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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爱吾师：追忆王祖勋老师二三事（一）

1963级校友 王凯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3 年至 1969 年

我们在杭州一中竟上了六个年头的高中，高中

毕业考试都考过了且不能毕业，高中毕业证书

至今未颁发。 该要参加高考升学时大学都闭门

不招生。 我们还是认定王祖勋老师一直是我们

的教导主任，语文老师，班主任，王老师是我们

一生难得的恩师。 恩师与我们相识为我们传道

解惑授业已近半个世纪，学生追忆往事依稀历

历在目……

一次批评

记得是在 1964年下半年上高二时，王祖勋

老师可能是去市里开人代会两周，就由当时刚

刚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杭一中的

龙彼德老师代课。 龙老师代课的第一周太平无

事，龙老师讲课讲了些什么我记不得了，只记

得同学们只是议论龙老师带浓郁湖南口音普

通话不太好懂，要用心听才行。 还听说龙老师

是南开大学高材生原本拟分配北京《文艺报》，

就因为临分配时中央发表的“九评”里有无产

阶级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就都改分基层了。 我

就觉得这个新老师有些好玩。

第二周一上课，龙老师就说上周只是替王

老师把未讲完的课收个尾。 这周就把课本后面

的阅读课文《惠嫂》一文讲了，先讲课，再同学

们自己阅读并要求写《惠嫂》读后感作文一篇。

《惠嫂》是作家王宗元 1962 年发表在《延

河》文学杂志上的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 后来

还被改编为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 为当时的

“老三届”中学生所熟知。

小说《惠嫂》主要描写了青藏高原某宿食

站站长的妻子惠嫂贤慧、能干，一心扎根边疆

的女性形象。 惠嫂刚来也动摇过，但她被丈夫

老惠和司机小刘等人的行为所鼓舞，为了给日

夜在渺无人烟的高原上奔波的司机们提供服

务，她在海拔四千五百公尺的昆仑山口建起司

机之家，使司机们有了落脚之处。 上海女青年

李婉丽刚从地质学校毕业， 来到高原工作，她

对这里艰苦的生存状况感到畏惧。 惠嫂关心、

体贴李婉丽， 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了她。

李婉丽终于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在高高的昆仑

山上，她也找到了自己能为之奋斗的岗位。

记得当时龙老师的《惠嫂》阅读指导课讲

了整整两节课， 每节课都拖堂十分钟以上，龙

老师堂堂课都讲得似乎还意犹未尽。

现在已不记得龙老师讲课的全部内容，只

记得龙老师讲课所阐述的一些观点与当时全

国正在开展的批判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

月》为代表的文艺批判运动中重点批判的“中

