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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种
秋收，春华

秋 实 。一 场
起步于春天、

收官在秋日的
探 访 ，历 时 8 个

月，告一段落。呈现
在读者面前的 33 篇力

作，32个台州书院的十几万钩
沉文字，是台州市新闻传媒中心专题
专刊部团队和文史专家徐三见，共同
完成的心血结晶。

从包建永那篇长达 5000多字的
《台州书院巡礼》开始，每个夜班，我
都逐字逐句审看大样，领略着用新闻
的力量，推进文化寻根之旅的喜悦。
为了写这篇后记，我又将所有文稿系
统地读了一遍。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仿佛遨游在历史的长河，与群星灿
烂的古时读书人经历了一场又一场
意味深长的促膝交谈；我仿佛听到穿
越时空、以文化人的琅琅读书声，从
每一个书院的窗口传出。这般隽永的
读书声，直抵沉湎于手机刷屏的当代
人的心腑。

一开始，“探访台州书院文存”的
起意，是台州市分管文教副市长李昌

明和市教育局原局长、现市政府秘书
长黄人川一次聊谈时萌生的。台州传
媒台州日报有一支酷爱文史、久经锤
炼的研究型文化记者团队，他们堪当
大任。从部室负责人到记者，都是“行
动派”，说干就干，从策划方案、搜集
资料、踩点到分工落实、采写成稿、版
面编排，再到融媒体产品制作传播，
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无缝对接，落小落
细。尤为重要的，临海博物馆原馆长、
文史专家徐三见老师得知有这个大
型采访行动，欣然应邀担任总把关，
并为每一个书院文稿撰写点评，在专
门开设的《见微知著》栏目上发表。有
资深专家的加持，确保了整组文章总
体上实现“信、雅、达”的效果。

困难显而易见。台州史上的书
院，何止这几十家，不同年代，其生存
发展情状迥异，有的延续至今，有迹
可寻；更多的是毁于战乱、水火，徒剩
其名；还有遗址虽存，但其演变轨迹
仅在史料中依稀可辨一鳞半爪。要通
过记者的眼光，打捞、还原这些书院
的形迹、故事，谈何容易？但文化记者
团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勇
敢接受高难度挑战。“路虽远，行则将
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他们有身经

百战、破难攻坚的经验、底气和实力。
为了避免盲人摸象，做无用功，

他们先是剔抉爬梳，从面广量大的台
州书院中，选出有报道价值，相对方
便操作，又能纵向反映历史沿革、横
向兼顾 9个县（市、区）的 32家书院，
作为采访对象，然后确定采写体例、
分析每家书院特点，将最具个性色彩
的人物、事迹，挖掘出来，结撰成文。
应该说，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线索看，
台州历史上值得回望的重要书院，都
应报尽报，能报尽报了。

任务落实到人。每个记者都背了
好几个书院的采写任务，他们各擅胜
场，带着发现的眼光、深入的思考和
写史的态度出发了。事先他们做足案
头工作，每一篇发表的文稿最后，都
附有一串参考文献的书目，这见证着
记者们沉得下心，广泛阅读，博览群
书，以洞若观火的敏锐、“咬得菜根，
则百事可做”的精神，从故纸堆里锐
意穷搜有价值的材料。再通过采访当
地对书院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当年书
院相关人士后裔，比对印证，融会贯
通，精心构思，巧选角度，写出一篇篇
体大思精、确凿详尽、逻辑严密、鲜活
生动的宏文。

“四力”结出硕果。台州本就地阔
海冥，历史上的书院，不唯建于城里，
更多的是分布在荒村山野，所谓清净
之地。这给今天的探访，增添了几分
艰辛。记者们发扬走基层、转作风、改
文风的优良传统，上高山、下海岛，不
辞劳苦，深入现场，哪怕书院遗址只
剩一块石碑，也带着怀古凭吊的心
情，将思绪穿越千百年，去倾听湮没
在历史尘埃里的琅琅读书声。探访台
州书院，记者们采写的文字、拍摄的
图片和视频，是脚力、眼力、脑力和笔
力催生的丰硕成果，是唤起读者受众
对台州书院的一次集体记忆，更是读
之有味、藏之有价的珍贵文存。

