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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本是表示不畏年龄增长，要坚定不移，奋发

有为之意，用于老领导与前辈夏崇德先生身上，十分切合。从近十年前我与

夏先生接奉学校编纂百年校志之命，我俩担任主要编纂责任人开始，迄今在

搜集整理有关校史资料、解读校史著名人物著作、关注校史遗迹、利用校志成

果以及编纂校志经验教训总结诸方面，先生一如既往，孜孜不倦，未尝停歇。

如今，当我面对夏先生新著《徐道政诗文集》一书时，便情不自禁地涌起联翩

感想。

台州学院办学历史百有余年，可歌可泣可圈可点者数不胜数，而当年浙

江省立第六师范学校首任校长徐道政便是其中之一。由于近一个世纪来的

复杂历史原因，我校办学历史档案遗失极多，尤其是早期办学历史资料仅余

零星，徐道政校长及其在台州办学经历亦不例外。我们为了追寻历史踪迹，

在编纂校志搜集史料时费尽心血，虽有所收获，然所得有限。《台州学院志》

（2009）出版以来，我们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寻觅有关线索，追踪查找，在

各有关档案馆、博物馆收藏品中披沙拣金，还利用互联网查找。夏先生尤为

着力，数年以来一直坚持搜集徐道政所存世之诗作，因为徐道政诗集《射勾山

房集》已经佚失，故其所遗之诗均需费甚多功夫，犹如集散珠成串，颇为不易。

前几年将搜寻所得编成《徐道政诗文选》，为方便阅读普及之需，加了注释，由

校志办公室印行问世，作为校史教育、办学传统教育之用。徐道政曾是南社

早期社员，先进青年与活跃人物，作有大量诗歌，后来还编有诗文别集《射勾

山房集》及诸暨全县诗选《诸暨诗英》等，如今仅后者尚存，令人扼腕叹息不

已。今年初，我在校点整理《洪颐煊集》（与临海博物馆徐三见合作），需要进

一步寻觅洪氏遗著，搜索有关图书馆、博物馆藏品时，竟意外发现博物馆藏有

徐道政任职台州期间所作《天台纪游》诗集一册，惊喜之余，赶紧告诉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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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之联系阅读抄录事项，夏先生遂顺利抄得此集，得诗三十余首，十分高

兴。此为搜寻徐道政诗文的一个重大收获。不久，我又发现还有徐道政遗著

《东游草》保存于校图书馆，上海新学会社印行。据自序可知，徐氏任职于第

六师范学校时，浙江省教育厅组织有关人士十六人赴日考察教育，于戊午嘉

平月（1918年1—2月）由上海港乘日船“香取丸”东驶，在日考察两周，后渡对

马海峡，取道三韩（朝鲜半岛）回国，二月七日（1918年3月19日）回到上海。

此番赴东瀛考察行程“一万六千里，为时一月有八日。盖已环游黄海一帀（匝

之古字）矣”。此集作品多可补徐道政在台州办学史料记载之缺，还可丰富充

实我校早期办学历史之截面，十分珍贵。我将此事告诉夏先生后，先生欣喜

不已，复拟如前去抄录。适逢校图书馆夏哲尧兄有事前往，彼尝为全国古籍

普查员，拍摄古籍经验丰富，我遂请哲尧兄摄回，转交夏先生。先生得此新资

料，热情高涨，益发专注于徐集之整理注释，8月底或9月初将全书文档交我，

嘱我写一篇序。我因琐事缠身，迁延至今，思之歉然。复念先生是我入校中

文系时第一位领导，后来担任学校主要领导多年，今年届八旬，致力于校史研

究，著书不休，关心传统教育，非“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者乎! 因怀抱肃

敬之意，乃不揣愚陋，爰述缘起，弁诸简端，以为他日考镜之券云。

胡正武

岁次丙申九月二十日

书于鹿城临海菊筠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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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政行略

1866年（清同治五年），徐道政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化泉乡黄畈阳村（今

诸暨市璜山镇东庑村黄畈阳自然村）。初名尚书，字平夫，取“匹夫平天下”之

意（据《礼记·大学》和顾炎武《日知录》取之）。后易名病无，取“君子病无能”

之意（语出《论语》“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徐道政年幼聪颖，三岁“识之无”，五岁“趋鲤庭”，接受父训，开始诵读“四

子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因母亲早逝，家境贫寒，十六岁前，

他就帮助家里下地“芸耕”。十六岁时“重入塾”，经三年苦读，通晓文史。二

十岁便能“缀文”，“落笔鬼神惊”，写得一手好文章。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徐道政参加乡试，中举人。

