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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越大地乃名士之乡袁物华天宝尧人杰地灵遥 坐落在书圣故里的蕺山中
心小学袁前身即是被誉为千秋正学的刘宗周大儒主持的蕺山书院遥弦歌相继
数百年袁正学之风代代传遥书院袁作为古代社会的一种基本教育制式袁虽不免
有其历史风尘的遗留袁但必然也有其文化精华的承传袁需以发扬遥 中国书院
始建于唐袁历经宋尧元尧明尧清四个朝代袁经久不衰遥这种体现民族传统文化特
色并符合东方思维方式的教育组织形式袁 必然会对中国教育产生深远的影
响遥 从现代教育的视角袁用批判继承的思维袁反思并审视历史上书院的教育
文化内涵袁我们不难发现多有一些精粹的教育思想袁可以古为今用遥 如教育
重在立德修身尧敬奉礼仪尧躬行实践曰书院的运作袁融教育尧教学尧研究为一
体曰教学强调质疑问难袁提倡不同思想尧流派的自由交汇曰师生以道相交袁关
系融洽等等遥 所有这些袁在当今时代依然有其强大的生命活力遥 蕺山中心小
学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行旅中袁力求有拓展式的成长袁从许多方面正以
全新的面貌崛起袁如在校史文化的开发方面即有了筹建野蕺山新书院冶的大
手笔袁它不仅是对越中先贤刘宗周精神的传承弘扬袁更是为绍兴野书圣故里冶
这一历史文化街区袁为 2500年的野蕺山文化冶增光添彩遥 当然更重要的是为
校园增设了一方推进国学教育的重要基地遥在野蕺山新书院冶里有野刘宗周纪
念堂冶袁有野蕺山教育陈列馆冶袁有野蕺山大讲堂冶 袁还有野蕺山新书院国学研习
班冶等遥

更为可喜的是由全校教师群策群力袁并由校长尧省语文特级教师叶燕芬
主编的国学研习班课本叶蕺山新书院国学读本曳即将由宁波出版社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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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遥 这套校本教材分低尧中尧高三册遥 以野越文化冶为主线袁把国学教育与乡
土教育结合起来袁既可以深化儿童的乡土情怀袁又使国学教育从本土出发的
资源优势得到最佳发挥袁从整体构架到选文袁都具有鲜明的校本特色遥

历史总是在不断展示她的新貌袁回首往昔要要要
野兹山即刘子讲学坛袁望诸君立雪坐风追踪往哲曰
此地是越王采蕺处袁愿吾侪卧薪尝胆励志前修遥 冶
这是 1917年蕺山新学堂初建时所立的校联遥 2013年我有幸躬逢野蕺

山新书院冶筹建之盛袁校方命我为新书院题联袁心潮涌动袁遂成院
野刘子慎独袁后继有众曰
蕺麓依旧袁书院出新遥 冶
拙作虽不免狗尾续貂袁难登大雅之堂袁但从学校发展计袁思昔观今也不

失为一种见证袁更何况今日新书院又有了她的新课本袁就不揣浅陋袁信笔收
录于此了遥



一套原生于教学实践的校本教材叶蕺山新书院国学读本曳袁在全校师生
的努力下袁终于正式出版了遥 这无疑是蕺山中心小学课程改革中的一件大事遥

蕺山袁是绍兴古城内三座主要小山之一遥 传说古时山上生长一种蕺草(鱼
腥草)袁叶有腥味袁越王勾践尝吴王之秽袁而采食蕺草治口臭袁从此名为野蕺
山冶遥 晋代书圣王羲之曾任会稽内史袁背靠蕺山建故宅袁故此山又名野王家
山冶遥 山之西南麓袁蔡元培祖上曾置故居袁1868年 1月 11 日大教育家蔡元
培诞生于此噎噎美丽的传说与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濡染袁 让蕺山文化源远流
长袁充满着神奇的色彩遥

蕺山书院袁起源于南宋乾道年间韩琦六世孙韩度的野相韩旧塾冶遥明末大
儒王阳明的弟子刘宗周在此讲学十五余载袁创野证人书院冶袁树野蕺山学派冶遥
这位被叶明史曳写下八千余言长传的一代宗师袁其提出的野敬诚冶野慎独冶学说
被后人誉为野千秋正学冶遥 当时蕺山证人书院美名远播袁集聚了黄宗羲尧陈确
等一大批名人雅士在此研究学问遥 清康熙五十五年渊1716冤袁知府俞卿捐俸
重修书院袁改名蕺山书院遥 书院持续近两百年不衰袁著名学者全祖望尧蒋士
铨尧徐廷槐尧魏晋锡等都曾在此担任山长或主讲遥作为大越古都坐标的蕺山袁
从此又成为越中文化教育的标志袁梁启超在叶饮冰室文集曳中赞道院野江浙名
人大半出于门下浴 冶

