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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甬城而言，普迪小学是
抹不掉的民国记忆。

对于学子而言 ， 普 迪 小 学
则是枝条垂下可以荡秋千的老
藤树，是校长与教工共同办公
的大办公室，是初学乒乓球时
的操场，是老门老窗中透过的一
缕晨光。

“ 想 念 那 时 候 的 两 棵 桂 花
树。”一位校友说。

只是，这抹桂花香，终究凝
固在了时光里。

1941 年，兵戈抢攘，慈城
沦陷，普迪小学因校舍毁于炮火
而停办。抗战胜利后，秦润卿节
衣缩食，同时预支自己的养老、
抚恤款 2 万元重建校舍，普迪学
子又得以重返校园。

1952 年，普迪小学由人民
政府接办，后改名为慈城第四小
学。秦老创办的这座学校，终于
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兼程后，完
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如今，由于废弃闲置多年，
普迪小学旧址建筑坍塌，屋面漏
雨，墙体开裂倾斜，整体存在较
大安全隐患。

但这不是它的终点。学子们
回忆着当年“成绩之优美”的光
景，也惦记着它如今的破败。

去年，就任慈湖中学校友会
副会长的徐宝根一行看到母校旧
址现状后，当即与校友们谈起普
迪小学旧址的紧急抢救和修缮重
建事宜。大家不约而同表示，等
不得了！

于是，远在北京，近在上

海，抑或是定居宁波的校友纷纷
参与进来。大家东奔西走搜集资
料、绘制平面图，并以校友会的
名义向政府部门发去了题为 《关
于慈城普迪小学文保点亟须抢修
的紧急报告》。

“我们在报告里讲述了秦老
助学的故事，普迪小学当时所发
挥的作用和它独一无二的民国特
色。为穷苦家庭的孩子提供读书
机会，这不就是‘共同富裕’在
宁波的最好写照吗！”校友会成
员说。

在校友会的积极呼吁推动
下，普迪小学旧址重建项目顺利
提 上 日 程 ， 并 被 列 入 江 北 区
2023 年文保工作计划之一。根
据修缮方案，该项目将以现存有
价值的实物为依据，恢复建筑原
形制、原结构、原做法，采取必
要保护措施，最大程度保持建筑
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对于校友而言，他们在保
护母校，在重逢记忆里的桂花
香；对于宁波而言，她在重拾
自己的记忆，重温岁月中的一
抹 芳 华 ； 而 对 于 甬 城 学 子 而
言，则更应牢记自己的“普迪
者”——那一幢幢教学楼、一
座座图书馆上鎏金的名字，那
一位位在三尺讲台上笔写春秋
的教师⋯⋯

因此，今天我们想将这个故
事讲给更多人听——

讲普迪小学的旧址为何“修
旧如旧”，“普迪”两字的深意如
何“常习常新”。

修旧如旧，常习常新

百余年前的“希望小学”修缮重建
缘何牵动市民心

柔石、巴人在这里从教，这里也是电影《早春二月》的故事发生地

记者 张凯凯 通讯员 卓璇

江 北 区 慈 城 镇 民 族 路 46
号，大门虚掩，透过不高的围
墙，隐约可见内里长满青苔的
白墙黑瓦。

虽屋墙变残垣，荒地复开
垦，但小青砖砌成的西洋式拱
券还“固执”地驻守在这里。
一砖一石中，民国时期典型的
校舍格局，依然能被后来者窥
得一二。

这里就是普迪小学旧址，
久经风霜的“希望”之地。

它由著名的“宁波帮”代
表人物、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
主要推动者——秦润卿发起创
办。作为一所面向清寒子弟的

“希望小学”，它不仅是宁波商
帮发展乡土慈善事业和培养后
继者的基地，更以“有教无
类”在宁波教育史、慈善史上
勾勒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年 8 月，年久失修、风
雨飘摇的普迪小学旧址即将修
缮。

时间回溯到去年 7 月，原
普迪小学校友发现，作为文保
单位的普迪小学旧址岌岌可
危，遂向宁波市政府写信请求
抓紧安排修缮工作。在市、区
两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下，日前，江北区区级文保点

“普迪小学旧址”修缮工程设
计方案通过专家评审。消息一
出，普迪学子奔走相告，甬城
市民纷纷注目。

从历史的沉寂中走出，这
所备受社会关注的民国时期

“ 希 望 小 学 ” 究 竟 有 何 种 分
量？又将在今朝发挥何种“力
量”？一起来和记者探索这所

“希望小学”的前世今生。

20 世纪初，很多慈城孩子
是读不了书的。

周边学校资源有限是一方
面，最大的原因还是家境贫寒，
难以负担学费。因此那时，徒有
报国之志却受限于文化水平不高
的人，比比皆是。

都说“人无教育，就不能自
立；国无教育，就不能自强”。
1915 年，受“教育救国”思潮
影响，同时念于宁波老家“城
区已有正始、东城诸小学，犹
未 足 容 全 城 学 龄 少 年 之 就 读 ，
尤以清寒子弟为甚”，“宁波帮”
代表人物、金融巨子秦润卿与旅
沪同乡李寿山、王荣卿等人筹银

