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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西子湖畔宁波人~，以其儒雅的书名、翔实的内容、生动的笔调，展

示了工作和生活在西子湖畔的宁波人的鲜明群象，再现了创业和奉献在

西子湖畔的宁波人的光辉业绩。 她是一本主题鲜明、格调清新、文风朴

实、图文并茂、装帧精美、乡土味浓的新书是一本能激励人心、启迪后

生、影响大众的好书。 她的出版无疑地会给正在广泛开展的"八荣八耻"

教育提供一份难得的生动教材

读罢《西子湖畔宁波人~，令人感奋。 书中的人物中，有出生入死、

勤政为民、清正廉洁的政界前辈，有辛勤耕耘、勇于创新、攀登高峰的

科技精英，有博学多才、德艺双馨、奉献社会的文化名流，有坚守诚

信、锐意改革、业绩非凡的国药传人还有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医德 1 

高尚的杏林妙手。 他们是成千上万活跃在西子湖畔的宁波人的代表，

是 550 万宁波人的骄傲，是伟大时代的灿烂星光。

伟人毛泽东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 透过书中一个个杰出

人物的形象，一桩桩动人心弦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宝贵的民族

精神在传承，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在延续，一种特有的宁波人精神在

闪耀。

为国为民一一宁波人精神的依归 。 书中人物经历不一，事业各

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和祖国的前途命

运紧紧地连在一起，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遭受什么境遇，始终不忘

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使命始终坚守造福于民 、服务大众的情憬。 有

了这种赤子之心，就能信念如磐，虽九死而不悔;就能物我两忘，淡名

利而奉献。 为国争光、为民造福是他们事业成功的不竭动力，也是他

们人生辉煌的依归 。



创业创新一一宁波人精神的基点 。 敬业创业向来为宁波人所崇

尚，而开拓创新更是当今宁波人的气派和风采 。 书中人物无一不具有

勤于耕耘、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品格。共和国院士坚持自主创新，为

民族复兴而强筋壮骨。 科技专家锐意进取，创新求变，有所发现，有所

突破，在创新中不断攀登科学高峰。 这种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顽强

拼搏的创新精神，是需要不断地发扬光大的 。

重文重教-一宁波人精神的亮点 。《西子湖畔宁波人》重彩浓墨地

记叙了国画大师和书坛泰斗等贤明的非凡成就，他们在文化事业上

所作的贡献决非偶然，重要因素是在他们身上流淌着浙东文化的血

脉，经受过故土艺术之风的熏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重文重教的

理念是宁波这方土地得以人文套萃、人才辈出的缘由，又是宁波人舍

得在教学上放本、在文化事业上投资的动因 。 注重人才的培养，注重

全面素质的提高，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和领导者职责所系 。

2 开放开明一一宁波人精神的特色。 宁波人世世代代濒海而居，面临

着大海大洋的挑战，养成了海纳百川 、兼容并蓄、开放开明的胸襟，造就

了"大气"、"大义"、"大利"的风范。 他们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们眼光注

视四面八方，不断地去捕捉新的信息，不断地接受新生事物，不断地开

拓新的领域，不断地创造出一个个新的"第一"。 正是这种开放开明的理

念，使各地宁波人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

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诚实诚信一一宁波人精神的支柱。诚实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宁波人重情义、讲信誉，更为世人所称颂 。 从老一代宁波商帮到海

外"宁波帮"乃至现代遍布各地的金融家和实业家，诚实守信是他们

事业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 诚信是一种道德规范，是一种价值取向，

是一种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 有了诚实诚信的美德，为政者就能造

福于民、取信于民 。 从医者就会古道热肠、戒欺守信。 从事科研工作就

会求实求是、顽强拼搏 。 西子湖畔宁波人和海内外的宁波人一样，凭



诚实诚信立身做人，立业做事，实心实力，为国争光，为民服务，正是

坚守了这一精神家园的必然结果。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美丽的西子湖畔是宁波人人生的大舞台，是

有志创业者的热土，是甘于奉献者的乐园 。 浙东大地和西子湖畔，两

地文化相辅相成，两地情缘息息相通。 西子湖畔宁波人是一个集合的

概念，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团体。 愿工作和生活在西子湖畔的宁波人，

在伟大时代前进的步伐中，更加精神抖擞地展示宁波人的风采，为浙

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奉献才智，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

是为序 。

;在杀人
2006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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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衡一生致力于全石考古之学的研究，以贡献于祖