间人物论”，“人性论”，“人性感化论”等观点有

些不谋而合。 无非就是讲了文学就是人学，文

学必须反映人性美的光辉。 劳动者既是劳动主

体 又 是 审 美 对

象。 女性美是构

成审美的重要基

石之一等等。 还

特别指出惠嫂是

在恶劣自然环境

中扎根边疆的母

性伟大形象，她

的文学形象对于

小说中以男性为

主体的人物群体

形象具有母性意

义， 召唤意义和

感化意义等等。

即使现在看来仍然是一次颇有水平的文学作

品理论分析课。

可惜当年不辨菽麦也不谙世事的我竟把

《惠嫂》 读后感的作文写成了批判龙老师讲课

内容的批判文章，不认真阅读小说《惠嫂》，专

门对照龙老师讲课笔记找问题，文章洋洋洒洒

竟达万字。

这一周最后的语文课上龙老师对《惠嫂》

读后感作文进行了全面讲评。 最后龙老师才

讲到有个别同学作文跑题， 把小说读后感写

成了对老师讲课内容的批判文章。 对老师讲

课内容有意见可以当面交流的。 不必荒废自

己的学业。 个别同学的积极性很高要充分肯

定，这篇跑题作文超万字比小说《惠嫂》还多

两千多字。 但要注意克服非理性分析和生搬

硬套的文风。

还没等龙老师讲完不经老师同意我发言，

我就站起来发言顶撞龙老师，顶了几句顶得龙

老师脸红耳赤不再讲课。 还是一阵下课铃声及

时制止了我的无礼。

又过了一周的一个下午，语文课代表悄悄

的告诉我：“王老师要你放学后到他办公室去

一趟。 ”说完后他还补充一句：“今天王老师说

话可没有笑容哦。 ”我明白上周顶撞龙老师今

天要挨克了。

当我在王老师办公室门外喊报告时，只见

王老师马上把正吸着的烟掐灭在烟缸里，同时

回答：“进来。 ”他先要我坐下就眼晴一直盯住

我。 然后就如同往常先来个“啊哈。 ”开头，他

说：“今天我要你来，我要严肃的批评你。 你竟

敢上课未经老师同意发言并顶撞老师，违反课

堂纪律，违反校规，目无尊长。 这错误性质很

严重的。 这样的情况我班还是第一次发生。 你

要认真反省写出检讨，向龙老师诚恳道歉以求

得老师原谅。 不然的话，我看我是否要另作考

虑了。 ”

我只得低头听着批评不敢直视王老师，

其实我是明知故犯的， 很有点拿新老师开涮

闹儿戏的动机。 我听完批评对王老师的要求

都一一承诺。当场向王老师作了检讨。王老师

听我检讨完后才又慢声细语地说了起来，他

从韩愈的《师说》谈到古人的“慎独”精神，又

从尊重师长的校规讲到杭一中学生要传承鲁

迅精神。 临到天黑走出办公室时，王老师特意

提醒我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文艺界批判运动

作为中学生就作一般性了解即可， 有些情况

很复杂中学生不必过深介入。 并说明只是他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这一次王祖勋老师对我的批评、我是很

难忘记的。

附录王祖勋校长简介： 汉族，1921 年 7

月生，浙江省诸暨人。 曾任浙江省第五、六、

七届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成

员，曾担任第四、五届民盟浙江省委常委及

第六、 七届民盟杭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6 年毕业于国立暨南大学中文系。先后在

