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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文教之邦”美誉的宁波，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

走进宁波教育博物馆，纵览宁波教育史可以发现，先

秦时期，生活在宁波境内的古越人，崇武尚勇；到了明清时

期，宁波民生富足、文化昌盛，天一阁藏书成为这个城市最

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在这一“从剑到书”的历史演变中，

教育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推动角色。

因为教育，南宋时期宁波人才呈群体性爆发；因为教

育，宁波一个个硕彦鸿儒在浙东学派中熠熠生辉；因为教

育，当今的宁波以“院士之乡”引全国瞩目……回顾历史，

有太多宁波教育的人和事值得我们去挖掘、去铭记、去传

承。在又一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让我们向那些从没享受过

教师节待遇的教育大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追溯宁波古代的好老
师，东汉末年的虞翻当属第
一位。

自东汉至唐，余姚虞氏
先后有 20 余人载入国史正
传，加上其他历史典籍的50
余人，从历史文献可以检得
的余姚虞氏人物多达 70 余
位，其中封侯者7人，官至三
公九卿者10余人。其人才之
盛，成就之高，为浙东历史上
所罕见。究其原因，和虞翻开
创的“家学”不无关系。

虞翻曾为三国时期的孙
吴政权立下汗马功劳，也是
当时著名的易学家，在天文
历法诸子学等方面多有建
树。虞翻学问精深，对于家
族子弟的教导也非常重视。
光绪《慈溪县志》载，三国

“骑都尉虞翻，在鸣鹤场建
舍讲学，称虞都尉讲舍”，
这是有记载的宁波最早的
书院。

据传，虞翻的孙子虞谭

把多年治经的成果《易注》九
卷整理誊抄完毕，虞翻满心
欢喜，于次日携子孙登上余
姚的龙泉山，说：“你们要世
代居住在姚江之北。你们之
中肯定有人官做得比我大，
但名声恐怕超不过我……”
虞氏家族因此迁居至姚江北
岸的城内，世代做官，兴建府
第，到唐代的时候已形成一
条集市街区，人称“虞宦街”。
1929年火灾后街道重建，改
名“新建路”。

正是在尊文重教的家族
教育理念下，虞氏家学不断
发展壮大，除了研究《易》学、
史学之外，还广泛涉及天文
学、文学、书法，以及饮食、娱
乐等方面，诞生了中国首位
发现“岁差”的天文学家虞
喜，著有中国最早的菜谱和
食疗专著之一的《食珍录》的
美食家虞悰，被誉为“初唐四
大家”之一、编有《北堂书钞》
的书法家虞世南等。

到了宋朝，由于官办学校
和民办书院的兴建，宁波人才
群体性爆发。特别是南宋时
期，不仅诞生了宁波历史上的
首位状元张孝祥，宁波人在科
举场中还出现了父子、叔侄、
兄弟同科的美谈，史氏家族

“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
尚书，七十二进士”声名显赫。
南宋一朝，《宋史》立传的明州
籍人士达32人，其中5人位至
宰相，明州因此获得了“衣冠
文物，甲于东南”的美誉，出现
了“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人”
的盛况。而这背后，离不开一
个庞大的教育家群体！

说起来还得感谢大名鼎
鼎的王安石先生。北宋庆历
年间，年轻的王安石到明州
鄞县担任知县，他重视教育，
不仅月湖边创立县学，还遍
访山野诚邀有名的学者前来
任教，“庆历五先生”就此脱
颖而出！五人中的杜醇、楼郁
掌教县学，杨适、王说、王致
各自创立书院，传道授业，月
湖书声就此响起。

王说是王致的侄子，他
在鄞西改建其旧宅为“桃源
书院”，这是鄞县第一所民间
私立书院，一度成为甬上乃
至浙东学子最著名的修学之
地，培育出了许多科举进士、
要员显臣；楼郁除了掌教县
学，还到明州郡学讲学，后来
又迁到月湖竹洲，即今宁波
二中旧址处讲学，创办“正议
楼公讲舍”，是月湖第一家讲
舍。楼郁的孙子楼钥后来在
月湖南岸建“东楼”，藏书逾
万卷。

