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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石室的办学特色及其对后世的影晌

徐 敦 忠

文翁石室是全国第一所地方

办的学校

文翁名党,庐江舒 (今安徽舒县 )人。
“
少好学,通春秋

”,具有渊 博 的学 识,

“
以郡县吏察举

”
。西汊景帝末年 (公元前

1硅 1年 )文翁任蜀郡太守。据 《华阳 国 志 》

记载,文翁
“
为蜀守

”
后,办 了两件大事 ,

△是修水利, “
穿湔江口①,溉灌繁田千七

百顷
”

。二是办学校, “
是时世平道治,民

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

翁乃立学。
”

自从修筑了都江堰后,成都平

原大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物产富庶,是

一个经济上相当繁荣的地区。但是,文化教

育却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文翁担任蜀郡太守

后,除 “
穿湔江口

”,即开蒲阳河,灌溉灌

县东部及彭县、新繁大片田地,继续扩木都

江堰的濯溉效益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抓好

文化教育,改变蜀地精神文明的落后状态方

面。

文翁办的学校在哪里呢 ?《 华阳国志 》

说: “
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 堂 作 石 室,一

作玉室,在城南。
” “

精舍
”

即学校,是用

石头建造的, “
城南

”
即成都南门,现成都

石室中学校址。从此, “
文翁石室

”
便成了

文翁所办学校的代名词。

文翁石室办得颇有特色,声誉卓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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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成为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蜀地文化教育

迅速发展起来,仅仅十多年时间, “
膦萃蜀

学,比于齐鲁
”,便赶上了当时文化教育非

常发达的先进地区——齐鲁。接着
“
巴汉亦

立文学
”

,”丨东、川北一带也办起了学校。

地方政府办学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效,这在

西汉初年实在是了不起的大事,也是一桩极

好的经验,当 然引起西汉王朝的极大注意。

据 《汊书·循吏列传·文翁传》记载:汉武帝

元朔五年 (公元前12逐年 )“乃令天 下 郡国

皆立学校官,自 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石室

确实成了全国第一所地方政府所办的学校。

文翁石室的办学特色

文翁石室之所以享有崇高的声誉,以至

汊武帝下令全国各郡仿效文翁兴办学校,是

由于这所学校办得好,办得颇有特色。

首先,文翁石室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

视。文翁作为蜀郡太守,在城南
“
立文学精

舍讲室作石室
”,修建起学校,这对仅有成

都、郫、繁、广都、临邛等十五县的蜀郡财

政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是,还要派教

师到长安
“
受业博士

”,进修培训。进修经

费从哪里来 ?据 《汊书·循吏列传·文翁传 》

记载: 
“
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

吏以遗博士。
”
注C: “

少府 ,郡掌财物之府 ,

以供太守者也?。 也就是说,文翁把自已机



关的开支节省下来作为教师的进修经费。文

翁不仅在经费上大力支持学校,雨且亲自过

问教学, “
亲自筋厉

”
学生,困 而鼓舞了师

生的积极性。这种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高度重

视学校教育的传统,一直流传到后代。如从

汊朝到清朝,文翁石室先后遭遇两次太火 :

一次是汊安帝永初年间遇火, “—都之舍 ,

官民寺室,同 日一朝,合为灰炭,独 留文翁

石室,庙门之两观。
”

汊献帝兴平元年,陈

留高目矢为蜀郡太守,乃循旧筑周公礼殿
”

、
“
兴复第馆

”
。一次是清初遇火, “

俎豆之

地,为豺狼之所穴,狐鬼之所嗥
”

。四川巡

抚怪凤彩重建大成殿及左右学舍,于顺治十

八年十月开始,越康熙二年九月竣工。两次

火灾之后,都是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出面主

持,修复了学校,规模都比以前扩大。又如

五代后蜀孟昶广政年间 (公元 96o年 )宰相

毋昭裔开始在文翁石室刊刻石经,北宋时继

续补刻,直至宋徽宗宣和年间 (公元 11o1至

1125年 )才将儒家十三经刻完,历时一百多

年,共有几千块石板。这是何等 巨 大 的工

程!再如汊以后抚蜀的地方行政长官到任后

便要视察文翁石室, 《四川通志 》载有清朝

初年四川巡抚佟凤彩写的《修成都府学记 》

一文,详细地叙述了他视察的情况: “
岁辛

丑,予受命抚蜀,驻节锦城,循故例,视事

三 日,昧爽谒先师孔子庙,集博士弟子升堂

鼓箧,称说六经,盖效周礼大司成掌成均之

法,以教国子者也。
”

