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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教办学贤豪叶澄衷

叶澄衷（1840—1899），宁波镇海人，
我国近代著名的工商业家、社会慈善家。
他仗义疏财，热心公益事业，捐资兴教办
学，与武训、杨斯盛并称为 “近世兴学三
伟人”。 叶澄衷从自己幼年失怙、家贫辍
学的身世中痛感穷人无力上学的艰难 ；
从外强凌辱、国运多舛的颓势中，认识到
教育科技落后给民族带来的厄运。 在上
海的一次慈善会议上， 他犀利地指出 ：
“中国之积弱由于积贫， 积贫由于无知，
无知由于不学， 兴天下之利， 莫大于兴
学。 ”他以智者的远见卓识和善者的仁爱
情怀，捐资兴建新式学堂，招收贫苦子弟
上学，开平民教育及新式学堂之先河，清
廷谕赐“乐善好施”“勇于为善”的匾额 ，
予以嘉奖。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称其为“卓
而不群”之“贤豪”。 ”

助推商贸 开办商务学馆

“五口通商”以后，西学渐进，一些有

识之士倡导学习西学，兴办新式教育；一

些勇于担当的爱国商人慷慨解囊，创办

新式学校，培育有用于国家的各类人才。

叶澄衷很早就看到了教育对企业经

营乃至民族发展的巨大作用，也很早就

利用自己的资金和场地兴办教育。早在

清同治十年（1871年），为了适应商贸业
务发展的需要，叶澄衷就拨出一部分资

金，利用老顺记的场地、设备，组织成立

顺记商务学堂，这是叶澄衷办学的发轫

之举。该学堂以培育经商人才为目的，招

收商号实习者入学，以粗通文墨者为主，

业余学习，学期一年。学堂延聘外国人担

任教员，教授英语及商务、关税等知识，

让学习者能够粗通英语和商务。学员毕

业后大多数由顺记号录用，实习后大多

数分赴各分号工作。

叶澄衷创办顺记商务学堂，一方面

是由于新旧交替之际，受到西方教育文

化观念的冲击和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

于感受到上海开埠以后对外开放的环境

中商业发展的需要。随着上海的开埠通

商，出现了一些新的涉外行政机构，如海

关、各地行政长官涉外翻译机构等。这些

机构急需一些会外语、懂业务的职员，这

些职业成为士人，尤其是新式学堂毕业

诸生竞相角逐的工作。叶澄衷顺应形势

发展的需要，从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决

定创办顺记商务学堂，招收员工学习各

种商务知识。

四年后，叶澄衷决定扩充顺记商务

学堂。清光绪元年（1875年），他指派樊
时勋负责，把位于外滩金陵东路一条弄

堂内的老顺记 14间仓库都改作学舍，改
称为顺记商务学馆。与原来的顺记商务

学堂不同的是，学馆开始招收企业外的

青年。当时，叶澄衷的骨干企业已经发展

到 18家，为了培养企业适用人才，叶澄
衷让阮可均负责招生工作，每年要各企

业选派学徒与员工到商务学馆学习。学

生利用晚上时间学习，学制一年，学杂费

全免，还免费发给每个学生一只西式书

包和一支自来水钢笔。顺记商务学馆是

一所完全不同于旧学的新式学校，商务

学馆聘请外籍教师授课，讲授机器设备

及各种商业知识，主要学科有西洋会计、

商务、税务、报关和英语，力求学以致用。

第一期招收学员 50名，学员毕业后，全
部安排在叶氏旗下企业当练习生。那时

社会上通晓外语又懂商务的人很少，清

政府的一些机构和部门，也纷纷聘用商

务学馆毕业生。许多人后来成为顺记各

地分号的协理、经理，有的在上海、天津、

汉口等城市的洋行里当买办，有的成为

工商企业家。

嘉惠学子 创办澄衷蒙学堂

叶澄衷创办澄衷蒙学堂，说来还有

一段小插曲———

1898年一个闷热的夏天，叶澄衷带
着几个助手去虹口张家浜（今上海市唐

山路附近）实地考察，想在那儿办厂。路

上看到一群孩子正聚集在河滩边玩耍，

有的还打起了水仗。此时正值潮水初涨，

