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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至解放初，孝义古城中阳
楼西（旧孝义中学处），建有古色古
香、宏伟壮观的道德学社、尊德中学。

上世纪二十年代，素有段师尊之
称的段正元，在北京成立了道德学
社，以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
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的主
张，向国人开展传统道德的教化。

一贯笃信儒学的侯右诚先生，认
真研读了道德学社出版的段正元所著

《大同贞谛》后，深受启迪。于 1935
年，偕孝邑名儒张少房先生亲赴北京，
听段师尊开堂讲道，不禁心悦诚服。
后由周茂竹先生引荐，加入道德学社，
并决定归里后弃商弘道，开办道德学
社。路经太原，他们又面见大原道德
学社社长狄观论先生，亦得到大力支
持。回孝后，此善举得到孝义地方焦
延甫等百名人士的支持。1936年，孝
义县正式成立道德学社，经省、县备
案，名称为“山西省道德学社孝义分
社”。学社推选省社社长狄公为名誉
社长，冯季重为社长（孝义石像村人），
焦延甫为副社长（孝义三多村人），李
东升等四十余人为社董，张少房、孟昭
照为主讲，霍耀堂等十余人为讲员，李
建亭为文书主任，李帮达为会计主任，
任星海为交际主任。侯右诚为庶务主
任，负责筹建学社的一切事宜。

学社初始，因没有办公、宣讲场
所，暂借北门街张氏民房办公，三间
东厅为讲道堂。每月初一、十一、二
十一日，为讲道活动日。

次年，“七七”事变，日寇大举侵
华，华北局势大乱。学社正、副社长
避居乡里。侯右诚先生坚持学社的
正常活动，积极进行学社的土木工程
修筑，并向北京道德学社呈示，由段
正元师尊批准，孝义社正式命名为

“山西孝义道德学社”。
侯公坚持四年施工建设，终于建

成了一座占地十余亩，有
前院、中院、东西侧院、后
花园，礼堂、讲堂、办公场

所四十余间，惜宇楼、齐贤亭等建筑的
宏伟学社。到 1940 年孝义道德学社
落成庆典时，加入学社的城乡社员达
1800余人。到 1948年解放前夕，道德
学社的社员已发展到 3600余众。

孝义尊德中学校，就是依托道德
学社的场所，由侯右诚、杨礼周等发
起成立，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1938 年 2 月，日寇侵占了孝义，
全城学校被迫关闭，失学儿童到处流
散。在此严峻形势下，侯右诚先生出
于挽救国家民族未来的爱国之心，产
生了在道德学社内开办“儿童讲习
班”的想法，以收留城内儿童，进行中
华传统道德教育，抵制日寇奴化教
育。这一想法立即得到杨礼周等社
会贤达的支持。

讲习班初始，为一个大班，分甲
科、乙科、丙科三个小班。后因许多
家长纷纷送子女入学，不得不逐年增
班。先设小学四个年级各一班，后又
开设高级小学，五、六年级各一个班，
共六个班。再后来，随着高小毕业生

升学的要求，又开设初中一个班。到
1941 年讲习班已发展成有初小四个
班、高小两个班、初中一个班计 200
余学生的学校。

在此期间，由于讲习班以国学为
主要教材，不开日语课，拒绝军训，曾
受到日寇的迫害，发生扣捕杨礼周师
长，没收学社石印机等残暴事件。

1941 年，日寇退出孝义。侯右
诚、杨礼周等认为这是教育发展的大
好机会，决定将讲习班升格为中学
校。学校董事会公推冯季重为校长，
杨礼周为教导主任，侯右诚为总务主
任。经请示山西省教育厅，批准为

“孝义县尊德中学自修班附设小学
校”。从而开创了孝义县正式开展中
学教育的先河。

1945年，日寇投降。学校经呈请
山西省教育厅，正式批准为“孝义县
尊德中学校”。1947年学校增设高中
班，成为名副其实的完全中学校。到
1948年孝义解放，尊德中学校前后共
办高中、初中班 9个，毕业学生 200余
人；初高小班 16 个，毕业学生 800 余
人。这些莘莘学子，毕业后，正值解
放初期，有的进入高一级学府，继续
深造而成为专家、学者，有的走向社
会，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孝义县
尊德中学校功不可没。