视察后,怪凤彩即着

手重修文翁石室。他痛快淋漓地驳斥了那种

无钱办学、 “
先富后教

”
的说法: “

博士复

揖而进曰: ‘
昔夫手之策卫 也,曰 庶 而 富

之,富而教之。今士民其疾,靡有孑遗,硕
鼠集鸿,捉襟见肘,孜孜建学兴文,不其迂

欤?’ 予曰: ‘
嘻:学校,王政之本也。夫

子之言,谓非教无以保富庶,非谓待富庶而

后议教也。若二三残黎,不使之揖让夫子之

堂,僵然忾然,习其衣冠剑履,观感兴起于

善,将见三纲沦,九法教,反浸淫于佛老之

教,渐趋于邪,窃恐杀运之不殄也。
’

诸生

唯唯而退。
”

其次,文翁石室的校长是德高望重的饱

学之士。这所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文翁,既是
“
仁爱好教化

”
的蜀郡 太 守,又 是

“
少 好

学,通春秋
”

的饱学之士。他既有崇高的威

望,又是文化教育的行家里手。对于校舍的

修建,师资的培训,招生的办法,甚至教学

的安排等,门门精通。这样的人担任校长,

学校自然会办得很好。解放以后,在成都北

郊发现的东汊画像砖中,有一幅表现课堂教

学的图像 (现在省博物馆展出 )。 出土时,

有人名之为 《文翁传经图 》,比较生动地反

映了当时石室教学的真实情景。图像是:西

面置一长方形的台,上一人东 向 似 盘 膝危

坐,着长裳,双手交置于前,头戴延前仅垂

有三旒的简化的冕 (按:旒,天子十二,诸

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 )。 其余三面东

一人,南三人,北二人,均跽 坐 于毯席之

上,头戴一般文士常爵的弁 (一种冠 ),着
长裳,双手捧简。唯面向西的人可见腰带上

系有一把削简字之误的书刀。从这些人的造

型、服饰和布局来看,西坐者为教师,正在

严肃认真地讲学,其余六人则是毕恭毕敬专

心听讲的学生。当然这不一定 是文 翁 在讲

学,但文翁当时管石室的教学、 “
亲 自筋

厉
”

却是事实。 《文翁传经图》发现在成都

附近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它为研究四川教育

史增添了形象的实物史料,是一件极其重要

的历史文物。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担任校长

这一文翁石室的宝贵传统,也一直流传到后

代。清朝康熙四十三年 (公元1704年 )按察

使刘德方建锦江书院。雍正七年 (公元 17⒛

年 )丰都易简为院长。易简字位中,康熙壬

辰 (公元 1712年 )进士。乾 隆八 年 (公 元

17砝 3年 )瓯宁郑方城为院长。郑方 城 字则

望,雍正癸丑 (公元1733年 )进士。乾隆十

0了



六年 (公元17o1年 )Ⅰr兴 铐挛文为院长。储

长文宇越渔,康熙丁 西 (公 元 】7∶ 7年 )举

人,四川纳溪县知县。戋廷二十泗年 (公元

1759年 )金堂离辰为院长。肓辰宇景卫p号
白云,【￡吧辛未逆士 (公元Ι751年 ),历官

礼部主孚,江南凤鹎府同知。乾隆三十二年

(公元 176了 年 )华阳顾汝修为院女。顾拦i侈

字息存。号密斋,乾跬壬戌 (杏元174?年 )

进士。历官詹事府右赞苦,颀天府府尹`著
有《味竹斋诗文突 》。乾隆三十九年 (公元

1`△年 )丹絷彭端淑为院长。彭 端 淑 宇乐

斋,雍正癸丑 (公元 1733年 )这士9历官吏

部堂主事、文选司郎中、广东肇罗 道观察

使,著有《白鹤堂诗文 集 》《雪夜 诗 谈 》

钅。从清朝雍正至乾隆时期锦江书院六属院

长来看,上扌是德
=望

趸、i扌学多才圩知名之

士。

笫三,文翁石宝有较强的教师队伍。严

羽 《沧浪诗话 》说: 
“
学其上,仅得其中,

学其中,斯为下矣。
”