在滩涂上逗留极易被涌上来的波涛卷

走。于是，他就对孩子们喊了起来：“倷几
个小囡，勿要再白相了，等一歇潮水来

了，交关危险，快点回家吧！”没想到，孩

子们不仅不听，反而嬉笑叫骂：“侬格老

头子哪能介烦啦，阿拉白相关侬啥事

体？”回到家里，他左思右想，认为儿童顽

劣、不听劝告，原因在于上不起学，缺乏

教育。联想到自己从小失学，艰苦创业的

身世，无限感慨，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中。

他决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捐资办一所学

堂，让寒门子弟也能上学读书，养成良好

的品性，做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

清光绪己亥年（1899年），是叶澄衷
生命中最后的一年。这年初，他的身体渐

感不适，让他寝食难安的是，还有许多想

做而未做的事，尤其是创办学堂的未了

之愿，他担心自己一旦撒手离去，便会留

下永久的遗憾。

叶澄衷周密地思考了办学目的、教

育内容、组织形式、学校名称等，筹划捐

款、捐地数额，拟委托怀德堂诸位董事负

责筹建学堂。清光绪己亥年九月十五日

（1899年 10月 19日），叶澄衷写信给樊
时勋、徐文明、陈瑞海、王海帆、阮星阶、

曹雨岑和叶洪涛七位怀德堂董事，郑重

其事地提出了筹建澄衷学堂的想法。

怀德堂的董事们都是跟随叶公多年

的部下、挚友，向来仰慕叶公的为人，他们

深为叶公的智识和高义所感佩，决心全力

筹办学堂，不负叶公之重托。于是，董事们

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学堂的筹建工作。而此

时，叶澄衷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临终前他还

是念念不忘筹办学堂之事，遗命樊时勋等

怀德堂七董事，各分号可议定值年制办理

学堂事务，依次轮值，周而复始，由各商号

经理分掌其事。他再三叮嘱家人：“学堂体

制和一切规模与设备应完全由校长谋划决

定，我子我孙应协力完成我开办蒙学堂的

志愿，但不要参与学堂事务。希望大家同舟

共济，力促其成。”

交代完后事，一代商界巨擘叶澄衷

走完了他六十年辉煌的人生历程，于清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三日（1899年 11月 5
日）与世长辞。

为了尽快完成叶公未竟的事业，怀

德堂的董事们加紧筹办澄衷蒙学堂。第

二年，学堂开工在即，为防止不法之徒惹

事生非，怀德堂董事依例分别向苏松太

道和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分府呈文，请求

官府出面保护。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

月二十八日（1900 年 6 月 24 日），澄衷
蒙学堂在虹口张家湾破土动工，工程由

山余记工头承包。“计造门楼一座，正厅

后厅楼上下十八间，斋舍楼上下四十余

间，每间约容学童十余名，厢庑庖湢咸
具。”经怀德堂董事合议，推举樊棻为接
洽办学的负责人，陈祖烈为建造校舍的

经管人，并决定余下土地二十四亩待日

后造屋出租，以充学堂经费，永续利用。

该年十月，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分府、苏松

太道应怀德堂董事呈请，先后发布告白，

晓谕民众：“毋得藉端阻挠，致干查究，其

各凛遵毋违。”

始料不及的是，由于学堂建筑工程

浩大，学堂建到一半，叶澄衷所捐 10万
银两已用去大半，难以为继。其长子叶贻

鉴又捐银 10万两，终于建成罗马式楼房
共计 42间，作为教室、宿舍；2层楼房 26
间，用做膳厅；还有小养正里平屋 15间；
并设置了印书处、风雨操场。学校定名为

