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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作者曾执教北大 曲作者曾是效实老师

自4月1日起，现代金报、

甬派、宁波市文艺教育指导中

心联合启动“唱响我的校歌”

2023年春日歌会活动，面向全

市大中小学征集校歌合唱视

频作品。活动推出以来，主办

方不仅收到了大量校歌作品，

而且从这些校歌中发现了不

少精彩之作。

“慈湖湖水清且涟，阚峰

罗列高插天，下有文元旧讲

舍，教泽留存数百年……”这

首饱含深情、催人奋进的歌曲

是宁波市慈湖中学的校歌，首

刊于上世纪 40 年代，传唱至

今已有 80 多年。词作者魏友

枋和曲作者阙仲瑶都是百年

前的教育者，至今，这首校歌

依然散发着励志、抒情的时代

力量。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戎骁

慈湖中学校歌原名为《慈
溪县立初级中学校歌》，创作
时间因年代久远已难以考证，
但学校至今保存了一本印有
校歌的油印本，刊于1941年。
这也是目前发现的该校歌最
早公开刊印时间。

一首校歌，能传唱 80 多
年，这在宁波教育界并不多
见。词曲作者是谁呢？翻开这
本已经泛黄、残破的油印本，
我们找到了答案，当年参与创
作的两位先生大有来头。

据文献资料记载，这首校
歌的词作者魏友枋（1869 年-
1948 年），字仲车，慈溪县（今
江北区慈城镇）人。魏先生出
生于书香门第，从小接受家
教，并在慈湖书院求学、讲学。
后来，他中了举人，受命到广
东某僻远小县做县令，但清政
府摇摇欲坠，他毅然决定弃政
从学，到杭州“求是书院”继续
求学、讲学。随后，这个书院改
为“浙江高等学堂”(即浙江大

学前身)，他在那里继续任国文
教授，陈布雷、邵飘萍等人都
曾受教于他。

1917年，魏友枋受蔡元培
先生的邀请到北大执教国文，
在北大授业十年。晚年的魏先
生闲居慈城故里，写诗作词，
猜测也是在那时他为慈湖中
学创作了校歌的歌词。

曲 作 者 阙 仲 瑶 (1899—
1974)，学堂乐歌时期音乐人，
原名玉麟，丽水市莲都区碧湖
镇人。1921 年毕业于上海音
专，在明星歌舞团伴奏，历任
丽水处属联立中学、浙江省立
十一中学、省立宁波中学、省
立温州中学音乐教师，编写过
《小提琴演奏法》《笛演奏法》
等教材。

1947年，阙仲瑶任丽水私
立南明中学校长，第二年任浙
江省第七区(丽水)保安司令部
政工科科长。1951年，阙仲瑶
在宁波效实中学任教，编辑出
版《苏联歌曲选》两集。

慈湖湖水清且涟，阚峰罗列高插天，
下有文元旧讲舍，教泽留存数百年。
泰西新学日东渐，莘莘学子夥且贤。
朝起闻诵读，暮来动管弦，
弦歌兮不绝，精进兮无前。
愿地灵兮人杰，为国事兮者先鞭。
努力努力，誓无负大好之山川。

附：《慈湖中学校歌》歌词

时光荏苒，传唱至今的校歌曲调，
已经和最初的版本有所不同。慈湖中
学音乐老师姚汀，近十年参与过两次
校歌重新编曲工作，一次是2012年，
另一次是2022年。

“2012 年，正值学校 110 周年校
庆，我第一次拿到纸质曲谱，很激动，
内心充满使命感。”姚汀说，当时他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乐谱数字化，进行
由单声部旋律到二声部的合唱录制。
同时，配器方面也进行了新的尝试，注
入更多现代元素，使得整首歌曲丰满
厚重，让百年校史的校歌重焕新“声”。

10年后，到了学校120周年校庆，
姚汀又在时长、节奏、配器上进行修
改，让校歌的旋律更加恢弘大气。曲子
的时长从原来的2分36秒缩短到2分
18秒，更为短小精悍；曲子节奏更快、
更紧凑，如“愿地灵兮人杰”的“兮”，
由原来的半拍改成一拍半，更符合4/
4拍的强弱规律，从而在演唱中更有
律动感。在配器上，也是从原来的电
脑midi编曲转为交响乐器演奏录制，
更恢宏大气，听感也更自然。

歌词虽然只有80多个字，
却有着跨越时空的“魔力”，吟
唱者能从歌中感受文脉赓续，
体悟沧桑巨变。

慈湖中学创立于1902年，
是慈溪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其
前身为慈湖书院。

相传三国时，吴相阚泽隐
居于湖边的山脚下。南宋时
期，名儒杨简筑室讲学湖上，
从而慈湖为兴学之所，后建慈
湖书院。因吴相阚泽旧居在
此，故校园之后的山称“阚
峰”，校园之前的湖称“阚湖”。
后人因杨简号慈湖先生，遂改
湖名为慈湖。校歌唯美的开
头，“慈湖湖水清且涟，阚峰罗
列高插天”，灵感正是来自慈

湖中学周边的美景。
1934 年，旅沪人士秦润

卿、杨省斋、杨逊斋、何旋卿等
念毕业生外出升学不便，提出
筹建中学，该年三月二十日经
当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在慈
湖书院原址成立慈溪县立初
级中学，慈湖北岸“朝起闻诵
读，暮来动管弦”。

1948 年，得同乡秦润卿、
陈布雷、陈叔谅、包玉刚、王伯
之等赞助，在学校原址重建校
园。1949年1月落成第一幢教
学楼，称“四九楼”，正中悬匾
额曰“山抹微云”。从此，窗明
几净，诵读有所，出现校歌中

“弦歌兮不绝，精进兮无前”
景象。

词作者是慈城人
曾在北大执教

B 歌词80多个字
写尽沧桑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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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在今天看来，这首校歌的歌
词有些是文言词句，不太好理解，但
在慈湖中学，却是人人都会背唱。

高一（9）班叶子琪同学说：“每届
高一新生入校课程中，都有校歌学
唱。校歌在耳边响起的频率很高，每
周升旗仪式以及重要节庆日上都会
播放。”她说很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
歌承载着学校人文荟萃的悠久历史，
记录着弦歌不绝的治学风范，昭示着
继往开来的探索精神与进取之心。

还有1个多月就要毕业了，高三
（8）班沈思依同学说：“湖水荡漾、歌
声悠扬。六月的艳阳正好，意气奋发
的身影即将踏上新的远方。校歌陪伴
我们三年，见证着我们成长，它跨越
时空与我们相遇，又目送我们离开，
告别之时，即使不舍，也要心存感激，
将记忆装进行囊。蓦然回首，铿锵的
旋律依旧会在记忆深处熠熠生辉。”

虽是文言文歌词
每个学生都会背唱

两次校庆
校歌有两次修改

D

慈湖中学校歌 百年跨跨越越

魏友枋先生资料图。

校歌油印本。学校供图

学生合唱。 校歌MV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