医学学正，是涿州主管州医学教育的官员。

而宣德府教授是主管宣德府学的官员。涿州，隶大都路，辖范阳、房山两县，

即今河北省涿州市和北京房山区。宣德府，隶上都路。治所在宣德县（今河北

宣化县）。领宣德、宣平、顺圣三县，即今河北省涞源、蔚县、阳原、宣化、怀

安及山西省灵丘等县境。从任职医学学正看，贾壤亦得医学家传。 

身为刘因弟子，贾壤的修为和学品为一时赞可，元朝的一些官员如翰林承

旨郭贯、国子祭酒崔咏、燕南廉访使赵晟等，认为他足以传授朝中贵冑子弟，

先后曾向朝廷举荐。不过，使贾壤名垂青史的，还是他在家乡抱玉里创办文靖

书院，将刘因的学说教授于乡里子弟。 

二、文靖书院立毁年代和地址 

国子祭酒苏天爵曾撰写了《文靖书院记》是一篇详细记载文靖书院史迹的

文章，可惜帙失，文靖书院的创立年代不得而知。不过，根据贾壤生平和苏天

爵履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大致的年代。 

文靖书院的立毁年代 

《环宇通志》上说：贾壤“从容城刘因游，归以其学教乡人，乃建书院，立

祠祀之。” 

