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年石室之“守”：

教育薪火代代相传，文翁精神与时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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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治水，文翁化蜀，被誉为秦汉时期成都最了不起的两件大事。两千多年过去了，
李冰父子开凿的都江堰仍在发挥效益，而文翁创办的石室精舍依然办学不断。今天的成
都石室中学，依旧书声琅琅，弦歌不辍。

2019年初，伴随着《石室诵》的声音，一份宋拓蜀石经(复制本)传递到了成都石室中
学学子手中。随着《国家宝藏》第二季热播，曾经立于中国最古老学校——石室中学的后
蜀残石经大放异彩，成为“史上最强教材”，成都石室中学亦被冠以“史上最强学校”之
名。人们发现，这所有着2167年历史的学校，两千多年间虽有迁移与复建，但始终有着自
己的坚守与传承。人们还发现，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这所学校也在与时代同频共振，
在求变中引领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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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创办石室
教化蜀地风尚

公元前143年，文翁为蜀郡守，兴办学
校——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
镌刻着这样一行字，虽然仅十余字，却高度
概括了两千多年前，一件发生在成都并且
影响深远的历史壮举。时任郡守文翁在成
都城南修学宫，用石头建造，故称“石室”，
这座“文翁石室”便是两千多年后成都石室
中学的前身，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
政府开办的公立学校。文翁兼任学校首任
校长，亲自为学生授课，为地方选拔人才、
培养人才，这既是文翁办学的初衷，也成为
文翁石室绵亘古今的立校之本。

文翁极富开创性的举措，为蜀地乃至全
国输送了人才，对蜀地的社会风气也起到了
积极的教化作用，蜀中学风渐次兴盛，学生云
集鱼贯，以至于“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四川一跃而成为当时全国教育文化先进地
区，班固《汉书》赞曰：“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
之化也”。文翁因此受到汉武帝刘彻的表彰，
诏令天下仿效文翁兴办官学，将教育兴国、为
国育才的办学初衷进一步发扬光大。

文翁石室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篇章，
在接下来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学校虽
然几经迭代更名，但校址未改、办学未断。

办学与时俱进
勇立时代潮头

1902年，时名锦江书院的石室中学在
全国率先实施并完成由科举制向新学制的
变革，成为四川第一所近代公立中学，再次
引领了四川教育的近代化转型。此后，石
室中学锐意改革，引进新学，成为四川首个
采用外语教材、聘请外教执教的学校。时
任校长的张铮，顶住压力，大刀阔斧实施教
育改革，奠定了今天的石室中学乃至近现
代教育发展理念的基础。

至近现代，在民族需要之时，无数石室
学子责无旁贷、挺身而出。戊戌变法时期，
史称“戊戌六君子”的石室学子刘光第、杨
锐见国难当头，支持维新变法，以鲜血警醒
世人；张澜、蒲殿俊、罗纶领导四川保路运
动，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王光祈创立少
年中国学会，用进步思想感染无数青年；李
一氓投笔从戎，毅然投身革命洪流……

而当代石室，同样一直在为祖国基础
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千年名校的智慧与
力量，培养了一大批爱校荣校、报效祖国
的院士，他们成为物理、化学、航天科技、
导弹研发、环境能源等领域的专家，为科
技进步和国家强盛作出了突出贡献。今
天的成都石室中学，办学成果仍获社会各
界好评，教育教学质量长期保持着四川省
和成都市的一流水平，学校先后荣获全国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
进单位、全国课程改革骨干教师研修基地
等荣誉称号。

从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从动荡不
安走向和平稳定，从贫弱落后走向富强自
信。千百年来，文翁石室总能跟随时代的
发展，秉持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独
特的教学方法，浇灌出累累教育硕果。

立足石室文化
赓续千年文脉

新时期的成都石室中学，正立足于文
翁石室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
散发着崭新的生机与活力。2010年9月，
石室中学北湖校区正式投入使用。扩建后
的石室中学，形成了一校（四川省成都市石
室中学）、两区（文庙校区、北湖校区）、三部
（初中部、高中部、国际部）的办学格局。

而早在2009年4月，成都石室中学教
育集团就宣告成立，凭借着优质的教育资
源，成都石室中学作为“龙头学校”，积极发
挥辐射引领作用，时至今日，“石室集团”已
有20所学校、31个办学点，实现高中、初中、
小学、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的全学段覆盖，覆盖近六万城乡学生。此
外，石室中学在线教育项目——石室祥云网
校于2014年正式上线，目前已有加盟学校
148所，覆盖四川、云南、广西、贵州、西藏等
省份，覆盖班级827个，惠及近百万师生。

赓续千年的石室文化，开始从石头垒
起的围墙走出，再飞过红墙青瓦，汉阙飞
檐，如今又走出校园、走向网络，文翁精神
的传承脚步从未停歇，已变得枝繁叶茂。

教育精神薪火传承
文翁石室绵延至今

田间，现任成都石室中学党委书记、成

都石室中学教育集团总校长，也曾是新中
国成立后石室中学的第九任校长。自
1991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石室中学担任
化学老师以来，他与石室的缘分已有33
年。他曾说：“两千多年来，文明不断发展，
石室办学地址从来没有变过，办学的实践
从未中止过，但更重要的，是‘注重教育’的
石室文化得到了坚守，一代又一代石室人
对文翁教育精神的薪火传承，才让文翁石
室得以绵延至今。”

时至今日，成都石室中学的教学楼上，
由石室校友、著名书法家何应辉题写的校
训“爱国利民、因时应事、整齐严肃、德达材
实”格外引人注目。“爱国利民”是在清朝顺
治年间提出，“整齐严肃”“因时应事”“德达
材实”则由历任办学者、校长陆续确认，即
爱国利民的家国情怀、因时应事的创新能
力、整齐严肃的规范意识、德达材实的核心
素养。

1957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石室
校友郭沫若为母校石室中学题词：爱祖国
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求真理求
技艺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1958年，他
又补加了一个横幅：求实务虚。这个横匾
一直挂在石室明末清初修建的图书馆——
现在的校史研究院门口。昭示着石室人办
学、治学、求学都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学风。

1999年，国学大师季羡林为石室中学
题字“古今一校，扬辉千秋”，这是对一所不
忘教育初衷的学校的真实写照。两千多年
的历史文化底蕴，历代石室人的踔厉奋发，
形成了独特的石室精神文化，正是一代代
石室师生对此的坚守和传承，石室中学才
得以将教育的种子和民族的希望撒向中华
大地，激励着一批批石室学子成长为国之
栋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旭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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