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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
那一缕绵长书香

宁波，书香之城，除了以‘天一阁’为代表的
藏书楼，更有大量的古时书院。其中有些书院，
与四明“庆历五先生”、晚明大思想家黄宗羲有
着密切的联系。

想要深入了解“书香之城”的宁波，就必须走
几处历史悠久、故事绵长的书院。让我们踏着深
秋的阳光，听着朗朗读书声，探访千年书院背后
的那些贤者以及那些书香浓郁的故事。

王安石推崇的宋代“清华北大”
打卡地：桃源书院

出了市区驱车一路向西，一路上《桃源乡志》中
描写的“依湖傍山，处处载满桃树”的情景划过车
窗。行驶三十公里左右，就到了四明山脉与鄞西平
原交汇处的横街镇，桃源书院就伫立在桃源溪的溪
畔、四明山峦的半山腰。从山脚下向上望去，烟幕缭
绕中桃源书院依稀可见。

还未登山临院，便见山脚下有一座高达四米的孔
子像，书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座孔子像是书院重开那
天特意从山东孔夫子的家乡请来的。沿台阶而上，走约
百十步，书院的楼门就影影绰绰。只见石牌正面书“桃
源书院”四个大字，后面写着“斯文不堕”，显得气势恢
宏。书院门口有一汪水塘，塘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
着宋神宗御笔亲提的“桃源书院”四字原书，极具历史价
值。书院大门口还立着两尊动作各异的雕像，细看简
介，一为桃源书院的创建者王说先生，另一位是当时
鄞县的地方官、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

书院内中堂，上有匾额：酌古堂。据史料记
载桃源书院是由宋代教育大家王致、王说叔侄
二人创建，叔叔王致先将自己的旧宅“酌古堂”修
葺一番后，开门收徒。到了侄子王说接了叔叔的
班，才改名为“桃源书院”。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庆历五先生”中的三位教
育大家先后在桃源书院讲学，优秀教师们的到来，吸
引大量周边学子前来听讲，一时间可谓文风蔚然，书
声琅琅。桃源书院的名声越来越响，唐宋八大家之
一的王安石也来此上课，渐渐成为浙东地区的“清
华”“北大”。从桃源书院出来的学生，被当地人称为

‘小邹鲁’。为表彰桃源书院的优秀功绩，熙宁九年，
宋神宗御书“桃源书院”四大字赐焉。

如今的桃源书院是近些年重建的，重建书院中
还有一个感人的爱乡故事。10年前，曾任《中华书
局》总编辑30多年的著名国学大儒傅璇琮回到家乡
宁波，在横街镇桃源书院遗址附近考察后，满怀期望
地提出希望能够重修这所有着千年历史的桃源书
院。为了重建桃源书院，傅璇琮这位生于上世纪30
年代的老人，一次又一次给宁波方面写信，提出自己
的独到见解，并询问书院的筹建情况。另一方面，自
己也一头扎进书海，寻找有关明代浙东建筑的书籍，
并将图纸整理成文字一同寄来。书信往来最频繁的
时候，傅璇琮老先生每周都要往家乡寄信。老先生
这种孜孜不倦的爱乡精神打动了许多人，最终在一
位企业家的倾囊相助下，桃源书院得以重见天日。

开启浙东学派百年传奇
打卡地：甬上证人书院

在海曙区西郊管江岸，有一处闹中取静
的庄园，唤作“白云庄”，这里曾是大名鼎鼎
宁波万氏的别居。

在白云庄的一间堂屋内，摆放着数十座
栩栩如生的蜡像，这些人形蜡像身着明服，
表情生动，他们有的坐于木椅之上，有的分
列两旁，所有人的眼神都望向主座的两位长
者，大家似乎都在认真听讲着什么。这里就
是大名鼎鼎的“甬上证人书院”。

书院的故事要回溯到清朝初年，主人家
万家的几个“文艺青年”像万斯大、万斯同、
万言等，与宁波本土的学子董允瑶、陈芝紫、
陈自舜、陈赤衷等人组成的“澹（dan，第四
声）园社”，合并为“策论之会”。这个“策论
之会”就是甬上证人书院的前身，成立的时
间大致在康熙四年。

由于万家当时的主事人万泰很仰慕黄
宗羲，就跑到余姚向黄宗羲求教。黄宗羲欣
然应允，康熙六年（1667年）黄宗羲第一次来
讲学，第二年又一次来到甬城教书，同一年
黄宗羲改“策论之会”为“甬上证人学院”。

作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
的黄宗羲，在城内讲学的次数都很少，而在
西郊白云庄的甬上证人书院内，黄宗羲前后
一呆就是七年。

现在去书院参观的游客可谓是赶上了
好时候，今年年初书院关停了两个多月，进
行重新改造。今年5月29日，是其改造后再
次与市民见面。大门通道两边种满青青翠
竹，寓示着里面的人物一个个具有高洁的民
族气节。第一个展厅依旧是“甬上证人书
院”，展示了当年黄宗羲给弟子讲学的场景，
两边墙上还挂着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同、李
邺嗣等黄宗羲“十八高弟”的简介。

再往里走，便进入放映厅，一部8分钟
的《白云庄》宣传片，形象地告诉游客“甬上
证人书院”是怎么一回事，从而让你明白“浙
东学派”又是怎么一回事。

继续向前，就是万氏家族的后院，这里
安葬着族中的先辈。每年清明，族人和文化
机构会来此祭拜。

记者站在书院的正堂中，耳边回荡着
文史专家方祖猷的讲述：这里上课的作息
时间已经和现代的学校相似。每日早上日
出时分，大家前往书院上学。在正式上课
之前，学生们先进行早读（讲覆诵毕），早读
结束，再听老师讲习，相互辩论。到了中
午，午餐时间大家一起吃午饭，不过不能喝
酒。补充完体力，下午继续上课，一直讲到
日落才停止。

体验原汁原味的讲读文化
打卡地：城南书院

位于南塘老街的城南书院，是一
处历史悠远、故事绵长的宁波书院。
作为以传统本地美食、古建筑群为卖
点吸引游客的南塘老街，这里的人文
气息也很浓厚。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南塘老
街二期，城南书院就坐落于古戏台的东
侧，这里是宁波人重要的学术重地。说
起该书院的历史，要追溯到北宋庆历年
间，被称为“庆历五先生”之一的历史名
人楼郁在竹洲开办书院，名“城南书
院”。后来书院又先后更名为“竹洲三先
生书院”，清光绪五年（1879年），宁波知
府宗源瀚在书院原址办“辨志精舍”，建
有讲堂厅、学子宿舍等院舍，开设汉学、
宋学、史学、舆地、算学、词章等学科。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南书院的建筑
主体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但作为宁波
历史上的重要文化场所，其所蕴藏的文
化价值至今依然留存。2016年，城南
书院复建。如今的城南书院周边是烟
雨古巷、青砖白瓦的石库门老宅，书院
内经常主办各类文化论坛、专家讲座，
可谓文化气息浓厚。

据文史专家介绍，南宋时期的哲学
家袁燮就曾主讲于城南书院，而中国人
民电影事业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
一的袁牧之，就是袁氏家族的后人，袁
牧之的故居也在南塘老街内，真可谓是
一种历史的传承。 记者 朱立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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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官方推荐：

书香宁波书院人文之旅：甬上证人
书院—城南书院—桃源书院—球山书
院—蓬莱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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