1949年春，按照中共汾阳地委的
规划，汾阳、文水、孝义、介休四县的中
学合并到汾阳，成立山西省汾阳中学
校。尊德中学初中、高中班并走后，侯
右诚先生遵照县教育科的指示，开办
高级完全小学，更名为“孝义县私立五
爱完全小学校”，简称五爱完小。

1952年，侯右诚提请政府接管这
座学校。经省教育厅批准，将原道德
学社和尊德中学校、五爱完小的一切
建筑、财产，计 110多间房屋，所有器
具、财物、图书等，全部造册，交付孝
义县教育科接管。

侯右诚与道德学社、尊德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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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人杰地灵，历史人物辈出，唐代
有女皇帝武则天，宋代有名将狄青，明代
有精研理学家孔天胤，还有一位元代左
丞相、奥达鲁花王梁锦阳。

丞相墓地

梁锦阳是文水县梁家堡人，在元朝
时，官至左丞相万户上将军，五路都元
帅，并被封为奥达鲁花王。梁锦阳的墓
地位于梁家堡村西，占地面积 1 万平方
米，有 150多个墓冢。墓地中，除了安葬
着梁锦阳以外，还有他的子孙。他的墓
地前有石人、石马、石羊、石虎、石柱、神
道碑、舞台等陪葬品。

屡建奇功

梁锦阳生于 1245 年。当时的大元
王朝，将民众分为四等，其中汉人居第三
等，因此，汉人出仕再出将入相比登天还
难。但也有出类拔萃之人，文水人梁锦
阳当属其中之一。

1263 年，梁锦阳考中进士，便被朝
廷遣派处理军务，熟读兵书的他在军事
行动中屡建奇功，声名鹊起，被当朝右丞
相伯颜看重，伯颜也就成了梁锦阳的伯
乐。

在 伯 颜 的 举 荐 下 ，梁 锦 阳 被 世 祖
忽 必 烈 提 拔 为 左 副 使 ，负 责 军 中 水 运
事务。1268 年在攻打城高墙固的军事
重镇襄阳和樊城时，梁锦阳采取“围而
不攻”的战术，在江心筑起万人台，以
围为攻，几年后，襄阳守将主动献城投降，不久，樊城也被
攻克。

襄樊之胜，为元军灭南宋打开了缺口，又经过几次战役，
梁锦阳战功显著，被擢升为左副帅。

品格忠诚

南宋朝廷面对元兵压境，派使与元修和，梁锦阳缜密分析
后，建议接受议和。可停战刚刚半年，忽必烈急令梁锦阳南征
攻宋，梁锦阳坚持自己的主张，违约之事不能做，认为攻打时
机未成熟，将士们十分佩服。

元世祖称帝后，对梁锦阳更加信任，经常采纳他的正确建
议。如蒙古人骁勇善战，打仗总想速战速决，在灭南宋时，梁
锦阳向世祖建议，武力征服不见得效果好，最好的办法是，施
德政布民惠，理顺人心；重用贤能之人，积聚才气；安抚少数民
族，巩固边防；整修军械，见机行动。

世祖虚心采纳建议，特别重视对人才的尊敬，当即任命梁
锦阳为江淮南北路文英武饬沿谕使，并赐金虎符给予重权。

施恩于民

梁锦阳在镇守吴江之时，很受军民的称道。当时军饷匮
乏，他便自己献出一千担粮食救急。江上因军队来往频繁，所
乘船只不够，他便用自己的俸禄造船百艘，供军民使用。一时
间，吴江军民对他十分仰慕爱戴。

他治理军队纪律十分严明，所过之处，民安不惊。大元一
统中国后，梁锦阳被提拔，升任顺天、东宁、太原、延安、京兆等
五路元帅。

返乡寿终

1290 年，梁锦阳 45 岁时，辞官不允，朝廷“赐衣带，敕修
坟”。而后在保卫边境，在密云、大同、神木等地抵御外虏战争
中，破敌无数，杀贼数万。“由是，声名大振。”

元仁宗延 二年（1315 年），70 岁的梁锦阳告老还乡，辞
官归里，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 年）寿终正寝，享年 78 岁。
被元帝封为“奥达鲁花王”。

现在梁家堡村、武午村、保贤村的梁姓基本都是梁锦阳的
后代，这些村的梁姓和其他文水名人族后一样，记载家族的历
史，让后人铭记家族的荣耀，让先祖的智慧得以世代相传。真
可谓：滚滚江水东逝流，代代人杰搏浪游。股股青烟归天去，
留得英名昭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