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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微知著

徐三见扫一扫
看望潮APP

台传媒记者吴世渊/文 林 慧/摄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月，举人出身的
路邵来任黄岩知县。路邵，字健夫，号毅斋，贵州
毕节人。到任之后，当他看到黄岩诸多学子因课
读无所而“妨于弦诵”，心绪忐忑，遂于乾隆五十
四年（1789）春捐资建萃华书院于东城双桂巷，
次年告成，自是“弦诵日盛，文风亦日以振”。按
通常规制，书院一般都要建造文昌阁，不虞两年
后因路邵即调任鄞县而搁置未果。所幸，乾隆五
十七年（1792）六月仍回任黄岩(三年后，因病辞
官归里)，于是又重议建造文昌阁之事。然文昌
阁之建，所需费用不下“千金”，一时“艰于筹
划”，两难之际，邑人郑作霖欣然以一身任之。乾
隆五十八年（1793）年初鸠工，至翌年春季同时
建成文昌阁、星照轩各三间。文昌阁中祀文昌帝
君，两旁配祀唐代之韩愈与明代的刘顺征。韩愈
为古文“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北宋时被追封为
昌黎伯，并从祀孔庙，可谓无人不知。而这位刘
顺征，人们渺然莫知。从文献中我们大体可以了
解到，刘顺征，字怡斋，昆明人，明万历八年

（1580）进士，第二年知黄岩县，任期较

长，大概一直至万历十七年（1589）左右。民国
《台州府志》只记载他在任时“息事宁人，垂帘而
政举，阖邑肖像刻碑建祠祀之。迭经兵燹，木像
犹存，乡人至今奉之”。由此可见，他虽是一个小
小知县，最终也不过官至刑部郎中，但在黄岩颇
得民心。他到底为当地做了哪些惠民之事，因文
献缺如，我们已不得而知。刘顺征的父亲叫刘体
仁，体仁生有三子，分别为文征、顺征、信征。除
信征为举人外，父子三人皆高中进士，这在昆明
也算得上显赫一时的家族。

嘉庆初，原樊川书院的共 315 亩田地划归
于萃华书院。按：此举旧志未有详载，推断系赵
擢彤所为。嘉庆《太平县志》卷九《职官志》称：

“赵擢彤，号睦堂，莱阳副贡，由教职升。嘉庆元
年(1796)任，至七年去，中间凡三调他邑。”民国

《台州府志·职官表》“嘉庆元年”下云：“赵擢彤，
以太平知县兼理，礼士爱民。有惠政。”

降至咸丰年间，萃华书院毁于太平军入台之役。
同治五年（1866），陈宝善来知黄岩。陈在任

两年左右，任内“重建县署，创育英堂，立义塾，

奉文减田租折色钱岁七千余缗”，同时委请乡绅
王葆初重建书院。建成之后，改祀杜清献，并更
名为“清献书院”。

杜清献即杜范。在南宋，台州一共出了6位
宰相，贤声以黄岩杜范居首，并且在整个南宋所
有宰相中，也是贤声最著者之一。

杜范从政二十余年，素以清廉耿直名世，史
传称其家有“薄田二顷，粗给馇粥，虽贵为宰相，
未尝增尺寸。室庐仅庇风雨，见者莫知其为公相
之家”。遇事忠鲠直言，不畏权奸，乃至直斥宋理
宗：“宫中宴赐未闻有所贬损，左右嫱嬖未闻有
所放遣，貂珰近习未闻有所斥远，女冠请谒未闻
有所屏绝，朝廷政事未闻有所修饬，庶府积蠹未
闻有所搜革……命令朝更而夕变，纪纲荡废而
不存，无一事之不弊，无一弊之不极，陛下盍亦
震惧自省！”

杜范早年就很受人们的好评，将其与司马
光相提并论，可惜执政不足三月而殁，“识与不

识，莫不痛伤，輀车所过，聚祭巷
哭”，赐谥清献。生平著述颇

丰，世人尊之为“立
斋先生”。就黄岩而
言，以“清献”来命名
书 院 以 纪 念 这 位 贤
相，应该是最适宜不过的
事了。

同治十二年（1873），黄岩县令孙憙又集资
增建讲堂及东西学舍。

光绪二年（1876）六月，书院围墙为狂风所
毁，邑令王佩文为之重修。

概括而言，清献书院是黄岩乃至台州近现代
教育史上一张十分响亮的名片，建树之丰，尤以晚
清至民国间为最。自1931年至1944年，已改名为

“黄岩县立中学校”的十数年间，该校学子中先后
走出了陈芳允、池志强、吴全德、黄志镗、方
秦汉五位新中国的两院院
士，业绩之著，更是为当
时台州其他学校
所 难 以 企
及。

一

1789 年，是清乾隆五
十四年，中国处于“康乾盛

世”晚期。这一年，世界发生了两
件大事——一是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国第

一任总统，二是法国大革命爆发。
大历史，不是本文要讲述的。让我们把镜头

对准浙东小县城黄岩：也是在这一年春天，黄岩
城东双桂巷，一家书院落成了。

黄岩县城东北柏树巷，原有一座樊川书院，
被改建成使节行馆，即地方的国有宾馆。原本在
此读书的学子们，面临无学可上的问题。于是，
县令路邵在双桂巷创办了一所“萃华书院”。

