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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

任总教 !教导主任"#

!"#$

年
%

月任校长 #

!"#&

年正月离
任$ 据 %蔡元培日记& 记载'

!"#!

年
'

月
!"

日# 蔡 (识别
澄衷蒙学堂所编 %字课图说 &

竟)# 第二天即 *致章一山书#

送 %字课图说 & # 并还 %文
通&)+ 可以推断# 蔡元培在审
读完 %字课图说& 之后# 就交
给该书的总纂章梫 # 准备付
印$ 章梫来澄衷学堂被委以重
任# 与他之前所受教育及深厚
学养不无关系$ 他年轻时就学
于杭州诂经精舍# 师从清末著
名经学大师, 翰林院编修---

俞樾先生+ 俞曾主讲杭州诂经
精舍三十余年# 博通经史# 著
述颇丰 + 章梫住书院十余年 #

跟随俞先生研学经史# 兼学数
学, 天文, 地理# 学问日益精
深# 为其执掌澄衷学堂打下了
扎实的基础+

依照 %澄衷学堂章程& 关
于成立编纂室的规定# *书稿
编成后 # 有应须删润校正者 #

任总纂请相当人为之 ) ! 澄

衷高级中学校长室! 上海市虹

口区澄衷中学校友会编" #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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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这里的 *删润校正
者)# 即为现代意义上的主审#

*相当人为之)# 是说要由学问
精深的人担当此任# 这个人就
是蔡元培+

蔡元培 !

!'('

-

!"%#

"

)

字
孑民#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六年
进士#翰林院编修+据蔡元培自
己回忆#

!"#!

年春#*余以阳湖
刘检讨树屏之招#游上海#居澄
衷学堂)#*七月间#刘君曾邀我
相助.不过一月余#刘君又介绍
我于南洋公学 ) ! 高平叔编 "

'蔡元培全集 %第
'

卷 &第
'%$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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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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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刘树屏
与蔡元培是贡士同年# 翰林院
同事#关系密切+ 查阅%蔡元培
日记&可知#蔡元培来澄衷蒙学
堂前#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光
绪二十七年 !

!"#!

" 三月十八
日#他来到上海#次日一早到张
元济家中# 一同到澄衷学堂造
访时任校长的刘树屏# 这是蔡
元培到澄衷学堂的最早记录 +

蔡元培来此除了协助刘树屏管
理校务外# 还有一项重要的工
作#就是帮助编写 ,审定 %字课
图说&+ 诚如周佳荣在%辛亥革
命前的蔡元培&!香港" 波文书

局&

')*+

年" 一书中所言'(辛
丑年#!蔡元培" 应上海澄衷学
堂总理刘树屏之请# 出任名誉
教员# 襄理各事并定 %字课图
说&一书 )#这里的 (定 )即为审
定之意+ 这从蔡元培

!"#!

年
$

月至
'

月的日记中可以得到印
证+在此期间#他先后六次提到
%字课图说&+如前所述#蔡元培

的日记中 (识别澄衷蒙学堂所
编%字课图说 &竟 )的 (识别 )二
字应是审读校对之意#说明%字
课图说&最后由他校勘考订#斧
削笔润#主审定稿+ 另外#蔡元
培还亲自参与了%字课图说&的
编写+ 他在

!"#!

年
*

月
+&

的
日记写道 '(始往澄衷学堂 #编
字课目#晨去晚回)!王世儒编"

'蔡元培日记$上%&北京大学出

版社
!"'"

年
)

月版 & 第
'*"

页"#这里的(编字课目)指的应
是编写 %字课图说 &的目录 #即
该书第一册的 (检字 )与 (类
字)+ 将所录

$###

余字按字的
笔划数进行编排# 还按照字的
词性进行分类+根据这个目录#

读者可方便地进行检索,查阅+

蔡元培在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
时就编印过切音课本#(以切音
简表教蒙学斋诸生 )!李志茗 "

' 清 末 一 个 传 统 士 人 的 转

型)))―辛亥前蔡元培的思想

和行动 %&见谢一彪主编 '中国

越学$第
&

辑%& 世界图书出版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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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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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字课图说&每字均以反切
法标注读音#再详解字义#莫非
也是受此启发/ 以蔡元培的经
验,学养,声望#由他来编写,审
定%字课图说&是最合适不过的
了+ 他的一生和教科书编撰结
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还独立编
撰了 %中学修身教科书&%哲学
大纲&%华工学校讲义& 等具有
影响的教科书# 用自己的智慧
之光# 点燃了无数青年学子的
希望+

