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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香学堂，是老底

子传下来的叫法，笔者

1962 年 进 此 校 读 书 时 ，

它的正式名称早已改为

仓基街小学。若算上辛

亥革命后“学堂”改称

“ 学 校 ” 的 时 间 ， 翰 香

学堂的称呼已整整过去

了 50 年，但在我们这代

学童口中，依旧叫作翰

香学堂。

光阴如梭，如今又

过去了 60 多年，年逾古

稀的同学聚会回忆年少

时，眉飞色舞，口中蹦

出来的仍然是“翰香学

堂 ， 翰 香 学 堂 ”。 想 不

到这称呼的生命力如此

顽强，口耳相传，竟能

持续一个多世纪。

A 翰香学堂曾经是宁波小学的头块
牌子。据 《宁波市志》 记载，二十世
纪三十年代，历次毕业会考报考中
学，翰香学生大多名列前茅。1934
年有报道称，翰香小学“成绩优异，
社会称誉，迄今学额逾八百，为浙东
完全小学之冠”。第一届毕业生中，
陈贤志成绩名列全县第一，陈贤禴、
陈贤孝也位居前列，故当时有“中学
效实，小学翰香”的美誉。翰香学堂
虽然只是一座小学，但著名教育家、
北大校长蔡元培，经济学泰斗、人口
学家马寅初，工商巨头、棉花专家穆
藕初等社会名流贤达，都曾到学校做
演讲。民法学家徐开墅、断肢再植之
父陈中伟、抗日英雄周训典都曾就读
于翰香。

翰香学堂也是当时校舍和环境最
美的小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宁波
绝 大 部 分 小 学 还 开 办 在 祠 堂 、 庙
宇、民房、义庄等处，而翰香学堂
早 已 建 起 了 新 式 教 学 楼 ， 有 藏 书
楼、仪器标本储藏室和运动场，教
室装有广播设备，为当时罕见。教
学 楼 南 面 还 有 一 座 规 模 不 小 的 园
林，假山水池，错落有致；树木参
差，郁郁葱葱。学校坐落在南水关
里东河与仓基漕转角处，两面临水，
波光潋滟，河滨还有一座古色古香的
门楼。隔河望去，校园内绿树红瓦，
煞是好看。笔者年少时，多次看到有
人在河畔水彩写生。

说翰香学堂的历史，得从仓基陈
氏说起。仓基陈氏是宁波望族，宋端
拱初，由苏州迁至现号称“中国进士
第一村”的走马塘，明成化间，其中
一支又从走马塘迁城厢仓基。陈氏家
族数百年间英贤辈出，其中最令人敬
佩且难忘的，一位是直谏敢将徽宗皇
帝衣袖拉破的陈禾，另一位是殉难御
史陈良谟。但后来陈氏家族一度科第
寥落。晚清时，族中有位举人陈愈守

（1827 年-1873 年），原名愈修，字道
立，号稻笠，他不甘现状，认为“人
生非读书无以养成才识，何所资以供
世用”，眼前族人众多，岂无可造之
材？于是，经商起家的陈愈守便着意
教育事业。

清咸丰十一年 （1861 年），陈愈
守与郡人集资修复日湖文昌阁。同治
九年 （1870 年），设绍科祀，置田二
十二亩，房屋一所，以租钱存储，专
助仓基族裔乡会试盘费。又与同族及
里人蔡筠集资创办日湖义学，还在姜
村、定山、杭州办义学及会馆，在教
育上投入不少财力和精力。

为了让更多陈氏子弟获得读书机
会 ， 陈 愈 守 在 同 治 十 二 年 （1873
年）“ 拟 构 书 室 若 干 楹 ”， 创 办 家
塾，并以“文翰振其书香”之意取
名 翰 香 。 可 惜 当 年 陈 愈 守 不 幸 染
病，英年早逝。

陈 愈 守 去 世 后 ， 长 子 陈 隆 藻
（字 子 芹） 秉 承 遗 训 ， 继 办 翰 香 家
塾。光绪五年 （1879 年） 在日湖水
月桥西、陈氏旧宅旁购地，准备建
造学塾。动工前，还请陈劢撰 《翰
香家塾碑记》，但后因此地“距族聚
稍远”而搁置，陈隆藻亦于 1888 年
赍志以殁。

