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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王佳丽 实习生车新开/文 台传媒记者徐古忆/摄

在玉环，有
条街承载了当地

人的乡愁，那便是
位于老城区的西青

街。想要追溯环山书
院的开端，我们要重走

这条街。
时间线往回拨，从清

代雍正六年（1728）玉环城的
诞生说起。彼时，玉环刚刚置厅建

城，湖北人张坦熊升任温台玉环清军饷捕
同知。在玉环任职期间，他驱逐游民，招募民众
开垦新田，发展当地渔盐产业，并且建造厅城署
衙，建立关防营制，使玉环风貌焕然一新。

到了乾隆四年（1739），同知张在浚任职玉
环，他觉得人不接受教育，就像好的种子不播
植不培养，无法出英才，实在可惜。因此，他捐
俸薪，在城之西偏（今西青街历史文化街区东
入口北侧）建义学，并邀请有学之士来此授课，
希望“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并作《玉环义学
记》。在随后的时间里，义学更名为环山书塾、
环山书院。倡捐修葺、拨税充费、聘请名儒……
在多位同知与绅士的努力下，书院得到延续与
发展。

古城与书院

翻开雍正和光绪年间玉环城的地图，你会
发现，两个时期玉环城的形制和布局大体一致。
若以中青山脚下的同知署为坐标，环山书院便
在它的西南方向，靠近城池四大门楼之一的永
清门。

走在修缮一新的西青街历史文化街区，如
果我们没有深入了解，可能很难找到永清门和
环山书院的位置。“景区里，通往瓮城城门的
街道路面上，镶嵌着六块铜牌的位置，就是永
清门旧址所在地，六块铜牌上写着永清门的前
世今生。现在童童幼儿园的位置，是清代义学
旧址，也就是环山书院的旧址。”玉环市政协
文史专员卢夏龙介绍，他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西
青街人。

物换星移几度秋。当年玉环厅城建立后，
城内生齿日繁，建筑林立，修起了桥梁道路，
形成了大街小巷。其中一条连结靖海门（东城
门）与永清门（西城门）的大道被叫做黄旗大
街，而在永清门外，居民们贩鲜聚市，清同知
陆玉书诗中“清晓城门扇扇开，贩鲜人趁海潮
来。黄鱼白鲞同虾蟹，都把樵苏换得回”的街
市，便是西青街。如今老街虽换了模样，但繁
华依旧，灯火璀璨。

上百年前，某个清晨，城外那些向学而来
的生员和童生，曾跟随涌动的人潮，穿过咸腥
的街巷，从西溪桥头一路走到永清门，跨过永

清桥，兴奋步入环山书院，憧憬自己的未来；
住在城东的人则沿着黄旗大街，踏过青石路，
经过厅署府前坛来到书院。路口亭棚悬挂着的
一盏盏“天灯”，曾照亮过他们通往知识和前程
的道路。

对知识的向往，对科举的追求，让这座孤悬
海外的岛屿，从“规模草创，文教未兴”发展到

“家弦户诵，士风蒸蒸日上，且有领乡荐、捷南
宫、干云而直上者”。可以想象，这座土地贫瘠，
民众疾苦，老师宿儒足迹罕至，且世人家中鲜少
藏书的孤岛，发展教育和科举之路，十分不易。

环山书院之前，玉环仅建皆山书院、平山书
院（后改名为丰山书院，俗称上青塘书院），之后
又陆续建有学海书院、天香书院（后改名为玉海
书院）、凤鸣书院等。人们在书院里读书讲学，传
授举业，筹备科举。书院承载起育才化俗的作
用，成为培养当地灵秀之基石。而位于玉环厅城
内的环山书院，其位置和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随着玉环经济、人文日益发展，书院开设得
越来越多，学子也逐渐增多。彼时，关于厅学、考
场及训导署等一系列科考相关的事宜，也被陆
续提出。

乾隆二十年（1755），绅士潘光辉等人提出
“请设玉环考试”的请求，并自愿献出良田十亩
为 经 费 ，玉 环 终 于 开 设 了 考 场 。嘉 庆 六 年
（1801），乡绅戴全斌等人呈请捐建厅学，用于培
养本地人才。到了嘉庆九年（1804）的五月，厅学
终于落成。道光二十二年（1842），贡生林植三认
为玉环没有考棚，每次参加童试的人还要自己
准备桌椅，十分不便，因此他慷慨捐赠白银3000
两，于学宫东首独建考棚一所。

在玉环一群热爱家乡和热衷教育的绅士、
学子的推动下，考棚、明伦堂、孔庙被一一落实，
玉环学宫的完整格局也由此形成。当我们翻开
光绪年间的《玉环治图》，可以看到，此时城池的
南部，靠近镇远门（南城门）的位置，新增了圣
庙、明伦堂、考棚、射圃、学署等。

