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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瑞

中古籍就已整理分类，但并没有采取

特殊的保护措施，古籍与普通的图书

一样，放在敞开的书架上，结果出现蒙

灰虫蛀，损坏日益严重。

2011年11月，浙江省古籍保护中

心副主任徐晓军带领普查组一行5人，

到瑞中进行古籍保护的调研，笔者负

责接待。专家们看到一所高中保存如

此多的古籍很是惊讶，同时指出很多

古籍虫蛀严重，对古籍损坏情况与保

存环境十分担忧，建议学校改善古籍

保护条件，建设规范化的古籍室，争取

申报浙江省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省重点古籍保护单位需要几个硬

指标：古籍总量达两万册以上或善本

古籍1500册以上；要有一个古籍专用

书库；配一个专门古籍保护人员等。

当时学校的古籍14797册，善本1868

册，符合了其中一个条件。

2012年笔者就任校长不久，启动

了古籍室的装修。

瑞中古籍室装修借鉴了浙大西溪

校区的风格。我们去浙大参观，负责

人听说我们是瑞安人，来自孙诒让创

办的瑞安中学时，特别客气，因为浙大

图书馆古籍收藏在高校中有让人望而

生畏的实力，主要来自孙孟晋先生把

玉海楼8000册纸比金贵的善本、珍本

的捐赠。

书柜也是根据浙大提供的信息，

到杭州富阳一家高档的仿古家具厂，

采购百年老樟木加工的书柜、书桌。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学校还缺乏

专业的古籍保护人员。经打听，温州

市图书馆专业人员陈伟玲，是浙师大

古典文学研究生毕业，年轻优秀，已是

温图的骨干，她自己也有调动的意

愿。看来是急需又合适的人才，但学

校没有用人指标。怎么办呢？学校打

了一个申请报告给市编办，要求给学

校增加两个用人指标，一个是科技小

发明的辅导老师，因为瑞中科技创新

教育是学校的一个品牌，在全国有相

当大的影响力；一个是古籍图书专业

管理员，瑞安中学有珍贵的古籍图书

14000多册，急需整理保护。报告送

到了市人民政府，当时的李无文市长

大笔一挥：同意！

陈伟玲于2013年 9月调入瑞中，

她在温州图书馆也是青年骨干，为人

做事与专业水准都很棒，领导、同事对

她评价很高。温图的卢礼阳先生对她

的调离至今还心疼不已。

陈伟玲说：“我调来的时候，硬件、

装修等均已完工。我的任务就是开始

整理古籍，当时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

是除尘，二是排列。

关于除尘，实际上我们的古籍虫

蛀挺严重的，虫蛀后形成的黑乎乎的

比沙子还细的颗粒，抖一下就有很多

掉下来，看起来有点恐怖。温州图书

馆和瑞安博物馆的古籍，我都接触过，

他们有专门的库房，也有专人打理，中

学的保管条件肯定不能跟他们相提并

论，所幸，在一万四千七百多册的古籍

里，没有发现活虫，这或许得益于学校

搬到新校后，给书架的每层铁皮搁板

上放了一块樟木板，起到了很好的防

虫、驱虫的效果。我采用最原始的办

法去除尘，用柔软的排笔一页页地去

刷，每天需要全副武装，身穿蓝大褂，

戴上头套，再戴两个口罩，一天下来，

即使戴了两个口罩，也挡不住一鼻子

的灰，手部皮肤脏兮兮的，干巴巴的，

就这样如老僧坐定般，在人迹罕至的

六楼日复一日地做着除尘工作。这是

我从未有过的体验，也成了脑海里至

今挥之不去的印象。

至于排列，1979年 3月王从廉老

师已经整理了一本古籍登记簿，按照

丛书、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排列。王

老师1945年夏以公费考入浙大文学

院历史系，文史功底非常深厚，曾经是

瑞中的副校长。这本登记簿是他亲笔

手书，字迹遒劲，版本鉴定很有造诣。

六楼的古籍大部分是按照他的登记簿

排列的，由于老校搬到新校，部分古籍

位置混乱。除尘后，我把所有的古籍

按照他的登记簿的顺序进行编排，顺

利搬迁到新的古籍室。

2014年 9月开始古籍普查，在浙

江省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按照全

国古籍普查平台的要求录入相关的信

息，拍摄并上传古籍定级和破损等级

的书影。2015年年底完成古籍普查。

古籍普查经费有4万多元，全部用于

购买古籍樟木夹板、防蠹纸等。”

2014年瑞安中学被浙江省人民政

府、省文化厅评为第二批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当时全省只有13家（目前全

省有16家），瑞安中学在全省所有中

小学里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学校。

古籍保护工作做好了，有了规范

化的古籍室，起到了筑巢引凤的作

用。陆续有单位、校友把手头保存的

少量古籍捐给学校。有的古籍由于

保护不善，虫蛀严重，再不及时处理

与妥善保管就会变成一堆拿去收购

也没人要的废纸。有的老校友说：

“这几本古籍我百年后，十有八九会

被子女当废纸卖掉的，还是放在这里

物尽其用，有价值，也算我对母校的

一点贡献。”