在古代，对普罗大众来说，文化
教育是稀罕的，读书是少数人的专
利。不同历史时期文盲率有所区别，
但总体处于高位。一组数据表明，光
宋明和清朝的文盲率大约在 90%以
上，元朝可能达到95%，1949年，全国
的平均文盲率为 80%。在此背景下，
无论官办抑或民办的书院，作为重文
兴教的存在，简直就是映照幽微晦暗
的万古长夜，点亮人类通往文明的烛
光。这些书院，不管存续时长几何，都
不会像今天的学校那样星罗棋布，普

及文化，广育人才。“物以稀为贵”，书
院的稀缺性，才让我们觉得花大时
间，费大精力，去追溯、探寻，是值得
的。上蔡书院，台州第一家官办书院；
桐江书院，早至宋元建造，仍以书院形
态保留下来，在台州是唯一一家；观澜
书院，台州最早兴办在郡县治所之外
的乡间书院……我们一路走来，一路
记录，一路思索，一路发掘，将历史陈
迹复活，将人物故事抒写，将大义气节
弘扬。在此过程中，我们也从振兴文教
的台州先贤身上，获益匪浅。记者首先
是读书人，探访台州书院，每一次的采
访，都不失为一场涵育性情、增益心智
的修炼。就像林立在写皆山书院文中
那句话：“玉环的海风，将戴明雕琢得
刚毅坚韧；竹冈的乡情，使他内心温厚
纯良。”读书人亦当如是。

寻访台州文教渊源、追思台州文
教先辈、探究台州文教精神、塑造台
州文教新貌——这是“探访台州书院
文存”融媒行动的初衷，有没有完美
实现，只能交给读者诸君评判。但有
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声声读书起，
文脉千古传。做人讲气节，做事讲作
为”，这是生生不息的台州书院，带给
每个台州人的启示。

——“探访台州书院文存”后记

倾听那穿越历史的读书声
台传媒记者黄保才

台传媒记者包建永

从4月11日发表第一组报道，到11
月16日做完最后一期书院，“探访台州
书院文存”大型融媒体行动终于告一
段落。此次活动，我们基本以每周推出
一组报道的频率，共探访了32家书院。

这是一次对台州书院历史的梳
理，书院培养造就优秀人才的集中呈
现。这也是一次对崇文重教传统的巡
礼，是一次系统总结和文化寻根之旅。

通过此次梳理，我们发现，台州传
统文化中，最宝贵的品质是“气节”。无
数仁人志士宁折不屈、不畏强权、心系
苍生的品质，激励着一代代台州人，推
动台州文化的走向，最终塑造了台州
人的性格，鲁迅总结为“硬气”。

两宋时，台州多种思想兼容并
蓄，多头发展。尤其进入南宋，大批北
方来的官员和学者或在台州任职，或
选择在台州定居，推动了各种社会思
潮在台州交锋。朱子理学、心学、金华
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等都在台
州留下痕迹。此时，台州人才济济，光

宰相、副宰相就有14位（包括客籍）。
南宋以后，理学在台州占主导地

位。元明清三代，其中两代是少数民族
入主中原，台州又是反抗极其强烈的
地区，民族气节是怎么也绕不过的一
道命题。多方面原因，台州人在气节这
条路上越走越远，方孝孺、齐周华等一
批典型“硬头颈”的出现，绝非偶然。

故宋后，台州多气节之士，少治
世能臣。

同时，我们也看到，把气节看得
高于一切的台州人，刚强有余，圆融
不足，善于独善其身，不善于激浊扬
清。比台州起步晚的温州，自南宋以
来，主导的是永嘉学派（事功学派）。
他们积极走出去，重实干，以实绩为
落脚点。这是古代台温两地最大的文
化差异。