学宫的落成，对环山书院的学子们来说，有
了更好的学习氛围和考试条件。光绪六年
（1880）后，环山书院也被迁入了学宫考棚（今环
山小学状元桥校区）内，平时学子们来此念书上
课，科考时又作为考场使用。

光绪二十八年（1902），根据清政府颁发的
《钦定学堂章程》，环山书院改为环山中西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度废除，学
宫也随之废止。到了民国时期，学宫的部分建
筑被作为办学场所。其中，东首考棚被“环山”
继承，继续发挥教育功能，并延续至今。西首孔
庙相继创办了县民众教育馆、玉环简易师范学
校（1949年停办）。1960年前后，学宫的建筑渐
渐荒废，改建为县公安局和县中心小学（1963
年，学校称玉环县中心小学）。再往后，学校又
经历改名。直到1991年，校名恢复为玉环县环山
小学。2017年5月，随着玉环撤县设市，更名为玉

环市环山小学。
如今，走进环山小学状元桥校区，不见旧时

庙殿，唯有昔日学宫内的“状元桥”和“泮池”，依
旧静静矗立在校园内。这座始建于清代嘉庆八
年（1803）的古桥，曾见证了学宫之兴，见证了莘
莘学子的勤奋苦读，现如今依旧守护着一代又
一代逐梦学子们。

良师与益友

同治九年（1870）秋，来自黄岩的王咏霓参
加庚午科浙江乡试，考中举人。同治十三年
（1874）后，他受邀来到环山书院担任山长。

在环山书院任教期间，王咏霓不仅严谨治
学，制定了《环山书院学规四则》，对在校生童的
学习作了详细规定，还颇有兴致地留下了许多
描写玉环山海风貌和风俗人情的诗。

闲暇时候，王咏霓没少去玩玉环的胜景。中
青岭、玉蟾池、虬树坡、棋枰石、芝药圃、捣药臼，
作为玉环“必打卡”的景点，这些地方都留下了
王咏霓的吟咏诗篇。

除了这些诗外，王咏霓还写了不少有关玉
环地方风俗的诗，比如“髻样低低碧似油，近来
梳得背苏州。玉珰珠珥寻常见，只少双鬟学凤
头”，记录了当时玉环妇女的流行发饰和装扮；
又如“露华凉浥豆华棚，二十亨亨月一更。郎自
南人侬北祖，枕边私语不分明”，则展现了玉环
乡野风情以及夫妻间因地域不同造成语言不通
的生动画面。

除王咏霓担任过书院山长外，比较出名的，
还有蒋乙藜、陈保厘等。

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后，玉环东门人蒋
乙藜曾主讲环山书院。蒋乙藜身上最大的“标
签”，是他考取了清光绪五年（1879）中式举人第
六十四名。

而陈保厘，则算得上是环山书院的最后一
任山长。陈保厘任职期间，经历了环山书院走向
新式学堂的全过程，先后担任了环山中西学堂
堂长、玉环县立两等小学校校长。后，他又被任
命为玉环县劝学所所长，负责全县教育事宜，积
极推进玉环教育事业发展。

至此，“环山”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在此之前，环山书院是培养科举人才和交

流学问的重要场所，进入新时期的环山小学，在
历史的选择下，成为了革命思想传播和红色精
神传递的摇篮。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在董仲升
的带动下，环山小学培养了吕平、杨炎宾、陈增
佳、董南才等一批进步青年。

“我念小学时，董仲升在环山中心小学教

书。后来我在玉环简易师范学校读书，董仲升是
我的班主任，他负责教语文和图画，跟学生们关
系很好，很爱护学生。”董招春回忆道。今年已经
92岁高龄的董招春既是环山小学的校友，也是
环山小学的退休校长，多年来他一直专注玉环
党史、文史、地方志的研究编写。

董仲升曾赴海外执教。在海外，他积极参与
反殖民斗争，支援祖国抗日。1933年，当他再次
回到祖国时，带回了百余册的进步书籍翻译本，
并且选择又一次回到环山小学执教。

在环山小学任教期间，董仲升给学生讲国
家大事，鼓励学生阅读进步书刊。这些珍贵的书
籍和先进的思想，就像一颗种子，播种在青年教
师和进步学生的心中，之后他们先后走上了革
命道路。

1935年，董仲升出任玉环县立民众教育馆
馆长，利用这块文化阵地，来传播进步思想。当
年，董仲升在民教馆举办初中文化补习班，免费
招收杨炎宾等青年十余人，同时引导他们秘密
组织读书会。

1936 年秋，董仲升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在董仲升的授意下，杨炎宾等人创办烽火
社，出版《烽火》刊物，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而后，
玉环县第一个抗日团体——“城区战时青年服
务团”也在该年 11月成立。1938年 4月，董仲升
介绍吕平、杨炎宾入党，并成立抗战时期玉环县
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玉环县支部。在董仲升
的带动下，玉环这片土地也燃起了红色的希望
之火。

