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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灵毓秀
为国储才广罗英俊

在人群熙攘、车水马龙的海口市

琼山区中山路上，朱红门廊、绿琉璃顶

的琼台书院门楼静矗道旁。“琼台书院

是中原文化在海南生根发芽的重要标

志。”琼台师范学院琼台书院博物馆副

馆长杨艳红说，我国书院素来为文人

集会之所，明代海南书院林立，人才辈

出，盛况空前。明代琼籍生员科考应

试，60余人进士及第、600多人中举。

及至清朝，满清统治者害怕汉族

文人利用书院“聚群结党”进行反清活

动，便对书院加以抑制，琼州的书院也

或关闭、停办，或名存实亡。及至康熙

年间，康熙崇尚汉学，但他吸取明朝教

训，禁止私人办书院，凡府立以上书

院，归属官办。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陕西

武功人焦映汉抵琼任广东分巡雷琼兵

备道。这位进士出身的官员，为了“勤

宣德教，扶植士气”“学无他歧，教归一

辙”，决定自捐俸禄六百金筹建书院，

培养“名公巨卿”。

焦映汉在《创建琼台书院碑记》开

头便描述了海南绝美海山之气象：“大

海之极南，烟波万顷，中涵奇甸，而巨灵

伸臂，五指矗兀，如小昆仑，其扶舆磅礴

之气，与海光相映，钟秀於人，英贤辈

出。”文末寄望琼台学子“无负海山”。

“琼台书院从创建起就一直以‘为

国储才广罗英俊’为宗旨。”杨艳红说，

书院素以治学严谨著称，教学上规定

“日有程，月有试”，自创建至1902年改

制办新学，近200年时间里共培养了

200名进士和举人，教化生徒1万多人。

敢为琼先
琼崖革命思想摇篮

清政府于1901年开始实施新政，

废科举、办新学。1902年，琼台书院改

为琼州府中学堂，此后，学校几经易

名，从琼崖中学、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

校（下简称“六师”）、琼崖师范学校到

琼台师范学院，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办

学不辍的古代书院。

“300多年琼台历史，包括近200年

书院史、120余年师范教育史，其中轰

轰烈烈的红色革命史是琼台历史上最

为浓烈的篇章，写就‘无负海山，敢为

琼先’八字精神的后半篇文章。”杨艳

红说，在外敌侵略、民族危亡之际，琼

台人勇于探索救亡图存之路，这里先

后成为琼崖新文化运动中心、五四运

动琼崖策源地、琼崖最早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发祥地、中国共产党海南最早

的活动基地、孕育琼崖革命早期领导

人的沃土。

辛亥革命前夕，琼台学生徐成章、

徐天柄等人秘密参加同盟会，成为琼

崖地区同盟会的最早成员。他们曾组

织学生军，奋勇讨伐封建势力。

1919年，琼台学子积极响应五四

运动，开创了海南学运的先河。后来

成为琼崖革命早期领导人的杨善集、

王文明、冯平等人，正是在此率领同学

宣传革命，声讨卖国贼，积极支持北京

青年的爱国行为。

在大革命时期，琼台学子徐成章、

杨善集、冯平、洪剑雄、周士第等创办

革命报刊《新琼崖评论》，1926年6月召

开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

举产生的13名地委委员中，9名是琼台

师生。

抗战期间，琼台师生始终走在革

命洪流的前列。抗战胜利后，琼台学

生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宣传活

动，联合海府地区学校组织“学联”骨

干深入琼崖革命根据地，参加琼崖纵

队，打击敌人。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在琼台书

院原址建成的琼台书院博物馆推出

“琼台：琼崖革命思想摇篮”主题教育

展，截至目前已有逾6.2万人次前来参

观学习。

名人辈出
百廿载师范传承桃李遍地

琼台书院1902年改制办新学，附

设师范班，开启百年师范教育。这座

站在文化潮流浪尖上的琼崖最高学

府，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救国”的英

雄，也培养了多位秉持“教育救国”“科

学救国”理念的教育家、科学家。

百年名校海南中学的创始人钟衍

林是琼台学子。1919年，他当选琼崖

十三属学生联合会首任会长，是当时

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在原北平大学学

习期间，他受陶行知等人影响，转向教

育救国。

1923年，为逃避军阀征兵之苦，许

多青年向学校寻求庇护，仅有200个学

位的六师，秋招有1000余人报名。在

六师任教的钟衍林当即联络12位六师

进步教师组成校董会，决定在府城创

建一所私立中学——琼海中学校，首

届录取新生200名。为保护青年学生，

六师教师们领一份薪金打两份工。

与此同时，琼台学子詹行烍筹建