萃华，即汇聚英华。在路知县看来，这座
“东揖丹峰之翠，西含岱山之英，南则委羽献
灵，北则苍溪拱秀”的书院，占尽风水，想必能
英才辈出。

书院有讲堂五间，称为仰山堂，左右各有十
间小屋当书舍，东边有厨房，西边是宾兴祠。时
任浙江巡抚觉罗吉庆为该书院作碑记：“会稽东
部，先贤所憩。讲学岩疆，余风未替。爰有书堂，
川流泌泌。旧址频移，溯源则一。”

萃华书院的首任山长，因史料缺失，难觅其
人。我们目前已知最早的山长，是临海人蒋履。
他中过举人，当过福建南平、德化两地知县，著
有《蔚霞堂诗稿》10卷。

有多位名士执教于萃华书院。如李飞英，道
光元年（1821）举人，师从戚学标，诗书双绝，主
讲于萃华书院有9年时间，著有《古史通记》等。
再如黄濬，道光二年（1822）进士，曾任署南安府
同知，与林则徐为好友，人称其诗“为吾台当朝
第一”，道光二十六年（1846）还乡后，主讲萃华
书院。

然而，1861年，太平天国军队进入黄岩，兵
荒马乱中，萃华书院毁于战火。

6 年后，也就是 1867 年，黄岩知县陈宝善
托付乡绅王葆初捐资，在萃华书院原址重建书
院。为纪念南宋一代贤相杜范（谥号清献），新
书院改名为“清献书院”——这便是黄岩中学
的前身。

次年，江苏吴县人孙憙任黄岩知县。他重视
教育，认为为官一任，应当“以仰副国家振育人
才之至意”。他在任的五年期间，“黄之书院起废
肇兴者益以十数”，又令“居城乡市镇皆设塾”，
如此推广基础教育，使得“弦调之声达于里巷”。

清献书院也在孙憙的主持下，增建讲堂
（仰山堂）及东西精舍。孙知县还亲手为书院
作训词：“从容而不后事，急遽而不失容，脱
略而不疏忽，简静而不凉薄，率真而不鄙俚，
温润而不脂韦，光明而不浮浅，沉潜而不阴
险，严毅而不苛刻，周布而不烦碎，权变而不
谲诈，精明而不尖刻，亦可以为成人矣。”——

以此作为学子们为人处世的准则。

二

有这样一位学究，在萃华书院读过书，后来
担任清献书院的山长，为书院乃至黄岩教育的
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叫王棻。

道光八年（1828），王棻生于黄岩东郊柔桥
一户书香门第。父亲王维祺，是县里的一等秀
才。王棻少年时，受儒学启蒙，跟随文士吴素吾
读书，开始写诗作文，并考中生员。

15岁那年，王棻入澄江书院读书。彼时，中
英鸦片战争过后，确立五港通商，大量西方思想
涌入这片古老的国度。这对于读惯“夫子之学”
的知识分子而言，不亚于当头棒喝。无数人扪心
自问：儒学还有用吗？

王棻是儒学的忠实信徒。他与书院同学交
谈时，依旧讲儒家经世学说，同学们都笑话他。
纵观王棻一生，他几乎都是在“闭口不谈天下
事，潜心唯读圣贤书”中度过的。

其实，王棻并非“老顽固”，或是抵触西学。
相反，他对西方传来的知识有着清醒认识。在

《耐圃感怀》第二首中，他写道：“西人绝艺与天
通，天下群英拜下风。欲取声光电化学，坐收格
致治平功。”他直接将声、光、电、化学等科技名
词写入诗里，并对西方文明赞叹有加。在西学东
渐的大势下，他仍然固守儒学，这应是理性选择
的结果。

道光三十年（1850），王棻就读于萃华书院。
两年后，因家道中落，24岁的他开始在舅舅夏玉
生家教书，这一教就是一辈子的“夫子”。他先后
在台州、处州、温州、南昌等地的十所书院担任
过山长。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王棻注重德行教育，
“以道德为志圣贤也，以功业志者豪杰也”，要求
学子保持文士的气节。同时，他提倡新思想、新
观念，认为“学者好是古，非必古胜今”，他的学
生黄方庆就精于中西算法，著有数学著作。

王棻有十四字的教育理念：“左交许郑右程
朱，要使滨海变邹鲁。”意思是要让学生亲近许
慎、郑玄、程颢、程颐、朱熹等先贤，使得黄岩变
成“小邹鲁”。他执掌黄岩清献书院、九峰书院、
文达书院期间，确实令乡邑文风复苏。

光绪十八年（1892），少时就读清献书院的
牟育中进士。光绪二十一年（1895），曾求学清献
学院的喻长霖考中榜眼，他是黄岩历史上科举
取得最高功名的人。

喻长霖这样评价恩师王棻：“先生生平澹
于荣利，读书著述以外，无他嗜好。”王棻一生
著有《台学统》100 卷，《经说偶存》《台献疑年
录》《柔桥文钞》等，还主持编纂了《黄岩县志》

