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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指向 2023年 10月。地

点，浙江省新昌县里江北历史文

化街区徐诵明祖居。阳光铺洒在

街区青石板路上，亭台楼阁间翠

竹丛丛、红枫灼灼，朱甍黛瓦、画

栋粉墙处时尔传来悠悠的古戏腔

声……这里，安定祥和，现世安

好。有汉白玉“徐诵明奠基西北

高教功绩碑”，阳面碑文由第十一

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敬书

“高山仰止”，阴面碑文由西北联

大所有后继院校共同敬撰，碑文

赞颂徐诵明奠基西北高等教育的

壮举。再行几步，便是徐诵明祖

居了。

是怎样的一种不朽功绩，能

被后人冠誉“高山仰止”？

徐诵明祖居又会以怎样的一

种方式，向大家呈现“一代宗师”

“师者楷模”“世纪师表”“世纪大

先生”的传奇故事？

一个名字，一座教育
丰碑

曾有人这样形容民国高等教

育之现象：如果说西南联大是中

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西

北联大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

传奇。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这两

所大学都因战火中而生，颠沛流

离、虽饱经困苦，却成就了我国教

育史上一段无法复制的传奇！而

这里面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就是

徐诵明——最早论及西北联大展

布我国大西北的战略构想，并实

施这一战略构想的重要人物，也

是为此战略做出最大牺牲的一位

大学校长和常委。

绍兴名人馆内，展示了从大

禹时期经各朝至今的 147 位德高

望重的乡贤，徐诵明先生以“医

教楷模”之荣位列其中。作为近

现代杰出教育家、中国西北高等

教育奠基人、中国病理学奠基人

的 徐 诵 明 先 生 ，在 民 国 时 期

1928-1948 年 20 年间，担任过国

立北平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

学、国立同济大学等五所大学校

长，并兼任过医学院、农学院、工

学院、法商学院院长。在绍兴名

人馆中，名列教育泰斗蔡元培先

生之后，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

先生之前，作为学界泰斗级人物

彪炳史册。

徐诵明（1890 年 10 月 20 日-
1991 年 8 月 26 日），字轼游，号清

来，浙江绍兴新昌人。教育家和

病理学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

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西北高等

教育奠基人，中国病理学的开创

者和奠基人。他一生担任过五所

国立大学的校长，被誉为“大学校

长的典范”“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

丰碑”。

徐诵明是中国第一位病理学

教授，在开创、建立中国病理学，

培养第一批中国病理学人才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徐诵明坚持

用中文讲课，审定了病理学中文

名词，成为中国第一个用中文讲

授西方医学的人。徐诵明最早在

北医建立了第一个病理教室，他

审定的病理学中文名词如“梗塞”

