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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菁书院创始人黄体芳

南菁书院奠基人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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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菁书院学术倡导人王先谦

町~哺"

南菁书院经学大师黄以周



张文虎《南苦书院记》 黄以用《南菁书院讲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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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菁刻书

黄以周手批张锡恭南菁书院课艺



南菁书院时期同学聚餐留影 。 (1941 年摄于上海)



序

杨培明

教育，是照亮民之心灵的第一道阳光。

南菁书院，正是这七彩阳光中闪亮的一缕，升起在晚清的天空 。 作为清末时期

江苏全省最高学府和教育中心，建院伊始，书院创始人黄体芳就十分重视营造宽松

和自主的学习氛围，提倡研讨和辩论，初步为书院定下了崇尚勤读、提倡朴学、知行

并重、关注社会的独特文化品格。王先谦、张文虎、黄以周等先辈秉持开放的学术

态度，汉宋兼采，义理融通，塑造了南菁的治学方向，使得南菁书院在晚清学术界名

重一时，风骚独领。

南菁书院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书院当年的讲堂、藏书楼、观星台，也已无

迹可寻，但书院时刻印的《皇清经解续编>>，依然散发着香远溢清的浓郁书香，留存

至今的书院古井，也依然清冽甘甜。南菁的精神仍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南菁风雨

兼程，虽几经烽火，校名几经更改，从书院、到高等学堂、到新型中学，但"南菁"二

字，一直挡然不动;校址几经搬迁，曾经辗转沪校，回归故址，又搬迁至今天的敌山

之侧，但"忠恕勤俭"的校训，伴随着开放包容、自主自由、经世致用的书院文化，跨

越了三个世纪，依然代代相传，是南菁人受用至今的文化基因与精神根砾。

今天的南菁，力求择高处立，寻平处坐，向宽处行，务实求进，励精图治，以成就

南菁更崭新的现在和未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南菁文化精神的滋养，从

历史中获得智慧，方能传承、创新和超越。

作为南菁文化研究众多专家学者中的一员，赵统先生以一己之力，几易其稿，

几番增修，穷经晗首，完成了这沉甸甸的《南菁书院志>>，对书院时期和高等学堂时

期的南菁，从制度沿革、治学方式、人物列传三个方面，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梳理，使

得南菁书院的格局擅变和文化影响有了一个清晰完整的呈现。

赵统先生是一位热爱教育、对南菁倾注满怀深情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一位精益



南菁书院志

求精的严谨学者。他对南菁书院的情况如数家珍，对清代的书院制度、科举教育制

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记述南菁书院的创建与发展历程言简意贩，脉络分明，记述

南菁的治学理念、社会背景客观中肯，对师生交往的刻画栩栩如生。赵统先生读千

册书，行万里路，走过很多地方，翻阅过大量资料，进行过多方考证，凤兴夜寐，多年

如一日，才能拂去历史尘埃，透过沧桑之变，完成这部资料性强、科学性高、内容丰

富、考证精密的志书。赵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南菁文化研究的里程碑，对南菁未来的

发展意义重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改进美育教学。教育部也将"提高学生审美和人

文素养"列入近年的工作要点中。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

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其自强进取、诚实守信、兼容并包、强调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

任感等精神内核，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想、文化、审美和道德素质有着极其重要

的意义。南菁高中也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实施学校德育和美育的重要途径。

探源索泉，书院文化是南菁独特的宝贵财富与精神根基，书院文化的深厚底蕴

滋养了一代代南菁人。传承南菁书院文化，让南菁文化的火炬照亮学生成长的道

路，培养学生独特的南菁气质，是南菁管理者的使命。"南菁文化与南菁人物研

究"是学校十二五规划的重点课题，作为课题组核心成员的赵统先生，付出了大量

的努力。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经过补充完善，增修到的五十多万字的《南菁书院

志))，是这一课题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南菁高中是江苏省美育课程基地。美育，能影响一个人的情感、气质、胸襟，将

帮助学生实现生命的完整与幸福，这是单纯的知识教育难以达到的。南菁将学生

审美素养和审美能力的提升纳入了常态化教学视野。学校不仅利用独特的艺术馆

资源，开设了名为"中国传统艺术与审美"的美育系列课程，更以潜移默化、熏陶浸

润的方式，贯穿于整个学校教育，体现在日常的教学与活动中，((南菁书院志》也将

是学校美育的校本教材之一。

感谢赵统先生和众多的南菁文化研究者，他们的工作，不仅对南菁书院的历史

文化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与传承，为后人留下一部系统、翔实的书院研究史料，也可

