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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按照浙江省教委统一部
署，为了存史育人，总结办学经验，宁波
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成立了校志编辑
室，专门返聘已经退休的郑学溥、李军两
位先生编写校志。

这项工作还是有些基础的。1988
年朱院长访问香港接受邵逸夫先生对师
院图书馆的捐款，带回来一本香港中文
大学的年鉴。年鉴记录了过去一年在教
学、科研、管理各方面的重要事件、数据、
各项事业发展情况，是全面反映学校年
度工作概况的资料，院长办公室仿照香
港中文大学的年鉴，试着编纂宁波师范
学院年鉴，这在当时国内高校廖廖无几，
为后来的校志编写提供了权威、系统、真
实的材料。

□叶向阳

我的老母亲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在宁波师范余姚
函授站工作，那时的郑学溥先生是宁波师范函授部
主任，李先生负责《宁师函授》的编辑。他们经常下
区县指导工作，与我母亲熟识。大概是因为这个缘
故，李先生一向视我为晚辈，在院办的文字工作上对
我多有帮助，展现出无比的亲切与耐心。他对我讲
话时，脸上总是带着一抹温和的微笑，尽管他的普通
话带着浓重的乡音不易听懂，但是嘶哑而富有磁性
的声音让人深受感染。李先生讲话时两手轻轻比
划，讲到激动处，嘴角有时会有点白沫，会站立起来，
声调也会不自觉地提高。我们之间经常交谈，长久
的相处真是让我得益非浅。

两位先生在一起时喜欢喝点小酒。酒后的李先
生,原本就红红的脸色更添了几分慈祥与可爱,平日
里活不太多的他在酒精微醺下也会谈兴大发。当时
的宁波师院有个“酒协”，这真不是戏谑，要加入酒协
需要从酒龄、酒量、酒品几方面严加考核。郑老先生
的酒龄从七岁开始算已经六十多年是当然的会长，
听说潘院长不知是酒量还是酒龄的原因几次申请都
没有获准，后来好像是打开了一瓶别人都打不开的
外国酒，算是有发明创新才得以入会。我一直滴酒
不沾，酒量几乎是零, 郑先生笑称你这辈子要加入
酒协是没有希望了，做个酒仓库的保管员倒是可以
让我放心,李先生说政协不是有个政协之友吗，你就
算是酒协之友吧。

有一次,学校大概刚放了电影《芙蓉镇》,大家在
一起议论，李军先生那天的的神情有些怪异，平时总
是笑容可掬的脸上很是严肃，他与电影主人公同样
错划为右派，悲惨的情节触动了深埋在他心底的往
事，他那天几乎一言不发。朱院长提了个问题让大
家想一想，电影里部队复员的老干部谷燕山正直善
良，敢于主持正义，富有同情心，却因为战争年代负
伤失去了生育功能而没能留下后代，而那个性格懦
弱，关键时刻屈从权势，无法坚守自己的原则与立场
的黎满庚却一连生了六个小孩，作者如此安排有什
么深刻的含义？

还有一次，李先生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还年
轻，又这么忙，一定要注意身体，加强锻炼，我觉得你
少一些运动，饮食方面也要从年轻时就开始注意。
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在国外的孩子处，闲来无事经常
去钓鱼，当地外国人是不吃淡水鱼的，他的朋友竟钓
得不少又粗又短的品种与我们这里有异的鳗鱼，切
片用干面粉在外面裹一下用油炸，味道当然很好，但
吃多了血脂高最后导致中风。当时几位年长的先生
血压偏高，朱院长得了一个偏方，说是每天喝淡豆
浆，持之以恒能见效，血压高的降下来，血压低的升
上去，血压正常的维持正常。办公室的秘书小骆每
天早上从食堂打来两热水瓶豆浆，从此我们每天一
上班都喝淡豆浆。

两位老先生都早已作古，今年又逢李军先生百
岁诞辰，愿两位先生在天堂依然煮酒论文，谈笑风
生。你们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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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院长亲自担任校志主编，我当时担
任院办主任就忝为校志副主编。宁波师
范学院当时虽然号称建院三十余年，但
校名屡屡变更，几度跌宕，校址数易其
地，展转煎熬，走过的是一条艰难曲折的
道路。特别是前二十年，遭遇暂时困难、
各种运动特别是文革，学校几乎一直处
于折腾动荡之中，这给校志的编辑带来
很大困难。郑学溥、李军两位先生花费
了不少精力，将满腔热情倾注于文字之
间。大概是两位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都
曾在当时设在镇海骆驼桥的宁波师范学
校工作过的原因，对这个后来并入宁波
师范学院的学校有深厚的感情，便用十
分巧妙的方式在校志中保留了原宁波师
范学校的叙述，使得这个为宁波教育事
业作出很大贡献的学校在校志中有一席
之地，没有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校志的编辑历经数年，终于大功告
成，在洪塘荪湖召开了定稿会议，1996年
由华东师大出版社正式出版。校志校史
各个学校均有编写，但正式由出版社出版
的着实不多，这与做了一辈子编辑工作的
李军先生不无关系。

校志编辑室的办公地点在行政楼一
楼的南面，从西往东第二间。因为有了两
位博学睿智、谈笑风趣的老先生，面积不
大的房间经常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特别是一天紧张的工作之余，临近下班的
时候，校志编辑室更是欢声笑语，是我们
大家片刻休憩的地方，好几次都差点误了
校车。

李军先生的个子不高，身体胖乎乎的，
走起路来慢悠悠紧贴着路边的墙面，除了
手臂轻轻摆动，上身几乎不动。这样的步
态，却走出了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让人感
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宁静与力量，似乎在
告诉我们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内心的平静与
坚定。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受到了胡风反
党集团一案莫名其妙的牵连，受到审查，后
又不幸被错划为右派，一生坎坷。然而正
是命运的不公铸就了他的坚强，一生致力
于编辑工作，编辑宁波师范学校的《语文教
学》期刊。《语文教学》丛书，《宁波师范学院
学报》，后来还评上了全国学校系统的先进
个人。听中文系的领导讲过，中文系建系
初期，资料室购置的很多工具书 ，一长溜
气派实用的靠背藤椅，还有教师们部分的
福利，都是靠李先生几个人编辑丛书、期刊
创收打下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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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
李军先生
——校志编辑室的点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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