“血栓”等一直沿用至今。

徐诵明不仅引进病理学理

论、创建中国病理学学科和人才

队伍，而且推动中国的法医学建

设，培养法医学人才。由他规划、

布局了新中国医药院校的建设发

展规划、招生规模，创办了高等医

学教育三年制的专修科制度等，

使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形成了

比较完整且符合中国国情的医教

体系。

由于徐诵明曾担任过多所大

学的校长，特别是主持国立西北

联合大学时奠定了西北高等教

育，西北联合大学联盟秘书处连

同12所后继大学共同为其树立了

一座功绩碑，以纪念徐老为教育

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碑文为

“高山仰止”，由第十一届全国政

协副主席陈宗兴敬书，赞颂徐诵

明在中国文化发源地之一的陕西

兴办教育，奠基西北高等教育的

壮举，品德与成就令人敬仰，似山

高水长，彪炳史册。

世纪师表，贡献彪炳
史册

在徐诵明祖居，进入天井庭

院，天地间青瓦黛墙，东、西、南、

北廊檐下的六匾二联与徐老的

铜像在光影中交相辉映。这些

联匾，带着社会各界对徐老的敬

仰，将他一生的贡献进行了概括

与评价。

推门而入，迎面可见的第一

道大匾“徐诵明故居”，为徐诵明

生前老友，第四、五、六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创

始人许德珩先生敬题。

中堂主匾为“学界泰斗”，由

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鹏敬

书，赞徐老高尚品德、学问精深而

被学界所敬仰。

右侧大匾为“全心办教育 桃

李遍天下”，由第四、五、六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

敬题，赞徐老一生办教育，门生

满天下。

其左侧匾为“高山仰止 醇儒

气象”，由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

席，曾任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校长的陈宗兴敬题。西

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

皆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后继

院校。

中堂大匾下外廊立柱挂有一

幅木联，是北京大学医学部作匾

送联。联上内容：“传学阐病理为

开山之祖，兴教育人才有济世之

功”，由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第十二届全国政

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

德敬书，赞徐老为中国病理学鼻

祖，办教育有济世之功。

北厢房大匾“世纪师表”，为

天津大学敬赠。

天井南侧门廊朝北悬有大匾

“中国病理学奠基人”，为西安交

通大学敬赠。

中堂大匾对面的黑瓦白墙是

故居纪念墙。纪念墙由石联、石

匾和一尊徐诵明铜像组成。石匾

上题“一代宗师”，由获“人民艺术

家”国家荣誉称号的文化部原部

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王蒙

先生敬题。

徐诵明铜像，由国际雕塑大

师、中国美术馆馆长、第十四届全

国政协副秘书长吴为山敬塑。铜

像底座正面刻字“徐诵明先生”，

由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

珩敬题。

堂匾“师者楷模”由天津大学

敬赠。天津大学前身为国立北洋

工学院，后更名为北平大学第二

工学院，1937 年抗战时又与北平

大学一起成为西北联合大学的一

部分，徐诵明校长任西北联大常

委，一度主持校政。

木堂联“良医有术过佗扁，

国士无双比轼游”，为西安交通

大学敬赠。徐诵明任西北联合

大学校常委兼法商学院院长时

期的医学院、法商学院，为西安

交通大学医学部和经济金融学

院前身。

祖居中堂，“清来书屋”匾，由

徐诵明先生的外孙、国家一级美

术师徐冬冬教授敬书，“清来”为

徐诵明先生之名号，“清来书屋”

是徐诵明祖居之正名。

匾左右一副木联：“为国育

才引领同济遥航学海 逆鳞弘道

回归沪城永诵续歌”，为同济大

学敬赠。

中堂正中悬挂《双鹅图》，是

中国现代画家、中国现代美术教

育奠基人徐悲鸿为徐老生前所

作。落款为“轼游先生雅教 壬申

初秋悲鸿”。“轼游”为徐诵明先生

的字，“壬申年”是 1932年，该年徐

诵明担任北平大学校长，而徐悲

鸿先生曾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

长。

画两侧堂联为“文章千古事

风雨百年人”，由书法大家沈鹏先

生敬书。

由徐诵明先生担任过校长

的高校所赠匾额还有：北京大学

医学部敬赠“中国病理学先驱”，

同济大学敬赠“学界泰斗”，北京

师范大学敬赠“ 世纪大先生”，

西北大学敬赠“西北高等教育奠

基人”，中国农业大学敬赠“人

文楷模”，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

敬赠“西北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奠

基人”等。

耳濡目染，立志教育
兴国

1161 年春，宋代大教育家朱

熹在新昌写下了《观书有感二

首》。700 多年后，在这个被这位

影响千年的大儒称之为“半亩方

塘”的地方，一户贫寒的教育之

家，一名男童呱呱坠地——他就

是近现代教育家和病理学家徐诵

明。

徐诵明从小生长的这片土

地，是中国山水诗鼻祖、天姥山开

山之祖谢灵运曾经寓居之地，程

颢、朱熹、张即之、叶适等名师大

儒相继在此讲学、执教。生长于

私塾教育家庭的徐诵明从小就受

到耳濡目染，树立了“复兴民族之

基础在于教育”的思想。

徐诵明 13 岁考中秀才，名震

乡里。1904年，他离开故乡，坐着

乌篷船顺曹娥江而下来到省城杭

州，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浙江

大学前身），同学中有后来成为中

国新闻理论开拓者的邵飘萍、孙

中山的秘书长邵元冲等众多知名

人士。

20 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

清政府腐败无能，浙江更是掀起

了沪杭甬铁路风潮。国已危，家

安在？怀揣科学救国思想，徐诵

明隐瞒双亲，东渡日本求学。在

东京，他与章太炎结识，并由其介

绍加入同盟会。

“我曾问过外祖父，在他心

中，同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

织？老人家只回答了八个字——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曾奉

命把炸药从日本带回国内，以备

革命之需，可见当时这样一群先

行者是以一种何等心态来面对民

族出路的。”徐冬冬回忆。

1911 年 10 月，国内爆发了武

昌起义，22 岁的徐诵明毅然决然

放弃学业，于当年 11 月返回祖国

参加辛亥革命，在上海加入了徐

锡麟之弟徐锡骥组办的陆军卫生

部，担任革命军上尉连长。1912
年返日继续学业。1919 年归国，

率先从日本引进了病理学，创建

了由中国人自己主办的中国病理

学教研室并担任主任，负责审定

了病理学的中文名词，开了用中

文讲授西方医学的先河。1927年

参加北伐战争。

徐诵明曾相继任国立北平

大学医学院院长、国立北平大学

校长、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

员会常务委员（主持校政）、国

立同济大学校长、国立沈阳医

学院院长。始终以一个教育家

的作为，以教育救国为宗旨，为

国育人。

抗战爆发后，他带领西北联

合 大 学 西 迁，将国立北平大学

文、理、法、商、工、农、医，一个完

整的高等教育体系悉数带到祖

国大西北，并永留西北，构成西

北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要素。

他因此被誉为西北高等教育的

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后，徐诵明为布

局、建立新中国医学教育体系呕

心沥血，积极为国献计献策。这

位历经时代风云的老人，在其一

百岁时，经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

会会长陈敏章和原中华医学会会

长、病理学家白希清的介绍，于

1990 年 11 月 22 日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殷殷报国，不忘桑梓
之情