随后，四子隆泽 （字子泉） 接过
兴办翰香家塾的接力棒，在侄子圣佐

（字蓉馆） 的大力协助下，于 1899 年
筑屋四楹，建成翰香家塾。陈隆泽在

《翰香家塾告成记》 中感叹，“吾先公
肇创之初，为时实二十七年矣”。

那么，翰香家塾坐落于何处呢？
《宁城仓基陈氏家谱》 里宅图中，有
座八字墙门，门西侧注有“翰香学
堂 ” 四 字 。 它 就 是 原 先 的 翰 香 家
塾，门前有旗夹石及为都御史陈濂
立 的 都 宪 坊 ， 位 于 仓 基 街 东 端 北
侧，东距解放南路七八十米。现今
太阳公寓南大门，就坐落于老底子
的八字墙门位置。

1905 年，清帝诏令废科举、兴
学堂。次年，翰香家塾改称翰香小学
堂，也就是宁波人叫了百年的“翰香
学堂”。

当时翰香学堂仅有教员两人，学
额三十名，设修身、经学、国文、历
史、地理、算术、格致、图画、乐
歌、体操等十科，本族子弟免费入

学。为了普及教育，翰香学堂后来也
兼收他姓学生，他姓学生的学杂费为

“银八圆六角”。
辛亥革命后，进行近现代学制改

革，实行男女教育平等，允许初等
小学男女同校，并规定将学堂一律
改称为学校。于是，翰香学堂更名
为陈氏翰香初等小学。1914 年出版
的 《最新宁波城厢图》 上，翰香学
堂的标注已改为翰香学校，陈愈守
最初与人合办的日湖学堂也已改为
日湖学校。

1924 年 ， 翰 香 学 校 不 幸 毁 于
火，师生暂时入日湖学校上课。陈愈
守长孙陈蓉馆发起重建学校，得到陈
氏五房同族协力匡助，将族内各房所
属飞盖园土地助作校基，蓉馆先生则
独力承担建筑及其他各项经费。

1926 年新翰香学校建成，为纪
念祖父、翰香倡始人稻笠先生，开课
多日的翰香学校选择在当年 10 月 13
日即农历九月初七、稻笠先生百岁诞
辰时，举行落成典礼。开幕这天异常
热闹，学界、商界、政界来宾有 500
余人，上海还有专人来甬采访、拍摄

新闻照片。典礼经鸣炮、奏乐、升旗
后，鸣钟开会，宁波地方长官朱道
尹 、 张 知 事 ， 以 及 励 建 侯 、 袁 履
登、张葆灵等来宾致颂词，盛赞稻
笠先生及伯子子芹、叔子子泉、孙
蓉 馆 ， 三 世 一 心 ， 兴 办 教 育 事 业 ，
堪 垂 弈 世 。 赞 扬 学 校 “ 巍 巍 翰 香 ，
轮 奂 重 新 ⋯⋯” 学 生 们 兴 高 采 烈 ，
唱欢迎歌、国歌、落成歌、纪念歌
等。

此后，翰香小学不断发展，1928
年 在 校 外 建 宿 舍 ， 1930 年 设 藏 书
楼，藏有罕见珍本 《四库全书》《万
有 文 库》 等 5000 余 卷 ， 还 设 有 仪
器标本储藏室，1931 年又增设教室
楼 。 但 蓉 馆 先 生 不 幸 于 1932 年 去
世。次年，教育部长王世杰为其颁捐
资兴学一等奖状。

蓉馆先生去世后，其留学美国、
主修电械的次子陈俊武，又接过接力
棒 ， 继 续 兴 办 教 育 事 业 ， 1934 年

（一说 1933 年） 在校外增设运动场一
方。至此，陈氏家族矢志教育，已四
代薪火相传。

正当翰香小学欣欣向荣之时，抗
战爆发，由于宁波城区屡遭日机空
袭，不少学生回乡避难，翰香缩小
了 城 区 办 学 规 模 ， 部 分 转 移 至 樟
村。1941 年宁波沦陷，翰香小学停
办 ， 校 舍 被 器 贞 中 学 借 用 。 据 说 ，
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曾在翰香校
舍读书。抗战胜利后，翰香小学复
校。