新学少年 协力参编

除了像蔡元培, 章梫这类
博古通今的大师级人物被请到
澄衷学堂外# 刘树屏还吸纳了
一批在新式教育中脱颖而出的
新锐少年# 为年轻的澄衷学堂
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沈颐, 严
保诚, 夏清贻, 姚明辉等就是
首批聘请来的年轻教员# 他们
在教学的同时# 还参与了 %字
课图说& 的编纂+

在这批年轻教员中 # 沈
颐, 严保诚皆为刘树屏的武进
同乡 + 据 %常州史志 & 记载 #

二人皆于 (清光绪二十七年
!

!"#!

" 赴上海 # 入澄衷蒙学
堂为教习# 并参与编纂 %澄衷
蒙学堂字课图说&)+ 他们的早
期经历十分相似# 都曾入常州
龙城书院肄业# 在这里接受了
新教育思想的洗礼 # 学业优
秀 # 均列名于 %龙城书院课
艺 & !其中严保诚列名于算
学 "+ 刘树屏或许与他们有师
生之谊# 因为在他们就读龙城
书院时# 刘树屏正全力推动书
院的改革# 开设算学, 舆地等
新式课程+ 沈颐入澄衷学堂任

教# 还有其特殊的渊源+ 沈颐
的岳父吕景端是盛宣怀最为倚
重的幕僚# 而刘树屏又是盛宣
怀的生意伙伴 !叶舟" '中华

书局创始人之一沈颐的生平与

成就 %& 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编 '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

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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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后来
沈颐曾在盛宣怀和刘树屏联
合创办的常州正则小学堂任
总教习 #他在致刘树屏的信中
称其为姻世伯 #自称小侄 !沈

颐致刘树屏函"

')"$

年 & 上海

图书馆盛宣怀档案 & 档号 "

"!,*''

"# 说明他们有亲缘关
系+ 沈颐可能是%字课图说&最
得力的编者+ 有些回忆文章甚
至认为他就是该书的主编+ 如
澄衷学堂的早期学生项雄霄
写的 %六十年前的上海澄衷学
校 &就称 (主编者为杭人 !应是
常 州 人 之 误---笔 者 注 "沈
颐 )!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

会编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

!&

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

!""!

年版 "+ 严保诚少时即好天文
历算之学 #擅长理化 + 根据他
的特长 #他极有可能担任 %字
课图说 &理化知识的分纂 + 这
也可以从他离开澄衷学堂后
的经历得到佐证 # 他于

!"#%

年经蒋维乔介绍入商务印书
馆 #编纂理化教科书 #常年在
%教育杂志 &(教授资料 ) 专栏
发表关于理科教学与理化生
知识的文章 # 从另一角度说 #

他的职业生涯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他编纂 %字课图
说&的经历+

另外两位年轻教员夏清
贻 , 姚明辉均来自上海嘉定 +

夏清贻 !

!'*(

-

!"%#

" # 字颂
莱 # 号公奴 # 中华民国教育
家, 出版家+ 夏清贻早年曾经
留学日本 # 就读于早稻田大
学 +

!"#!

年正月至六月在澄
衷学堂工作 + 按姚明辉的说
法# 夏清贻也参与编纂 %字课
图说& 地理部分# 可能就是因
他是个 (海龟 )# 接受了日本
的先进教育 # 了解西方的文
化+ 姚明辉# 号孟埙+ 他自述
任 %字课图说& 的地理部分分

纂# 那么# 为何会让这个新学
少年担当此任呢/ 来澄衷学堂
之前# 姚明辉先后就读于上海
求志书院, 龙门书院, 广方言
馆# 这几个学堂皆为上海名闻
遐迩的新式学堂# 在上海的近
代化教育中起着引领潮流的作
用# 从这里走出来的学生# 多
半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

另外#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 父
亲姚文楠是上海地区著名的社
会活动家, 教育家和公益慈善
事业家 # 编纂过 %上海县志 &

