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育仁（1857年-1931年），
字芸子，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思想家，被誉为四川历
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中日甲午战争时，他曾秘
密约见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和英国
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计划从康敌克特
银行借款购买兵船快舰10艘，招募水兵1
旅，由原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从菲
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因北洋水师迅
速失败，这一计划未能得以实施。

1898年，宋育仁接任书院院长。宋育
仁本就是尊经书院学生，也是著名的维新
派人士。在尊经书院学生中，王闿运最
为欣赏的就是宋育仁和“戊戌六君子”之
一的杨锐，称两人为尊经书院的“宋玉”
和“扬雄”。

在任期间，宋育仁在书院组织了维新
团体“蜀学会”，发行《蜀学报》，以著名学
者吴之英为主笔，廖平为总纂，对戊戌变
法在四川的推行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
用。“蜀学会”的宗旨是“发扬圣道，讲求实
学”，带有浓厚的“中体西用”色彩，与尊经
书院的宗旨一脉相承，也是尊经书院影响
近代四川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

尊经书院培养了许多爱国志士。从
戊戌变法、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
动一路走到近现代历史上的每一个重要
关口，都会出现尊经书院学生的身影。
如，为变法图强，英勇牺牲的杨锐；离经叛
道、托古改制的今文经学大师廖平；为推
翻清朝、建立民国，舍身炸死良弼的彭家
珍等。尊经书院在推动晚清巴蜀地区近
代文化教育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文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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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书院是四川近代高等学校的
源头之一，也是四川大学的前

身。晚清时期，在科举制度病入膏肓之
时，尊经书院继承文翁之教，以“通经学古
课蜀士”，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蜀学人才。

1874年，在张之洞亲自筹划下，尊经
书院在成都南门石犀寺附近（今成都市青
羊区文庙前街）开始修建，于1875年春建
成招生开学。遵经书院历任院长有三位
十分著名，分别是张之洞、王闿运、宋育仁。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出身于
官宦之家。他由科举步入仕途，历任
学政、巡抚、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
是晚清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
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
中兴四大名臣”，是在晚清政坛活跃
了半个世纪的风云人物。

张之洞所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
向近代转型的大变革时期，正逢“千
古未有之变局”。当时，国家内忧与
外患交加，危机与生机并存。作为传
统的官僚士大夫，张之洞不仅是一位
国学大师，也是一个志气过人、胆气
超人、才气高于人的改革者。

尊经书院创办时，张之洞正在四
川担任全省最高教育长官，是尊经书
院实际创办人。当时四川学风不佳，
科场弊端甚多。为矫正学界风气，张
之洞确立了“首励以廉耻，次勉以读
有用之书”的原则。他亲自为书院制
定了十八条章程，亦即书院学规。由
于学院缺少参考书籍和学习资料，张
之洞慷慨捐出薪俸，为书院购买了一

千多卷书籍。
为指导学生学习，张之洞专门编

写了《輏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
《輏轩语》是他为学生所写的训诫之
言，主要是他的治学经验和心得。在

《輏轩语》中，他要求学生在行为方面
要努力做到“德行谨厚，人品高峻，立
志远大，砥砺气节，出门求师，讲求经
济，习尚简朴，读书期于有成，戒早开
笔为文，戒早出考，戒侥幸，戒滥保，
戒好讼。戒孳孳为利，戒轻言箸书刻
籍，戒讲学误入迷途，戒自居才子佳
士，戒食洋烟”。

张之洞在近代文化史上极负盛
名的《书目答问》一书，原本也是专门
为尊经书院的学生“提示治学门径”
而作的。为了使初学者面对浩如烟
海的典籍时，能迅速得其“要领”而不
至于“劳而无功”，他开具了这部学生
的“应读书目”。

张之洞对尊经书院有着深厚的
感情，他在任期间，不遗余力经营尊
经书院，为书院发展奠定了基石。

晚
清
重
臣
张
之
洞
：
尊
经
书
院
实
际
创
办
人

尊经书院(资料图片)

王闿运（1833 年-1916
年）湖南湘潭人，一代名士，
湘楚大儒，被称为“晚清狂
人”。

光绪四年（1879年），在
四川总督丁宝桢力邀下，王
闿运出任尊经书院院长，直
到光绪十三年（1887 年）回
湘，在川长达八年之久。王
闿运以经、史、词章等教育
学生，对学生要求严格，规
定学生每日读书必记下心
得体会，院长依次审改评
定，学生作业不得抄袭更不
能请人捉刀代笔。

为提高学生的理解能
力，他提倡“以抄助读”的方
法，让学生抄书。为鼓励学
生，王闿运还把学生在经、
史、词章方面的优秀论文，
集结成册刊印，刊为《蜀秀
集》。后来，又有续集刻版
印。今天，这些文集仍收藏
在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它
们不仅留下了当年书院师
生的教学成果，也留下了继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珍贵文献。

