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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望潮APP

台传媒记者林 立/文 章增宏/摄

东瓯书院是椒江至今保留遗存较为可观的
一所旧式书院，不过，在各种传统方志中，却几
乎看不到它的名字。

民国《台州府志·学校》所载与椒江区有关的
书院仅椒江书院一所，称“在家子（即葭沚）镇，同
治间成同知邦干创建”。此外，还载有小学五所，
即海门的印山小学、慈幼院小学、海门女子小学
和葭沚的养性女小学、尚德小学。民国《临海县
志》记载比《台州府志》“书院”条目多了三条，除
椒江书院外，还有东山书院、印山书院以及金鳌
书院。后来项士元先生编《海门镇志稿》，于书院亦
未有增加。直至近今所编纂出版的《台州市椒江区
志》才将书院的条目增加到六个，依次为金鳌书

院、东瓯书院、印山书院、祀贤书院、东山书
院、椒江书院，

内中对东瓯书院作了三百余字的介绍。从林立的
文章来看，有关东瓯书院的沿革、特色都已反映得
极为详明，从中可知，当地的徐礼邦、滕文斌先生
对东瓯书院的材料挖掘，费了很大的心力。

王咏霓和杨晨都是著名学者，在东瓯书院
的人才培养上，俱功不可没。

王咏霓的学问，据其自言：“仆少小为文，宗
法子固（即曾巩）。既涉于考据之学，多笺疏家
言，未尝一意学文，亦未一定其趋向。百衲之琴，
昔士所诮。去岁客长安，得接南皮先生（即张之
洞）绪论，始识古文一道，自有正轨……仆服膺
其言，以为韩（愈）潮苏（轼）海之喻，精确不易。
然则文之宗韩、苏，犹百川之趋于海也。”王咏霓
另外推崇的二人，就是叶适与方孝孺。“水心深

于史，其文肆；正学

深于经，其文醇。具体而微，足继前轨。”
关于王咏霓的生平，民国《台州府志》附于

《蔡若济传》中，短短不足百字。《府志》称若济为
“同治九年副贡”，但下称王咏霓为“同榜举人”。
若这个记载正确，则王咏霓应该是举人，而不是
副贡。只是不知此“同榜举人”是不是“副榜举
人”之误，恐怕还需找更多的材料加以考证，方
能得其事实。

杨晨事迹，民国《台州府志》附于《蔡箎传》下，
称其“生平自奉甚俭，淡于荣利，丙申（1896）丁内
艰归，遂不复出，勤于撰述，手不释卷，尤留心台州
掌故。刊有《台州访书约》，著有《定兴县志》《三国

会要》《路桥志略》《崇雅堂文稿》
《诗稿》《敦书咫闻》《瀛洲咫

闻》《临海异物志》《二

徐祠墓录》，又刻《台
州丛书后集》十六
种，俱刊行”。

东瓯书院从私塾
一直发展到今天的葭沚
街道东山中心小学，并且能
够成为台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台州市社科
基地和椒江区新乡贤基地，这不但充分体现了
当地政府部门及学校对书院文化保护与传承
的高度重视，更凸显出他们对
优秀传统文化虔敬与发
扬的可贵精神，我
们 理 应 为 之
点赞！

汉 朝 时 ，
远在东南一隅

的浙江南部，越
王勾践的后裔建

立 了 一 个 小 小 的
“东瓯国”。这个小国
存在的时间很短，仅仅

54年就在和闽越人的战
争中消亡。但“东瓯”却成

了一个内蕴丰厚的名字。
古人的诗词中一旦提到“东

瓯”，大多都是一种对历史的遐想，对文化
的赞叹。

“东瓯书院”之名是清同治九年（1870）时台
州知府刘璈所取。在台州广建书院的刘知府，用

“东瓯”来冠名这间位于葭沚东山头村的书院，
是带着敬意和期许的。

而这所书院，因为一位当过清朝外交官的
校长，有了放眼全球的胸襟和理念。

一

最初，这里是一间私塾。
清咸丰八年（1858），东山乡绅何锡庚、周作

新两人想要给家乡办件实事——盖一所私塾。
他们每人出钱120贯以及田租百石。有他们做表
率，远近乡民都尽己所能捐出一份钱，买下东山
头村东南隅的周氏旧宅楼房九间作为校舍。

