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一九二四年间，乡邑胡调

元等能诗善文之士四十余人，于探

花楼楼旁隙地筑屋三椽，结社于

此。因在陶尖山下，故名“ 陶

社”。关于陶社需要几点说明，一

是因为台风、因为火灾，建了毁，毁

了建，几度兴毁，导致不同的史料

中对陶社建筑的时间表述各不一

样，公元一九二四年应该是第一次

建造的时间。其二，陶社紧挨着探

花楼，过去不少人把陶社误以为就

是探花楼，曾经因此闹过笑话。其

三，陶社是民国时期瑞安文化名人

的一个众筹项目。当时瑞安的一

批文人雅士，自掏腰包，众筹建了

一个好地方，自娱自乐，成为瑞安

的美景雅集，这也许给了我们今天

的文化人一个启示：独乐乐不如众

乐乐。陶社最后一次被毁是上世

纪九十年代，因工人的不慎连同探

花楼一起失于火灾。

公园路李维樾（明末）、胡超群

（清末）、林庆云（清末）三座名人故

居，原来是港瑞新玉海开发项目中

根据协议要保护的古建文物。本

来要原址保护，后开发商为了提高

项目的整体效益，要求异地保护。

林庆云故居被迁移到利济医学堂

的东边，剩下的两幢古宅没有地方

落地，房子被拆了很久，就是没

建。铁肩担道义，这其中要感谢瑞

安市人大、政协及瑞安文化界有识

之士的持续关注，特别是瑞安市政

协副主席王翠珠、提案委主任季雯

雯等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顶住重

重压力，锲而不舍的监督，她们也

遭致很多人的不理解。终于在

2014年，瑞安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公

园路李维樾（明末）和胡超群（清

末）两座名人故居迁至瑞中校园，

重建陶社景观。在建设过程中，因

工程的质量与工艺等问题，工程队

被换了两批，包工头恼火地差一点

要跟我打架。世上无难事，只要肯

用心。还好，有那么多有心人的出

力，难事总算做成。楼成，我请全

国著名书法大家陈振濂教授题写

了“陶社”楼名。两座名人故居完

成迁建，恢复了陶社人文景观，丰

厚了百年学府的文化底蕴，可谓一

举三得，不仅利在当代，而且功遗

千秋。现在有了新建的姚琮故居，

在现代化的校园里形成从民国、清

末到明末跨越三个朝代的古建筑

群，成为百年名校的一道亮丽风

景！

为了让老宅散发更浓的古韵，

我与贾克志副校长等几人经常在

双休日、节假日，到瓯海藤桥上埠

头村（古旧市场）采购老物件。一

次一次，一户一户，一批一批选购，

竟然成了当地“知名大客户”，后来

一到那，村民们就说：“这校长又带

人来了。”争相给我们推销家里的

老古董，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在两

幢老房子里，建成了国学书房、李

笠生平展览、陶峰书屋、政协之家、

瑞中民主党派活动室、茶室、接待

室和会议室等，真正做到了活态利

用。说实在的，一座木结构的老房

子，如果关门闭窗，不出三到五年，

就要开始腐朽倒塌。现在每天看

到师生们进进出出，百年古宅飘出

满室书香，仿佛瞧见了红楼梦大观

园里的热闹场景，犹如从前老同志

每天喝了青春宝，大有再活一百年

的信心。这里要特别感谢粤港澳

台校友会、李继朗校友、1999届（7）

班校友的贡献。现陶社整体建筑

成为浙江省语文学科基地，在全省

的几大语文学科基地里，瑞中基地

是最有品位的文化场所。由于大

家的共同努力，使这座百年老宅焕

发新生命，书写新故事。

在冬日暖阳斜照下的案桌前

看书，在陶社六月满堂的荷香里吟

诗，也许将成为学生们一生最美的

遇见！为了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基

地的文学性功能，我建议瑞中文学

社的指导老师、瑞中大诗人张玉锡

先生指导成立瑞中学生诗社，丰富

校园的文学创作活动，培养学生的

文学特长。我们希望瑞中不仅要

出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等，也要

出诗人，甚至既是科学家，又能当

诗人。2014年瑞安中学云江诗社

成立，2015年2月刊出了学生的诗

集。应张玉锡老师诚恳得无法推

脱的请求，没办法，我只好班门弄

斧，为诗集写了一篇序言。这好比

从未下水的人，当了游泳教练，而

且在岸上说得头头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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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社里吟诗
■陈良明