只有教师学问渊搏,

见识过人,才蓖培荞出具有离水平的学生。

据 《华阳囡志 》记载,文翁
“
造安士张叔牛

十八人东诣 I喜 士受七泾,还以教授学徒。
”

张叔知识渊搏,有著述,饨 “
明天文灾异始

作 《春秋章句 》,官至侍中扔州剌史。
”

文

翁石室有象张叔这、很强圬教师,所以学校

越办越好。这一宝贵由t传统一直流传下来。

如宋代成邯府学教授家安囤'便 是 知 名 之

士。家安国,字复礼,眉 山人,博学举进士。

后随韩存宝征乙笫得官。既两诸 公 举 之,

得成部教授夕苏轼 《送家安臼教授归戍部 》

诗云: “
别君二十莰,坐失 Ⅰ叮三:青。吾 逋

虽瑛难,斯文终典刑。⋯⋯新抖复 l珥 贯,圭
子方乞灵。须烦凌云手9去作人蜀星。苍苔

高吆室,文翁古柏庭。初闰编简伶,始觉铎

踊腥。⋯⋯吾侪便归老,J“足慰余龄。
”

公

元】9"年改锦江书院为成邗 f丁范学堂。 19G甚

年更名为成部府中学堂,” Ⅱ年更名为戌部

08

状合具立屮学,衣这鼓“刂
·
河,四川山l知名人

士刘豫波、林山腴、赵少涵、杨沧白等邙在

这里任过教;在蔹建科方面多羔Ξ内著名院

校垧毕业生或留学生担任教授。根据资料记

载'数理科及外史、外圯钅引约扛材还果用

过英文原本。

第四,文翁石窒莳打主办法择优录取。

招生白i地区范围是
〃
扦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

子
”

。据颜师tl的妍 秆: “
下 县,四 郊 之

县,非郡所治也。
”

这就是说:文翁石室招

生,不限于成邯市区,范 勇广央得多,包括

了蜀郡所管辖的十多个县、 这就提供了充足

的可供选择的生员,招生的标准足
“
开敏有

材者
”,要姚选那些思维灵活、反应敏捷、

智力发展好、有相当才华的尖子生入学。由

于这拧,文翁石室便不是为贵族子弟们开设

的。恰恰相反,进入
“
学官

”
的学生倒是一

般老百姓的子弟居多。据 《汉书·循支传·文

翁传 》记裁,这些学生入学后,国家
“
为除

更徭
”

可见,如果不人学,饨 们 是 要 从役

白i。 因为进入文翁石室不 容 易,很 荣 耀,

“
富人至出钱以求之

”
。从出钱这点上看,

颇有点象今天的集资办学、出铁培洲,而这又

证明文翁石室虽不敢说走人民的,至低限度

它是最接近人民的。所以
J=太

大地提高了蜀

郡淘文化,也就是深讦地孕育 了西 甫 的文

化。文翁石室这种择优录取出t办法,也一苴

流传到后代。据 《四丿丨J通志·舆地志 》记载 :

“
康熙四十三年按察使刘德芳修复之,建锦

江书院。六十年,学使方觐增∫堂学舍三十

余间,拔遇省士之尤者,延疖技之,一时文

物称盛。
”“

通省士之尤者
”

过占了清朝锦江

书院是在全省范围内扫生,执选最冒尖的学

生入学。 《四川通志·学校志·成部府 》说 :

“
戍邙府儒学在府治南汊文翁济堂故址。⋯

⋯学数途二十名.廪生四十名 9增生囚十名 ,

一年一贡。嘉庆四年奉部议准各省驻防旌人 ,

另设学额。就近考试,学政拄照

`数
计
`应



试童生五、六 人,得取进一名,如 住 卷 不

轳,宁 jj1匆滥。四丿。l驻防p取进新生,归成

祁府学。
”