现在瑞中图书馆古籍藏有量已达

到 17000 多册，在温州市排名前三。

前四名分别是温州图书馆、瑞安玉海

楼（瑞安博物馆）、瑞安中学、温州大

学。

瑞中被评为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后，得到了省政府的10万元奖励，结

果只见文件，始终不见钞票，原来有关

部门的同志闹了个大乌龙。经办人员

看到古籍保护就想到了玉海楼，把钱

毫不犹豫拨给了瑞安博物馆（玉海

楼）。当瑞中追溯到钱的最终落脚点，

提出要回这笔资金的时候，博物馆同

志很客气地回复：钱都花光了，谁知道

拨到我们单位户头的钱不是我们的

啊！负责拨款的小年轻说，古籍保护

的钱当然是玉海楼的嘛，怎么会是瑞

中的呢？我真没想到！这很像两个和

尚打架，谁也抓不到辫子，责任撇得全

零清。没办法，就权作瑞中对瑞安文

化事业的一份贡献。同时我们作为瑞

安市图书馆的联盟单位，瑞中古籍藏

书在瑞安市图书馆晋级评审中发挥了

重要的加分作用。

瑞中古籍室瑞中古籍室瑞中己巳图书馆瑞中己巳图书馆((老照片老照片)) 19831983年年““瑞中十老瑞中十老””合影合影，，前排左一为王从廉前排左一为王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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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中学前身是学计馆，开办之初就