1904年（光绪三十年），徐道政受乡贤吴忠怀（光绪元年恩科举人）之邀，

把翊忠书院改为新式学堂，称公立翊忠高等小学堂，为校董会成员之一。后

来成为民国上将的蒋鼎文曾是他的学生。

1905年9月，徐道政为诸暨斯民小学校歌作词:“五指峥嵘太白东，上林

文化孕育中。我辈同到光明地，快乐真无比! 启我本能迪我心，自勉自尊万

事成。愿我少年振振振，努力向前进!”告诫少年同学“自尊自勉”、振奋精神、

努力向前，去实现光明理想的社会。

1908年，徐道政所辑《说文部首歌括》，由上海会文学社出版石印本。后

被教育部门定为初级小学教科书。

1909年（宣统元年），徐道政受聘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优级中国文学

科。同科执教的还有马叙伦、朱祖希等。

辛亥革命后，徐道政虽已四十余岁，还“上华京”考入京师大学堂，专攻中

国文字学，获文学学士学位。他钻研许慎《说文解字》，学有心得，又善音韵，

遂批评段玉裁之注释，尝谓段氏知叠韵而不知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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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秋，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

师），徐道政任职于此，教授《说文解字》，与其同时任教的还有经亨颐、李叔

同、夏丏尊、陈望道等。他的教学风格，与钱玄同、黄季刚、刘师培、刘大白、刘

半农、梁漱溟等相似，在当时都是以审慎严密著称的。

1914年春，徐道政由陈虑尊介绍，在一师与同仁夏丏尊、徐作宾、郦忱、姜

丹书、陈子韶等同时加入南社，其编号为第457号。在南社，他好诗，尤长古

风，且积稿甚富;书法镌刻，则擅篆体。《南社丛刻》曾刊载其诗文多篇，有《浙

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志序》《得古琴记》《与柳亚子书》《再与柳亚子书》《游颐和

园同卢临仙田多稼》《南湖记游》《端节顾竹候招食粽》《送长沙李任庵赴天山》

《短歌行赠蒋宰棠麐振》《与张霞轩话别次蒋棠原韵》《清明还家扫墓》《喜长沙

李丙青重来武林》《闻同学管锴警耗》《忆梅》《留别北京大学校四首》《题亚子

分湖旧隐图》《柬亚子》等。

是年，柳亚子和徐道政相晤于杭州，饮酒赋诗，欢叙多日。别后，徐道政

致书柳亚子云:“足下期期艾艾，令人绝倒。仆以为处无道世，何事多谈，然足

下虽口吃，而善著书，仆则谓不如并书不著也。窃本此意，为一绝云:‘茂陵我

亦慕相如，口不能言善著书。不若并书亦无有，韩王湖上只骑驴。’足下以为

如何?”同时，他与马一浮、余铁山也颇有交往。马一浮亦曾赋诗见赠:《徐病

无以曩年月夜见怀旧作见示，余铁山和之并以见贻，率酬一首呈两君》。后

来，徐道政还结识了张味真，并“北面受业”跟他学古琴，又斥十二金买得古琴

一张，且撰文一篇以志欣喜。南社才艺蔚然称盛，而徐道政能琴，其艺另辟

蹊径。

1915年10月，徐道政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临时增刊”题

词，同时还有校长经亨颐的题词:“锻乃身炼乃意愿鼓教育之洪炉融合文武为

一体乙卯十月。”两题词均刊载于学校的《运动会》一书。

1917年，徐道政所编纂的《中国文字学》由武林印书馆出版，为学界所重。

是年，徐道政任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校长，至1920年7月。在任期间，学校

建造楼房，添建教室，修整宿舍，改造校门，校容校貌焕然一新。同时还在道

司杨氏公祠增设附属小学，作为师范生的实习基地，使学校规模、体制基本完

备;学生（六师与六中）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联合台州各界人士成立“台州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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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编印《救国旬刊》，组织“宣讲团”，揭露北洋政府卖国罪行，宣讲禁售日