本次探访台州书院文存，我们看
到，大多数书院已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前人遗留下来的资料极少，整理难度
极大。以我们走访的 32家书院为例，
仙居桐江、椒江东瓯是保存较好的书
院；黄岩灵石、三门双桂，是保留下了

部分古建筑的书院；黄岩九峰、温岭方
岩、玉环皆山等，是在旧址（或附近）重
建的书院。更多的书院，无迹可寻。

我们一开始以为，临海作为一千
多年的州治、府治，是台州文化中心，
知名书院多，会留下一些古迹，可是
找遍临海，没有一处书院保留下来，
许多书院遗址也难以确定。天台山文
化深厚，史上书院也不少。但找遍天
台，古代书院留下的史料很少很少。
我们经过仔细甄别，才找到文明、蓝
洲这两家清代中后期的书院，稍有内
容可写。

在此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本中心
新视觉部和文化生活频道节目部的
大力支持，使融媒产品更加丰富，呈
现方式更加多样。

书院文化是台州传统文化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此次探访，我们也深刻意
识到，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
精神基因、思想的根，另一方面，文化
很脆弱，一旦断层，就很难接续。

本次探访的最大意义，也许就是
进一步看清了台州文化传统的脉络。

回顾台州书院探访

台传媒记者林 立

一想起“探访台州书院文存”系
列报道，我还是会问自己：“你真的有
信心吗？”

从选题讨论开始，这个问题就一
直悬在我心里。正式开始采访后，这
个问题就越来越大，最后成了一个热
气球，把我带离了地面。即使我手头
有足够多的史料，专家、学者们给了
我详实的答复，在写稿时，我总觉得
不踏实，飞在半空，成稿之后，才能短
暂安心。

原因无他，因为不管哪一座书院，
背后都站着一位乃至数位古圣先贤，
郑虔、谢良佐、黄绾、刘璈、黄濬……

任何一位，都有学者专家为他们
著书立传，考据得极为严谨，写得极
为详实。作为非专业的写作者，想要
在一篇 4500余字的稿子里将他们创
立的书院写成可读性强又符合史料
的稿子，没有消化上万字文章（包括
文言文），没有走访到位，断不可能。

因为年代久远，很多书院不仅没
有原址，连重新修建的复刻品都不复
存在。那些还能看到书院轮廓、框架的
建筑，也已没有当年的功能和气质。

除了琢磨史料，想要文章有温
度、有节奏、有意思，只能发挥想象力
和共情能力。很幸运的是，这些古圣
先贤传世的文章、诗句、事迹，都让他
们的音声相貌近在眼前。透过他们留

在纸面上的形象，我得以感知到

他们当年对一方水土、一城学子的深
情。这种温暖，给予了我写作的动力。

临海，三台书院所在地，书院原
址已没了本来面目，但北固山还在。
徒步走上北固山，站在郑广文祠的栏
杆畔俯瞰临海城，湖光山色，软红十
丈。突然之间，就感觉自己站在唐时
的郑广文、清时的刘璈身后，透过他
们的肩膀，我看到了他们为这座小城
发出由衷的赞叹，也感受到了他们让
文脉延续的坚决。

路桥黄绾纪念馆，除了有详尽的
黄绾史料，还有一处摩崖石刻，是黄绾
亲自督工让人雕刻于岩石上的《生圹
自铭》，字迹至今可辨。在山脚的黄绾
纪念馆读罢资料，我和同事包建永一
起登山寻石刻。途经一片又一片橘树
林，在无路可寻处手脚并用，爬上半山
坡，在极窄的落脚处，看到了石刻。