从
“
宁缺匆滥

”
的规定看来,在

清代即佼对亍享有特权的驻防旗人,成部府

学打生也是采取严格的择优录取的办法。

笫五、文翁石室的教学原则,不光是学

习书本知识,还强调实际锻炼。 《汉书 ·循

艾传 ·文翁传 》说: “
每出行县,益从学宫

谤生明捶葫行者与铒,使传 教 令,出 入 闺

阁。
”

在文翁太守每次到蜀郡 所 辖 各 县巡

祝、考寨时9总要从石室选拔 一 些 学 习很

好、品德端庄的学生同他一道去,叫他们宣

扬教化,传达命令。这是学生难得的按触社

会'彀炼出己的好机舍。这一宝贵传统在以

盾的各个朝代,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钳制

人晟的思想,巩固其统治,却 没 有 得 到发

扬。在清朝初年,在佥囝大兴 文 字 狱 的同

时,还对锦江书院的学生作了严格的规定 ,

有意识地JI学生同社会隔绝起来。据 《重修

成邯县志 》记载,清颅治九年曾题准刊立卧

碑于明伦堂之左,此一卧碑现存成都石室中

学。 《卧碑 》云: “
苎员当爱身忍性。凡有

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9只许家

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诃颂,他人亦不许牵

连生员作证。
” “

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

上书冻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

治罪。
”

但是这种严醋的控制是不能永远继

续下去的,随宥满清封建王朝的衰落,西方

资产阶级出由、民主思潮的传入,到 了】9o9

年至】911年,成都府中学堂婶学生在一些教

丌 t饣影响下走向了社会9参加了成都保路风

潮 i∶ ⒎市关课斗争。这一罢市罢课斗争'迅
速遍及t丿 !丨 , “

南起邛雅,东迄荣隆,西抵

绵州,北近顺庆
”
,千里上下,府县乡垸 ,

形成了一股反抗清王朝的洪流。

笫六、文翁石室教育学生的方法是树立

奸挎,激哦学生。据 《四川通志 ·学校志 》

记载: “
成崮i府儒学在府治南汉文翁石室讲

堂故翅L。 只帝时,文党为蜀 郄 守,修 起 学

宫'为礼殿以舍孔‘子。
”

可以看出,周公札

殿与石室精舍是冂时修筑 的。 《益 州 学 馆

记 》I,周公礼妓壁上图画上古盘古、孛老

等神,及历代帝五之像。梁上又画仲尼七十

二弟于、三皇抄l来名 r。 《益 州 名 画 录 》

说: “
齐永明十年,成都刺史 刘 J浚 再 修玉

堂、礼段,灵宇严肃。⋯⋯画仲尼四科十哲

象,并车版仪器。
”

月分礼段,宋时改为大

成殿。宋高宗绍兴七年 (公元 1137年 )九月

辛巳府学教授范仲殳费 御 书
“
太成 殿

”
额

至。大成殿祀孔子;囚配:颜渊、曾参、子

思、孟子;十哲: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宰我、子贡、冉有、子路、子游、子夏及朱

熹。东西两睡祀孔子弟子及汉、唐、宋诸代

儒家大师。祀奉的这些人,除汉代有道家及

帝王钅人物外9差不多是锊家学说的代表人

物。自汊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窨儒术之后 ,

唐玄宗开元午时,册蛀孑L子 为 文 宜 王,儒
家学诉‘成了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成都府儒

学正是把这些入物树为楷模,用 以教育、激

肭学生时。 《田况进士题名记 》还说到一个

情况: “
建荣名堂于宣圣段之东北,尽翘里

朝及笫进士名,刻于石柱,以示未者。
”

田

况是北宋仁宗时
^、

,j匕宋把考刂I进士者的姓

名刻于石柱,这也是树立i{Ⅱ、激砷学生的

好办法。

文翁石室对后世的影响

中囝对外文七交流协会会长、中日古籍

整理委员会主任夺一氓于∶GⅡ年 碴月曾亲笔

给丿文部石室中学题写丁一副
`刂

、
联。联文是 :

锦江眷 色来天地

石室文风烁古今

对联上面还有一小序: “
忆六十年前肄

业是校,原名成部府 中学堂,后改成都联合

中学校,叉改成部第珥中学,今夏成部石室



中学以纪念文翁。囚借杜甫诗句成联以贺。

自汊迄今,谓为
‘
烁古今

’
,亦无不当也。

”

李一氓同志以其高度的概括、精炼的语言,

极为正确地评价了文翁石室,阐明了它对后

世的影响。 “
石室文风烁古今

”
这一论断,

文翁石室是当之无愧的。

具体说来,文翁石室对后世有些什么影

响呢 ?