货。在任期间，他兼教国文习字课。在教学实践中，他以诗歌的形式（即以自

己所辑的《说文部首歌括》），阐述汉字的结构。同时，在行政、教学之余，还以

台州的人事景物为题材赋诗多篇，有《南山殿怀张睢阳》《晚登南山望江楼》

《陈忠节荒墓》《章家溪访陈铭生茂才懋森》《金鳌山怀古》《偕杨梓青游云峰》

《登望天台》《望江门平海楼联》等。

1918年清明前，徐道政率学生四十人，并偕友人杨聘才、教员张味真、方

列泉、邱梅白及其儿子颂棫游览天台。还写下了《天台纪游》诗三十多首，后

油印成册。

1919年1月29日，大年二十八，徐道政冒着风雪乘坐浦阳江的航船转道

杭州到达上海，于除夕日乘“香取丸号”东渡日本进行教育考察。此次考察由

浙江省教育厅组织，各省立师范校长参加。团长是后来替代经亨颐任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校长的陈成仁，同行有包仲寅等十六人。徐道政于正月初二上午

十一时到达长崎港。初四日大雪，从长崎到福冈，由福冈邮便局长镰田君引

至旅顺馆住宿。考察西京以后，于初九日晨游东京上野公园，考察并游览博

物馆、御河、禁城。东京考察期间，徐道政得到了乡友斯夔卿的热情接待，并

陪同游览。元宵节那天，斯夔卿还在寓所设宴招待徐道政及同团考察的王松

渠、管线白等人。是日晚上，诸暨同乡二十二人又在东京开欢迎会，盛情招待

徐道政。对此“新春雅集”，徐道政诗曰:“饮极乐。”

1919年3月8日（农历二月初七），徐道政回到上海。在日本游览两旬

后，乘船渡对马峡，准备“取道三韩回国”。他由下关乘轮船，经一夕后抵达朝

鲜釜山。徐道政此行共一万六千里，为时一个月零八天。在东渡考察期间，

共写了七十余首诗，汇编成《东游草》（上海新学会社印行）。

1919年10月19日，海门商学联合会查得大批日货，货主率众夺回，台州

教国协会派代表蒋径三等十人赴椒。21日，海门商学联合会以奸商恃势逞

蛮，复电催台属各团体赴椒。22日，救国协会会员及浙江省六中、六师各校学

生四百余人集队赴椒。临海县知事庄纶仪柬邀台州救国会会长项士元、六中

校长毛云鹄、六师校长徐道政、劝学所长严秉钺及县政府科长李超群、谢锡爵

等推项士元、严秉钺、李超群、徐道政、毛云鹄、张冶、郑粹夫、张任天八人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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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由黄继忠、陶寿农等出任调解。各校学生及各团体代表六百余人齐集大

校场拟游行示威，镇守使何丰林派阮参谋长出任解排。路桥周天成、陈天兴、

新大昌、宜兴泰各号缴出日货白布五十匹，众怒始渐平。

1924年冬，徐道政为《雁荡山志》作序。《雁荡山志》由蒋叔南编撰并自

序，为此志作序者，还有康有为、李洣、刘景晨、刘绍宽等人。

1929年9月，徐道政为斯民小学撰写《斯民校舍记》，记叙校舍从兴工到

落成的过程，从而表达了自己热爱家乡、热心教育的情怀。

1931年，徐道政纂修《暨阳大成徐氏宗谱》三十九卷。是年夏，作书一联:

“至人旧隐丹云谷，数间茆屋苍山根。”自中年以后，他即得幽忧之疾，且感于

身世，百端交集。此联则流露了他内心息影林泉的情感。

1935年，徐道政选录宋至民国八百多年间一百四十九位乡贤的代表诗作

一千三百余首，辑成《诸暨诗英》（1936年出版石印本，共十八卷四册）影响甚

大。是年，他还为有“中国砩矿第一人”之称的何绍韩宅第题词“潜庐”。“潜

庐”位于杭州“紫阳泉”后山。

1944年，徐道政为诸暨同文中学（今诸暨牌头中学）校歌作词:“允常旧

都，南极勾无，竹简良材举世无。十年教训沼强吴，薪胆起霸图。拯民救国学

愈愚，纵鼙鼓声声，还读我书。越山高，孤狮陡，浦阳深，流不污。教泽高深，

与之俱。”希望同学们发扬先辈发奋图强的精神，为“拯民救国”而努力学习!

1946年，徐道政携诗一卷向马一浮示之，受到他的好评。马一浮《题徐病

无诗集，时方病目》曰:“勾无山民年八十，颊如婴儿眼如日。袖中示我一卷

诗，篇篇出语皆奇崛。”

晚年，徐道政隐居黄畈阳，自号射勾山民，种花自娱，纵情诗书，并选诗千

余首汇成《射勾山房集》。八十二岁时，他还以“击壤老人”的名义作书一帧致

当时的诸暨县县长祝更生，以表彰其政绩。

1950年，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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