设有书报借阅室，这里就包括部分古籍图

书。1931年胡旭先生当校长时期，永嘉

籍学生胡××因学期考试不及格，对学校

不满，放火烧掉图书室，最后被判刑、赔

款。学校图书室没有了，古籍也没有了。

1939年，王超六先生担任校长时期，

他向社会上热心教育的人士征集图书。

当时黄氏后裔黄宗洲将其祖父黄绍第之

藏书数百册，慷慨捐赠给瑞中图书室，由

工友吴鹤卿（温州人）负责整理，装订补

充，斐然可观。

1941年4月19日，温州第一次沦陷，

日军登陆瑞安。瑞中的图书（含古籍图书）、

仪器被移藏于西门的探花楼（今在瑞中校园

内）。避难结束回来，发现图书、仪器荡然无

存。王超六校长痛心疾首并撰《四一九事变

本校图书馆黄氏赠书遭劫感言》。

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几场空前的人祸

国难，学校应该已没有可观的古籍留存。

瑞中古籍收藏发生重大改变，是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这里不得不提一个人——

王从廉先生。

王从廉（1923—1994），乐清高园村

人，系南宋状元王十朋的后裔，1949年毕

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1951年8月，温州

地委专署任命王从廉担任瑞安中学副校

长，主持学校的工作（当时县长张洪勋兼

任瑞中校长），次年2月又兼学校教务主

任，至1954年8月。

作为当时校务工作的实际负责人，王从

廉深知学校图书资源的重要性，出于努力改

善办学条件的责任担当，对文化育人的自觉

以及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所具备的自身专

业学养，他对古籍珍贵价值有敏锐判断甚至

喜好，不遗余力重视古籍的收藏与整理。在

国家正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学校经费

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王从廉还是下决心挤出

一定数量的款项去购买书籍，其中就收进了

两批古籍书。这是瑞中古籍来源之一。

1951年冬至1952年春间，瑞中教师董

朴垞、林炜然等发现城关申明亭巷胡宅大楼

一座楼房内存放着几万册古籍，即向王从廉

反映。胡氏家族是瑞安的书香门第，胡调元

是晚清进士，担任过金坛县县长，为晚清至

民国期间温州、瑞安的文化名流。胡氏家族

先后有胡演元、胡哲民两人出任瑞中校长，

胡哲民先生的儿子胡雨是瑞中著名的数学

老师，先教数学，后教英语。胡调元故居是

民国时期瑞安的一栋两层洋房。

王校长获知后立即实地调查，并向县

长张洪勋报告，要求将这些古籍划归瑞

中，以便发挥其作用。

温州市图书馆馆长梅冷生先生得知

后，就到瑞安来，要把这批古籍运到温州

图书馆去。王从廉得知这个消息，据理力

争，他说：这批书是瑞安人民的，希望由瑞

安文化教育部门保管使用，特别是瑞中缺

少图书资料，其中有复本的可拿些去。

梅冷生先生认为王从廉说得有理，也

就没有强求。“梅君顾念该县文风一直较盛，

而玉海、蔘绥两处图书又已尽数捐献省、

市。故凡遇市馆已有的版本，包括善本，和

未刊抄本，都留交该县文物馆。复徇瑞中校

长王从廉同志之请，以其余复本充实该校图

书馆。”（林炜然：《纪念温州市图书馆开馆七

十周年——并追怀梅冷生馆长》）。

王从廉又将此事向当时温州地委宣

传部部长郑伯永同志作了汇报，也得到他

的同意，将书留给瑞中。因此瑞安城关镇

人民政府就按地委和县委的意见处理了

这批古籍，即将其中的复本运到温州图书

馆。作为互惠支持，温州图书馆日后也拨

了部分古籍图书给瑞中。

这段历史被文字记录了下来。“浙江省

瑞安中学致梅冷生函：迳启者。你处所收集

的各县旧书，前春曾荷拨给我校一部分，旋

因我校设有高中，而图书设备特别贫乏，当

由我校教师董朴垞、林炜然两先生口头接

洽，请将有复本的再拨一部分移付我校应

用，曾蒙惠允。兹闻你处整理这项书籍业已

就绪，用由董先生前来接洽分拨事宜，所有

应拨书籍并即由董先生接收带校，另备领条

奉缴可也。此致梅冷生馆长。浙江省瑞安

中学启。一九五五年八月八日。”（温州市图

书馆档案，藏书建设类，F7，第60页）。

这部分被运到瑞安中学图书室的书，

有三万册左右。这是来源之二。

王从廉收集古籍来源之三是瑞安县

文教科。

新中国成立初期，瑞安县文教科封存

一些古籍，未能发挥作用。王从廉向县文教

科提出把这批书划归瑞中使用，得到了县文

教科同意。同时划拨的还有几只老木柜。

1966年，瑞中成了瑞安造反派汇集

的中心，学生停课闹革命。有红卫兵认为

图书馆里有许多古书是写帝王将相的，是

“四旧”，要烧掉，受到教师的制止。

1967年武斗开始后，武装连的一些

学生爬窗进图书馆偷书，有的偷去换芽糖

吃，有的把藏在科学馆暗室的珍贵古籍拿

去卖到竹巷口蔡××旧书店。当时还有

一种说法，古籍卖给南门头咸货店包虾

皮，虾皮不会“抽纳”（潮湿）。

古籍损失最惨重的，是因为武斗中有

四个造反派学生死亡，造反派们要建一座

“三忠春梅”纪念碑（四个死亡学生名字中

各取一字），经费不够，要把图书馆里“最

封建的东西”古籍卖掉。在这关键时刻，

体育老师杨化强挺身而出，做了一件功德

无量的事！

据杨老师回忆：“某一天，瑞中图书馆

的徐秀鸿老师悄悄告诉我，一批瑞中造反

队学生打算到瑞中图书馆拉旧书，说那些古

籍、老书都属于封资修的‘四旧’，要拉到旧

货站收购掉……徐秀鸿老师说已有近两万

册图书被卖掉，还有一万多册，大部分是古

书，正装好放在麻袋里，可能明天会拉去卖，

问我能否有办法转移保护。我一听，大吃一

惊。正好那天造反派到外面开批斗会了，校

舍里空无一人，我赶快到厨房拉来一辆板

车，去厨房找到食堂老伯施光尧，两人一连

拉了五趟，把三十多麻袋图书拉到瑞中分部

宿舍（林庆云故居）存放起来，上面用草柴盖

好。一直保存到瑞安中学正常复课后，才由

徐老师重新拉回瑞中图书馆保存。这件事

完全是凭我的直觉，主动去做的，造反学生

对我也还好，未予干扰纠缠。为瑞中保留下

一批珍贵古籍，我颇感欣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浩劫，瑞中

图书馆的图书损失惨重，其中古籍图书从

三万多册减少了一半多，而这些留存的古

籍，也成了如今瑞中古籍藏书的家底。

1979年6月，瑞安县委为王从廉先生

平反，恢复政治名誉，1986年享受离休待

遇。获平反后，他又回到瑞中，牵头整理

古籍，开展清理粗分、分类入架、查漏补

缺、登记造册等一系列工作。

瑞中的古籍收藏离不开董朴垞、林炜

然、王从廉、徐秀鸿和杨化强等老师的贡

献，没有他们慧眼识宝，瑞中就没有今天

的古籍留存。

人祸国难，新中国成立前瑞中古籍留存少

王从廉与瑞中古籍的三个来源

瑞中古籍留存，离不开这些老师的守护

劫难与重生
瑞中是怎么被评为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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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明

无论是领导、

专家还是兄弟学

校，以及香港、台湾

的客人，他们来瑞

安中学参观时，对

一所中学保存如此

丰富的珍贵古籍往

往表示惊叹不已，

肃然起敬。

瑞中古籍藏书

是与百年名校的厚

重文化最匹配的一

张金名片，是镇校

之宝，早在创办伊

始，创始人孙诒让

就重视图书资料的

购置……

扫一扫，看电子版

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是数千年历史的重要成果，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价

值、思维、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些古籍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见证，也是人类文明

的宝贵财富。古籍不可再生，具有文献、版本、艺术、学术和文物价值。保护

好古籍对文化传承、民族情感、民族精神、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来

访的客人多数对瑞中有如此丰富的珍贵古籍惊叹不已，但也有来宾对古籍的

价值及保护不以为然，认为在数字化的今天，花那么大的代价保护这些故纸

堆有必要吗？对此还真不好解释，有时候，笔者就给他们讲一个段子：古籍这

东西就像女人的貂皮大衣，花那么高的价格买回，一年未必穿上一次，但挂在

衣柜里代表了自己的身份和生活档次，一种优越感在全身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