一是历两千年而不衰,开全国地方办学

之先河。文翁石室始创于公元前 1姓 1年 ,距

现在已有二千一百二十七年了,虽历代屡经

变迁,却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中断过。 《四

川通志·学校志 》记载颇详,今撮其要如下 :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年甲午 (公元 3在年 )益州

太守文参增造吏舍二百余闷。东汊灵帝兴平

元年甲午 (公元 194年 )太守高略修复殿柱 ,

皆正方,上狭下阔,宋时 尚 存。晋 太 康中

(公元281-289年 )刺史张收增绘名贤象于

壁间。唐永徽元 年 (公 元650年 )修学馆庙

堂,贺公亮撰碑记。宋仁宗时知 府 蒋 堂建

西学,广诸生齐舍,迄成堂去。宋淳熙二年

(公元1175年 )蜀帅范成太修礼殿、学馆讲

堂、斋舍,杨 中撰记。元泰定中(公元 132在

-1328年 )少 中大夫赵世延置赡学田,罗焘撰

记。明万历六年(公元15m年 )知府耿定力重

修殿煦门堂、阶垣、斋舍如制。清顺治十八

年 (公元1661年 )巡抚佟凤彩捐建大成殿五

楹,东西熙各五问,戟门五间,灵星门,启

圣宫,明伦堂,敬一亭,左右学舍,坊垣悉

具。正因为文翁石室历久不衰,开地方办学

之先河,自汉以后,全国地方办学如雨后春

笱,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方面的情

况, 《四川通志。学校志》记载颇详,这里只

略举几项: 《汊书·平帝纪》:“元始三年立

学官,郡国曰学,县 、道、邑、侯国白校,校置

经师一人。
”

《后汉书 ·寇恂传》: “
建武

三年为汝南太守,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

者,亲受学焉。
”

《晋书 ·虞溥传》: “
太

了♀

康时为鄱阳内史,大修庠序,广招学徒,移

告属县,具为条制,于是至者七百余人。
”

《文献通考 》: “
后唐天成三年,宰 臣兼判

国子祭酒崔协奏请颁下诸道州府各置学官。
’

《宋史。选举志 》: “
仁宗即位 初,命 藩辅

皆得立学。
”

《金史·选举 志 》: “
府 学,

大定十六年置凡十 七 处。
”

《明史 ·选 举

志 》:郡县之学,洪武二年,太祖蘸中书省

臣曰,宜令郡县皆立学 校,延 师 儒,授 生

徒。
”

等等。

二是逐渐形成了良好的校风,哺育和造

就了大批人才。文翁石室开办以来,由于官

府重视,教师高明,招生严格,逐渐形成了

良好的校风。关于这所学校的校风,唐裴钅Ⅲ

在 《题石室 》一诗中,曾作过如下的概括 :

〃
文翁石室有仪刑,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

尚留今日翠,高岷犹霭旧时青。人心未肯抛

嬗蚁,弟子依前学聚萤。更羡沱江无限水 ,

争流只愿到沧溟。
” “

聚萤
”

攻读,裴硎强

调的是刻苦学习。清彭端淑在 《再掌教锦江

书院作 》一诗中,又是这样讲的: “
文翁遗

泽至今崇,三载重来石室中。飘渺亭台通帝

座,萧疏桃李点春风。相逄旧友兼新友,自

叹衰翁异旧翁。传语诸生相切磋,莫教容易

弃前功。
”

从末两句看,彭端淑强调的是互

相学习,刻苦钻研。清末著名文人刘豫波为

成都府中学堂题写了一付对联,云 : “
石室

云霞思古梦,锦江风雨读书灯。
”

这里说的

是立志与苦读。究竟如何概括文翁石室的校

风才是最好的呢 ?还是郭沫若于1957年 3月

为母校题写的对联作了最为精 当 的概 括。

对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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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爱祖国,热爱丿、民,追求真理,追求