乡贤何锡庚又捐出田租百石，作为东山私
塾师生的教学津贴或补助。

请哪位老师来这个无名的新私塾上课，这
是件大事，也挺难。

议论中，人们谈到了洪家兆桥出了一位了
不得的年轻人，他4岁启蒙，6岁学诗，咸丰元年
（1851）在童子试中荣获第二名，成为县里的庠
生后，参加府考、院考，都是第一名，成了秀才，
17岁时就已经在兆桥设馆授徒了。

大家一致同意，邀请这位了不起的年轻秀
才来担任讲师。这位“小先生”，名叫王咏霓。

同治元年（1862）春，王咏霓将私塾定名为
东山书院，全书院的学生，只有 10余人。经过八
年的讲学，东山书院逐渐吸引了周围的读书人
陆续入学，影响力也随之变大。

年轻的王先生边教书边考试，功力与日俱
增。同治九年（1870）秋，他在庚午科浙江乡试中
名列前茅，由于他在文章中的观点过于犀利，未
进正榜，被列入备取，成了副榜贡生。所谓副榜
贡生，也就是候补举人，从此大家都要毕恭毕敬
地叫王咏霓一声“王举人”。成为“举人”之后，王
咏霓声名鹊起，被温岭的大学校——宗文书院
（温岭中学前身）请去做了山长。

而就在他中了副榜贡生的这一年，大兴文
教的台州知府刘璈将东山书院改名为“东瓯书
院”。一来是为了避免和海门东山文昌阁的东山
书院同名；二来，刘知府是从宋代大儒朱熹《谒
二徐先生墓》中“道学传千古，东瓯说二徐”一句
取的“东瓯”一词。徐中行、徐庭筠父子是宋时台
州儒学名士，刘知府用“东瓯”来命名书院，可见
他对这里寄予的厚望。

从此之后东瓯书院不再是私学，而是成为
了与临海三台书院、温岭宗文书院一样直属于
台州府管辖的官办书院，书院日常开支经费均
由官府拨给，生员录取及平日考核之权均操在
地方官手中。

同治十年（1871）秋，改了新名的东瓯书院
再次邀请王咏霓担任山长，王咏霓遂辞去宗文
书院山长职务，回到这里。

倏忽之间，又是九年。九年间王咏霓继续发
力，终于在光绪六年（1880）进士及第，成了刑部
主事，签分河南司行走。去远方做官，让他第一
次远离了家乡。他带着满腔的抱负远走，力求建
功立业。

他无法预料，后来竟然走得那么远，以一个
清朝官员的身份，踏上了欧洲的土地。他更不会
想到，开眼看全球，看过那么多日新月异的巨变
之后，他还会回到东瓯书院，用一个老人的疲惫
和一个国人的不甘，书写他的心事。

二

“余曩过泰西诸国，见夫自元子以至庶人士
女，莫不就学，规画纤悉，重译可详，未尝不叹……
中土人士浮慕袭谬，剿其枝说，务为格致之美
名，反谓吾学读书穷理，迂远而不适于用。”

这段话是王咏霓 50岁时写在《东瓯书院碑
记》里的一句话，石碑伫立在今天的椒江区葭沚
街道东山中心小学内东瓯书院前。原碑无存，现
碑是2016年仿制。

这篇碑文写于光绪十五年（1889），王咏霓
因为母丧回乡守孝三年，同时第三次成为东瓯
书院山长。看过世界之后，他反思了中外之间的
教育差距，既感叹“国外全民上学，学的都是实
用的科技、军事之学”，又自豪“我们自己的格物
致知和修齐治平之学，是用孝悌之心打下人性
基础的好学问，是正确的价值观”。