王闿运一生交游遍天
下，传道授业。齐白石就曾
题诗感怀恩师：“忆旧难逢话
旧人，阿吾不复梦王门”。王
门许多弟子在王闿运生前身
后，一直纵横捭阖于中国近
现代的历史大舞台。

﹃
晚
清
狂
人
﹄
王
闿
运
：
将
学
生
论
文
集
结
成
册

思
想
家
宋
育
仁
：
四
川
﹃
睁
眼
看
世
界
﹄
第
一
人

尊经书院：四川大学前身

泰康人寿“幸福有约”开推城市版
第一阶段在8省份试点

“城市版”确认函政策出炉
随着中国居民消费升级，市场主体

更加丰富，保险产品不断创新，怎样才能
实现突破性发展？面对多样化的消费需
求，保险业开始将战略需求从“客户群”
升级为“个人”，并细分市场提供定制产
品和专属服务。

其实，“幸福有约”早在推出之初就
前瞻性地分为自选、定制两个种类，每种
计划都由泰康人寿保险产品和泰康之家
的《泰康人寿保险客户入住养老社区确
认函》共同组成。继分年龄（围绕全年龄
段持续经营）、分客群（陪伴客户财富成
长）之后，养老社区确认函产品又于12月
正式推出“城市版”，即通过对市场进行
细分来更好地体现服务地域性特征。根
据“城市版”确认函政策，第一阶段试点

选择四川、河南、湖北、安徽、重庆、湖南、
江西、广西，以上八省份的投保人选定该
地区城市的养老社区作为未来的入住社
区，而之前大家熟知“全国版”则可以在
全国所有长寿社区选择行权。

值得一提的是，“城市版”确认函政策
将四川和重庆的蜀园和渝园列为互选社
区，这对两地投保人来讲多了一个选择，性
价比无疑得到提升。川渝一盘棋，巴蜀一
家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继“京津
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
区”之后的第4个国家经济战略增长极，是
西部发展黄金地带。加之成渝两地的生活
习惯、饮食口味又非常相近，两大社区互选
必将为居民带来更精彩的“双城记”。

全面产品体系覆盖全生命周期
如果说战略是创新发展的基础，那每

一次预判性的战略选择，都是对创新力的
一次考验。就泰康而言，每一次创新的背
后都闪现着持续驱动的价值逻辑。

长寿时代的主要矛盾就是“人们对
美好享老生活的向往，和筹资储备不足、
优质服务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而“幸
福有约”的初心就是要“解决百岁人生时
代养老和医疗服务的资金充足问题”，让
专业化的养老机构实现对老年人的解
放，让老年的生命旅程流光溢彩。

正如泰康人寿陈东升董事长所说，
“泰康把‘幸福有约’的用户称为‘三高一
主’——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管理者、高级
干部和企业主。买这个产品的人，是买一
种生活方式，老了之后到泰康的养老社区
来养老，同时每个养老社区都配建了康复
医院，可以满足老年人康复护理的需求。”

到目前为止，泰康在全国24城布局
高品质养老社区，5大医学中心。年轻时
购买泰康“幸福有约”做养老资金储备，
老年后入住泰康之家享受养老服务，这
一构想已落地开花，成为中国人的养老
新生活样本。

未来20年是养老需求爆发的20年，
也是泰康养老革命进行到底的20年，经
过不断升级迭代，“幸福有约”已形成涵
盖青少版、青年版、标准版、财富版、城市
版的全面产品体系，覆盖全生命周期的
健康和财富规划。在“活力养老、高端医
疗、卓越理财、终极关怀”四位一体框架
下，满足客户医养、健康、财富管理等综
合需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董天刚

25周岁的泰康，仍然在坚定不移
地推动着一场养老革命。泰康之家、
幸福有约、健康财富规划师这三张泰
康名片，已然成为“长寿时代，泰康方
案”的最好解读。其以保险为基，康养
为魂，构建起的新业态、新供给，描绘
出一幅长寿、健康、富足的生活图景，
不仅彰显着泰康强劲的创新力，更描
述出泰康以市场经济的模式，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2012 年，泰康人寿推出了保险与
养老社区相结合的创新型产品“幸福
有约终身养老计划”，保险资金通过优
质的投资账户和长期的复利原则保证
客户在未来养老中的现金流问题，养
老社区提供一站式的养老生活解决方
案，开创了中国大健康产业全新模式。

“幸福有约”先后经历 1.0、2.0 两
个时代，如今，又将迎来3.0的终极目
标：打造千人千面的筹资模式，让更
多的人享受得到、负担得起美好的长
寿生活。

泰康之家·蜀园实景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