%上海县续志&# 审订过 %川沙
县志& 等+ 他的伯父姚文栋是
近代地理学家, 藏书家# 曾周
游东西两洋 # 熟悉外国情形 #

还曾在姚明辉就读的龙门书院
任教# 传播西方文化+ 良好的
学校教育及书香家族的熏陶 #

让姚明辉初出茅庐便成为引人
注目的青年才俊# 自然成为编
写 %字课图说& 的合适人选+

另据澄衷学堂学生项雄霄
回忆' (地理由上海姚明辉主
讲# 用他自编的本国地理作教
材+ 每次上课# 姚先生在黑板
上画一概图# 对图讲解# 着重
说明山脉, 河流的关系, 城市
位置, 交通要道, 物产分布和
历史事物的变迁等+ 也教学生
自己作图# 画出其所习得的一
课+ 因此# 学生的记忆就巩固
了 +) !项雄霄 "'六十年前的

上海澄衷学校%&参见全国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

存稿选编$第
!&

辑%&中国文史

出版社&

!""!

年版"这从侧面反
映了姚明辉在地理学科教材编
写和课堂教学方面的杰出才
能 # 也是他胜任 %字课图说 &

地理分纂的有力佐证+

缮写绘图 皆出名家

!"%(

年
(

月# 澄衷中学第
十二任校长王震对该书作了这
样的说明' (本书系前清光绪
二十七年本校自设之石印局印
行 + 编者为湖阳 !现并武进 "

刘葆良 !树屏 "# 刘系本校第
一任校长# 书者武进唐驼# 绘

图者吴县吴子城# 两君均系本
校教员 +) !'澄衷校史资料$

第一卷增订版%& 第
&)

页" 而
查遍澄衷高级中学之前的校史
资料# 均找不到唐驼, 吴子城
为本校教员的记载# 在最早的
澄衷学堂教职工名录中也未有
发现# 此说不足为信+

唐驼 !

!'*!

-

!"$'

"#原名
成烈 #字孜权 #江苏武进人 #著
名书法家+唐驼

(

岁入塾#自幼
苦学楷书#自创一格+因辛劳过
度导致脊背佝偻#人呼为(唐驼
子 )# 他便索性更名为唐驼 +

!"#!

年# 应同乡刘树屏之邀#

缮写课本 %字课图书&

'

册#书
中大小文字均由唐驼正楷书
写 #端正优美 #一笔不拘 #易为
学童接受#广受社会赞赏#上海
各大书局纷纷聘其缮写教科
书#唐驼书名不胫而走#享誉沪
上+ 其书法娟秀遒劲# 含蓄稳
健 #时称 (唐体 )#与沈尹默 ,马
公遇, 天台山人并称题额写匾
四大圣手+ 沪上许多厂商争相
请他题写匾牌#中华书局,世界
书局,大东书局等招牌#均出于
他之手. 当时民国政府发行的
纸币,邮票亦有他的手迹+代表
作有 %武进唐驼习字帖&%孝悌
祠记&%育合堂记&等+

%字课图说&书中刊有插图
*(+

幅 #分布各卷 #有地图 ,人
物,花鸟,建筑,器物等#大小不
一 #大者半框 #小者半框六幅 +

书中所绘图画多为 %点石斋画
报&风格#构图工整#精美典雅#

体现了民间书法艺术与绘图艺
术的完美结合+ 该书扉页上清
楚地标明绘图者为 (苏州吴子
城)#然而吴子城究竟是何许人
也#至今仍然是个谜+刘树屏在
%凡例 & 中说 '(00非图不显
者 #均附以图 #或摹我国旧图 #

或据译本西图# 求是而已)#表
明书中插图多为临摹已有我国
旧图或外来西方图画+ 因为多
临摹之作# 不好署其真名+ 而
*吴子城)系旧时民间对苏州城
中 *内城 )的习惯称呼 #由此推
断 #所谓 *吴子城 )或许只是苏
州某一著名画师的化名# 实际
并无此人# 书中只是假托其名
而已+

总之#%字课图说&的编写#

是中国教科书编纂史上的一次
风云际会 #既有 *宿学老儒 )的
领衔策划 #又有 *新学少年 )的
耕耘力行# 还有书画大家的加
盟助力+ 这是新旧交替之际启
蒙教材改革的一次破冰之旅 #

是先贤们经验 ,学养 ,眼界 ,功
力的一次大融合+ 正是由于他
们的攻坚克难,群策群力#才催
生出 %字课图说 &的智慧之果 #

泽被后世# 福佑学子# 善莫大
焉+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在
旷远的历史时空中传递一份感
念和敬意+

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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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辉章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