王咏霓出生于鸦片战争前一年，成长于第
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国内战争时期。这也
让他从小就极具忧患意识。他步入官场后，洋务
运动兴起，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以自强求富，
成为当时的进步潮流。

光绪十年（1884），王咏霓受到开明官员许
景澄的赏识，以参赞之职和许景澄一起担任公

使，接连出访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奥地
利诸国。在外三年，后取道英、美、日回国。

这三年，让王咏霓看到了鸦片战争为什么
清廷必输的原因，也让他明白了为什么中国的
书院教出了那么多能写好文章的读书人，却培
养不出几个能振兴国家的官员。

王咏霓那颗聪敏的大脑，让他迅速从传统
文化人转型成为了“战略家”和“当代军事家”。
他和许景澄一起为北洋水师采购德国铁甲战
舰，同时对19个国家的海军情况进行研究，协助
许景澄编辑《外国师船图表》一书。他们在书中
向清廷强调，“一艘新型战舰的威力胜过十五艘
老式兵船”，建议清政府及早在大沽口、胶州湾
建立海军基地。

三年周游世界，每过一地，王咏霓都留心该
国政治制度及风俗习惯，写成了《道西斋日记》
二卷。《道西斋日记》最特别之处在于，王咏霓能
将迥异中文的西洋地名、物名一一入诗，熨帖自
然，朗朗上口，毫不做作。这本著作也让他名声
大涨。

王咏霓结束出访回国时，支持新政的名臣
张之洞用一副对联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兆桥风
采惊欧北，函雅文章出道西。”

前两次担任山长时，他还只是一个才华横
溢的中式知识分子，第三次归来东瓯书院，他已
是一个见过天地也见过众生的大人物。看着满
屋子孩子们那敬畏的眼神，王咏霓从中也看到
了他们对未来的期待以及惶恐。王咏霓相信这
些孩子就是中华之希望，他感到任重道远。

他为书院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
推行新学，重视仁德教化、贴近实用。除了他以
外，东瓯书院的其他先生，在内忧外患越来越严
重的时期，都非常注意“实用之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任东瓯书院和路
桥文达书院国文总教的杨晨，和王咏霓一样自
幼有神童之誉，15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光绪
三年（1877）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
馆协修。虽然是科举制度下选拔出的人才，但
杨晨早早意识到新学问、实业的重要性。他创
办了越东公司，集资购永宁轮，首航台甬线，后
兼航台温线。

周涧泉，幼时就读于东山书院，光绪十九年
（1893）中癸巳恩科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开
始掌教东瓯书院，连续教了八年。周涧泉手不释
卷，尤爱浏览报纸。熟知时势的他在主持东瓯书
院讲席期间，除教授经书、制艺外，还兼教时务
（国家大事）和九章算术，开教育务实风气之先。

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
章程》。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
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
堂。东瓯书院和其它书院一样开始了改制。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东瓯书院改名为东
瓯两等小学堂。民国九年（1920），改名为东山小
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东山女子小学并入东
山小学，开男女同校新风。

经历了民国的乱世，进入新中国，东山小学
一路演变，成为了如今的椒江区葭沚街道东山
中心小学。

航拍俯瞰，孩子们全新的教学楼围绕着古
色古香的东瓯书院遗址。横跨数百年时间，读书
郎们的故事仍在一脉相传。

三

椒江历史上有八大书院，其中葭沚就有三
个（东瓯书院、栅浦书院和椒江书院）。作为目前
唯一旧址留存下来的东瓯书院，受到了葭沚街
道和学校的高度重视，陆续被评为台州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台州市社科基地和椒江区新乡
贤基地。

