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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巴蜀大地人文璀璨，达州市宣汉县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熠熠生辉，巴文化、红色文化、土家文化在此交融共生。作为

宣汉副中心的南坝镇，不仅是川东“四大古镇”之一，更因“一镇两帝师”而闻名遐迩——明成祖朱棣之师唐瑜、清道光帝

之师陶洪元曾在此兴学育人，为当地文教事业奠定深厚根基。

南坝镇帝师文化公园占地60亩，园内唐瑜铜像、帝师讲坛、文化走廊等景点星罗棋布，生动展现着历代文人墨客对

两位帝师的礼赞。不远处东阳溪北坡上的唐瑜墓，雕刻精美，现为省级文保单位，见证着这座古镇与帝师们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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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瑜（？—1427年），字敬鼎，浙江

兰溪人，明初著名儒臣、帝师，明洪武年

间进士，也是达州历史上首位帝师。

1381年，他奉旨担任东宫教谕，成为朱

元璋四子朱棣的老师。在授业过程中，

唐瑜大力提倡“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

“强国富民”的政策，以“平民教育”思想

启迪朱棣，为其日后治国理政奠定基

础。这段师生情谊，深刻影响了朱棣的

执政风格，也为“永乐盛世”埋下伏笔。

1402年，朱棣登基，唐瑜被擢升为

帝师，辅佐明成祖完善政治制度、发展经

济、编修《永乐大典》、疏浚大运河，推动

明朝走向鼎盛。1414年，唐瑜奉旨入

川，最终定居宣汉南坝。他在此创办“儒

籍堂”，兴办乡学，传播中原文化，使偏远

之地渐成文教昌盛之乡。其子唐鲲、唐

鲤皆高中进士，朱棣曾御赐唐鲲“鲲奋天

池”四字，今南坝“昆池”之名即源于此。

1427年，唐瑜去世，葬于南坝东阳

溪。他不仅为“永乐盛世”作出重要贡

献，更在巴蜀大地播撒文明火种。其家

族明清两代共51人考取功名，第十一世

孙唐甄更成为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和

政论家，被列为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

的“杰出思想家”。唐瑜的一生，既是帝

王之师的辉煌史诗，也是文化传播的生

动典范，至今仍在巴蜀大地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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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巴蜀大地，迎来

了一位特殊的县令——陶洪

元。这位江西新建籍的翰林学

士，曾担任清道光皇帝的老师，

却在1843年选择赴任偏远的

东乡县（今宣汉），用毕生所学

浇灌这片文化沃土。

作为曾经的帝师，陶洪元

深谙教育兴邦之道。上任伊

始，他便着手振兴地方文教：

1845年在南坝创办陶成书院

（今昆池中心校前身），1849年

改建东乡儒学为来鹿书院（今

宣汉中学前身）。更难得的

是，这位县令常常亲临书院，

为学子们讲经论学。在他的悉

心培育下，东乡文风日盛，人才

辈出。

从紫禁城的帝师到巴山

蜀水的县令，陶洪元始终秉持

着“为国育才”的初心。他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为官一任，

教化一方”的士人担当，在宣

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如今，漫步在昆池中

心校和宣汉中学的校园里，仿

佛仍能感受到这位先贤留下

的文脉余韵。

在唐瑜、陶洪元两位帝师的

精神感召下，宣汉这片文化沃土

始终涌动着崇文重教的热忱。

从明永乐到清道光，从兰

木沟到南坝镇，一条绵延不绝

的文脉清晰可辨。它既藏在

《永乐大典》的典籍里，也显现

在窗明几净的教室中；既凝结

在“陶成”“来鹿”的书院匾额

上，更跃动于莘莘学子的琅琅

诵读间。它如同奔流不息的前

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孕育着

一代又一代的人才，续写着新

的传奇。

据“天府新视界”微信公众号

图据宣汉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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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宣汉县南坝镇的帝师文化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