贾壤学成归里后在至元十九年（1282）。那么，其创办书院当在世祖至元十

九年（1282）以后，到他去世的顺帝至元元年（1335），贾壤前后在书院讲学

53 年之久。其间其一度出任涿州医学学正和宣德府教授。贾壤在元大德八年

（1304）二月为其父立的《有元故毉隐贾君阡表》碑阴落款为：“涿州医学学正

贾壤述并书。”，可见，贾壤任涿州医学学正在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前后。而

出任宣德府教府时间较晚，元祐七年（1320）二月《元故康公墓志》属名“前涿

州医学学正贾壤述并篆额”，而泰定元年（1324）二月《康氏先茔碣铭》属名“静

修先生刘文靖公门人贾壤述并篆”，既没再提前涿州学正的职衔，也没有提到宣

德府教授的官职，无疑是因为涿州学正离职太久，而尚末任职宣德府学。那么，

贾壤任宣德府教授当在泰定元年（1324）以后。 

元朝又是何时敕赐“文靖书院”的呢？文献记载，元帝赐额后，国子祭酒苏天

爵撰写了《文靖书院记》。查《元史》苏天爵传，苏天爵至正二年（1342）任湖

广参知政事，后升迁为陕西行台侍御史。至正四年（1344）召回朝廷任集贤侍

讲学士兼国子祭酒。至正五年（1345）便出任山东道肃政廉访使。 



苏天爵是以集贤侍讲学士的身份兼任国子祭酒的，且只兼任了一年就出任

山东道肃政廉访使。那么，元朝赐额“文靖书院”的时间必是至正四年（1344）。 

贾壤早于 6 年前的顺帝至元元年（1335）已经去世，而其师兄赵密早于一

年前的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去世。这两个创办文靖书院的同门都活了 74

岁。苏天爵时任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 

贾壤过世 6 年后、赵密过世 7 年后，元顺帝将贾壤在自家创立的书院赐额，

纯属为表彰贾壤敷教办学，传播刘因的学说，教化乡里。同时也是表彰赵密的

襄助功德。而顺帝为书院赐名赐额的至正四年（1344）恰是苏天爵兼国子祭酒

的一年，又是苏天爵撰写的《文靖书院记》。由此看来，元顺帝对贾壤和赵密的

旌扬，和苏天爵似不无关系。 

苏天爵生于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一年（1294），真定人（今河北正定）。赵

密、贾壤的恩师刘因原居真定，刘因的父亲刘述辞武邑县令，曾一度家居真定。

刘因在真定接受启蒙教育，后随父刘述回到保定容城。所以苏天爵和刘因有同

乡之谊，虽无缘谋面，和刘因却有很深的干系。苏天爵的恩师安熙，字敬仲，

号默庵，藁城人。生于元世祖至元六（1269），少慕刘因之名，想前去求学，未

料刘因病逝，于是便求助刘因弟子乌冲得到刘因的学说思想，尊信力行，世称

刘因的“私淑”弟子。苏天爵堪称刘因的再传弟子。作为刘因的传人，赵密长安熙

8 岁，贾壤长安煕 7 岁，算是苏天爵的两位师伯。苏天爵与赵、贾两家均有交谊，

赵密兄弟、贾壤兄弟的墓碑皆出自苏天爵之手。贾壤第三子贾彝，为苏天爵同

辈，同为刘因再传弟子，他与苏天爵同在顺帝朝为官，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

两人交谊非浅，苏天爵之所以为贾和、贾壤墓撰写《元故房山贾君墓碣铭》、《元

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便是受贾彝的请托。 

在师兄赵密的襄助下，贾壤开办书院传授刘因学说几十年，包括贾彝在内

的一些书院弟子在科场的出色表现，在大都产生了相当影响，进而引起朝廷的

重视。从苏天爵所撰《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看，他素钦贾壤居家办学，

教化乡土的义行。所以贾壤去世 6 年后、赵密终老 7 年后，应是兼国子祭酒的

他，建议顺帝以刘因的谥号“文靖”为赵密、贾壤创办的书馆赐名，并御赐匾额，

以示褒扬。 

又，贾壤过世后书院应由他的后人继续开办，这才有顺帝赐额“文靖书院”

的之举。文靖书院的继承人是谁呢？相关文献没有记载，但应该是贾氏家族三

代或四代中的人物。三代人中，贾壤第三子贾彝是学中翘楚，至顺元年（1330）

进士，但为官在外，无暇顾及。四代人中，惟有贾诚出众。据《元故房山贾君

墓碣铭》，贾诚是贾伯俭之子、贾璞之孙。贾璞与弟贾壤同为刘因弟子未闻有什

么做为，其子伯俭亦无名声，到是其孙贾诚成了族中人物。有两件事，足以证

实贾诚在家族和地方上的地位和影响： 

其一，贾壤过逝，贾彝拜托苏天爵为其父撰写墓碑，贾彝未亲自出面，代

为出面并非别人而是贾诚，一同前往的则的贾壤的得意门生任享祚，苏天爵根

据任享祚的口述为贾壤撰写了墓碑。《元故俭斋贾先生墓碣铭》：“彝以奉常太祝丁



内艰，免丧，调官新乐。其父卒，乃命犹子诚来告曰……谨稽门生所述状而为

之书。” 

贾诚跻身贾彝、苏天爵及贾壤门生任享祚之间，代表贾彝和家族为贾壤的

丧事出头，足见其在这个诗书传家的贾氏家族中举足轻重。 

其二，至正九年（1349）二月，贾诚参与了上乐里（今大石镇惠南庄）人

杨弘善的《元故杨生墓表》书碑事。该碑上款属名“进士从仕郎保定路容城县尹

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房山贾彝述，奉训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都事

王惟麟书，房山抱玉处士贾诚篆额”。此碑由贾诚篆额，述事的贾彝、书碑的王

惟麟，都是顺帝朝的官员。 

贾诚有资格与这些有身份地位的官员共襄地方文事，必是地方上颇具文化

声望的人物。 

可见，贾壤故世后继续文靖书院讲席的当是贾诚。 

元明交替，文靖书院应没有停办。记载文靖书馆的《环宇通志》始修于永

乐十六年（1418）﹐成书于景泰五年（1454）。这说明，明代的一段时间文靖

书院尚在。 

清康熙三年（1664）佟有年《房山县志》记述文靖书院时这样载道：“今圮

毁无存。”可见，清初文靖书院已经不存在了，而圮毁年代应在此前的某个时期。 

到了清代晚期，文靖书院的地址成疑。咸丰八年（1858），房山知县高骧云

编修《房山志料》，探求文靖书院的情况，志书上的记载令他满腹疑团。他看到

《畿辅通志》上记载修自本朝雍正年间，而康熙三年（1664）佟有年《房山县

志》上分明说已“圮毁无存”。他根据文献记载到县西南七十里寻访，来到北尚乐

村，村民杨葆元告诉他在拒马河对岸的涞水县赤土村，且言之凿凿，声称赤土

村还有书院的遗址，而赤土已在县西南界外十里，这位勤政的知县信以为真，

以至于怀疑志书记载有误。 

清未房山县城东饶乐府人刘清绶著《房山景物略》称：文靖书院在县东大

石河边的徐村遗址，这个村由于大石河泛滥而消失，但当年的故址尚存古塔一

座。刘清绶理由很牵强，因这座古塔叫文笔塔，所以认定文靖书院就在这里。 

民国十七年（1929）《房山县志》给了明确的答案：“地已无存，不能考矣。” 

