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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书院，大家只
知道岳麓书院和白鹿洞
书院，其实宁波历史上
有数以百计的书院，多
座 书 院 被 皇 帝 赐 过 匾
额，有确切记载的就有
四座，足见其影响之大
……”“隋唐五代 400 多
年的历史中，宁波有记
载 的 知 名 书 院 只 有 两
座，同一时期鄞县只出
过一名进士。北宋至清
末 ， 宁 波 书 院 数 以 百
计，同一时期考中进士
的有 1205 人。书院教育
对宁波人才培养的贡献
可见一斑!”不久前，我
市知名文化学者周达章
在宁波书城的一次讲座
中透露了他最新的研究
成果。

周 达 章 认 为 ， 在
1000 多 年 的 历 史 长 河
中，宁波的书院遍地开
花，生生不息，书院在
知名学者的带领下，传
道解惑，治学育人，成
为官办教育机构以外的
重要力量，推动着社会
的文明与进步。

书院是封建社会中一种重要的教
育组织，以私人创办为主，也有官办
书院，其特点是在个别著名学者的领
导下，集聚大量图书，传道授业解
惑。书院的兴起与繁荣，与时代的经
济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据考证，宁
波书院在唐代中晚期零星出现，自宋
代后，蓬勃发展，历经元、明、清几
代积累。宁波书院的数量列在湖南、
江西之后，为浙江省内最多。

为了研究宁波的书院文化，周达
章遍阅史料，多方考证，积累了大量
素材，出版了两本关于宁波书院文化
的书籍。这些书籍的内容大多来自宁
波市地方志、各区县(市)地方志和大
量历代名家文献，有据可查，真实可
靠。根据史料记载，唐朝宁波地区

（明州） 比较有名的书院有两所。唐
大中二年 （848年），县令李楚臣创建
德润书院，书院屡兴屡废，延续千余
年。清雍正年间，这座书院迁至小东
门。此外，唐大中四年 （850年），县
令杨宏正在象山蓬莱山下栖霞观创办
蓬莱书院。这座书院也有1000多年的
传承历史，这期间多次废弃、重建，
文脉断续相接。宋嘉定年间，县令赵

善晋重修书院。清乾隆十八年 （1753
年），知县尤锡章重建书院，因为书
院 前 有 濯 缨 溪 ， 更 名 为 “ 缨 水 书
院”。1758 年，乡贤邓怀圣捐资重
修，改名为“缨溪”。“担簦负笈者踵
相接，而弦诵之声，朗朗乎与溪声相
续”。

两宋时期，宁波的书院发展迅
速，知名的有十多所。位于鄞西的有
三所，桃源书院、杨文元书院和焦征
君书院；位于城区的有城南书院、南
山书院和长春书院；象山有丹山书
院；奉化有广平书院和龙津书院；余
姚有龙山书院和高节书院。宁波的书
院风生水起，名声在外，甚至引起最
高统治者的关注。比如桃源书院虽然
地处鄞西横街深山之中，交通不便，
生活艰苦，但因为坚持不懈教书育
人，教化地方，吸引了很多名士前来
讲学，学生多的时候有 200 多人，被
北宋宋神宗赐匾额。南宋宋理宗赐额
甬东书院、南山书院。南宋时期著名
的书院“碧沚书院”由史守之创办，
在今天的月湖边，因为知名度较高，
被当时的皇帝宋宁宗赐“碧沚”二
字。地处慈城的慈湖书院也是宁波历

史上一所重要的书院，始建于1225年
至1227年间，书院的精神领袖是心学
大师杨简。杨简号“慈湖”，慈湖书
院就是以此命名的。

在广大读书人的坚持下，元朝的
文化教育事业继续发展，不但宋朝的
很多书院得以保存和延续，还新建了
不少书院。据延祐 《四明志》 等记
载，当时宁波 （庆元路） 有东湖书
院、 山书院，慈溪的杜洲书院，鄞
东的东湖书院和镇海的湖山书院等。

明朝宁波地区书院的兴起，与理
学发展有很大关系。鄞县籍理学家黄
润玉致仕归乡后，在横溪创办南山书
院，传授他的理学思想。这一时期的
书院突破了宋元时期的固有模式，除
了藏书、刻书、教书，还增加了一项
重要内容——普及书法艺术。如慈溪
的书画舫，是聚会、吟诗、作画的地
方。