沪杭中学、君毅中学、杭州二中、杭州教育学

院任教，并历任教导主任，进修部主任。 1962

年调杭州一中 (今杭州高级中学 )工作，历任

教导主任， 副校长，1982 年 2 月任校长。 中

学高级教师职称。兼任杭州市中学语文教研

会会长。 2011 年 6 月 11 日在杭州市去世，享

年九十一岁。主要著作有；《文言文同义词辨

析手册》《怎样使用标点符号》《中学语文词

语手册》《中学生成语手册》《初中语文课外

阅读》等。

艰难求学

施昕更(1911—1939)，原名兴根，后他嫌这

个名字太俗，更名为鑫赓，最后才改为昕更。余杭

县良渚镇人。 其父施甫才，原是良渚镇五丰南货

店店员，性格耿直，喜打抱不平；其母骆兰英，是

位性情善良贤淑的农家妇女。 施昕更出生时，由

于一场官司所累，耗尽祖传家产，家境渐趋贫困。

施昕更自幼聪颖，7 岁时进入镇上的杭县

瓶窑区立第二国民小学读书，成绩优异。 13 岁

小学毕业即由于家境贫困辍学在家。 校长见其

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多次上门劝说，说服其

父，借钱送他到杭州贡院的浙江省立第一中学

（今杭州市高级中学）读初中。

施昕更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 所以更加

努力学习。 1926年从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浙江

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半工半读。 艺徒班分

金工组和文工组，施昕更本着自己的旨趣，选读

文工组，专攻绘图专业；除正课外，还兼习国画

和西洋画。 该校系由浙江大学代办，著名敦煌艺

术专家常书鸿，那时就在该校兼课，施昕更曾亲

受他的教诲。 1929年毕业，他完成学业。

1929 年 6 月 6 日适逢浙江省在杭州举办

规模空前的西湖博览会，经老师推荐，到博览

会的历史厅任临时雇员———讲解员。 期间，施

昕更接触了许多文物和矿物标本， 眼界大开。

20日，西博会闭幕结束。 在西博会任职仅四个

月，但这对施昕更来说，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

点。 西博会闭幕后他返回良渚老家。

发现良渚

1929 年 11 月， 省政府决定利用西湖博览

会的展品，成立永久性文化机构，即“浙江省立

西湖博物馆”（今浙江博物馆前身）。 西湖博物

馆初辖于省政府，1931 年 3 月改由省教育厅管

理。 馆内设历史文化部和自然科学部，自然科

学部下设动物、植物和地质矿产组。 施昕更因

在西博会工作出色，得以进入博物馆任自然科

学部地质矿产组助理干事， 给盛辛夫当助手。

次年，任绘图员。 有暇，即向馆内同事学习，潜

心研究地质学，对考古有浓厚兴趣。 董聿茂赞

他工作努力，好学不倦。 1933年，赴孝丰一带发

掘古生物化石，采回三叶虫、贝类、鱼类等古生

物化石数箱， 更注意了古代文化地层的研究，

常去图书馆查阅考古文献。 读到《城子崖》一

书，深受启发，立下考古实践的志愿，常在节假

日回家乡良渚，搜集黑陶片进行研究。

1935年 5月， 西湖博物馆对杭州一个叫古

荡的遗址进行发掘， 当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

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发掘， 在整理出土器

物过程中，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一

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这种石

斧在他家乡也见过类似的。 这两地的石斧有没

有什么联系呢？ 良渚为什么也

有这种石斧出土呢？ 这些疑问

诱发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调查

的想法。

可以说， 正式古荡的发掘

催生了良渚遗址的发现， 良渚

遗址的发现又与施昕更和另一

个叫何天行的复旦学生关系密

切， 他们为良渚文化的发现都

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再说到就读于复旦大学中

国文学系的何天行， 在考古学

老师卫聚贤的熏陶下， 对考古

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通过在

杭州古玩市场了解到的线索，

他于这年暑假对杭县良渚至长例子桥一带进行

了实地考察，征集和采掘到一些石器和陶器。 据

称，他于这年冬天在良渚采获了刻符的豆盘（椭

贺形黑陶盘）。1936年 8月大学毕业后，受古荡发

掘的鼓舞，他又多次到杭县踏看调查，收集到 100

多件石器和黑陶，他认为良渚一带当是一处同样

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施昕更的故乡就在良渚镇， 当地早就有玉

器、石器和黑陶出土，但因不知年月，全凭质地

和造型区别对待：玉器已久为世人所珍，有人收

购有人倒卖； 石器与黑陶则被视作无价值的物

件，随得随弃。 想到此，参加完古荡试掘的施昕

更便急匆匆赶回家乡收集石器，收获了铲、戈、

镰、镞、凿等石器。 有的精致、有的粗朴，他认为

应有先后之别，不能一概而论。于是想到要用科

学的方式—利用河岸池底来观察地层的剖面，

了解玉器和石器分布及蕴藏的情形—来探讨这

个问题。 7 月他再赴良渚， 经过多日的分区搜

寻，他自认为对石器的分布有了大致的了解。 11

月他又回家乡考察， 在棋盘坟附近一个已被吸

