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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是来自春晖中学的志愿者，为爱心
学堂的孩子们带来的一堂极具上虞韵
味的春晖文化课堂。

春晖文化研究会成立，正是为了
进一步传承弘扬春晖文化，推进上虞
地域特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吸纳的理事，不局限于教育领
域，还有知名乡贤、文史专家、金石书
画家、收藏家等涉及春晖文化的方方
面面。”在春晖文化研究会理事、绍兴
市上虞人民医院医生赵文灿看来，这
样的“跨界”共商一件事，正是效仿了
百年前春晖中学群贤毕至，共建一所
标杆中学的荣光。

赵文灿的老家就在白马湖畔，喝
着白马湖的湖水、听着春晖中学的铃
声长大。“小时候父母教育我们，要好
好读书，长大了到湖对面的春晖中学
去读书。”春晖中学早已不仅是培养人
才的一所学校，更蕴含着上虞人崇文
守正的文脉情愫，“早期的春晖中学，
诗书画意高度融合，思想开放、文化兼
容，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首印版，就
被春晖中学的一位老师保存了下来。”
新思想在这处乡野之地，早已有了落
地、传播的土壤。

而对于春晖文化的理解，有深入
研究的专家们一致认为，核心正是校
训当中“与时俱进”四个字。

“春晖中学的创办，是中国新文化
运动的产物，有了‘与时俱进’这一建
校早期的办学方针，才形成了后来有
容乃大的气象。”在朱晓江看来，与时
俱进和人格教育，依旧是教育应该达
成的共识。而春晖文化的传承，不仅
体现在教育上，更是一种为人处世的
理想和理念。

“何为文化？是一种风气，习惯的
做法、统一的认知。在春晖中学，对知
识的尊重和渴求，对创新变革的追求，
适应当代发展形势的思维方式，都是

‘春晖文化’的显著特色。”胡耀灿说，
“与时俱进”不光是学业知识的“与时
俱进”，更是教育理念、思想观念要跟
上时代步伐，“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能提
出这样的理念，是具备远见卓识的。
放眼当下，是要跟世界接轨、与时代同
频，继承春晖先人们的创新精神，探索
适应国家、民族发展的新体系。”

1928 年 11 月，经亨颐、何香凝等
提议发起“寒之友画社”。社名取自经
亨颐的题画诗句“此间俱是寒之友”。
同年 12 月 16 日寒之友社于上海成立，
基本会员者，有经亨颐、何香凝、张大
千、黄宾虹、陈树人等人，并发表“寒之
友社宣言”，艺术必须具有坚忍的本
质，寒的精神，为社会进取而奉献。

寒 之 友 社 曾 以 诗 言 志 ，以 画 喻
节，追求民族进步，关心国家存亡、百
姓疾苦，名重艺林。而寒之友社上海
社址已被拆除，杭州社址毁于战火，
目前仅余上虞白马湖寒之友社活动
雅集所在。当下白马湖山水如黛，春
晖园群贤毕至，恢复“寒之友社”也是
传承春晖文化的方式之一。未来热
爱金石书画的“寒之友社”成员，将致
力于艺术文化研究、保护、传承、弘
扬。搭建起政府、民间、艺术家打造
寒之友文化的桥梁纽带，助力当地文
化思想建设，为民族精神力量贡献有
利文化条件。

回望文人风骨和家国情怀，春晖
中学已交出时代关于“理想的学校”和

“学校的理想”的高分答卷，古老而又
青春的上虞，正等待着厚重的人文与
历史再展风华。

传递“与时俱进”核心精神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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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当丰子恺公开发表他的第一幅小

漫画作品时，他正在白马湖畔的

春晖中学担任美术和音乐教师。

一百多年前，伴随着“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蓬勃朝气，春晖三

贤——陈春澜、王佐、经亨颐，满

怀教育强国的赤诚理想，转动“春

晖”的命运齿轮；夏丏尊、刘薰宇、

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一批

批名师硕彦纷至沓来，白马湖畔

群贤毕至，成就了一方教育重镇、

人文圣地、精神高地，创造了一个

现代教育和文化的时代范本。

白马有神韵，春晖最明珠。

作为中国现代新教育和新文

学的发源地之一，如今的春晖早

已不仅是一所学校的代名词，伴

随春晖中学的创立而形成的，更

有春晖文化——因春晖教育的发

展而繁荣，更因万千学子的代代

传承而生生不息。

百年春晖正青春。为进一

步传承弘扬春晖文化，推进绍兴

上虞地域特色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12 月 2 日，春晖

文 化 研 究 会 在 上 虞 正 式 成 立。

成立仪式上，同时落地的还有两

件事——“白马湖散文奖”合作

签约、“寒之友社”恢复落成。

何为春晖文化？又该如何传

承？上虞这座青春之城，正在探

寻答案。

初来春晖的国文老师朱自清在散
文《春晖的一月》中，将美丽的乡村自
然风光称为“春晖给我的第一件礼
物”。而第二件礼物，则是真诚。教师
与学生感情无隔阂，校内事物开诚布
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无需矫情饰
伪，思维活泼，能顺全天性，不遭压抑，
加上自然界的条件陶冶，所以有纯正
的趣味⋯⋯