1956 年 ， 翰 香 小 学 改 为 公 办 ，
易名为仓基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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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老家在仓基街，与翰香学堂相距不
过百米。那时城市十分安静，在家里就能听
到翰香学堂的琅琅书声和伴着风琴的稚嫩歌
声，《歌唱二小放牛郎》 等歌曲的旋律，早
在入学前就听熟了。每当周末大扫除时，可
看到河对岸学校的两道门打开，里面跳跃出
三五成群的学生，有的拿着脸盆、铅桶到埠
头打水，有的洗拖把、抹布，叽叽喳喳，进
进出出，很是热闹。

1962 年，笔者也到了入学年龄，记得
上学前要“面试”。祖母领着我第一次踏进
校门，大门旁一位女教师坐在课桌后向我提
问，由于紧张，辨别颜色时居然将蓝答成绿
了，好在简单数字加减都答对，没失去“入
学资格”。人生第一次“重大失误”难以忘
怀，记了 60 多年。

翰香学堂大门北临仓基街，门两侧围墙
非常高，两扇大门上有“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标语。学校北侧，是平面呈“干”字形
的建筑，两横是教学楼，中间一竖是连接校
门与教学楼以及教学楼之间的廊道。这条廊
道是学校的中轴线，向南一直延伸至园林。
北侧教学楼至围墙东边，还镶接着一幢附属
楼，名曰“恒勤里”。

进入大门，迎面有架木屏风。屏风西
侧，墙壁上有两眼小窗，不清楚最初的日常
用途，可能是买饭菜票的窗口。但清楚地记
得，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生可以用自己书写
的“大字”，递进窗口换取校内自印的“邮票”，
用此“邮票”，可将信件寄给校内其他班级的
同学。

北侧教学楼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廊道西
边的储藏室，透过玻璃门窗，可以看见里边
存放着队旗、彩旗、洋鼓、铜号、腰鼓等，
还有人体模型、彩色地图和各种仪器，很是
吸引人。教学楼及附属楼均为两层，两幢教
学楼之间的连廊也是两层。穿过两幢教学
楼，迎面就是操场。操场南面也是教学楼，
西面的楼房底层为礼堂，上层为音乐室等。
操场东面与教学楼齐平处筑有围墙，临河的
门楼建在围墙偏南位置。

入学几年后，操场迁到学校南侧园林
内，老操场进行了改造，中间铺了条甬道，两
侧植以花木。西侧的礼堂大概是五开间，东面
全敞，地面铺有木地板，兼作体育活动场所，
放置有乒乓桌、木马、跳箱等器具。体育课时，
玩器具的同学并不多，男生大多滚铁环、打三
毛球，女生大多踢毽子、跳皮筋，文静点的学
生则下象棋、军棋、弹子跳棋。楼上音乐室没
有课桌椅，学生席地而坐，仰着头跟着老师的
风琴节拍学唱歌。

穿过南侧教学楼，是一个中式庭院，建
筑皆为平房。东侧建筑三开间，中间是穿
堂，打开门就是河埠头。西侧建筑平面呈倒

“L”形，是我三、四年级时的教室。教室
南窗外有一片竹林，春天，竹笋拱破铺满落
叶的地面，日日长高，一天一个样，令人难
忘。教室缺口处是狭长的小天井，种着一棵
细长的枇杷树，高过屋顶，偶尔能见到少许
金黄的果实。庭院南面是通往园林的大门，
大多数时间是关着的。

我们教室的西边，还有一间教室，房子
较低矮，却是校内风景最好的，面南的窗户
构成一幅框景，假山、水池、树木、花草皆
在其中。回想起来，这间教室有古画中那种
乡间学塾的味道。

学校南侧的园林非常有名，不过这是后
来才知道的，读书时并不了解。园林最初名
曰“飞盖园”，系明代相国余有丁之子所
建，彼时园林三面环水，西边的水体称作藕
尾漕。飞盖园面积很大，翰香学堂北侧教学
楼这些土地，尽在其中。据文献记载，园内
池亭花木，极一时之盛，名冠甬城。飞盖园
后来日渐破败，“鞫为茂草”“荒凉满目”