以让新一代学生更详细地了解学校历史，学习南菁先贤的品格，使一代代南菁人探

幽钩沉，熔炼出的永不磨灭的南菁精神一一人文与创新，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扬。

2 



序

王伊同

清代学政，舍省城而驻节他邑者，裁三，吾苏其一也。光绪圭午(1882) ，学政黄

体芳，因地制宜，师杭州站经精舍规范，创南菁书院于吾乡，考课调取通省举贡，人

院研习，并先后延聘经学名宿张文虎、黄以周为教谕。黄体芳去，王先谦继之，建南

菁书局，刊《皇清经解续编》千四百三十卷，尤集晚清经学之大成。

顾同光以降，国事益衰，孔孟程朱之学，迂远疏阔，元以救燃肩之急。历届课

生，渐舍旧而就新，去虚而务实。唐文治精于经传辞章，后乃监督上海高等实业学

堂，兴办元锡国学专修馆及私立无锡中学。胡玉绪长于目录学、说文、毅梁，参张之

洞幕，嗣更掌教京师大学堂。汪荣宝治扬子法言，然出使东漏。丁福保篡刊说文解

宇i古林，然毕生以医术名海上。馀若孟森之于明清史，孙毓修之于童话，蒋维乔之

于佛学，张一唐、吴稚晖、钮永建之从政治兵，硅硅焉一以经世致用、国家兴亡为己

任，而南菁书院之名，益大振于长江南北矣。

书院元志，故事旧闻，日趋晦冥。丁丑(1997)校友会成立。后五年，决议修志，

延同邑高级中学文史教习赵统主其事。君父荣长，少肆业国专，从唐文治游。君之

于南菁三传矣。既受命，患文献之不足也，数走上海、苏州、无锡间，访辑遗供，历一

年有余而书成。凡八章，二十馀万言。搜罗广博，考订精详。

余维南菁之名书院也，裁十六年耳。其后两变:曰学堂，曰学校。论品类，则有

公立、私立之殊。论学制，又有三年、六年、文科、农科、文理科之别。然而南菁之

名，固屹然不稍撼。予以安申(1932)卒业南菁高中，七十有一年矣。今以衰躯，获

窥宝库，喜而奋笔为之序。

要未(2003) 四月既望，江阴王伊同，时年八十有七。



序三斯楼应许附于秋

吴飞

赵统先生的《南菁书院志》终于完稿，洋洋洒洒五十万字，我拿到电子版后，迫

不及待地将它读完，颇多感慨。

我对南菁书院的兴趣，始于对张闻远先生学术资料的搜集。 因为闻远先生肆

业南菁，我 2011 年开始四处搜索关于南菁书院的资料，就在旧书网上买了一本南

菁中学自印的《南菁书院志》初稿，大约二十万字，对南菁书院的历史沿革、教育制

度、学术传统、主要人物都有简洁但清楚的介绍，读毕有很大收获，但也萌生了许多

困惑，对南菁书院更是心向往之，就有了看看南菁旧址的想法，于是在这年秋天第

一次来到了位于江阴的南菁中学(即清末的南菁书院所在地) ，见到了它的作者赵

统先生 。

赵统先生已过六旬，清瘤朴素，极为谦和，是江阴的一位退休语文老师，读书极

多，有着很高的学识，对清代书院制度、科举制度、学政制度等有很深的研究 。 他本

非南菁中学的老师，却被南菁中学特意调来修志。 赵先生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图书

馆，翻阅了相关人物的文集、传记和回忆录数百种，先写出了这部初稿。 初稿虽就.

但他对南菁书院的感情很深，陆陆续续又看到了大量资料，期待能够完善成更丰富

的一部书院志。 他对南菁书院的情况如数家珍，好像自己就是从当时的南菁书院

走出来的，无论为人为学，都散发着清代江南学者的书卷气息。后来得知，赵先生

的父亲蓉裳先生是唐蔚芝先生在无锡国专的亲炙弟子，果然是南菁学人的摘系后

裔，江阴数日的交谈就带我回到了光绪八年的江南学界。

江阴虽是小城，却扼长江天莹的咽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且位于人文套萃

的苏南正中央，极富舟椅之利，故明清两代的江苏学政街门都不在江宁或苏州1 ，而

常驻江阴 。 光绪八年，兵部侍郎、江苏学政瑞安黄漱兰既有感于科举制艺难以培育

人才，又期待曾文正、左文襄这样的大贤出现(支持建立南菁书院本就是左文襄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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