因为教育与文学的共同追求，汇
聚于春晖中学的名家大师，在授业解
惑的同时，结庐于白马湖畔，留下许多
传世作品，“白马湖散文流派”也由此
而诞生，呈现出对教育的思考，对生活
的艺术化追求。

在遵循“保护老春晖，建设新春
晖”原则下，春晖中学旧址复建仰山
楼，开辟校史馆，修缮名人故居（旧
居）。一字楼、大礼堂、白马湖图书馆、
矩堂⋯⋯这里留下一代历史名人足
迹，见证百年前的“黄金岁月”。

百年风华，仍在春晖流淌。
“谈到春晖文化，除了教育意义，

更有社会意义。”春晖文化研究会理
事、上虞诗词楹联学会会长胡耀灿总
结了“春晖文化”的五个重要意义——
新文化思想在中国落地的乡村实践
地、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
样板、民间慈善办学的典范、社会才俊
实现报国理想的集聚地、新教育理念
的诞生地。

在五四运动试图用科学和民主唤
醒中国之时，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试
图以“教育”为切口，从学校创办、办学
思路、教学理念等方方面面，进行新文
化思想在中国落地的乡村创新探索。

“春晖中学的创办，是乡贤不计回
报、捐资兴学、感化乡村、培养后代的
典范。”胡耀灿坦言，宗族办学古已有
之，但有一定局限性，不对外公开招
生，也不是现代教育体系。春晖依照

“以哲人统治之精神自谋进行”的思路

办学，“一洗从来铸型教育之积弊”，而
兴学目标是发展平民教育，培养有健
全人格的国民。

在春晖文化研究会理事、杭州师
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朱晓江看来，春晖
文化的核心之一，正是人格教育的主
张。“在春晖中学，学生和老师有平等
讨论的权利，有一次发生学生聚赌事
件，老师们不主张学校处理学生，而是
直接交由学生协治会商议处理方案。
最终违纪的学生被罚抄写和清扫校
园，时任学校训育主任的匡互生陪着
学生一起扫地，并主动罚薪。”作为新
教育理念的诞生地，当教育传达出对
学生的善意、信任和关爱时，唤醒的是
学生的向学之心和向善之志。

伴随春晖中学的创立而形成的春
晖文化，不仅是凸显了爱的教育、美的
教育、人格教育的“教育符号”，更是创
建了一处革故鼎新、百家争鸣的人文
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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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东部、钱塘江南岸，山麓
间奔腾万里的曹娥江从西南穿行而
过，在山水相会。动静相交之间，一
座名扬数千年、繁盛至今的江南小城
就此诞生——这是绍兴上虞，行走其
间，粉墙黛瓦，游廊回旋，江南风韵浸
染。

如果说曹娥江上，缀满诗篇与华
章，如诗路上的明灯熠熠生辉；白马
湖畔，曾集齐诸多民国大师的春晖中
学，则书写了一个时代的教育传奇。

1908 年，上虞富商陈春澜捐银五
万，创办春晖学堂。1919 年，经亨颐
偕同王佐，又征得陈春澜二十万银元
支持续办中学，经亨颐出任首任校长。

回溯百年，当初的决策与任命，
都注定了春晖的不朽与传奇。

出生于 1877 年的经亨颐，是与蔡
元培、胡适、叶圣陶等齐名的民国八

大教育家之一，终其一生，不是当校
长，就是在当校长的路上。

一贯主张“与时俱进”、“适应新
潮流”的办学方针，经亨颐提倡“人格
教育”，力主活跃学术空气，丰富课余
生活，注重素质培养和陶冶学生，而
自身巨大影响力，再加上为教师提供
优越的教学环境和优厚待遇，吸引了
一大批名师任教开坛，可谓集齐了一
个“教育天团”。

国文老师夏丏尊，为让学生获得
真才实学，自己精编教材，授课之余
还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小
说《爱的教育》，印行后一版再版，创
下当时外国译著印数的最高纪录；美
术、音乐教师丰子恺，教学生画石膏
头像，互为模特儿写生素描，有时来
了音乐灵感，就用画笔在白衬衫上画
五线谱，春晖中学早年的校歌，便是

他以孟郊的《游子吟》为词谱写；国文
课教员朱自清，来到春晖不久就在

《春晖》半月刊上发表《教育的信仰》
一文；英文老师朱光潜，第一篇美学
论文《无言之美》，就是在朱自清、夏
丏尊的鼓励下写成于春晖；自然科学
教师张孟闻，是中国生物科学史奠基
人之一⋯⋯

大师云集带来人文、自由之光，
春晖中学不仅开创浙江中学男女同
校之先河，还将《新青年》《向导》《语
丝》等进步刊物选为课本，这所栖身
于乡野的学校，成为中国现代新教育
和新文学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传统教
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一处练兵场。

也正是因为有此渊源，朱自清、
朱光潜、陈春澜等名人的后裔，此次
受聘成为春晖文化研究会顾问，共同
研究春晖的教育理想与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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