文靖书院在北白带村 

文靖书院在哪里？依照《环宇通志》的记载，在房山县西南七十里抱玉里。

贾壤为其父所立的《有元故毉隐贾君阡表》碑阴的《宗派之图》，载明了贾壤的

乡里：“大元大都涿州房山县西南怀玉乡抱玉里医隐贾君宗泒之图”，由此我们知道，

文靖书院所在的抱玉里，在元代属房山县的怀玉乡。 

对于怀玉乡，人们并不陌生，唐代云居寺碑刻上就是“涿州范阳县怀玉乡”

的字样，研究发现怀玉乡的核心，就是包括云居寺在内的大石窝镇，而其实际

范围，比大窝镇还有大一些。金代大定二十九年（1189）设立万宁县，明昌二

年（1191）改奉先县，包括怀玉乡在里的涿州西北部地区划归奉先县，元代至

元二十七年（1290）改奉先县为房山县，而怀玉乡的设置和名称从唐代沿袭未



变，直到明代。 

抱玉里既在怀玉乡，一定在大石窝镇附近无疑。 

大石窝镇的云居寺建在白带山麓，而大石窝镇西确有三个以“白带”命名的村

子，南白带、北白带、西白带。而这三个村，现在属于张坊镇东境，三个以“白

带”命名的村子留下了这一带与云居寺及所在的怀玉乡的历史渊源的影子。果然，

贾德全的墓碑《有元故毉隐贾君阡表》就发现在西白带村，国家图书馆内贾壤

的墓碑《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其兄贾和的墓碑《元故房山贾君墓碣铭》

的拓片，也拓自西白带村。西白带村北有块墓地叫贾家坟，贾氏两代三人的墓

碑原来就立在这里。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里还有砖砌圆围、三合土棚顶的

坟丘，贾氏后人还来这里上坟祭祖。上世纪七十年代墓地被平毁，墓碑散落遗

失，其中的《有元故毉隐贾君阡表》被云居寺工作人员收集在云居寺保护起来，

其他两块墓碑下落不明。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4）九月十一日，79 岁的贾德全终老，三天后“卜