清乾隆年间，宁波地区书院的数
量大大超过前代。据统计，清代宁波地
区的书院有 57 所，除了历史上传承下
来的，还新办了不少，如月湖书院、证
人书院、辨志书院、崇实书院，还有
北仑的灵山书院和九峰书院。

到了清末，随着科举制度的废
除，书院受到严重冲击。同时，西方
文化传入，学堂取代书院，成为新的
教育模式。

历史上有哪些著名书院

古代书院大多由私人创办，教育
经费主要由创办者捐赠的田产维系。

如元朝至大二年 （1309 年），童
金在杜湖之畔创办杜洲书院，就“割
田四百亩以赡学”。建于明万历二十
二年 （1594年） 的宁海缑城书院，由
当时的知县王演畴创办，由于没有经

费，他利用“职务便利”，拨田产作
为师生“修脯膏火”之资。这座书院
在此后的 300 多年间起起落落，多次
修 建 。 据 史 料 记 载 ， 清 同 治 五 年

（1866年），知府刘璈决定每年从提府
公款中截留100千文“加给赏资”。月湖
书院最早为常平义田书院，清顺治十

年（1653年）由浙江按察副使王尔禄创
建，置田百余亩。慈湖书院在元代拥有
学田 117 亩，地 4 亩，还有渡口 6 处。田
地一般交给无地的百姓耕种，收获后
向书院缴纳钱粮，作为书院的经费。
宁波人自古就有捐资兴学的传统，
1826 年，慈湖书院破败不堪，知县建
议重修书院，乡贤冯云濠、冯云祥、冯
汝霖、冯汝震捐资白银 1.5万两。

此外，学生上学时，也会带些谷
物、蔬菜等聊作学费。

教育经费来自哪里

周达章研究认为，传统书院的根
本精神就是教育学生“为人之道”和

“为学之方”。比如南宋名臣郑清之创
办的甬东书院，位于今张斌桥附近，
每年要举行两次“乡饮酒礼”，倡导
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书院的另一个
传统，就是强调“师生如父子，书院
如家庭”以及“有教无类，因材施

教”。书院不管学生资质如何，都会
充分尊重他们的个性特点给予恰当
的教育方式。书院还有一条原则，

“自学为主、相互切磋、教学相长、
自由讲学”，师生之间可以自由发表
意见。

证人书院于1668年创建，位于今
天的白云庄，倡导自由讨论的风气，

师生每月要集会两次，就某一个主题
展开争辩，气氛非常热烈。黄宗羲曾
多次前来讲课。

宋咸淳七年 （1271年） 创办的高
节书院，规模比较大，从校舍的取名
就可以看出学校的教学理念。书院分
为燕居堂、思贤堂、义悦堂，学生宿舍
以刚、毅、木、讷分为四斋，共100余间。
另外，高风阁、遂高亭、丝风亭是学生
课余休憩之所。学院邀请严子陵 40 世
孙严士德主教事，主要传授《孟子》和
程朱理学。

秉承什么教育理念

据周达章介绍，当时宁波的书院
所开课程大多是儒家的经典，既有启
蒙读物 《三字经》《千字文》《百家
姓》，也有四书五经及 《资治通鉴》

《史记》等。
姚江书院创办于1639年，由沈国

模、管宗圣、史孝咸、史才复创办，
主要传播阳明学，由该学院形成的学

术团体，称“姚江书院学派”，是明
末清初浙江最重要的王学流派，当时

“邑中有志节者，均寝食其中”。学员
们的课程主要有德行、言语、政事、
文学等。

证人书院办学宗旨是“经世致
用”，所设课程有经学、史学、文
学、历算。

1879年，宁波知府宗源瀚在月湖
附近创办辨志书院，开设汉学、宋
学、史学、舆地、算学、辞章等六门
课程，学生来自府属各县。

1885年，宁绍道台薛福成创办崇
实书院 （今中山广场西侧），书院有
校舍20多间，还有两座藏书楼。课程除
了传统的诗词歌赋、经史子集，还有天
文、算学、舆地、掌故、时事命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宁波书院所开
课程慢慢地从纯粹的人文领域拓展到
自然科学。