国的史学，并非是为好古，而是为挖掘中华文化之精粹而

弘扬光大，使之为祖国的今天和未来服务。 在抗日战争期

间，马衡以高度的责任感 、敏锐的判断力以及果断的调皮，

使迁运过程中的故宫博物院两万箱珍贵文物无一损坏、

丢失，堪称"奇迹"实乃文化史上之壮举，令人感念。 他一

生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遗产，然而却创造了一笔丰厚

的精神财富，足以为后草树立为人做事的楷模。 郭沫若在

《凡将斋金石丛稿》序言中写道"马先生为人公正，治学

谨严，学如其人，人如其名;真可谓既衡且平了……凡德

业足以益人者，人不能忘之。 马先生虽颇自谦，然其所成就



己应归于不朽 。 "

西涂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逝世后，西海印社的同仁们推

举博学多艺、深孚众望、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街兼任西

涂印社第二任社长，这为杭州的文化历史添上了弥足珍贵的

一笔 。

马衡，字叔平，别号元咎，浙江郭县(现宁波市部州区)人。生于

1881 年， 1955 年 3 月 26 日在北京逝世，终年 74 岁 。 马衡历任北京大

学教授、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杭州西拎印社第二任社长等职。他毕

生致力于我国金石学的研究，数十年一直从事历史文物的搜集、整理、

保护，对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尤其令人敬仰

的是他做人的崇高品德 。 他为人方正，刚直无私，注重事业，淡泊名

利;他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在他一生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 他的风

范 、业绩以及治学的一丝不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2 

高风亮节德昭后人

一 、放弃蕾竿生活，跑求学束理想

马衡生于清末，他考中清朝最末一届秀才后，清延废除科举，兴

办学堂，遂进人上海南洋大学学习(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上海交通

大学前身) 。 成婚后在亲属的企业中任董事收入颇丰。 马衡业余酷爱

钻研金石学，闲暇常在亲属兴建的江湾跑马场及叶家花园骑马、游

园，日子过得挺潇洒自在 。 但他不安于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他视学

问比金钱更重要，把取得学术成就看得比发财致富更有价值。 不久便

辞去董事职位，放弃了发财道路，毅然带着次子马彦祥离家北上，任

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兼任体育教员，专教马术 。 1922 年，全家迁居北

。古
柏

1923 年，马衡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兼任研究所国学门导



功伟德馨冬我骨史

. 师，讲授金石学。 当时正是北洋政府执政时代，大学里欠薪常常长达一

年半载之久，家里生活艰困可以想见，但马衡未尝感到悔意，他在财利

面前从不苛求。 马衡一生坚持真理和正义，不为财利所动，终生不渝 。

二、言传身瓢，训咱家人诚信节俭

1933 年，马衡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家中生活有所好转 。 马衡经

常以"稼稿艰难"的道理教育子女，严戒他们沾染纵缔习气;上学不许

轿车接送。 他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他的生活一贯节俭朴素，即使经济

条件许可，也不肯沾染奢侈豪华之风。 抗战前在南京，马衡的子女因

事送给母亲一套现代化家具，其中有一张席梦思床，马衡诙谐地说:

