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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地北儿歌汇
本报讯（记者 王冬

晓 文/摄）为迎接3月21日
“世界儿歌日”的到来，昨
天下午高新区贵驷街道工
作人员和里洞桥村新未来
幼儿园的小朋友组织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用儿歌唱
响春天”活动。

里洞桥村新未来幼儿
园 在 校 小 朋 友 300 名 左
右，八成以上是来自安徽、
四川和山东的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来自天南地北的小
朋友相聚在宁波，语言不
同，文化背景各异，该活动
旨在通过互学儿歌、学唱宁
波方言童谣让小朋友更好
地融入集体，融入宁波。

活动中，贵驷街道工
作人员还在校外邀请了企
业员工、外地学生和当地
老人等十人，分享了他们
童年时的歌谣。其中《摇啊
摇 ，摇 到 外 婆 桥》《剪 窗
花》等格外受欢迎。此外，
来自四川的小朋友带来的
彝族歌谣《上学歌》也给小
朋友带来了惊喜。

收藏者是民国慈北的教师

这些民国歌曲的发现者是正在编撰《掌起镇志》
的任永江。去年年底，他在收集掌起地方史料时，意外
得到了这份掌起镇厉家村厉德成老先生留下的史料。

一只铁皮盒子里静悄悄躺着十来张纸，分别是清
末、民国时期慈北地区安定、明强、敬乐等几所小学发
出的聘书，聘请厉德成担任教师、校长等职务。另外还
有几张科目课程表，以及一份手抄的三首校园毕业歌
曲。毕业歌曲词曲俱全，但都没留下作者姓名。

据了解，厉德成为掌起镇厉家村人，1873年出
生，去世于1954年。晚清秀才，在当时以书法闻名。
《四明书法家传》一书对他有简要介绍，称他“善书，
曾为洋山殿书壁。字体开张秀逸，极有功力”。洋山殿
仍在，但可惜厉老先生的书法没能保存下来。现在厉
老先生保留下来的书法作品是十多封书信，掌起镇
陈家村村落文化公园保存了一块他书写的墓表。

三首歌曲记录特殊学制

曾受邀为多所学校创作过校歌的慈溪市表演艺
术指导中心主任张峰，给这三首毕业歌的曲调作了
部分订正。

“今去了，此改业，彼升学……”三首民国毕业歌
中的《留别》曲调舒缓忧伤，饱含离情别绪，跟另两首
节奏轻快、六年毕业“志得意满”，以至于要互相叮嘱

“勿自封”的毕业歌风格明显不同，描述的是当时小
学生求学途中，一路升学一路与同学分离的场景。
《观海卫镇志》编委莫非介绍说，民国时期，小学毕业
就有资格考正式的教师。小学毕业即就业的情况，在
当时教育普及率不高的情况下属于普遍现象。

另外，《送别》中有“届修业，期满两载终”的字句，
而另两首毕业歌，都是“六年修业终了”“六年倏已
终”。同是小学毕业，为何出现了两年和六年的区别？

《观海卫镇志》编缉宓天玄介绍，清末民国时期，
慈北地区的学校受限于生源与师资不足，多为复式
班级（多个年级的学生就读于同一班级）。一些高等
小学堂只有两到三个年级的班级，但其实涵盖了多
个年级的学生；读完了六年书，但可能只读了两到三
个“班级”。“两载而终”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为何是毕业歌而非校歌？

厉德成自1906年开始执教，执教生涯超过40
年。他的曾孙厉家騄今年76岁，现居上海。

厉家騄年幼时曾听人唱起过《毕业歌》，另外两
首《留别》《送别》都未曾耳闻。据他推测，这是曾祖父
在慈北几所学校任教时校园内传唱的歌曲。

记者采访了几位上世纪40年代曾在安定、敬
乐、明强三校就读的老人，他们现在都年逾八旬，可
惜对这几首歌并不知情，因为这些歌并不是校歌。

可是，为什么厉德成留下的都是毕业歌，而不是
流传更广的校歌呢？张峰推测很有可能是厉德成曾
经参与过这些歌曲的创作，所以特别有感情。

“这三首毕业歌朗朗上口，词曲都较为完整。这次
发现的三首民国毕业歌，对于研究近代歌曲创作在慈
溪的发展历史，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张峰说。

三校在当时慈北堪称名校

与毕业歌一同发现的，还有厉德成受聘于
安定、明强、敬乐等学校的聘书。《观海卫镇志》
编委莫非介绍，民国以前慈北地区只有家族设
立的慈善性质的义学、私塾，在教学内容上，它
们可以说是近现代意义上新式学堂的起点，主
要面向家族内及周边贫困的农民子弟。采访中
记者惊喜地发现，这三所小学创办于清朝晚期、
位于现慈溪观海卫镇域内，经历了多次迁址、更
名延续至今，均已超过百年。

清末年间，厉德成受聘于安定学堂。学校旧
址位于现在观海卫北部的卫山学校。据《慈溪市
教育志》记载，它是当时宁波府由国人创办的第
一所新式学堂。1992年更名为慈溪市第二实验
小学。

1920 年，厉德成受聘于明强学校担任校
长。明强小学位于现观海卫镇湖东村的清节
祠，它在民国时期与沈师桥的另一所私立承
志学堂有“北承志，南明强”之称，新中国成立
后更名为典渡桥小学。1998年，该校与附近另
一所同为宓氏家族兴办的畲经学堂合并，即
现在的宓家埭小学。

厉德成保存的最后一封聘书，出自1934年
的鸣鹤乡区立敬乐国民兼高等小学堂，位于现
鸣鹤风景区里的彭公祠。现在的校名为观海卫
镇鸣鹤小学。

传承百年如今依然优秀

记者走访了这三所学校的旧址。安定学堂
上百年来经历了多次迁徙，其位于老观城西北
角的旧址现在是卫山学校的校园。半截围墙、四
间经过改造的老屋，还保留着已逝时代的一些
痕迹。记者在校园里走了一圈，这里书声琅琅，
儿童嬉戏，散发着校园特有的活力。

明强学校旧址所在的清节祠，现在是一处
市级文化保护点。前面的教室和后面的礼堂被
围墙隔开，大门紧闭、中段隔开，尚存七间校舍。
据了解，目前清节祠属于私产。而它的“后身”，
虽经多次更名、合并与迁址，但依然“健在”的宓
家埭小学，如今有10余位老师、200多名学生。
据了解，这些年，该校先后获得了“慈溪市文明
学校”“省课程试验先进学校”“优秀级教工之
家”等荣誉。

敬乐学堂所在的彭公祠现在是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受到了妥善保护。黑瓦白墙，在风格上
与古镇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就像一位操劳了大
半辈子的老人，正在安享清静祥和的晚年。由它
传承而来的鸣鹤小学，则因为1994年得到港胞
姚云龙先生捐资与镇财政共同投入，易地迁建
到了风景秀丽的杜湖畔。据了解，该校现有17
个班级，学生超过700人，珠心算、羽毛球和田
径三大特色教育在市内外均小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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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座被春风，几经切磋琢磨，朝夕
与共，届修业期满两载终……”这是一
首歌词隽永、富有民国风格的校园歌曲
《送别》，一同在慈溪掌起镇厉家村一处
老宅被发现的还有另外两首校园歌曲
《留别》《毕业歌》。这三首带着伤感又充

满朝气的毕业歌是谁创作的？曾经在哪儿唱响？在3月21日
“世界儿歌日”前夕，记者带着好奇去拂开岁月的尘埃。

□通讯员 杨贯 记者 陈晓旻 摄影 任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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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抄写在纸张上的歌曲

“各地儿歌大联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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