《青田县志》《永嘉县志》《仙居县志》《太平续志》
《杭州府志（稿）》《赤城志校注》等地方志。他所
编府县志历来备受推崇，梁启超就称之为“清代
方志之佳构”。

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棻在家中病逝，终
年 71岁，葬于黄岩江口东岙村一座小山上。他
的墓前，刻有一副楹联——“言行师表垂万世，
史志文章冠晚清”，横批“功业长存”，可谓是对
他一生的盖棺定论。

三

晚清以降，民主与科学之潮，浩浩汤汤，有
谁能阻挡呢？

光绪二十六年（1900），近代大学者、主讲清
献书院的王舟瑶，将书院改为中学堂，并推举邑
人江青为监督，主持校政。由此，清献中学堂成
为台州最早的新式中学堂。

书院时代结束，学校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
一页。学生们除国学外，也开始修习英语、地理、
物理、化学、算学等课程。

同年，王舟瑶还与喻长霖一起，在黄岩县城
文昌祠创立“黄岩公学”，课程设有数学与科学，
这是近代黄岩最早的小学。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
《学校系统改革令》，即“壬子学制”。这一年，清
献中学堂改名为清献中学校，只招男生。直至
1936年，学校才开始招收女生。

新学堂里的学子，总是头脑开阔，有着主
人翁的精神。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在历史
的重要节点，他们勇敢地挺身而出，站到了舞
台中央。

1919年 5月 4日，五四运动如火山一般爆
发。北京三所高校的 3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
门，游行示威。8位台州籍学生参与运动，其中，
周炳琳、牟振飞为清献中学校毕业生。周炳琳
时任北京大学临时评议会评议长，为学生领袖
之一。

在火烧“赵家楼”后，警察出动，逮捕了一批
学生。其中就包括牟振飞、陈宏勋（天台人）、孙
德忠（天台人）等三位台州籍学生。在北大校长
蔡元培以及社会各界的营救下，5月 6日，学生
们获释出狱。

五四运动的消息，很快在台州传开了。为
了响应北京学界，清献中学校师生联合黄岩
城关的紫阳小学、璇珠小学、崇仁女校的师
生，上街集会游行。清献中学校的学生蒋之
东，散发一张《请救中国可危时局》传单，写
道：“呜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山河破碎。志
士伤心……”这张传单，至今收藏于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字里行间的赤子之心，可见
一斑。

1919年11月28日，周炳琳在《少年世界》上
发表《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一文。他写到：

“五四运动虽是感情的冲动，然而事后觅
根据，觉得这种举动很合于理性。理性的根据
一到手，勇气陡然增涨，不但消极方面任你政
府用怎样的高压手段屈服我不了，而且积极方
面谋蓄的改造与新的创造。”他认为，“五四是
北京学生思想变迁的大关键”。

四

1923年，清献中学校改名为“黄岩县立中学
校”。这年3月，维新变法发起人康有为到黄岩访友，
夜宿该学校。

4月，鲁迅挚友、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崔真
吾到校任英文教员，在学生中介绍共产主义学
说。在他指导下，学生管启宇等人创办了“共新
学社”与《共新》半月刊。后来，管启宇成了黄岩
最早入党的共产党员之一。

时局动乱，一批有志青年，投身于革命救国道
路。黄岩县立中学校毕业生王文达、王志鹏等到广
东投考了黄埔军校，后来又参加了北伐战争。抗战
初期，校友方正中、贺鸣声出版了宣传抗日的书刊

《抗战故事》《报楣集》。学生王天祥、许思廉投笔从
戎，参加了中国空军史上著名的“八一四空战”，取
得了中国空军抗日首次空战的胜利。

199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致函黄岩：
“在我馆馆藏档案中，已收集到你县抗日阵亡将
士261名。”这其中，有不少是从清献中学堂、黄
岩县立中学校毕业的校友。

从1931年到1944年，学校走出了五位毕业
生，后来成为了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科学家。
1931年从黄岩县立中学初中部毕业的陈芳允，
生前被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获“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1939年从黄岩县立中学初中部毕
业的池志强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全德 1942年
从黄岩县立中学毕业后，创吴氏理论，后成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黄志镗 1940年进入黄岩县立中
学，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专
家。方秦汉 1944年从黄岩县立中学高中毕业，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桥梁专家。

1952年，学校改名为“浙江省黄岩中学”。这
一校名沿用至今。回顾黄中历史，从清代的儒学气
质，到晚清民国时期追求民主、科学。从民族危难
时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到追求科技
创新的求知精神。可以说，这不光是一所中学的写
照，也是近现代以来，万千中国年轻人的缩影。

参考文献：《精神坐标（1789-2010）》/林福
华、《记忆中的母校——黄岩中学》/章云龙

清献书院：
从儒学气质，流变为民主科学精神

黄岩中学内的仰山堂

《《杜清献公文集杜清献公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