开设哪些课程

周达章查阅 《慈溪县志》 发现，
慈湖书院对当地的发展有巨大的影
响，使慈溪 （慈城） 成为明代著名的
进士之乡。据统计，明代全国仅有 9
个县考中进士的人数超过 200 人，而
慈溪县进士达 245 人。当时慈溪总人
口不足 8 万，县城人口不足 1 万。桃

源书院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栋
梁之材。

据 《宁波通史》 记载，隋唐五代
时期宁波书院虽然零星出现，但宁波
地区文化水平落后于台、越等周边地
区。唐朝明州地区有记载的诗人仅 6
人，在浙江10个州中列倒数第三。另

据统计，在宋朝以前的数百年科举考
试中，鄞县仅唐时有一人中过进士。
而北宋至清末，鄞县历代进士有 1205
人，其中两宋 730 人 （南宋 601 人），
以至当时有“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
人”的说法。

宁波历史上的书院除了教书育人，
还承担着刻书、抄书、治学的使命。明朝
慈溪宝阴书院，刻印过冯柯的《贞白全
书》十卷。南宋时期鄞县人应伯震的花
厓书院，收集藏书5000卷。

对社会贡献如何

今天宁波的很多学校与历史上的
书院颇有渊源。周达章说，慈湖书院历
经元、明、清三代，1902 年改名为慈湖

中学堂，也就是今天的慈湖中学。创办
于元大德二年（1298 年）的 西书院，
历经 600多年历史，民国时改为 西小

学堂，后又几经改名，成为今天的宁波
市实验小学。 山书院则几经更名，成
为今天的镇明中心小学。辨志书院于
1902 年改名为南城小学堂，后来成为
今天的宁波二中。

这些学校历史悠久，血脉相承，在
宁波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

和今天哪些学校有渊源

本报记者 崔小明

本报记者 崔小明

30 年间，翻译日本作家
村上春树的作品 42部、80余
本。被称为村上作品“翻译
专业户”的林少华，不久前
携 村 上 新 作 《刺 杀 骑 士 团
长》 在宁波举办了多场读者
见面会。在接受记者独家专
访时，他介绍了翻译村上作
品的苦辣酸甜。

林 少 华 初 中 没 毕 业 就
“上山下乡”，1979 年考上研
究生，毕业后辗转各地，曾
在多所大学任教，不久前刚
从中国海洋大学退休。他自
我调侃说，一生混了四种身
份，教书匠、翻译匠、未必
像样的读者和未必不像样的
作 者 ， 其 中 翻 译 匠 名 声 最
大。林少华说，1989 年他翻
译村上作品 《挪威的森林》
时，完全没有想到这部作品
会有后来的巨大影响。其实
作品上市后，有 10年时间一
直不温不火，直到 20世纪 90
年代末期此书才突然火了，
至今发行量已经超过 450 万
册 ， 接 近 他 翻 译 的 所 有 村
上 作 品 发 行 量 的 一 半 。 从
1989 年 到 2008 年 ， 他 翻 译
的 村 上 作 品 发 行 量 超 过
1050 万 册 。 林 少 华 说 ， 如
果按每本书 4 个读者算，即
有 4000 多 万 读 者 ， 也 就 是
全国每 35个人中就有一人读
过村上的作品。

记者问他，翻译村上作
品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他说村上是音乐发烧友，尤
其 钟 爱 西 方 爵 士 乐 和 摇 滚
乐，字里行间时不时冒出这
些音乐元素。而西方音乐对
他来说是“知识死角”。每当
看到涉及音乐的表述，他就
头皮发麻，完全不懂，怎么
都译不下去，好多次气得把
书都扔了。他笑着说，生气
归生气，过了不久还是乖乖
地把书捡了回去。后来，随
着互联网的发展，他学会了
借助网络工具解决这个难题。