“赁人厝柩，几成义冢地矣！”再后来，陈蓉
馆先生在其南部，按 《桃花溪》 诗句意境，
叠山理水，建傭灌小筑，成了宁波城内十景
之一，名曰“飞盖敲棋”。

迈入傭灌小筑，各种花草树木映入眼
帘，回想起来有桑树、梧桐、桂树、桃树、
女贞、枫杨、蜡梅、紫荆、紫荆、构树、竹
子、麦冬等。甬道东侧是一个小型操场，大
致能容纳一个班的学生做广播体操，操场四
周乔木林立，北侧一棵桑树最为显眼。甬道西
侧有一片树林，印象最深的是几树蜡梅，花开
时香气袭人。穿过树林是一对圆圆的水池，池
水清澈见底，水中游弋着几条老是长不大的
鱼，与那春天里日日拔节长高的竹笋，形成鲜
明反差。水池如同一双明亮的眼睛，晶莹透
彻，有时会映照出蓝天白云。双池中央有座
小桥，名曰“隐隐飞桥”。

水池之南有一座假山，西南两侧用条石
筑就，直上直下，如同城墙之壁。东北两侧
用太湖石垒筑，玲珑剔透，千姿百态。山上
间或有几柱石笋挺立，一棵硕大的梧桐撑起
巨大的华盖，挺立山顶平台上。山脚有一个
贯穿东北的山洞，北侧洞口有棵粗大的紫
藤，枝条在山洞前的树木间攀上又垂下，可
以当作秋千玩。

假山上据说还有著名书法家书写的“飞
来灵岫”“石矶西畔”等题刻，但没留下印象，
可能那时年少，视而不见。留下印象的是半山
腰有块巴掌大的“田”，种过水稻，现在推测，
它应该是假山瀑布的蓄水处。

假山东侧，是石板铺就的矩形平台，充
作操场司令台，台南是用煤渣铺面的大操
场。操场东西两端，各立着一个篮球架。东
南西三面有很多高大的树木，其中有几棵是
桂花树，记得桂花盛开时，老师会在树下铺
开草席，摇动树枝，花朵似雪落下。然后，
每位同学的课桌上会出现一小堆桂花，让我
们挑去花中的杂质。桂花米粒般大小，形如
螺旋桨，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野生构树长得很快，叶子像徽章图案，
背面毛茸茸的，将它贴在衣服上，破旧的衣
衫就成了“将军服”，神气得很。构树红红
的果实，夏天成熟，我们称作“野杨梅”，
可食，味甜但有点药味。夏季经常与小伙伴
一起爬构树捕捉金虫和知了。金虫易捉，运
气好时一手能摁住两只；知了难抓，往往手
未伸出，“唧”的一声尖叫，飞得无影无踪。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傭灌
小筑是按唐代著名书法家、诗人张旭的 《桃
花溪》 意境布局营建的，而我们见时，园林
已被改造，两块操场占去了大片面积。猜测
原先的傭灌小筑，一定更有诗情画意。

“文革”期间，翰香学堂遭到严重破坏，藏
书楼、仪器室、资料室被清洗一空，校史资料
所存无几，连傭灌小筑也惨遭毒手，所幸个别
名贵树木及石构件被迁移至天一阁。如今，天
一阁宝书楼与尊经阁之间的假山上，有一方
凿有“知白守黑神运以默，机事机心请谢汉
阴”等字的棋枰，就来自傭灌小筑。

1988 年 5 月，翰香小学恢复原名。2013
年 9 月，翰香小学迁至莲桥第东侧，其旧址
成为海曙区老年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等组
织的活动场所。隐隐飞桥与两眼水池还保留
着，一幢老教学楼也保留着，成了文保楼，
楼内设有翰香校史展览室。

愿这些见证了几代人薪火相传矢志办学
历史、承载着无数翰香学子美好记忆的建
筑，能世代留存，以振文翰，以续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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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墙门旧影

现存于天一阁的棋枰

操场与教学楼 （南楼） 旧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