当我们聊到“传承”时，东山中心小学的滕
文斌校长将记者带到一面展示墙前。“这是我们
的校徽，以书院台门、屋檐翘角、立柱、月洞门、
书籍为设计元素，上面还有1858，这是东瓯书院
还叫东山书院时的年份。你看，这些书院台门、
屋檐翘角、立柱就像一个路标，寓意着孩子们的
人生道路，各有选择，不分高下。”

滕校长认为，对王咏霓等先贤校长、老师们
最好的纪念，就是延续他们当年颇为现代的教
育观念，讲究因材施教，注意实学，同时保证学
生们拥有个性。

东瓯书院乡贤名人众多，除了王咏霓等先
贤校长和清末实业家兼收藏家杨晨，还走出了
民国司法精英周笃孚、经济学家周宪文、椒江近
现代基础教育奠基人许柏轩等。依托这些名人
资源，葭沚街道也积极引领新乡贤传承先贤风
骨，捐资助学设立“诚信基金”、研讨交流开设东
瓯读书会，传承书院文化，赓续东瓯文脉。

走到东瓯书院台门前，可以看到由台州著
名书法家、葭沚乡贤王及所书“东瓯书院”四个
字。重修后的台门，跳檐翘角上的装饰，墙面的
浮雕，门框上的悬雕，均为灰雕艺人一笔笔精雕
细琢而来，精致美观。

现存的东瓯书院旧址占地400多平方米，是
以南北为中轴、左右作对称式的晚清时期江南
传统的院落式住宅建筑。院舍周围筑有砖墙，中
间开台门，台门由青釉石、青砖、青瓦砌筑，上有
精美的人物、花卉灰雕图案和翘脊、垂檐，台门
入内是石板砌的甬道，通向书院主体建筑“文昌
阁”大厅。

“文昌阁”是晚清特色的阁楼式歇山顶建
筑，二层楼穿廊和东、西厢房，主建筑木结构，
大厅、楼阁两层、三间，东西厢房为一层建筑有
十余间。二楼的厢房里，学校陈列了乡贤捐赠
的王咏霓的书法、著作仿制品，一楼为阅览室、
会议室。

学校对东瓯书院不只是保护，同时也做出
了当代的解读和运用。

“为了传承书院的精神，我们结合书院的古
建特点和现下教育的热点课程、教学和评价，提
炼出了‘培养基石之厚、榫卯之合、斗栱之美、栋
梁之责的东瓯学子’的育人目标，并由此开发出
了‘我（我们）的未来书院’课程群，比如基石课
程就是我们的必修课，包含国家课程、地方课
程，这是学校开展教学的重中之重；榫卯课程是
选修课，通过德育主题活动等，培养孩子的公民
素养和和合精神；斗栱课程就是通过体育、美
术、艺术、科技等学科，培养孩子共美精神和工
匠精神；栋梁课程就是通过了解家乡民俗文化、
企业经济，启发未来的职业规划等，培养孩子的
社会担当和理想信念。”滕校长介绍，“为了纪念
和学习王咏霓的立人求学之风，我们还开发了

‘霓成长’教育评价平台，让家长、教师、同学通
过评价平台帮助学生自由成长，促进家庭教育
和学校教育更好地发展，也培养了孩子的独立
民主意识。”

行走之间，可见校园的绿化带、陈列窗附
近，处处有孩子们的画作，这些画多数围绕东
瓯书院的衍生文化话题而作，是“斗栱课程”
的成果。孩子们的画生动自然，有一种向阳而
生、随心而动的魅力。其中一幅，画的是山茶
花，娟秀的字写道：“山茶花下醉初醒，却过西
村看夕阳。”

这句陆游的诗，与这个生机勃勃、充满故事
的校园，形成了美妙的互动，让人满心欢喜。

参考资料：《书院椒江》（滕文斌、徐礼邦编
著）、《道西斋日记》校注（徐礼邦校注）

东瓯书院：专注学习，放眼世界

《东瓯书院碑记》

留存在椒江区东山中心小学内的东瓯书院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