诗是重要的文学体裁，古体诗作为

古人境遇和志向的精炼表达，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不朽经典。中国是诗的国度，

唐诗宋词是人类文化的图腾。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历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

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治国先修身！诗书

琴画兼得，是掂量知识分子人文涵养的

尺度。写诗不仅是读书人的雅趣，写出

好诗更能展现文人的君子风度，所以大

文豪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

“瑞安出才子”，瑞安也出了不少会

写好诗的文化名人。宋代诗人曹豳以独

特的视角，创新的思维和对事物的格致

甄微写就了一首《春暮》：

门外无人问落花，绿阴冉冉遍天涯。

林莺啼到无声处，青草池塘独听蛙。

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是瑞安唯

一入选千家诗的杰作，为我们瑞安人增

光添彩。到了晚清，黄绍箕之父黄体芳

从任上退休回乡静养。不甘寂寞的他想

辟一处可雅集畅饮、吟诗诵赋并可供奉

乡贤诗人牌位的地方。此念头与王岳

崧、胡调元等几位离官回瑞的雅士们不

谋而合。于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

们共同出资在瑞安小东门外买了一处桑

田，建三间小楼，并以唐孟浩然“把酒话

桑麻”的诗意，取名“话桑楼”。晚清大儒

孙锵鸣亲撰一联：

清新开府，俊逸参军，香火共一堂，

每当月夕风晨，结习未忘，定有吟声空际

落；

白水东城，青山北郭，渔樵分半席，

遥想天容海色，衰年多病，恨无眼福望中

收。

此楼落成后，诗人词客，学者文士，

簪缨杖履，不绝于楼。至近代，花信楼主

人洪炳文博学多才，善赋诗词，为瑞安当

时诗坛的标志人物，他和乡贤王凝、项

骧、薛钟斗、许铸等五人都是柳亚子创办

的南社社员。

公元一九二四年间，乡邑宋慈抱等

能诗善文之士四十余人，于探花楼楼旁

隙地筑屋三椽，结社于此。因在陶尖山

下，故名“陶社”。屋中悬有两对联语，

分别是：杜老突兀见此屋，苏子敏捷好论

诗。莫道兰亭无继跡，须知莲社有攒

眉。陶社社员经常聚首吟诗赋词，晨聚

夕散，乐不思归，陶社成了瑞城的一处人

文胜景。后陶社又改名为云江吟社。上

世纪九十年代，陶社建筑坍圮。陶社的

遗址就在瑞中的新校园里。今年学校将

在校园重建陶社建筑，并借机成立“云江

诗社”，旨在景仰先贤，昌明瑞安文化。

无论是南社的社员，还是“陶社”的诗友，

其中不少是瑞中的校友，如洪炳文担任

过瑞中的教师，王凝、项骧、薛钟斗是瑞

安中学的学生。日后成为国学大师的校

友李笠（李笠，字雁晴，瑞安人，1914年

本校旧制毕业。曾一度在瑞中任教，历

任中山、之江、中央、南开、复旦等大学教

授），1913年在瑞中读书时相约几位同

窗好友在西岘山鳌阁结“岘山文社”之

盟，于此吟诗撰文。

秋野寒光碧，繁霜染芦荻。

菊开草色黄，枫落蓼花赤。

西风动木黍，夕阳留沙碛。

天高宇宙清，最爱远山瘠。

——李笠

在李笠先生遗留的记载中，先后曾

与他一起在“岘山房”读书、写诗、作文的

同学好友，有蔡泽民（又之）、李光祖（桐

叔）、朱叔岳、戈鸿羽、周予同（周蘧）、李

放等人。1914年他整理、手抄，汇集了

一册《岘山文社诗词稿》，其中有他和周

予同、李光祖、李放四人所写的古诗117

首，词21首，并致函周予同，邀其作序。