技艺9刻苦努力,团结互助,这便是文翁石

窒的校风,这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笔宝贵的

精神遗产。正是文翁石室这种优良的校风哺



育和造就了大批人才。宋成都知 府 田 况 在

《进士题名记 》中说: “
蜀有西汊教化流而

文雅盛,相如追肩屈宋,扬雄参驾孟荀,其
辞其道,皆为天下之所宗式。故学者相继谓

与齐鲁同俗,⋯ ⋯国家之起,海 内统一,尧

文舜明`浸
昌以大,其设科考士,擢取之多,

则前王之所未有。益州自太平兴国以来,登
进士第者接踵而出,天圣、景砧中,其数益

倍。至庆历六年,一榜得十八人,皇萜元年

得二十四人。他州来学而登第者复在数外,

事盛也如此,岂非世化治隆,人随而兴乎 ?

主学者议建荣名堂于宣圣屏之东北,尽题皇

朝及笫进士名,刻于石柱,以示来者。予喜

闻而遂其请,又为之序。时皇萜二年五月一

日也。
”

宋代益州即是益州 成 都 府,领 成

都、华阳、郫、犀浦、温江、新繁、双流、

广都、灵池等十县,地域比西 汉 蜀 郡 还小

些,但考进士一榜竟中十八人、二十四人 ,

实在是人才辈出呵!这种情况 到 了清 代末

年,更有了新的发展,当 时的成都府中学堂

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如前中国科学院

院长、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前

中联部副部长、中国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李

一氓,前成都市副市长、著名作家李吉勹人 ,

著沁生物学家周太玄,著名音乐理论家王※

祈,四川大学著名教授蒙文通、魏时珍等。

这些人不仅学有专长'著述繁富,享誉国内

外,而且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站在时代的

前列,勇敢地投入革命斗争,对历史的发展

作出过贡献。郭沫若、李吉”人在成都府中学

堂读书的时间,大约为19o9—— 1912年春以

前。当时这所学校是一所充满革命精神的学

校,他们热心阅读宣传推翻 清 政 府 的《民

报 》、 《神州日报 》、 《民呼报 》、 《民主

报 》等,猛烈抨击清政府的残暴、腐败。当

1909年 (清 宣统元年 )四川总督赵尔巽令周

尔怀的警察训练队镇压参加全省学界运动会

的学生时,李吉幻人等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带

头驱遂警察训练队,并:举 行 罢 谋。 1911年

初 ,成都发动请愿召开国会的风潮 '郭沫若、

李韵人被选为代表出席学界联席会议。五月

十日,清政府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遭到全

川人民的反对亻六月十七日, “
四川保路同

志会
”

宣告成立,郭沫若、李勘人等以激动

人心的心情参加了在成都三倒拐 (有说岳东

街 )铁路公司礼堂召开的保路 同 志 成 立大

会。紧接着,在郭沫若、李韵人等带动下,

成都府中学堂学生参加了成都市罢课、罢市

斗争。这一罢课、罢市斗争,很快形成滚滚

革命洪流,随着湖北武昌起义,终于导致满

清王朝的覆灭。

石室讲堂的创建者文翁,他的一生,大
部份时间都是在四川度过的。他不治家产 ,

不恋故园,勤勤恳恳,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

业,终于任所。《汊书·循吏传·文翁传 》说 :

“
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 堂。岁 时祭 祀

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

足

见文翁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和怀念。现在,成

都石室中学校门
“
文翁石室

”
匾额,是清道

光年间四川总督蒋攸钅舌题写的,它与郭老于

解放后亲笔为母校题写的匾额
“
求实务虚

”

四个字、邓力群同志于1985年 5月 “
源远流

长,后来居上
”

的题词八个字:交相辉映。

注  释

①穿湔江口。湔江,今柏条河。穿湔江口,指

开蒲阳河。蒲阳河下流为青白江。青白江有二源 ,

一为蒲阳河,一为自彭县关口流出的青白江。后者

为自然水道。文翁则自今灌县东门外分湔水江北流

经蒲阳镇,转而东南流入彭县界,至丽春乡境与青

白江合,灌溉灌县东部及彭县、新繁大片士地。

②指《汉书》颜师古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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