每一个字的缝隙里，都是青苔，
年深日久，当年银钩铁画的笔锋，早
已随着石头一起被时间打平。这篇自
述里，黄绾表达了自己绝不会泯然于
众人的自信，同时也理性认识到自己
的“不羁”造成了诸多非议。站在石刻
前，我感到时空再次融合，我看到了
鬓角如霜的黄绾，读着刻好的文章，
眼角有泪，嘴角却是微笑。是非功过，
后人评说，错与对，他已做成。他无
悔，他乐意，他淡然。

采写书院系列，耗费巨大，写完
我就强烈表达了“下次绝对不能写这
么大的选题”的心声。

但意义也非常大。
虽然我看到这些宛如高山的先

贤，仍然没有“我了解你们”的自信，
但我至少“懂了”他们不同岁月截面
的感受。这些大人物们之所以孜孜
不倦地办书院，因为即使身居高位，
但他们的底色是读书人，而非官僚。

读书人不会失去光彩，无惧时光
荏苒。读书人，永远年轻。

读书人，永远年轻

台传媒记者彭 洁

书院系列，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
《桐江书院八百年》。

仙居桐江书院兴建于南宋乾道
年间（1165—1173），“是台州历史上
较有影响的书院，也是仙居历史上特
别有故事的一座书院”。从去年12月
去书院采访，到今年2月中旬写好初
稿，再到 4月 20日稿子见报，这篇稿
子几乎是我十几年从业生涯中写过
的时间跨度最长的稿子。

写完桐江书院时，描写了 276年
明朝历史的《明朝那些事》有声书，
我也听到了最后。在整个写稿的过
程中，这本书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
响——我希望自己也能把沉闷的、
记载在古书中的历史，写得这样生
动有趣。

在大致理清了桐江书院的历史
脉络后，我开始翻找更多史书，收集
更多史料。桐江书院的故事得从晚唐
诗人方干说起——这第一位在稿件
中登场的古人，变得鲜活起来。

比如他的相貌、他写的诗、他去
拜会姚合、他举进士第却因貌丑没被
给个一官半职、他死后又被追封左拾
遗……这一个个小故事拼凑出了一
个“幼有清才”，却因是个“缺唇先
生”，以至于仕途坎坷的诗人形象。再
将这个形象与桐江书院结合起来，整
篇稿子也就流畅了起来。

写这类文史题材的稿子，就像把
系在绳子上的结一个一个解开，不论
大小，任何一个结解不开，这条绳子
都不算平顺。我写方干后来去镜湖隐
居，被称为“镜湖处士”，而桐江书院
后方也有一潭水，名叫“鉴湖”，镜湖
就是鉴湖，但这点如何被证明，我一
直无从写起。记得直到快交稿时，我
才终于查到资料，“这里说的镜湖，也
称鉴湖，是由东汉水利专家马臻在会
稽（今浙江绍兴）任太守时创建的蓄

水灌溉工程”。这一点的起承转合，终
于写得通了。

后来，我又写了《安洲书院：只为
纯粹读书》。翁森，这个身处元代文教
受到重创的历史洪流中的读书人，不
仅在仙居创办了书院，还写了一组流
传千古的诗歌《四时读书乐》。翁森的
一生，都在践行一个理念——读书本
身就是快乐的。而他，乐意为此奉献
一生。

写翁森时，我脑子里反复盘旋着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的最后描写
徐霞客的那些话，“我之所以写徐霞
客，是想告诉你：所谓百年功名、千秋
霸业、万古流芳，与一件事情相比，其
实算不了什么。这件事情就是——用
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于是，那年
隆冬，徐霞客坐在黄山绝顶，听了一
整天大雪融化的声音——“初四日，
兀坐听雪溜竟日”。

在仙居乡间，满腹学识的“翁书
橱”则挥笔写出了冬天读书的乐趣，

“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
心”……

最后，再次感谢
给予我写稿帮
助的人。

这个过程，应该是快乐的

桐江书院 杨 辉摄

翁森故居 杨 辉摄

我们在路上 王佳丽摄

《生圹自铭》摩崖石刻 章增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