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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杭州是最值得人留恋的城市，早在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就为之写下了“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的诗
句；杭州是最富庶美丽的城市，七百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因之发出了“美丽华贵的天
城”的感慨。
杭州又是最得上天眷顾的城市，她丽质天成，以“人间天堂”、“文化之邦”、“丝绸之府”、“茶
叶之都”、“鱼米之乡”之名享誉天下，同时，她又以“一线钱潮”、“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等风雅胜景吸引得大批名士风流“未能抛得杭州去”“纷纷留迹在钱塘”——这又成全了杭州丰厚的
人文底蕴。
　　历史上的杭州人文荟萃，星汉灿烂，那些或远道而来、或土生土长的名士风流，在杭州驻足守望
的过程中，有不少对杭州的教育作出了杰出贡献。
近代以来一批现代意义上的中高等学校相继创办后，杭州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培养人才的教育重地，
亦成为诸多名士栖身寻梦的“乐土”——这就不得不提到有着百余年历史的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
沈钧儒、李叔同、夏丐尊、马叙伦、陈望道、刘大白、蒋梦麟、鲁迅等诸多教育名家大师以这座中等
学府为实践理想、发展事业的平台，培养了诸如俞秀松、冯雪峰、柔石、陈建功、蒋筑英等无数杰出
人才。
名城、名校、名师相得益彰，相映生辉，为杭州丰厚的人文底蕴再添浓重的一笔。
　　百余年来，杭州高级中学在历史的淬砺下形成了独特的“杭高精神”。
每一位学成于斯的杭高人，总以能在杭州高级中学这个地方乐学数载为人生幸事。
因为在这个地方，杭高学子开始了真正翱翔知识天空的深度学习旅程；因为在这个地方，杭高学子的
青春和奋斗得到了鲁迅栽下的樱花树、朱自清驻留过的教室的见证；更因为在这个地方，杭高学子从
此感觉到，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强盛，自己的血脉将和名家先辈们同声搏动。
就如原国家教育部部长陈至立以“世纪传薪”，四字来寄语杭高那样，杭高传承的是文化与责任。
　　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的百年名校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笔不可再生的教育资源，更是一种不可
任之消散的人文财富，理应让她焕发出耀眼的光彩，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锦上添花。
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作为杭城诸多历史名校的突出代表，从浙江最早的官立普通中学到浙江新文化运
动中心，从浙江规模最大的综合中学到享誉全国的江浙“四大名中”，谱写了众多的全市、全省乃至
全国之“最”，涌现出一代又一代推动近现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卓越人才。
她以其在浙江中等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得天独厚的校史资源成为杭州一道亮丽独特的
人文风景线，引得人们不禁驻足流连、心向往之。
　　《杭州高级中学（百年名校）》以教育的独特视角从杭高开启一趟城市文化之旅，是重拾历史文
化碎片、发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又一次积极尝试，也为以后更好地开发城市教育资源、弘扬优秀
教育文化提供了一份有相当分量的参考范本。
而杭高作为这趟文化之旅的起点和重点，除了人文景观之外，更为我们奉献了彪炳百年的先进教育理
念。
“百年杭高，以传承文化立校。
以荟萃名师立业，以精进道德立人。
百年杭高，倡科学民主、求真创新，主以人为本、与时俱进。
吾辈师长，以人文与个性润精神；吾侪同学，循科学与规范成国钧”。
诚如是也。
　　历史是已经凝固了的现实，现实是正在流动着的历史。
今天的我们需要对城市文化的根源、学校教育的渊源进行探寻和梳理——回顾历史不仅仅在于怀旧，
更重要的是能让我们以史为鉴，更好地把握现在与未来。
杭高如此，杭州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相信图文并茂、史料翔实、理趣兼得的《杭州高级中学（百年名校）》能够胜任这个职责。
并祝愿百年杭高人文兴蔚依旧，前程更占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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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杭州高级中学（百年名校）》以教育的独特视角从杭高开启一趟城市文化之旅，是重拾历史文
化碎片、发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又一次积极尝试，也为以后更好地开发城市教育资源、弘扬优秀
教育文化提供了一份有相当分量的参考范本。
而杭高作为这趟文化之旅的起点和重点，除了人文景观之外，更为我们奉献了彪炳百年的先进教育理
念“百年杭高，以传承文化立校，以荟萃名师立业，以精进道德立人。
相信图文并茂、史料翔实、理趣兼得的《杭州高级中学（百年名校）》能够胜任这个职责。
并祝愿百年杭高人文兴蔚依旧，前程更占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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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门槛　　（俄）屠格涅夫　　我看见一所巨大的建筑。
　　正面的一道窄门大敞着，里面阴森昏暗。
　　高高的门槛前面站着一个女郎——一个俄罗斯女郎。
　　这望不穿的昏暗发射着寒气，而随着寒气从建筑的深处还传出一个缓慢的、重浊的声音。
　　“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
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
”　　“我知道。
”女郎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疾病、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甚至于死亡？
”　　“我知道。
”　　“和人疏远，完全的孤独？
”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　　“不仅是你的敌人，而且你的亲戚，你的朋友都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
”　　“是⋯⋯便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　　“好，你准备着牺牲吗？
”　　“是。
”　　“这些无名的牺牲！
你会毁掉，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　　“我不要人感激，不要人怜悯，我也不要名声。
”　　“你还准备去犯罪⋯⋯”　　女郎埋下了她的头：“是，我也准备去犯罪。
”　　里面的声音暂时停止了，过后又传出这样的话语：“你知道将来你会否认你现在这信仰，你会
以为你是白白浪费了你年轻的生命？
”　　“这一层我也知道，我只求你让我进去。
”　　“进来吧。
”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幅厚厚的帘子立刻放了下来。
　　“傻瓜！
”有人在后面这样嘲骂。
　　“一个圣人！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个回答。
　　科学家爱因斯坦有言：“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
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要使学生对价值（即社会伦理准则）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最基本的就　　竺可桢关于
通识教育的论述　　“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
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
⋯⋯我们固不肯为传统的不合理的习惯所拘束，尤不应被一时的情感所冲动，被社会不健全潮流所转
移，或者受少数人的利用。
”　　——《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1936年4月25日　　“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
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
”“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
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智的培养。
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
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
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
”“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
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要蕲求真理，必得锻炼思想，使人人能辨别真伪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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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1945年9月23日是他必须具有对美和善的鲜明的辨别力。
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　　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和谐发展的人，并非是要培养全才，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全才，但通识教育对
于人才的全面成长和深度发展却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基础性作用。
当然这基础性并非指接受通识教育的时间非在前面不可，在接受专业教育的同时补修其他，以实现学
问的通达与深邃，这也是基础性的体现。
沈允钢在其长期的科研生涯中这样体验着“博”与“专”的关系：“博”是扩大成就之基，“专”深
须求“博”。
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著名的清末民初学者王国维也早就借用古人的诗词提出了做学问的
“三境界”说：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的志趣所在，到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的孜孜修炼，最后才能达到“众里寻他千百
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的顿悟境界。
专业教育也只有真正建立在人的志趣方向上方能奏效，不然便降格为低层次的职业培训。
　　环顾今天的学校教育，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忽视人的心灵培育和人格培养。
学校萎缩为狭隘的考试或职业培训机构，只塑“材”而未树“人”。
这是今天的教育迫切需要反思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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