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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小学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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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南明小学是我小时候非常向往，想进而进不去的学校。所以进不去，倒

不是由于考不上，而是家里住在离城二十里的乡下，加上家境清贫，根本不

敢去想。

二百多年的沧桑，一所学校始终能保持盛誉而不衰，是十分不容易的，

其中必有为之献身作出贡献的人与值得永志不忘并应继续发扬光大的事。这

就是人们每到一个历史阶段要撰史与修志的道理所在，与其说是为了纪念前

人，倒不如说是为了后人。

但是，无论是撰史或是修志，都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

兵荒马乱或是饥寒交迫，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哪有可能来修撰史志呢?

所以，有一句话非常能说明问题，那就是“盛世修志”。盛世者，太平之世也。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单位，道理是一样的。

现在，修史志之风甚盛，也证明了这一点。

南明小学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人事沧桑，战乱频频，史料多被淹没，发

掘整理，实属不易，从初稿来看，明显地厚今薄古。可能有执笔者的苦衷，

但既要写志，就要舍得下苦功发掘，因为时间愈久，发掘更难，如现在舍难

就易，今后就更加难办了。如果能把新中国成立以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人

与事收集得更完整一些，史志的价值就越大。

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话：一部南明小学史，可看作是我国近现代基础教育

史的缩影，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是一所学校的宝库，也是全县

教育界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虽已是耄耋之年，但情系故土，时时想念家乡的山山水水，尤其关心

家乡的教育事业，阅读了南明小学校志，仿佛又回到了家乡，仿佛又回到了

童年的情景，愿校志能顺利出版，以利于新昌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汪鼍伟
2001年11月于上海

(作者系新昌籍著名教育家，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顾问，

教育部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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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发展概况

南明小学创办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其前身为南明书院(后曾改称振文

书院)，由县令曹鉴蠲俸购西云庵基，并会同教谕朱徽、训导王荣歧及县内士

绅捐建而成。是我县唯一的一所官立书院，当时为县内最高学府。院址在通

会门内(原城关镇西街147号南明小学校址，今为人民中路240—256号暨环

城西路1—15号)。有讲堂、敬业堂、冰壶堂、凌云阁等房舍30余间，学田

300余亩，生徒数十人。延科甲名师，议立规条；设绅士四人，经理其事。董

事三年一换，戴诸碑记，区划甚善。乾隆十八年(1753)，特邀浙江学政彭启

丰，撰写《南明书院碑记》，县令曹墼亲撰《南明书院田亩碑记》，镌立于书

院之内。以垂永久。

嘉庆七年(1802)，县令李品镐为改善书院管理，邀请邑内士绅参酌，定

为六堡轮管。仍设董事四人，三年一换。后，邑绅陈琚捐田lo亩，为文武科

举生员乡试路费；又陈榭箕捐资于书院侧建屋六间，并捐桌120张，凳120

条，为县试童生考试用；陈克谆、陈朝椿父子捐田15亩，为文武童生岁科县

试正复卷费。上述田产、经费等，均归南明书院董事承办，并逐巡交代，无

失旧规。嘉庆十年(1805)，县令徐杰特邀浙江学政潘世恩，撰写《南明书院

碑记》，详记其事，以垂久远。嘉庆十三年(1808)，县令涂日曜又为书院增

设膏火，肄业者日众。

咸丰十一年(1861)，书院毁于战乱。光绪二十三年(1897)，县令侯璋

森委任吕衷谦(本邑举人，后为县劝学所总董)、吕仁瑁募捐重建。光绪二十

八年(1902)2月， 书院奉令改办县立高等小学堂(俗称“南明学堂”)，学

生33人。县移拨南明(包括学田300亩)、鼓山(学田36亩)两书院旧产作

学堂经费。宣统元年(1909)，梁兰章(本邑举人)回新昌任劝学所总董，经

办南明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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