然而在1916年周蘧的“岘山文社诗文录

序”中，已增为诗二百余首，文百余篇。

这些诗词基本是拟一命题，约定律式，每

人各吟一首。现在看来，那时瑞中学生

的国学知识和诗词功底真的是相当了

得。1938年卓公祠校区建成一幢西式

两层楼房，取名“勤思楼”。楼上设有校

长办公室，又名“丈二诗社”，以室高一丈

二尺得名，是校内外古诗爱好者定期吟

咏之所。大约1946年左右，瑞中学生郑

熹和苏寿桐、徐之淮、孙钢等七位学生组

成“江滨吟社”研习古诗词，后被邑人称

为“江滨七子”。

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从中有许

多生活体验和心灵的诠释，有形而上的

人生思考。在民国时期的几本瑞中校刊

里，发现很多师生的吟唱佳作。在1928

年《瑞中·创刊号》上有一篇学生项頲的

《含羞草》：

奇哉含羞草，一触叶下垂。

孩子以为异，时时来扰之。

苟无畏缩性，安患他人欺？

我国受侮辱，由来自可知。

青年有为者，学雄勿学雌！

诗言志。这首诗通过对含羞草的观

察，联想到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怒其不

争，号召青年要有刚烈血性和对民族复

兴的当担！在《瑞中·创刊号》上还惊奇

地发现张之玉校友一人发表了五首诗

作，我猜他应该是当时学生中著名的诗

人了。其中《愚溪写游》：

郭外青山夕照斜，千竿修竹是谁家？

溪回路转藏幽景，一路清流漾落花。

张志玉（之玉）是瑞中英烈中第二

位牺牲的烈士，1908年出生，瑞安汀田

人。1926年瑞中毕业，学业成绩优异，

能诗，精武术，思想进步，曾任校学生自

治会主席。1927年2月，经林去病校友

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后，在农村从事秘密活动，以创设拳

坛为掩护发展党组织，多次在莘塍、塘下

发动群众开展闹荒斗争。1930年6月，

出席中共浙南代表会议，分配到浙南特

委机关工作。9月14日，特委机关遭国

民党军警包围，他赤手空拳和敌人搏斗

后被捕，16日被押解温州松台山刑场，被

杀前依然昂首挺胸，神色自若，不肯下

跪。从张志玉校友身上看到了瑞中学子

的满腹经纶和铮铮铁骨，我们的英烈文

武双全，既有革命的豪情，又有诗人的浪

漫。《瑞中校刊》第一、二期刊行于1937

年和1938年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中，师

生创作的诗词基本以抗日救亡为主题

了。这也印证诗歌与其它的文学艺术作

品一样，要立足现实，反映时代。歌德说

“应该拿现实提举到和诗一般的高”。

青年学生有诗一样的年华，有最充

沛的激情和最大胆的想象，于是说每个

年轻人就是半个诗人，诗属于青年。同

学们的学习任务繁忙，应试压力沉重，但

不能因此放弃对诗的兴趣和写诗的天

赋。如画的校园也不缺少诗的创作题

材。“拾石雨花，寻诗扫叶”，天空的流云，

河畔的垂柳，成群的白鹭，夏日的蝉鸣，

奔爬的松鼠，还有那陶峰夕照，花开艳阳

……都可能触动大家的灵感，成为创作

的对象。鲁迅先生说“好诗已被唐人做

完了”。我想哪能呢？其实还有大量的

好诗、传世之作等待同学们去创作。诗

歌是一种圣洁的美，如那天上的雪绒，值

得静静地去欣赏抚摸，用心灵去品味字

字句句的美丽。我们期待，“云江诗社”

的创刊，犹如最艳丽的花朵开在最稚嫩

的新枝上，一定是醉人的风景！

我要写诗
——为云江诗社创刊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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