光绪二十八年渊1902冤袁爱国人士徐锡麟等在此办新学袁建山阴县学堂袁
成为绍兴有史以来第一所野班级授课制冶的公立普通高等小学堂遥 著名文学
家尧史学家范文澜袁数学家陈建功袁农业兽医学家蔡无忌袁生物学家周建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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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美籍华人尧加州大学教授冯泽云等都曾启蒙于此遥 学校百年磨砺袁弦歌
相继袁1956年正式更名为 野蕺山中心小学冶袁2005 年坐落于蕺山西麓的新
校落成袁2013年学校设立书圣校区和行知校区袁成为市区规模学校袁展开了
蕺山中心小学这所百年名校现代发展的新篇章遥

回顾蕺山中心小学百年发展的轨迹袁我们不难看到其依托的是古越文化
的壮阔背景袁传承的是蕺山书院的教育文化遥这不仅为百年名校的优质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袁也为学校的教育文化谱写了壮丽序曲遥 在批判中继承袁
在继承中弘扬袁学校在传承蕺山书院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提炼出野传承书院文
化尧构建和美教育冶的办学愿景袁并以此为圆心袁辐射到学校管理文化尧课程
文化尧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等各个方面袁全面提升办学品位遥 在秉承书院文
化袁着力建构和美教育体系中袁力推野蕺山新书院冶项目建设袁以此成为蕺山
中心小学这所百年名校现代发展的特色和方向遥

学校启动野蕺山新书院冶场馆建设遥分设野新书院门厅冶野校史陈列室冶野蕺
山大讲堂冶和野国学研习班冶四部分遥建立新书院运作机构及学制遥设总院长尧
导师副院长尧学生副院长各一人袁由导师副院长总揽教务工作遥 新书院学制
六年袁分设低尧中尧高三个学段遥诵读叶蕺山新书院国学读本曳袁考核评价后袁颁
发结业证书渊年段冤和毕业证书袁同时开展数字化网络运作遥以野蕺山新书院冶
实体为基础袁并尝试借助野数字校园冶袁以推进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课程设置
和考核评价遥

为此袁校本教材叶蕺山新书院国学读本曳的编印袁既是全校师生追寻先贤
足迹的见证袁更是百年名校现代发展的时代要求袁可以这么说袁她起着承前
启后尧举足轻重的作用遥 这套教材分低尧中尧高三册袁将国学经典尧古越文化尧
蕺山文化等国学资源充分整合遥 各册有选择地分设野蕺山寻踪冶野越州揽胜冶
野越中诗词冶野古文雅诵冶野古谜古训冶和孔孟百家经典采撷等板块遥 从深厚的
文化积淀出发袁对基于地域文化的国学经典诵读进行有益尝试遥

国学大师南怀瑾曾经说过院野在心灵纯净的童年时期记诵下来的东西袁
如同每天的饮食袁会变成营养袁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遥 长大之后在学习尧工作尧
待人接物中自然运用出来遥 冶我们相信袁叶蕺山新书院国学读本曳定能润泽蕺
小学子精神世界袁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袁使他们感受人性的光辉袁享受奋发
进取的快乐和幸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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蕺山品韵

蕺山，位于绍兴市区东北方。《山阴县志》谓：“山多产蕺①，蔓生，茎

紫，叶青，其味苦。”据《嘉泰会稽志》记载：“《旧经》云：越王②嗜③蕺，采于④

此山，故⑤名。”晋代，王羲之出任会稽⑥内史⑦，曾建庭院在蕺山南边，也

就是现在的戒珠寺，所以，它又称王家山。山上苍松挺秀，古迹众多。登

山远眺，就可看到古色古香的市区，又能望见河流纵横的近郊，古城水乡

景色，历历在目。蕺山以北是绍兴交通密集之地，铁路、公路、水路的对

外连接，大多出自城北。山上远眺，以静观动，看到的是流动着的绍兴，

是绍兴发展的缩影。现在，山上已经修复的主要建筑物有文笔塔、蕺山

书院、蕺山亭、冷然池与冷然亭等。

①蕺：即蕺草，也称岑草，鱼腥草，有清热解毒、消肿排毒的功效。

②越王：即越王勾践（约公元前 520 年―公元前 465 年），夏禹后裔，越王允常之

子，春秋末年越国国君。

③嗜：喜爱，爱好。

④于：介词，在的意思。

⑤故：因此。

⑥会稽：中国古地名，宋代后一直指浙江省绍兴市附近的辖区，曾指以今天的苏

州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在这里指浙江绍兴。

⑦内史：官名，在晋代属五品官。

到蕺山去找一找蕺草（即鱼腥草）。

1. 蕺麓今忆

查查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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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读本蕺山新书院 （中段）