所居西北二里许为茔以葬”（《有元故毉隐贾君阡表》），成为贾家坟的第一位葬者，

陏后葬于此地的是他的两个儿子贾和、贾壤。大德元年（1297）四月，其长子

贾和在病逝 20 年后“葬房山怀玉乡抱玉里栗原先茔”（《元故房山贾君墓碣铭》）。

至元元年（1335）八月，贾德全四子、文靖书院创办人贾壤终老，“葬抱玉里栗

原先兆”（《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原来，贾氏家族的墓茔在元代是抱玉里

的栗原。 

至此，抱玉里的位置水落石出。元代怀玉乡的抱玉里就在包括西白带在内

的张坊镇东部，这一带在元代原本属于怀玉乡。由于历史的变迁，原来的抱玉

里所在，和当年的怀玉乡管界脱离，不再属于大石窝镇，而属于西临的另一个

镇——张坊。 

抱怀里的大体位置确定了。那么，抱玉里聚落在哪里？文靖书院的具体地

点在哪里？ 

《环宇通志》上说，赵密、贾壤是在自己的家乡创立书院的，受到元统治

者的重视，因为他们传授刘因的理学，刘因死后谥“文靖”，元顺帝御赐“文靖书院”： 

元里人总管赵密、宣德府教授贾壤尝从容城刘因游，归以其学教乡人，乃

建书院，立祠祀之。因以其学之所从来，元赐额曰“文靖书院”。 

《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更加明确的记载贾壤是在自己家里办书院的： 

敷教于家，远近学徒恒百余人，君恳恳为陈绖义，大抵祖述刘公之训为多。

学者寒饥或不能存，又从而振给之。绘孔子像，旦望帅里人祠之，盖欲一乡兴

起为善之心焉。 

贾壤得到同窗好友里长赵密的支持，在自己家里开馆讲学，招收远近百余

名学生，传授刘因的学术思想，家庭贫寒的学生缺衣少食，贾壤则舍家财接济，

使他们继续学业。他在自家的学馆绘制孔子像悬挂起来，每逢初一、十五亲自

率领乡亲祭祀参拜，以此风化乡里，淳美乡俗。由此看来，贾壤家就是文靖书

院之所在。 



贾德全既是“卜所居西北二里许为茔以葬”（《有元故毉隐贾君阡表》），贾宅暨

文靖书院一定在贾家坟东南二里处，那里也就是元代的抱玉里聚落。 

北白带村东有一棵老槐树，老槐树以东，是一片南北长、东西宽的平地，

自东向西原有两条古路将此地自然分为三段，每段中间，各有一口古井。北白

带年纪大的人都知道，这里的地名就叫抱玉里。原来这里是北白带老村所在，

后来老村毁弃，村子西移到现在的位置，就是现在的北白带村。 

当地人称北白带为老白带，南白带为大白带，西白带为小白带。这说明，

在三个白带村中，北白带历史最为悠久。北白带村中有座古庙叫慧化寺，遗址

上有一口明万历三年的古钟，古钟铭文称古庙所在为“白带村”，铭文上也有“南白

带”。这表明北白带原本就叫白带村，后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在白带村南、西南

各形成一个聚落，村南的就叫“南白带”，偏西的就叫“西白带”。有了南白带和西白

带，原来的白带村因为在两个白带村的北面，后来便叫北白带。 

如今人们来到这块抱玉里故地，仍然能看到当年抱玉里的影子，千年古道

自东边的野鸡口而来，横穿过古村遗址，向西而去。原来的三口古井，两口已

被掩埋，仍有一口诉说着抱玉里的七百年沧桑。 

站在抱玉里遗址的南端西望，贾家坟正处在西偏北的方向，距此恰恰在一公里

左右。那么，这里就是当年的贾宅。贾壤既是“敷教于家”，这里便是文靖书院所在。 

如果说这里是贾宅所在，那么这里正如村民所说，的确是元代的抱玉里。

贾壤为其父贾德全所立墓碑《有元故毉隐贾君阡表》明确记载，贾德全当年“买

田园于抱玉里，遂占籍焉。”古碑历历，记录了贾氏家族金末元初的迁徙史，从而

确凿见证着这块曾开办过文靖书院的抱玉里故地。  

北白带村东的元抱玉里故地曾有文靖书院，对北白带年长的人来说不是什

么秘密，笔者曾走访现年 80 岁的名医周志波先生，得到他的亲口印证，他从小

就从长辈那里知道祖辈人曾在村子里建文靖书院。 

抱玉里是什么时候废弃的呢？北白带有慧化寺遗址，尚存古钟一口，古钟

的年代为明万历三年（1575）。这说明，明万历三年（1575）前，北白带村已

经由村东的抱玉里故地移到现在的位置。从明代记载文靖书院的《环宇通志》

成书的景泰五年（1454）到慧化寺古钟铸造的万历三年（1575）之间的 121 年

间，应该是北白带老村在抱玉里故地废弃西移的时间段。就此，文靖书院随之

毁废。 

实地考查发现，在抱玉里故地东部边缘，有一条河流自西北而来，穿行而

南。老村的废弃是与否当年的水患有关，亦或兵匪之祸？如今已经难以找到确

凿的证据。村民在往年的农田劳作中，不时在抱玉里故地挖出砖瓦条石。 

如今，贾氏家族成为北白带村大户，尽管他们对先人创办文靖书院的故事

多已淡忘，但前往贾家坟拜祭祖先贾德全，贾和、贾壤，在他们心里仍然留下

清晰的记忆，直到 1974 年，贾家坟被平。 

三、文靖书院造就的人材和文化影响 