"我老头子不配现代化享受，有张藤绷床睡就很满足 。 唯有你这样的

公子哥儿才讲究如何享受! "说得家人哭笑不得，其实他是有针对性

地寓教育于笑谈之中 。 他更注重教育子女如何做人。 马衡常谓"要为

国家做点事，必先懂得如何做人。 不懂做人之道，必定做不好事 。 ""为

人处世，当以诚信为本。 "他深恶轻诺寡信的虚浮作风和有事有人、无

事元人的自私之辈。 3

三、搜藏文明，不惜资财

马衡毕生在搜购图书、文物方

面花钱从不吝惜，他收集的图书、古

物 、书画、碑帖等，堆放了足有四间

屋子 。 还有马衡用的印泥，凡属佳者

皆出自他亲手制作，盖印后，鲜艳夺

目，从不褪色 。 关键在于原料、印油

和银朱。 他所用的印油是明代传下

来的，经风吹日晒已经好几百年，每

年仍拿到烈日下曝晒。 用这种印油

犀合上好银朱制作的印泥，堪与杭

州西湖西拎印泥媲美 。 马衡视自己

收藏的文物为至宝，完全是从其学

术价值出发，把它们看作是祖国的
。马衡损赠给故宫博物院的绿秘马橙壶



文化遗产，而并不当作私人的财富 。 所以，在上世纪 50 年代，马衡的

晚年生活比较拮据时家人劝说马衡将孤本拓片之类的文物卖掉几

件，使自己的生活宽舒一些，马衡笑笑说"这类文物我是绝不舍得变

卖的，也不准备传给子女后代 。 传给你们，发挥不了它应有的作用，对

你们没有用处。 这是祖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归于国家保存，才能起到

它最大效用 。 "所以马衡去世后，子女们遵嘱将马衡遗下的所有图书、

文物、拓片、手稿、印章、印稿等一万余件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以偿

其生前鼠愿。马衡先生这种一心为公 、毫无私心的崇高思想境界，是

后人学习的楷模。

四、慧眼识牙;划人曾任

1933 年，马衡初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 他曾说"任人必先知人。 故

宫需要的是忠诚扎实之士，将来才不会出乱子。 "事隔十余年，抗战胜

利后，他旧话重提，说"抗战八年，故宫沦陷敌区，在日本浪人、特务

的威逼勒索下，没有让日寇拿走一件文物;在敌伪政权统治下，故宫

4 没有接受分文经费，靠门票收入，自力更生 。 留守人员若没有忠贞爱

国的思想和忠于职守的扎实作风，这八年是难以安然无事的 。 "又说:

"南京的二十余万件国宝，是中华古代文明的结晶，决不可落入敌手!

当年冒着战火风险，不顾交通条件恶劣，故宫古物分批西迁，押运的

管理人员风餐露宿，曝日沐雨，上有敌机轰炸，下受道路颠簸，其任务

之紧迫、艰险，责任之重大，工作之繁重，可以想见 。 然而八年来，国宝

没一件遗失、被盗和损坏，全部安然无恙 。 这是故宫全体执行人员的

功劳，他们若没有忠贞的爱国心与高度的责任感，是不可能出现这样

的奇迹的 。 由此可见知人、任人是多么重要! "此语反映出他知人、任

人的标准，首重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再就是忠于职守的责任心，以

及踏实勤奋的工作作风。 他深恶与疏远孜孜名利、巧言令色之辈，也

表现了他崇高的精神境界。

马衡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对子女们的影响最深。 1927 年，马衡

曾应日本学术界邀请，赴日讲学，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 。 1931 年，日本

鲸吞东北之后，马衡立即与所有日本朋友断交，即使对方登门造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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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拒不会见，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

E 、 支措后忧从军抗日
在全国一片抗 日 声中，马衡的儿子马文冲毅然考入南京黄埔军校

第十一期，这已是 1934 年 。 出乎马文冲意料的是，当他把这消息告诉

其父时，却得到了赞赏和支持。 马衡并劝勉其"卫国杀敌要英勇，不

可贪生怕死"大概是出于中国知识界一贯重文轻武的传统习俗吧，

过去他从来不同意后代从军，而是主张他们研究学问来为国效力 。 然

而国难日深，危及国家存亡，马衡改变了一向的主张，体现了他将国

家、民族奉为至上的思想主流 。 当马衡看望在战争中身负重伤的儿子

时，他守候良久，掏出手帕擦擦眼泪，无言而去 。 马衡很少有过这类献

棋情深或儿女情长的表露，他总是把深情埋藏心底，不论在什么情况

下，对子女的态度总是那么理智、平静，这大概是出于教育的原因，不

想让"儿女情长 ，英雄气短"的因素渗入到孩子的思想感情中去吧。 但

是他对子女的眷爱是厚重的，是深远的 。

这时南京政府西迁已抵达武汉，虽在战争气氛中，马衡依然表现 5 

得非常兴奋、乐观，看得出来这是因为全家大部分人都技人抗日救亡

工作，也都齐集武汉的缘故 。 女婿孙烈留学归来，就职于外国洋行，为

马衡所不悦。 如今国难当头，孙烈早已转入军医署工作，为祖国创办

了第一所军用制药厂，并在抗战前夕投入了生产 。 二子彦祥，参加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领导的抗日文艺宣传工

作。三女马品是医生，夫妇都担任战地红十字会救伤工作。 除小女尚

在读书外，一家人全都加入了抗日救亡行列 。 马衡对此颇感自豪，踌

躇满志的情绪溢于言表。

六 、爱国爱民 ， 辈献毕生

1945 年，抗战胜利，人心欢腾，然而曙光一瞬即逝，内战迫在眉

睫 。 在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曾一再催促马衡南下赴台 ，都被他托

词婉拒，这时共产党已派人与之联系，邀请他留下来献身于新中国的

文化事业，他欣然接受 。 北平被围后，南京政府又派飞机接运国民党

高级官员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他毅然拒绝他的立场是以国家民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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