“外祖父 14 岁那年离开新昌

后，就很少回来。1949 年后，再

也没有回来过，但是他一直记挂

着新昌。”徐冬冬说，老人家平时

最爱喝家乡的“绿色珍珠”——

珠茶，也常哼起有着高亢激越的

唱腔、粗犷朴实的音乐、豪放洒

脱的表演和文武兼备等特点的

“中国戏曲活化石”——新昌调

腔，总忆起“天姥连天向天横，势

拔五岳掩赤城”的家乡名山——

天姥山，有孩子来家里做客时，

徐老先生更是常为大家泡上一

碗家乡的米海茶……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足以见得老先生对家

乡的浓浓情深。

上个世纪 80 年代，徐冬冬曾

到浙江写生，到过温州、天台，最

后来到了外公徐诵明的故乡——

新昌。“我到过天姥山、大佛寺写

生，这里的风光真好。”徐冬冬说，

写生回家后曾跟外公说起新昌的

变化，老人也是无限感慨。

关于桑梓情深，1933 年徐诵

明在写给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

同学录的《校长序》一文中，以

“新昌徐诵明序”落款，可见其对

家乡深深的热爱和割舍不断的

情怀。

校长故里，打造文化
高地

名人故居，是一座城市、一个

地区的人文名片和精神地标。探

访名人故居，往往能让人“坐上时

光机”，一秒“代入其中”穿越过

去，沉浸于那个特定的时代背

景。这是积淀历史底蕴、感悟精

神力量的文化场域。回望名人大

师的成长之路，有风雨也见彩

虹。故居和故居里的老物件、

旧东西，或许就是最好见证。

徐诵明先生的拳拳爱国心、

殷殷报国情，洒向的不仅仅是他

足迹遍及的北方，也反哺到了遥

远的故乡。

为实现保护祖居和传承先贤

精神的双重目的，县委县政府完

成了徐诵明祖居的修建，为新昌

打造了一座文化高地，以供世人

和家乡人民的缅怀。

值得一提的是，在徐诵明祖

居的恢复修建过程中，得到了徐

诵明先生的外孙、著名画家徐冬

冬教授的大力支持，从设计稿、文

案，到展览细节、园中造景，他都

参与其中、精心打磨，并指导祖居

严格按照古建保护原则进行修

复，同时，免费提供与徐老有关的

近百年前的照片、文本、书画旧藏

等进行布陈。

如今已修复完成，即将开放

的徐诵明祖居，还原了清中期古

建风格，总体布局为三合院，座楼

带左右厢房，左右厢房东山墙之

间砌有围墙。主体建筑坐西朝

东，台门朝南开设，位于南厢房一

侧，置石库门框，上面有砖雕作为

门饰。面阔 23 米，进深 13 米，建

筑占地面积285平方米，总体结构

为白墙黑瓦双坡硬山造。

座楼三开间，屋面铺设望砖，

立面则是重檐，重檐施牛腿承托，

前廊开敞，檐柱金柱间用穿枋拉

接，槛墙上立格扇窗六扇。北侧

厢面阔三间带一弄，南侧厢二

间。建筑格局完整，木雕、砖雕工

艺匠心独运。

徐诵明祖居是一个集教育救

国、特色文化、名人故事于一体的

新时代思想文化精神教育基地，

以祖居为主体，整合构建室内室

外于一体，展陈主要分为庭院、君

子风骨生平厅、清来书屋、北医

厅、平大联大厅、同济厅、桃李厅、

云归处碑廊、轼游纪念亭和诵明

雅筑等区块，以缅怀、敬仰这位爱

国教育家一生不朽业绩，颂扬徐

诵明医学救国、献身教育、为民族

复兴不懈奋斗的伟大事迹和崇高

精神，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思想文

化遗产。

徐诵明：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教育家精神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精神底色，不仅具有中国精神的特质，而且具有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以及爱国主义精神、改革创新

精神的底色。徐诵明作为近现代杰出教育家、中国西北高等教育奠基人、中国病理学奠基人，近年来，围绕徐诵明先生的生平事迹、教育思

想、育人理念和主要成就的研究和挖掘不断涌现。这不仅仅是追忆先生的生平与贡献，更重要的是继承发扬先生深厚的家国情怀、严谨的

治学风范、高尚的人格品质，由此砥砺后辈接力前行、再创辉煌。为实现保护徐诵明祖居和传承先贤精神的双重目的，新昌县委县政府完成

了徐诵明祖居的修复，以此更好颂扬徐诵明乡贤医学救国、献身教育、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伟大事迹和崇高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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