文笔塔位于蕺山之巅，原名“王家塔”，1937 年，因侵华日军建碉堡

而毁。现塔于 2003年在“王家塔”原址重建，因蕺山从晋代开始文风蔚然①，

学人辈出②，所以新塔建成后命名为“文笔塔”，借以重塑学术之风，弘扬

文化事业。文笔塔是砖混结构，呈八边形，塔基每边长 4 米，塔高 36.8

米，外面看起来只有五层，其实共有七层，有双梯贯连上下，呈现的是晋

代风格。顺梯登高，登塔四顾，古城风貌、水乡景色可尽收眼底，文笔塔是

绍兴城内登高望远的一处佳地。

整座文笔塔，被许多石凳和花草包围着，与府山飞翼楼、塔山应天塔

成三塔鼎立之势，构成了绍兴古城上空的美丽画面。

①蔚然：形容茂盛、盛大。

②辈出：一批接一批地连续出现，大量涌现。

1. 议一议：“王家塔”为什么又取名为“文笔塔”？

2. 有时间去爬一爬“文笔塔”。

2. 文笔蔚然

查查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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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宗周慎独

刘宗周简介院
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起东（一作启东），号念台，明朝绍

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后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书院，学者尊称

为蕺山先生，被称为“宋明理学的殿军”。他倡导的“慎独”、“诚意”学说，

自成体系，而且强调实践与体验，被称为蕺山学派。

刘宗周 野慎独冶之说
“慎独”，原文出自《礼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

也。”大意是说即使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能谨慎遵守道德规范，不逾

矩，不越轨。

刘宗周的“慎独”是另辟蹊径①的，刘宗周说：“《大学》②之道，一言以

蔽之③，曰慎独而已④矣。《大学》言慎独，《中庸》⑤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

无学也。”可见刘宗周把“慎独”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他认为“君子之学，

慎独而已矣”，“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

那么什么是“独”？“独”即是本心，即是良知，是人具有的一种主观道德

能力，“慎独”则是一种内省的道德修养功夫。

他将阳明心学进行了修正，从而把“慎独”说成是最重要的修养方

法：“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

慎独即尽性之学”。

“慎独”说是刘宗周的道德修养论，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慎

独”，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士风，希望通过内省⑥的功夫来收敛人心，使人人

向善，跻⑦于道德之域，以解救“世道之祸”。

人心与天地、万物关系极大，通过“慎独”的功夫治心，心为天地万

物之本，本正则天地万物都正，以此为出发点，齐家则家齐，治国则国治，

天下太平则易如反掌。这里，体现出刘宗周思想的心学特征。

蕺山品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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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读本蕺山新书院 （中段）

①蹊径：路径，方法。

②《大学》：是经朱熹编排整理，划分为经、传的《大学章句》，是儒家经典中重要

的篇章，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

③一言以蔽之：用一句话来概括。

④而已：罢了。

⑤《中庸》：经秦代学者修改整理，南宋朱熹作了《中庸章句》，并把《中庸》和《大

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⑥内省：内心反省，对自己的思想或情感进行考察。

⑦跻：登，上升。

议一议：“慎独”是什么意思？刘宗周提出“慎独”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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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绶幼年时便喜欢绘画，相传陈洪绶在四岁时，到已定亲的岳父

家读书，见室内墙壁粉刷一新，便用桌椅做脚手架，在墙上画了一尊八九

尺高的武圣关羽像。陈洪绶九岁时，父亲去世，他随蓝瑛学画花鸟。蓝瑛赞

叹道：“使①斯人②画成，道子③、子昂均当北面④，吾辈尚敢措一笔乎⑤！”有

一次，陈洪绶在杭州学府里见到李公麟七十二贤石刻像，用十天时间画

了一个摹本，人们都说临得很像，陈洪绶听了很高兴。后来他又去临了十

天，边临边加以改造，结果人们都说临得不像，而陈洪绶听了却更高兴。

不满二十岁时，祖父与母亲去世，他哥哥一心想侵吞家产，陈洪绶就将自

己的一份拱手相让，离家出走，客居绍兴。

①使：假若。

②斯人：此人。

③道子：中国唐代画家吴道子，被后世尊称为“画圣”，被民间画工尊为祖师。

④北面：古代君主面朝南坐,臣子朝见君主则面朝北，所以对人称臣称为北面，这

里指甘拜下风。

⑤吾辈尚敢措一笔乎：在这里指我们这些人哪里还敢画一笔呢！

1. 在文中找一找，陈洪绶四岁时到已定亲的岳父家读书，他有什么惊人之举？

2. 搜集一些陈洪绶的绘画作品加以欣赏。

4. 洪绶喜画

蕺山品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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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读本蕺山新书院 （中段）