澄衷蒙学堂，于 1901年 4月 16日建成
开学。

澄衷蒙学堂落成时，在大礼堂两侧

悬挂着根据叶澄衷遗言撰成的一副楹

联：“余以幼孤，旅寓申江，自伤老大无

成，有类夜行思秉烛；今为童蒙，特开讲

舍，所望髫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

澄衷蒙学堂是上海第一所由中国人

自己出资创办的班级授课制的新式学

校。首任校长刘树屏，江苏武进人，清光

绪十六年进士，翰林院检讨出身；1901
年 7月，刘树屏请事假约一个月，由蔡元
培代理校长。澄衷学堂从立校之初，便遵

循校主叶澄衷的遗愿，以“诚朴”为校训，

有序管理，严谨办学。以课程完备、理念

先进、收费低廉享誉沪上，也备受朝廷青

睐。光绪皇帝御笔书“启蒙种德”匾额，给

澄衷师生带来莫大的荣耀与鼓舞。建校

百余年来，澄衷学校培养的学生已逾五

万，遍布海内外，涌现了胡适、竺可桢、陆

俨少、吴一峰、李达三、单丽霞等一大批

中华英才。

回馈桑梓 兴办叶氏义塾

叶澄衷在上海斥资筹办澄衷蒙学堂

的同时，又牵挂着家乡的父老乡亲，顾念

着那些贫寒孤弱的家族子弟，决定出资

3万银两，在镇海家乡建造叶氏义庄，购
置义田，设立义塾，让无力上学的贫困子

弟能够上学读书。1899年 4月 9日，叶
澄衷给他族叔叶志铭（字洪涛）写信，嘱

托他全权办理此事。

不料叶公当年突然去世，遵照叶澄

衷的遗愿，由叶志铭督建义庄。于清光绪

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开工，光绪二十
九年（1903年）四月建成，并购义田 1312
亩。叶氏义塾设在叶氏义庄之内，义塾建

有大礼堂、教室、办公室、寝室、伙房等设

施。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叶氏义塾

开始招生，首招 20名，限叶氏本族子弟。
开办一年，叶氏义塾良好的教学效果吸

引了四邻的求学儿童，他们都想进来就

读，但因经费、设施所限，难以如愿。庄董

叶志铭主动拿出一笔私款，在叶氏宗祠

内增开一间教室，添聘塾师教授，使得叶

氏家族外的附近学童亦有上学机会。

叶志铭在扩大校舍和扩充招生范围

的同时，还根据叶澄衷的遗愿在义塾中

附设了一个女子学校。叶澄衷在上海租

界多年，目睹外国女子和上海殷富人家

的女子因为接受教育而形成的气质和风

度，认识到女子读书的重要性。叶澄衷的

几个女儿都在上海的学校学习过，气质

风度自非寻常女子可比，后来也都出嫁

名流，作为父亲的叶澄衷对此深有感触。

所以临终前曾经叮嘱叶志铭，在条件许

可的情况下，创造一个让家乡女子也能

读书识字的机会。女子学校的设立，破除

了自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理念，

提高了女子的社会地位，使村里的女孩

也能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给镇海

乡村带来一股清新的教育之风。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叶氏义
塾改名为叶氏中兴学堂，叶澄衷族弟叶

雨庵出任校董，赵友笙襄助办理，聘请谢

彤黼为首任校长。叶氏中兴学堂校舍由

义塾改设而成，为前后两进，前进是教

室、宿舍，教室对面是存放粮食的谷仓，

中间为忠孝堂大厅，后进是饭厅、厨房和

宿舍。学堂广开学门，允许异姓子弟入

学。中兴学堂广延名师宿儒任教，添置校

具，购置古今图书、运动器具、理化仪器

以及西式乐器。总之，凡一校应有之设

备，无不齐全。叶雨庵早年在上海追随叶

澄衷经营五金业，晚年回归故里，致力于

家乡各种慈善事等。他每日躬临中兴，处

理校务。“雨公每天必先到同义医院，然

后到中兴小学逐一办理公务，中午回家

午膳。下午在叶家村周围与村民絮谈家

常，巡视督促改进各项安全卫生设施。”

叶氏义塾之所以命名为“中兴”学

校，与义塾旁边小河上的一座“中兴桥”

有关。因为年久失修，该桥破损严重，无

法通行。于是叶成孝受哥哥叶澄衷之命

将旧桥拆掉，在原来的位置上重新修建

了—座新桥。桥修好以后，有人建议改掉

原名，以叶氏兄弟的名字重新命名。叶澄

衷知道后，极力反对，他说：“此桥本来无

名，是我和弟弟成孝共同给它取的名，

‘中兴’二字正好代表我和弟弟的心声，

为什么要改掉呢？”于是桥的名字就一直

保持着。现在义塾就在桥的旁边，正好以

之命名学堂，这既符合叶澄衷兄弟的心

愿，也符合叶氏后人兴办学校、振兴家乡

的共同愿望，所以就选择了“中兴”二字

作为学堂的名字，此后就一直延续下来。

辛亥革命后，中兴学堂更名为叶氏

中兴学校，实行初小四年、高小三年的七

年一贯制。几十年来，中兴学校由于德智

并重，中西兼容，学风淳正，哺育了一代

代精英，如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巨擘邵

逸夫，建筑业巨子叶庚年，实业家包从

兴、赵安中、包玉书等，被誉为“宁波帮的

摇篮”。解放后学校一度停办，至 1988年
恢复重建，更名为中兴中学。

叶澄衷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顺势而

为，率先捐资创办新式学堂，惠及无数平

民子弟，堪称“掀开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教

育的宁波帮先驱”。 （据《各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