从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算起，到贾壤去逝的顺帝至元元年（1335），

贾壤开院讲学 50 余年。《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说：“远近学徒恒百余人”意

思是，常有百名弟子在文靖书院就读。在 700 年前的元代，这个规模实在不小，

即使是在太极书院讲学的赵复，他当初在北京讲学，也不过百余弟子。以学制

五年计，50 余年间，文靖书院培养的人材不下千人。 

由于时代久远，文靖书院多数书院弟子已无从凭考，所幸元代的碑刻留下

了几名贾壤弟子的姓名。元祐七年（1320）二月《元故康公墓志》属名“前涿州

医学学正贾壤述并篆额，门生任亨祚书。”泰定元年（1324）二月《康氏先茔碣

铭》属名“静修先生刘文靖公门人贾壤述并篆，门生焦叔庸书。”而贾壤的《元故

俭斋贾先生墓碣铭》，是苏天爵“谨稽门生任享祚所述状而为之书”（《元故俭斋贾

先生墓碣铭》）。由此可知，任亨祚、焦叔庸师从贾壤门下，为文靖书院弟子， 

此外，见于《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元故房山贾君墓碣铭》、《元

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所载，赵密之子及贾壤的子侄辈均就读于书院。 

《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上说，赵密有两个儿子，长子叫赵伯仁，次子

叫赵伯辅。作为襄助创办文靖书院的赵密，其师弟贾壤在书院讲学，赵密绝无不让

亲子入学的道理。那么，他的两个儿子赵伯仁、赵伯辅都应该是文靖书院的弟子。

后来赵伯仁官居隆祥使司宣使。 

贾壤弟兄四人，贾和、贾闰早卒。贾和无子，贾闰留下二子贾仲良和贾仲

恭。《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说：“兄亡，抚诸侄尽恩义，教之读书，皆克树

立。”贾壤让两个侄子贾仲良和贾仲恭在书院得到良好的教育，最终成人自立。贾

壤与三哥贾璞同师于刘因，贾璞有一子叫贾伯俭，也应该在书院就读。 

然而学有所成的，还是贾壤的三个儿子：贾叔让、贾季常和贾彝。贾叔让、

贾季常都在皇家机构当差。贾叔让提领金玉府采石山场。金玉府，全称“诸路金

玉人匠总管府”，是元代皇家的御用机构。元时，朝廷为都城和宫殿建设需要，

由金玉府在怀玉乡即今大石窝镇开办采石厂，金玉府官员委任贾叔让做采石厂

主管。 

贾壤的二子贾季常则是“司石局库”（《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石局即采

石局，掌管役夫匠营，造内府殿宇、寺观、桥闸石材之役。世祖至元四年（1267）

元朝开始营建大都城及宫殿，设置石局总管。十一年（1274），拨采石役夫二千

余户，到怀玉乡等处采石工地常年服役，设采石提举司。二十六年（1289），改

立采石局。贾季常则在采石局负责管理库房。元代大都城建设旷日持久，贾氏

家族从贾和到贾叔让、贾季常，两世三人，担任采石要职，参与宫廷汉白玉开

采，为大都城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贾氏家族两代人参与石窝汉白玉的开采，

是元代抱玉里人为大都建设参与汉白玉开采的一个见证和缩影。而为元代大都

建设培养地方人材的，恰恰是文靖书院。 

文靖书院培养的抱玉里贾氏第三代中，最有成就的是贾壤的三儿子贾彝。

贾彝至顺元年（1330）三月赐同进士出身。元代科举经乡试、会试层层选拔参

加御试（又叫廷试或殿试），御试录取者统称为进士，依成绩名次的先后分进士



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贾彝金榜题名，明宗皇帝授官将仕郎、太常太

祝（正八品）。五年后的顺帝至元元年（1335），父贾壤辞世，贾彝丁忧免官。

顺帝至元年（1335）孝满，调新乐县知县。序满，调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正

八品）。至正八年（1348）任容城知县，其职衔全称是“从仕郎保定路容城县尹

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至正九年（1349）《元故杨生墓表》）。 

容城是其父贾壤老师刘因的故里，贾彝是刘因的再传弟子。刘因早于世祖

至元三十年（1293）去世，贾彝到任后，立即率僚属拜谒刘因墓并建静修祠，

捐俸立碑，奉敕篆额。顺帝至正八年（1348）贾彝再为刘因墓立碑，请苏天爵

撰写了《静修先生墓表》。 

贾彝还续编了刘因的著述。刘因早年所作诗文，才情驰骋。曾手订《丁亥

诗集》五卷。卒后，门人故友搜集其遗稿，编纂《樵庵词集》一卷、《遗文》六