2008 年以来，村上的新
作翻译接二连三与林少华无
缘，个中缘由林少华不愿详
谈，但处境尴尬体现在他的
话里话外。他向记者打了个
比方：正闷头吃得津津有味
的一碗拉面，忽然被人端走
了，自己只能目瞪口呆对着
空荡荡的桌面，手中的筷子
不 知 道 是 举 着 好 还 是 放 下
好，嘴巴不知道是张开好还
是闭上好。与此同时，种种
冷嘲热讽朝他涌来。面对质
疑，林少华宠辱不惊，看庭
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
舒。

弹 指 一 挥 间 ， 就 是 十
年。这一时期作为村上作品
的“旁观者”，他并未虚度光
阴，而是埋头治学、教书、
写作，出版了数本自己的散
文集。

去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以超过 1000万元的价格，获
得 《刺杀骑士团长》 大陆简
体中文版翻译版权，读者在
猜测，这本书到底会请谁翻
译。林少华也在等待中。去
年 5 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副

社长吴洪专程从上海飞往青
岛，请林少华重出江湖。暌
违村上作品十年之久的林少
华欣然答应。

为了减少干扰，专注写
作，去年夏天一放暑假，林
少华就住进了吉林老家的一
个村子，闭门谢客，埋头苦
干。那段日子，他每天 5 点
到 5 点半起床，6 点到 6 点半
开工，中午小睡一会儿，晚
间 11点前后收笔歇息。一般
每天翻译 7 至 10 页，快的话
翻译 20 页，平均每天翻译
7500 字。林少华说，虽然时
隔十年，但村上的“调调”
还是那个“调调”，翻译进行
得非常顺利，甚至不用查字
典。他说，自己对村上的写
作风格太熟悉了，基本看完
上句，就大概知道下句是什
么。夜以继日，风雨兼程，9
月中旬终于完稿，前后历时
85 天 。 他 说 ，“ 出 关 ” 那
天，晴空丽日，白云悠悠，
花草树木，粲然生辉，按村
上春树的说法是，“心情好得
就像是夏日阳光下的奶油蛋
糕”。林少华说，虽然译得很
快，但一点也不含糊，很多
内容反复推敲、多次斟酌，
特 别 是 语 义 和 语 法 修 改 多
次，在文体上讲究审美和韵
味。辛勤的付出得到了读者
的肯定，上周末 《刺杀骑士
团长》 中文版上架才两天，
首印的 35 万套就被一抢而
空。

林少华说，虽然与村上
的作品“神交”30 年，但他
与村上本人见面也就两次。
印象最深的是村上的书房里
几乎没有一本书，全是黑胶
唱片。有日本学者认为村上
的有些作品受鲁迅 《阿 Q 正
传》 的影响。2008 年林少华
面会村上时，曾问过他是否
看过鲁迅的书。村上明确表
示看过。林少华问他笔下的
Q 氏是否受鲁迅阿 Q 的影响
时，他说“偶然一致”。林少
华认为，村上对鲁迅先生怀
有敬意。

当记者问及村上与诺贝
尔文学奖多次失之交臂，会
不会为他感到遗憾。林少华
说，村上几乎拿遍了除诺贝
尔 文 学 奖 之 外 的 所 有 世 界
性 的 文 学 奖 ， 他 在 世 界 各
地 还 获 得 了 巨 额 的 版 权 回
报 ， 拥 有 数 量 众 多 的 “ 粉
丝”，深受世界各国读者的
喜爱。不拿诺贝尔奖也罢，
生活不能太完美，要留点遗
憾，这样才是真实的人生。

那么，到底是原著成就
了 译 者 还 是 译 者 成 就 了 原
著？林少华说，翻译也是创
作，优秀的作品需要优秀的
翻 译 。 译 者 不 仅 要 懂 其

“形”，更要悟其“魂”，才
能传其“神”，译者要成为
一 个 尽 可 能 接 近 原 著 “ 文
魂”的人。

谈及以后还会不会翻译
村上的作品，林少华出言谨
慎。他说，翻译别人作品，
总 有 “ 仰 人 鼻 息 ” 的 感
觉 ， 希 望 退 休 后 能 搞 自 己
的 创 作 ， 并 把 这 当 成 事 业
来做。

文魂上最接近
村上春树的人
——专访著名翻译家林少华

林少华在签售 （崔小明 摄）

重建的城南书院位于南塘老街 （周达章 摄）

重建的桃源书院位于
今海曙区横街镇

（周达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