董招春在他编撰的《追寻红色足迹 共忆峥
嵘岁月——环山小学的红色印记》里曾这样描
述这段历史：“抗日战争初期，这里成为玉环县
重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祥地和开展抗日救亡
运动的活动中心……这座镌刻着红色记忆的校
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留下了许多
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和革命故事。”

如今，百年环山，斗转星移，但青山不老，万
山红遍。

自两百多年前，开设义学，兴官办教育始；
又创办书院，怀抱人才，群英济济；又修建学宫，
气势雄伟，文蕴壮观……还有那些风云动荡的
岁月，曾有一批人追寻革命理想，成就了闪耀百
年的红色星火。这些过去塑造了这所校园的精
神内核，激励着环山人未来笃行不怠。

（董招春、卢夏龙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资料：《玉环古志》《玉环县教育志》
《玉环县城关镇志》《玉环人物志》《追寻红色
足迹 共忆峥嵘岁月——环山小学的红色印
记》等

环山书院：穿过厅城，徜徉学海

环山书院是玉环设厅建治后开设的第一所
书院。

环山书院的前身为义学。义学始建于何年，
在今人所撰辑的一些志书或文章中有两种说
法：一种说法认为乃首任玉环厅同知张坦熊所
建，另一种说法是第四任同知张在浚所创。稽核
玉环旧志，后一种说法较为可靠。

玉环现在尚存古志二种，一为《特开玉环
志》，该志系首任玉环厅同知张坦熊于清雍正十
年（1732）纂修，第二种乃光绪五、六年间（1879—
1880）同知杜冠英、胥寿荣主修，吕鸿焘总纂。

在张坦熊纂修的《特开玉环志》中，对于“学
校”无片文只字的记述，张坦熊在自序中称，他
到任以后，“先民之急，相度川原林麓之区，卜宅
授田，开河浚沟，除道成梁，筑塘建陡……于环
山之中青，地势平衍，卜筑而城焉，而官舍，而仓

廒，而营房，而神祠，次第具备”。可见对于

厅学、书院之类，一时尚无暇顾及。光绪《玉环厅
志》在《名宦》中为张坦熊列传，称其“莅玉六载，
栉沐宣劳，不虚晨夕”，传中也无只字提及建义
学之事。

其实，光绪《玉环厅志》对环山书院的沿革
记载还是十分详明的。志载：“环山书院，在厅
治西南，旧为义学，乾隆四年（1739），同知张在
浚捐廉建。”张在浚在《玉环厅学记》中也明确
交代：“惟玉环处崇山悬海，由兵燹之余，展复
未久，不遑设铎……己未（即乾隆四年）秋余莅
兹土，爱捐俸薪建立义学于城之西偏，鸠工庀
材，巡司石宗为之经理，为门、为堂、为斋舍、
为厨湢，规模粗就，越庚申（乾隆五年）之孟夏
而告落成焉。”同治六年（1867）同知赵宝申在

《重建环山书院记》中记录得更加清楚：“环山
书院者，展复后十有四年乾隆庚申，前分守张
公在浚所建。草创伊始，经费未筹……”由此可

见，环山书院的前身为义学，义学则为张在浚捐
俸创建。

关于书院的沿革，志书记述大体清晰：乾隆四
年张在浚创建义学，至于何时改义学为书院，志
书并无明确记载。不过，在乾隆十八年（1753）莅
任同知的汤大宾所撰之《移祀张公记》中已称：

“余见其地湫隘，移祀环山书院。”至嘉庆元年
（1796），书院为飓风所毁，玉环庠生江花倡捐
修葺。对于此举，时人徐作砺专门写了一首二
百余字的长歌以示颂称。道光十七年（1837），
书院复为飓风所坏，同知康兆晋议欲重修，因
故未果。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同知杨炳
虽拨田征税为膏火之资，但书院还是“栋宇久
已失修，半就倾圮，负笈而来者不堪栖止”。同治
二年（1863），同知张文藻谕绅士毛凤仪、蔡炳

莲等募捐修葺，建平屋三间，
并于堂后建张公祠以祀玉

环 首 任 同 知 张 坦
熊，中间改堂为阁，
只是“工未及半”，因
张文藻离任而中辍。同
治六年（1867）同知赵宝申
莅任，亦捐俸为倡，并谕衿士
董思华、韩承烈继续向社会募捐，修缮工程得
以告成。此次修复始于同治六年七月，越二月告
竣，计用钱一千余缗。

至于书院的修脯膏火及岁修公产，光绪《玉
环厅志》有十分详晰的记录，此不一一赘述。

概言之，环山书 院 是 清 代 玉 环除厅
学之外 影 响 最 大 的 书 院 ，
它在玉环的教育史 上有
着举 足 轻 重的 作
用 。

状元桥状元桥

环山书院环山书院旧址旧址，，在西青街历史文化街区东入口北侧童童幼儿园的位置在西青街历史文化街区东入口北侧童童幼儿园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