卷、《拾遗》七卷，杨俊民又搜集编纂《续集》二卷，贾彜又增辑《附录》二卷，

合前后所编而为二十二卷，名《静修先生文集》。 

文靖书院教化一方，至今遗风尤存。文院附近的村庄的名字很有厚重的文

化感，如广禄庄、广润庄，这一带出现了一批地方书法家，如石岩、卢景辉、

侯振海、赵志清，这一带的村民也多以书法见常，一些人的书法造诣甚至超过

某些书法家，只是逸处村间，不现于世。这方乡土还养育了一批领导干部，如

立下过赫赫战功的中将董占林，局级干部有三、四个，善政有为的处级干部殊

不胜举。 

文靖书院最大的贡献和影响还是它传播的刘因学说。 

刘因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是传承了程朱理学,并加以传播阐扬。理学是中国

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它奠基于北宋，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而两宋理学在形

成和发展中不断遭到压抑和打击，南宋末年理学受到朝野的尊奉，其时赵宋王朝已

行将就木，流行的范围又不过拘于江南一隅。理学真正在全国范围成为统治思想是

在元朝实现的。元朝在政治、经济上使中国达到空前统一，在思想上经过一段时间

的选择，终于奉程朱理学为正统。 

南宋亡国后，赵复来到大都，“以所学教授学子，从者百余人”。赵复，字仁甫，

南宋末元初理学家，德安（今湖北安陆）人。由于历史上的南北分治，程朱等

人的理学著作未能传播到中国北方。姚枢与杨惟中建太极书院。立周子（敦颐）

祠，以程颐、程颢、张载、朱熹等人配享，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赵复教授。

刘因有机会得到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邵雍、朱熹及吕祖谦等人的著作。

他“闻风妙契，能自得师”，为理学思想的传播和阐扬，为理学普及于民间并最终

被确定为统治思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刘因寿命不长，只活了 45 岁，世祖至元

三十年（1293）便过早的辞世，开馆讲学仅仅在元初忽必烈至元年间的二十几

年。如是说元代理学的传播滥觞于赵复和太极书院，继起阐扬的则是刘因。而

文靖书院继刘因之后，“大抵祖述刘公之训”，将理学思想继续传播 50 余年，直至

终元之世，在元代理学传播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迹。元末的

至正四年（1344），顺帝妥懽帖睦尔赐额“文靖书院，”正是代表国家最高权威对书



院贡献的肯定。 

结束语 

在元代的三大书院中，文靖书院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三大书院中惟

一皇帝赦赐的书院。 

其创办时间稍晚于燕京太极书院，窝阔台十二、三年（1240—1241）姚枢

协助杨惟中创建太极书院。书院以伊洛道学为宗，“推本谨始”。其后的元世祖至元

十九年（1278）涿州房山县怀玉乡抱玉里人赵密、贾壤建文靖书院，传播刘因

学说。谏议书院比文靖书院晚 42 年，建于元泰定帝泰定二年（1325）。 

燕京太极书院虽早，随着元代官学的陆续开展，作为官办书院的太极书院

逐渐衰落，以至于了无声息。而文靖书院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78）创立，

直至元末明初，由贾氏家族几代人主持讲席。 

700 年后的今天，燕京太极书院和昌平的谏议书院的踪迹，已经淹没在历

史的长河中。文靖书院成为惟一能找到确切地址的书院。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书院文化是北京文明的重要内容。从弘扬首

都古老的书院文化出发，有必要对文靖书院深入研究，在遗址上恢复重建。 

 

注：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市文物局舒小峰局长的大力支持。舒小

峰局长对房山元代的文靖书院十分关注，此前在担任前线杂志社长期间，提供

了文靖书院的重要线索，希望笔者能对文靖书院的具体位置和详细情况进行研

究。担任文物局长后，舒局长继续关注文靖书院，笔者又得到舒局长惠示，并

提供文靖书院创立者之一赵密家族的关键文献《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

《皇元赠集贤直学士赵惠肃侯神道碑铭》。特做说明，并致谢忱！ 

 

杨亦武：区政协专委三室副调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