10 万元，计划在慈城打造一所
纯属义学性质的学校，以“普及
文化，启迪民智”。“普迪学校”
由此得名。

在对清寒子弟的照顾上，普
迪小学称得上是无微不至——学
杂费用全免，赠送笔墨文具。正
因如此，上个世纪出生在慈城的
清寒子弟才念得起书。

著名“宁波帮”人士应昌期
在 《古城宁波慈城镇是我可爱的
故乡》 一文中，就对普迪小学赞
不绝口：“这普迪小学便是专门
给穷人孩子读书的，而有钱人家
的子弟还进不了这所学校的大门
哩！学生毕业后，成绩优良的，

还给介绍工作。这在当时国内
可是一件罕见的培育贫民子弟
翻身的事呢！穷人的孩子能不
高兴吗？”

秉持“勤、俭、公、忠”四
字校训，普迪小学的孩子们也格
外争气，克勤克俭，为造福社
会、服务民生而奋发学习。

“成绩之优美，不仅以冠慈
溪，即宁属各邑小学恐亦无出
其 右 者 。” 1922 年 10 月 12 日 ，
宁波 《时事公报》 这样评价普
迪 小 学 。 这 是 对 一 所 平 民 小
学 、 一 群 贫 苦 学 子 的 最 高 嘉
奖，也是对辛勤育人的园丁最
好的回报。

民国版“希望小学”

教师之于学校，犹如船桨之
于木舟。

秦润卿深谙此理，因此提出
“ 教 师 只 求 安 心 教 学 ， 待 遇 从
丰，全部经费由润老筹拨”，唯
求他们热心教学。

于是，普迪小学就拥有了堪
称“硬核”的师资力量：文学家
柔石、文艺理论家巴人、“四明
才子”陈家祯、宁波新文化团体

“雪花社”骨干成员平书缘⋯⋯
这些在历史长河中浪遏飞舟

的“弄潮儿”，在学子的心灵上
播下真善美的种子，也在甬城留
下了他们的葱茏青春。

1924 年春天，柔石经亲戚
介绍，从宁海来到普迪小学教
书。那年春天的慈城虽然飘着雪
花，结着严霜，却因为这一抹书
卷气，反而显得生机勃勃。

以在普迪小学执教的经历为

素材，柔石创作了现代文学史上
的小说名作 《二月》。著名导演
谢铁骊后来根据这部小说改编拍
摄电影 《早春二月》，故事简洁
单纯，如柔石的青春，亦如古镇
的二月。

影片中，主人公萧涧秋站在
讲台上，从容地从长衫的衣襟上
抽出一支钢笔——这是一个平实
可亲、淡定儒雅的民国教师形
象。站在清贫的学子面前，没有
居高临下的俯视，没有崇洋媚外
的做派，唯有平等平和、日复一
日教书育人。

讲台下，孩子们向先生深鞠
一躬。这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在
向 100 多年以来中西融合所孕育
的启蒙者敬礼。

在他们的引领下，这些走出
慈城、走向更广阔世界的孩子，
终将成为“普及文化，启迪民

智”的后继者——
著名经济学家罗精奋、妇产

科专家钱止维、高级会计师李世
雄、国家知识产权局研究员秦开
宗 ⋯⋯ 即 便 过 了 一 个 世 纪 ，

“勤、俭、公、忠”四字校训依
旧刻在学子心间。

“小时候家里很穷，很感激
普迪小学，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
个机会。”原普迪小学校友、普
天通信有限公司创办人孙庆云曾
对友人这样说。

虽然在生活中十分勤俭，孙
庆云在教育事业上却“出手阔
绰 ”。 他 先 后 在 慈 湖 中 学 设 立

“ 孙 庆 云 奖 教 金 ”， 捐资 250 万
元用于综合楼新建和谈妙书屋复
建。

“如果有需要，我仍会为普
迪 小 学 旧 址 修 缮 重 建 做 点 贡
献。”他说。

启蒙者与后继者

“宁波帮”代表人物、金融巨子秦
润卿在做慈善事业方面堪称典范。

对于家乡的慈善事业，秦润卿可谓
无役不从。除了广为人知的重教兴学外，
还涉及济贫扶困、敬老恤幼，以及倡办实
业、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方方面面。

历史上，慈溪地方缺医少药，疾病
一直是人们生命的最大威胁。特别是
1909 年前后，慈溪瘟疫流行，死者无
数。鉴于此，慈溪绅商发起成立保黎医
院，“以济贫病”。成立之初，该院设施
极为简陋，幸而不久就得到秦润卿的大
力支持。

保黎医院创办后，他以医院兴衰为
己任，积极参与该院事务，特别是在经
济上予以大力支持，成为少数几个与医
院相始终的人。

同样受到秦润卿支持的，还有创办
于清同治年间的慈城云华堂。这是清末

民 初 宁
波一地较
有 影 响 的 慈
善 机 构 ， 以 办 理
育 婴 、 施 药 、 舍 材 、 埋 葬 等 善 举 为
主。1919 年，秦润卿成为云华堂董事
后，努力推动云华堂变革，使之从一
个传统善堂发展为以孤儿教育为主的
近代慈善机构。

作为上海钱业领袖的秦润卿，慈
善事业遍及各领域，以致当时的宁波
百姓“无论识与不识，无不知为吾邑
善人”。秦润卿的善举受到人们的广泛
赞誉。时人称其“笃于孝亲，厚于睦
宗，凡乡里善举，靡不尽力以赴”。上
世纪 30 年代发行的慈溪县小学乡土教
材，将秦润卿造福家乡的事迹编入其
中，赞其为“邑中善人”，以为垂范。

（张凯凯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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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重建方案进行专家评审。《早春二月》剧照。

普迪小学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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