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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正学堂杂记
| 鉴明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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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叶黄了，忽然想起那年冬天
在丽江，登象山。

到丽江的游客几乎都会长途跋
涉去攀登玉龙雪山，近在咫尺的象
山却无人问津。象山就峙立在丽江
古城旁边，但看上去是那样平平无
奇，游客很难想到象山上会看到什
么独特的景致。

其实，你是被山形误导了，象山
不够陡峭，呈台状，一级一级往上抬
升，在山下抬头一望，只能看到最低
一级高台，会觉得象山矮得似乎几
步就能蹦上去；而丽江古城恰好又
只能看到象山的阳面，植被低矮稀
疏，难以引人入胜。

那是初冬的一天，我在象山脚
下的黑龙潭公园晒太阳，巧遇云南
大学旅游学院的三位女大学生，很
谈得来，便与她们结伴登象山。

上山的路在象山的北面，我们
在树林里气喘吁吁爬了很久，终于
抵达一个红色的小亭子，以为胜利
抵达目的地，却有人告诉我，这里仅
仅是全程的三分之一。

我像泄了气的皮球，往山下一
看，嗬，黑龙潭可真美！四个碧绿的
湖泊聚在一起，又被成荫的绿树分
隔，小巧精致，数座古建筑点缀其间，
与湖光山色融为一体。阳光下，一
阵暖洋洋的风吹来，令人神清气爽。

鼓起劲继续攀登，爬到一道山
门，以为快要到顶了，却又有人告诉
我才爬了一半。

原来在山脚下往上望，是望不
到象山的顶峰的，能望到的地方还
不到一半高，原以为爬上去很容易，
没想到却这么难。

硬着头皮继续往上爬，过了许
久又遇到一座红亭子，已经气喘如
牛，有人告诉我们，不远了，我们已
经走了三分之二。

从第二个红亭子里往山下一
看，哇塞，倚在狮子山上的丽江古城
就趴在我们脚下，古城全貌一览无
遗。

兴致高昂地继续攀登，山路渐
趋平坦，在山脊上水平延伸，在这条
纵贯山脊的羊肠小道上，我们可以
看同时看到前山后山的景色，后山
是连绵不断的森林，风一吹，林梢倒
伏，像滚滚绿浪。

小路一直延伸到山脊最南边一
座两层的小亭子，爬上二楼，玉龙雪

山竟扑面而来。
此时的玉龙雪山，这样近，这样

雄壮，这样清晰，连山谷中的冰雪都
历历可见。

往下一望，不仅整个丽江古城，
就连丽江新城，以及四面山峰合围
中的整个小盆地，都尽收眼底。

透过山和山的缝隙，甚至可以
望到远在山外的拉市海广袤的湖
面。

脚下的黑龙潭已经被茂密的树
林遮住了，远处几座波光粼粼的水
库却映入眼帘，就像几块碧玉镶嵌
在大地上。

“那里是清江水库。”几个小伙
伴争相指给我看，只见一座长方形
的水库坐落在城边，水库中央有一
道树木葱茏的长堤，堤上还有拱
桥。玉龙雪山上融下的雪水太清澈
了，即使在山上，也可以一眼望到水
底斑驳的颜色。

“我们学校就在那里，水库边有
很多树，秋天落叶纷飞，好漂亮。”

象山上有很多条路，我们选择
了南面的一条路下山，这条路上树
木很少，下午4点钟的太阳毒辣辣地
晒在脸上。路很陡，由高高的条石
台阶砌成，如果一个不当心，很容易
从陡峭的山崖上骨碌骨碌滚下去。
但这也是走这条路的好处，所有的
景色都在眼前，无遮无拦，你可以尽
情欣赏个够。

我的目光越过丽江古城，被一
所学校的操场吸引住了，操场上正
在举行足球比赛，远远站在山上，就
可以看到很多黑点中，一个大黑点
正带着小球飞奔过人，他的动作是
那样连贯漂亮，引得我们大声叫好，
隔着遥远的空间使劲为人家加油，
仿佛在太空里看一场足球直播。

月亮早已经出来了，从下午两
三点钟起它就挂在半空中，在明晃
晃的太阳下，在蔚蓝的天幕中，温柔
地映照着我们。

远处的狮子山，就像早上吃的
丽江粑耙，趴在古城的城头。

沿着陡峭的石梯绕来绕去，黑
龙潭又在眼前了，几眼碧绿的湖水
夹着葱绿明黄的老树。

阳光斜斜照在远处的玉龙雪山
上，下午5点，我们返回象山脚下，上
下仅2个小时，站在山顶所体会到的
天高云阔的心情，却令我难以忘怀。

养正学堂在什么地方？它就
在我老家宜兴市湖 镇。现如今
那座位于湖 镇政府隔壁的湖 实
验学校，其前身就是养正学堂。

追溯起来已经是清末年间的
事了。据《湖 镇志》载，1902年，
有一个名叫李荫棠的举人，老家在
湖 镇上，他学成归乡后，抱着教
育救国的理想，在李氏宗祠开办塾
学，改旧制、立新学，广招童生，拉
开了湖 学校教学的序幕。四年
之后的1906年，李荫棠协同本镇
才士李尔康、李听初、白楚士等人，
集资创办以“正言、正行、正身、正
学”为办学宗旨的“养正学堂”，招
收学龄男童入学，李荫棠任堂长。