到了南宋，“淳熙四先
生”中的杨简在月湖碧沚讲
学，人称“杨文元公书院”；袁
燮在城南书院讲学；沈焕曾
任殿试考官，回乡后在镇海
南山书院讲学，开创了镇海
教育的先河，还与朱熹、吕祖
俭等在月湖竹洲讲学，后人
称那里为“沈端宪讲舍”……

月湖一带成为当时讲学
圣地，后来逐渐成为宁波教
育与学术的中心，大学者王
应麟、思想家黄宗羲、史学家
万斯同、全祖望等，都曾在此
定居或流寓讲学。直至近现
代，清末的辨志书院、民国的
鄞县女子师范学校，也以新
式教育的方式延续着宋代以
来的兴学求知之风气。月湖，
积淀着宁波千年的教育文脉
与灵魂。

明清的宁波教育家群体中，
出现了两座“高峰”——王阳明和
黄宗羲。

明嘉靖初年，王阳明回到余
姚，在龙泉山中天阁讲学，并亲自
订立学规《中天阁勉诸生》。王阳
明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去弊去
害”而“致良知”，教育要照顾学生
的心理发展水平，从学生原有的
基础出发，逐步提高加深。他认为
通过讲学这种可以交流、辩论的
方式，能促进学生对心学的理解
与领悟，因此他非常重视这种学
术活动。

王阳明的讲学场景有高度的
仪式性。在主讲人和听众之间，有
一位秉笔者，即记录，还有一位讲
友和一位质疑者。在讲的过程中，
讲友和质疑者不断提问、质疑，跟
主讲人展开讨论。王阳明规定，每
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
为自己亲自讲课的日子，其他日
子则由弟子钱德洪给学生们辅导

“良知”基本道理。遇到王阳明亲
自讲课的日子，听讲者多达 300
余人，中天阁容纳不下，有的人只
好站在走廊上听课。

王阳明去世后，王门弟子继
承阳明之志，在各地创建书院，兴
办讲会，使书院讲会盛极一时。王
阳明培育出的弟子、后学也逐渐
形成“姚江学派”，对宁波乃至中
国的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数百年后，有一位教育家十分推
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把
自己的名字“文濬”改为“知行”，
后又改为“行知”，他就是近代著
名教育家陶行知。

黄宗羲讲学的甬上证人书院
在宁波城西的白云庄，所谓“城
内天一阁，城外白云庄”，当年是
可与天一阁媲美的著名学术交
流场所。

黄宗羲反对空谈，讲究实际。
他既重视读书活动，也注重在实
践中学习各种本领，倡导学生成
为经世致用的人才。根据史料记
载，当时甬上证人书院所习课程
有经学、史学、文学，以及天文、地
理、历算等自然科学知识。学习过
程则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自修，
学生自学为主，研读经书之义。然
后是集讲，每月学生们自行组织
两次会讲，轮流主持，就某一论题
展开讨论与争辩。最后是问难，黄
宗羲来书院时，学生们可以去提
问，老师启发指点、解释疑惑。

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培养
了一大批学术人才，创立了以万
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郑梁为代
表的清代浙东学派。万斯同精通
史学，以布衣平民的身份参与编
修《明史》前后十九年，因顾念明
朝，拒绝清朝政府给予的所有俸
禄和职位。全祖望博通经史，绍兴
太守曾邀请他到蕺山书院任山
长，500余名学员慕名而集，学舍
人满为患。

明清时期，宁波还有两位到
海外传播儒学的教育家，即被誉
为“日本孔夫子”的朱舜水和被誉
为“台湾文献初祖”的沈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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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湖是宋朝讲学圣地、浙东学派熠熠生辉、“院士之乡”全国瞩目……

王阳明、黄宗羲和王应麟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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