干的狭长形池底， 发现了一两片乌黑发亮的黑

陶，当时他并不在意，直至回杭后翻阅《城子崖》

报告，恍然觉得两地的黑陶非常相似，并且良渚

的黑陶应与石器相伴共存。 12月两次赴良渚试

掘，获陶片、陶尊、陶鼎还有刻画纹或符号的黑

陶，施氏觉得获得了重要的物证。

1937年 3月，施昕更进行第三次试掘，为了

编写考古报告， 期间对棋盘坟遗址重新开挖，获

得了陶鼎、陶豆、陶瓿、陶簋等十余件、碎片数百。

同年 4月， 中央研究院的考古专家董作宾、

梁思永专程来到杭州，由施昕更陪同考察良渚遗

址。 施昕更在良渚地区所做的调查和试掘工作，

得到了两位专家的赞赏， 在他们的鼓励和指导

下，施昕更更潜心整理发掘所获，数月之内，施昕

更将这批野外资料写成《良渚—

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初步报告》

一书， 由此成为关于良渚文化遗

址的第一部发掘报告， 同时也让

良渚这个美丽的名字早早地进入

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 施昕更在

这部报告中没有象古荡报告中那

样采用“新石器时代遗址” 的定

性， 但是施先生在文中还是表达

了他的观点，即“浙江古代已孕育

很早的文化， 可上溯至新石器时

代……这是无可疑的了”。虽然他

当时认为这支古文化是龙山文化

的一支而与后来认定的事实有

背，但是应该说，一个年仅 25岁，

非专业考古工作者的年青人，能作出这样的学术

判断，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

这本书即使在今天看来， 仍然算得上条目

清楚、叙述精当、图文并茂。 不但遗址情况和遗

物特征都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出来， 同时注重用

分类和比较的研究方法来说明问题，因而，可以

称得上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

考古报告之一。

事实上，施昕更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

还想继续发掘考证。但是，1937年 7月 7日芦沟

桥事件变爆发，粉碎了他的计划。 同年 12月 24

日，杭州沦陷，他所撰写的《良渚》一书的印刷被

迫中断，他携带原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往浙南，

不久即投笔从戎，在瑞安县抗日自卫会工作。

后经董聿茂呼吁，浙江省教育厅同意出资

付印。 1938年秋，《良渚》一书在上海勉强出版，

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而被视为珍宝的许多

出土器物则因来不及搬迁而毁于战火了。 更不

幸的是，这位本来还应该能够在良渚遗址发掘

研究上大有作为的年青人，在 1939年 5月因患

猩红热而英年早逝，，葬于瑞安县西山。

良渚文化的的命名

从某种意义上讲， 何天行是一位收藏家，而

施昕更则是一名专业工作者。 他们几乎在同一时

间，分别从民间和业内对良渚文化的发现作出了

重要贡献。 如果一定要评判他们各自的作用，我

们只能说：从考古学的角度，施昕更是一位敬业的

先行者，从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来讲，何天行是一位

热心的古物爱好者和研究者。 施昕更与何天行的

研究成果，为良渚文化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鉴于良渚遗物与龙山文化存在着明显的特征

差异，地域上又相距较远，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

研室于 1958年在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教材

时，考古学家夏鼐等将环太湖流域的上述文化内涵

从龙山文化中划分出来，单独命名为“良渚文化”。

伴随着文化的命名， 就在上世纪 50 年代

末、60 年代初，江、浙、沪三省市先后发现了一

些良渚文化遗址，1973 年， 江苏吴县草鞋山遗

址发现 198号良渚大墓， 此前一直被认为是周

汉古玉的琮、壁等良渚玉器，第一次与良渚典

型陶器共存于同一墓穴而展现在世人面前，良

渚玉器的千古误读由此得到了纠正。 人们开始

以新的眼光审视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具有高度

发达的玉器制造业随后也被一波波的考古发

现反复证明和强化：

1982 年， 江苏武进寺墩发现随葬 33 件玉

琮的良渚大墓；

1983 年，上海青浦福泉山揭开了埋藏有大

量玉器的一批贵族墓；

1987 年， 浙江余杭反山显贵墓地开挖，一

大批前所未见、 精湛绝伦的良渚玉器骇然面

世，极尽雕饰的“琮王”也神秘现身，它使人们

相信：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已达到登峰造极

的地步！

……

现在，良渚文化已经成为江浙乃至全中国

值得骄傲的文化源头。 而这一些都开始于那个

叫“施昕更”的年轻人。

施昕更与良渚文化的发现

杭一中老校长王祖勋先生（右前）

在杭高 110周年校庆会场

文言文同义词辨析手册

王祖勋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当时的代课教师龙彼德，当代著名诗人、小说家

良渚古城考古近年来新进展

施昕更（右）在考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