绍兴书圣故里历史街区是目前绍兴市区历史风貌保存最完整的区

域，荟萃①了影响中华文化进程的绍兴名士“书圣”王羲之和“学界泰斗”

蔡元培的故里，也是刘宗周、黄宗羲等历代名士的求学圣地。绍兴书圣故

里景区位于蕺山南麓大片古民居之中，东起中兴路，西临解放路，北至环

城北路，南到胜利路，总面积约 0.8平方公里。景区主要道路有萧山街、

蕺山街、西街，桥有题扇桥、探花桥、斜桥、宋梅桥、香桥等，景区布局为前

街后河，设沿廊、埠头，反映了人民对水的依赖。景区个别街巷如笔飞弄

等，体现了绍兴狭窄弄堂的特色。这里汇集了解元②台门、缪家台门等重

要建筑，更兼蔡元培故居、戒珠寺、蕺山书院、题扇桥、躲婆弄、探花台门

等名胜古迹。景区里弄小巷、小桥流水、粉墙黛瓦、青石板路、庭院深深，

充满了浓郁的江南水文化、桥文化、酒文化、街市文化，这里山明水秀，台

门里弄尽显浓郁的江南风情，成为绍兴历史文化古城的缩影。

书圣故里倡导休闲慢生活，书吧、茶室、咖啡店、弄堂菜馆、台门客

栈应有尽有。新开和将开的越酿工坊、素斋馆、铜雕馆、木器店让人们体

验最纯粹的市井生活。

①荟萃（hu佻 cu佻）：(英俊的人物或精美的东西)汇集，聚集。

②解元（ji侉 yu佗n）：唐制，科举制度中乡试第一名。因当时举进士者均由地方解送

入京，故后世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

有时间游一游书圣故里景区，找一找这里保存的珍贵历史遗迹和典故。

5. 书圣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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蕺山南麓戒珠寺南首的萧山街上，有座古老的石桥，叫探花桥。提

起这座桥，在绍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明朝时候，萧山街有个富商的儿子，名叫董德鸣。因为他小时候三

天说不上三句话，看起来像哑巴一样，所以又叫他董哑巴。可是他话虽不

多，却十分聪明。隔壁有位教书先生十分喜欢他，就劝他父亲给孩子读

书。果然，青年时，他已是满腹经纶①了。后来他上京赴考，中了一甲三名

探花②。上金殿谢恩的时候，正德皇帝见他少年英俊，心中喜悦，就钦点

他给堂弟朱厚熜渊糟侪灶倮冤做个伴读。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一来可以提高自
己的学识，二来前途无量。但是，如果伴读不当，得罪了皇帝，也是非同小

可的祸患。他心里忐忑不安，但怎敢违抗圣旨呢，只得上前领旨谢恩。

亏得皇帝弟弟也很年轻，两个人脾气倒还合得来。特别是在他的悉

心教导和真诚伴读下，朱厚熜学识突飞猛进，所以他经常受到皇帝的一

些赏赐。

过了几年，正德皇帝因病驾崩，朱厚熜登基做了皇帝，也就是明世

宗嘉靖皇帝。董探花也就从此官运亨通，差不多年年都加官进爵。有一次

嘉靖皇帝一时高兴，下旨钦赐绍兴探花府御地三尺。从此，凡是文官经过

要住轿，武将经过要下马。

绍兴是个人才辈出的名城，才子名士比比皆是，出仕为官的也不乏

其人。所以当时的柴场弄里就有个柴状元，告老还乡住在家里。他常要经

过探花府门口，总是很谦虚地一到御地就住轿，从不马虎过去。

有一年，董探花死了父亲，按照封建礼教，要回家守孝三年。他不止

一次地瞧见柴状元很恭顺地在御地前住轿过去，心里很不好意思，就特

地备个大红帖子请柴状元叙谈。见面以后，探花道：“柴大人，你是老前

辈，况且又是熟人，今后经过舍下时，请免下轿吧！”

柴状元听了很感动，连连点头称谢。可是后来又经过探花府时，反

6. 探花修桥

蕺山品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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