“养正文化”开始生根发芽。
清末的宜兴与全国各地一样，

教育救国成了许多仁人志士的志
向。湖 镇资源丰富，又处苏、浙、
皖三省交界地带，是山货集散地，
贸易较为活跃，素有“银湖 ”之
称，普通百姓的生活向来有所保
障，这就为教育发展奠定了一定的
物质基础。

养正学堂开办后，课程设置起
初以国文为主，后来从宜城请来了
徐少石、裴礼和两位老师，才开设
了算术课，不久又开始兼收女生。
学堂学生人数的陡增，很快让李氏
宗祠不敷应用，李荫堂、李尔康等
人遂计划将镇西一处用于慈善活
动的广善堂扩建成校。新校舍的
兴建得到了全镇父老乡亲、商界士
绅的热情支持，而迁入新校舍的那
一天，养正学堂也更名为广善小
学，由李尔康出任校长。“一声兴
学，万家解囊，风气开山乡……”这
首当时在学校广泛传唱的校歌，生
动展现了湖 崇尚教育的风范。

发展教育已然被湖 的乡民
们视为了硬道理。由于各界对教
育的重视，1921年春广善小学由初
级小学改制为完全小学，一开宜兴
县“完小”教育先河。但在国运不
昌、国势不振的年代，教育救国又岂
是读几册老式课本就能实现的梦
想？必须寻觅一条彻底改造旧社会
的新路。1926年，担任中共宜兴特
委的李旸谷出任广善小学校长，他
在策划、发起宜兴农民秋收暴动的
同时，积极弘扬“养正文化”，不失时
机地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并
着手推动学校的教育改革，他深知
要彻底改变社会，就要从改革教育
抓起。遗憾的是李旸谷的教育改革
尚未推开，他便英勇牺牲了，就在他
牺牲前夕，他的案头仍摆放着《广善
小学教育改革纲要》手稿，这份手稿
成了当时极为难得的一份教育改革
指南。1931年，广善小学正式更名
为湖 小学。

在那些风雨飘摇的岁月里，
“养正文化”的种子虽然受到各种
各样的压制，却从没有什么力量能
阻止它的生长。艰苦卓绝的抗战
时期，湖 小学沦为日寇据点，部
分校舍被烧毁，学生也被迫迁至两
家祠堂上课，在这样的情况下，师
生们仍没有熄灭心中那团正义之
火。在1942—1945年间，孩提时
曾就读于广善小学的中共地下党
员史克方，受苏南新四军委派担任
湖 小学校长，他到任后以教师职

业作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
作。在他带领下，学校的师生们不
畏强暴，纷纷行动起来，唱进步歌
曲，写抗日标语，宣传抗日救亡思
想，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带去了
一束光亮。

“养正文化”滋养着一代又一
代湖 学子，也往外输送了一批又
一批杰出人才，其中有位叫李寿恒
的，是湖 人每每提及都为之骄傲
的名字。李寿恒 1898 年出生，
1906 年第一批进入养正学堂读
书，两年后转至上海龙门师范附小
（今上海中学）、江苏省常州中学求
学，1918年考取南京金陵大学农
化系，1920年赴美国伊利诺斯大
学攻读化学工程，获博士学位。
1924年学成归来的李寿恒，回到
已更名为广善小学的母校时，在宜
兴引起了很大轰动，时任宜兴县县
长王孝偁盛赞广善小学教书育人
的成果，为学校题写了“泽被后学”
匾额。李寿恒回国后，矢志把化学
工程学理论植入我国的化工教育，
1927年应聘浙江省公立工业专门
学校（次年 4月改为国立浙江大
学），不久便创立了我国高等学校
中第一个化学工程系，第二年即培
养出我国第一批化学工程学学
士。在李寿恒勇于探索、严谨治
学、艰苦创业精神的感召下，新兴
的化学工程学科在我国逐步发展
起来，他也成了化学工程教育的开
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化学工程领
域一代宗师。

“正言、正行、正身、正学”，唯
其正，方能行得远。回望湖 的教
育事业，1902年发端于李萌堂开
办的塾学，从养正学堂正式起步，
并逐步改名为广善小学、湖 小
学、湖 中心小学，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十多年间再创办民办
中学，又从农业中学、人民中学到
湖 中学，及至2014年 9月因改
革发展需要对湖 小学和湖 中
学进行合并，应运而生为9年一贯
制的宜兴市湖 实验学校，至今已
有 120年历史。2023 年 10月 29
日，湖 实验学校再次迎来了它的
高光时刻，这一天是它120周年校
庆日，来自北京、南京、杭州、苏州、
无锡等地数十名杰出校友与当地
党政领导、各界代表和广大师生走
到了一起，可谓少长咸集，群贤毕
至。上午9时 30分，庆典活动在
《百廿征程 风华正茂》的宣传片中
拉开帷幕，以歌舞、献词、朗诵、情
景讲述、典型事迹宣讲等形式，追
忆湖 实验学校走过的不凡历程，
讴歌百廿名校取得的骄人业绩，表
达新时代广大师生重整行装再出
发的饱满热情。

我是1972年入学湖 小学，
1982年由湖 中学高中毕业，作为
校友我有幸参加了此次活动。当
我看到舞台上以不同的形式演绎

“养正文化”时，感慨感怀之心油然
而生。我想，以“正心乐学、精行俭
德”为校训，树立“堂正做人、端正
做事”之校风、“身正为范、行正为
先”之教风、“就正有道、求正有方”
之学风的湖 实验学校，从历史的
深处走来，也必向时代的高处攀
登。

登丽江象山
| 汪兰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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