文昌中学；王国宪是海南地方文献的

集大成者；范会国发起成立中国数学

学会，担任第一任执行理事；新中国成

立后，琼台学子邢福义成为我国著名

的语言学家；王欲知是我国著名的真

空物理学家……

现在，琼台成为海南基础教育教

师培养的主阵地。琼台师范学院是海

南招收本土学生最多、留琼率最高的

本科高校，全省约50%的小学校长、60%

的小学骨干教师、70%的幼儿园园长、

80%的幼儿园教师都曾负笈琼台。

据新华社
图据海南省人民政府网站

琼台书院“无负海山”

“金榜题名曾向吾门求鼎笔，蟾宫折桂须从此处借天梯”，琼台书院大门楹联镌刻其科举时代琼州最高学府的身份地位。
时移世易，走过清朝的盛衰，经历民国的战乱，这座300多年历史的书院一直文教不衰、弦歌不辍，一脉相承发展嬗变成今天的

琼台师范学院，依然是海南基础教育教师培养的主阵地。琼台书院是海南近代教育的开端、琼崖革命思想的摇篮和师范教育的孵化器。

海口市琼山区琼台书院。

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图书馆旧照。

冬日里，登上地处河南省平顶山

市叶县的闯王寨山举目四望，起起伏

伏的山峦间，一条“土龙”时隐时现，沿

着山脊向远处绵延，伴着呼啸的山风，

仍显出莽莽雄姿。

这条当地人口中的“土龙”，便是

经考古实证的中国最古老的长城——

楚长城，距今已有2600多年历史，比众

所周知的秦始皇修筑的长城还要早400

余年，被相关学者誉为“中国长城之父”。

在早期长城中位置最靠南

《汉书·地理志》记载：“叶，楚叶公

邑。有长城，号曰方城。”春秋时期，楚

国“控霸南土，欲争强中国”而率先修筑

长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有土之处，

筑土为城，无土之处，垒石为固，构建起

一项宏大而完备的军事防御工程。

2008年至2018年，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多地调查并有针
对性地进行考古发掘，历时十年，重新
勾勒出南阳盆地北部边缘、东部边缘

上楚长城的分布线路和防御体系。

“依据考古发掘情况看，楚长城本

体遗存内出土遗物时代最早可以到春

秋时代中期。”长期从事楚长城资源调

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李一丕表示，目前

已经国家文物局认定的楚长城主要分
布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南阳市、驻马店
市，总长达383公里，是由人工修筑的
绵延较长距离的墙体、关隘、城址、烽
火台、兵营遗址、古代道路以及自然山
险、自然河流等多种元素构成的有机
统一防御线。

楚长城也是目前国家认定的早期

长城中位置最靠南的，是唯一一个位于

秦岭—淮河8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上的

早期长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域气

候，形成了楚长城特有的建筑构造。

“考古发现，楚长城人工墙体底

部，有大规模堆积炭化木棍，或在石块

层里掺杂炭化木棍的现象。这种炭化

木棍系人工烧制而成，具有防潮和除

湿的干燥作用。”李一丕说，这在中国

已公布的长城中，是绝无仅有的案例。

保存最完整的楚长城遗址

据了解，楚长城叶县段是目前河

南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楚长城遗址，

绵延60余公里，有烽火台1处、兵营遗

址1处、墙体遗址19段、关城多座。

近年来，楚长城叶县段相继入选

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名单、《大

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

楚长城的重要价值也被越来越多的人

所知晓。

“我们将在做好楚长城保护工作

的基础上，有力有序推动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叶县段）建设，以楚长城为主

线，搭建‘核心展示带、形象标志点、文

旅融合区’的空间骨架，对区域内各类

长城文物和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串联，

让长城文化遗产焕发新的生机和活

力。”叶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曹

国朋说。

两千余年时间过去，楚长城依旧

横亘在伏牛山余脉之上，看日升日落、

人来人往。楚长城脚下，不少当地人

还主动担任起长城保护员。

“这楚长城，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一

段中国文化。”当地村民李丙银说。

据新华社

中国最古老的长城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