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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

1940 年 4 月 20 日，设址岩下街

的浙江省民政厅,为了救助和解决部

分战地和敌后难民青年读书问题，在

永康柿后村陈氏宗祠发起创办“新群

高级中学”。学校以浙江省行政学会

名义创办，校设董事会，由民政厅厅

长阮毅成兼董事长，民政厅秘书长陈

佑华、松阳县县长陈成仁等兼任董

事，董事会聘请范文质为校长。

当年 7 月 10 日，新群高中第一次

在全省各地招考新生。学校“惟广设

免公费及救济生学额，并特注意籍隶

游击区青年之收纳”。8 月 29 日,新

生入学。后来学校除设高中普通科

和高级商科外，代办全省地政人员训

练班，时有学生290人。学校推行“而

于学生之录取，一本公开严格之考

试；学生之德行，一本礼义廉耻之校

训；学生之生活思想，一本主义陶冶

与军事之管理；学生之课业，一本循

序渐进，平均发展之义”。

学校聘有专职教员33名，他们来

自上海、江苏、河北、浙江等地，教员

的学历都很高，有的毕业于北京大

学，有的毕业于中央大学、浙江大学、

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光华大学

等。学校下设教导处、事务处、军训

团、图书馆、招生委员会、财务稽核委

员会等组织机构。

新群高中创办之时，国家正处炮

火纷飞的抗战艰难时期，受战争的威

胁和物价的飞涨，大多地方利用祠堂

庙宇充当校舍。“新群”也不例外，但

在勘定校址时，“竭力求其交通便利，

环境优美，房宇整齐，院舍广敞耳”。

柿后，地处华溪之滨，村前碧溪

秀水，风景优美，距抗战时期浙江省

临时省会——方岩 7 公里左右，永东

公路经村而过，交通便利，基本符合

学校的办学要求。因此，借定柿后村

的陈氏宗祠、金品公祠、虚斋公祠、果

斋公祠大小祠堂四座加以修整，足敷

应付。到下半年又增加高中高级商

科 和 代 办 地 政 人 员 训 练 班 各 一 个

班。这时候，学校不得不向离柿后仅

一里地的溪岸村扩展，借用溪岸村的

胡氏宗祠、褒功祠、临川公祠、惟才公

祠等作为学校的教室、宿舍和食堂之

用。高中三班，均在溪岸新址，柿后

留高级商科二班和地政班。

体育场所，开始租用农田改造，

后来为了避免浪费耕地，增加生产起

见，在柿后溪滩和溪岸山背开辟操

场，所需经费均由校董事会拨付。“学

校附近之公路权作学生跑道之用，既

经济又实用，实为战时竞赛之场地。

校前小溪川流不息，水也清澄，划船、

游泳夏季洗澡还算便利，溪旁桃花林

数百丈，杨柳堤则有四五里，每逢春

季，桃红柳绿之时，风景异常优美，此

亦天然校园也。”

柿后地处抗日前线边缘，时局不

十分稳定，在那个环境下办学异常艰

难。1941 年 4 月中旬，日军对浙东再

度窜扰，宁绍失受，永康部分地区遭

到了日机多次空袭。学校为了学生

安全起见，并能继续上课的目的，4 月

22日暂移武义县下杨。5月中旬，“敌

机到处肆虐，弹声不绝于耳”，前线退

下士兵，沿途鸣枪吓人，柿后附近居

民，扶老携幼，肩挑行囊，逃避一空。

5 月 13 日敌机狂炸离柿后不到五里

地的古山镇，12 人炸死，9 人炸伤，大

片房屋被炸毁。在一片恐怖声的笼

罩下，校留守人员将一些重要物品连

夜移藏校对面陈氏家中，留守人员随

同移居陈宅。后来，战局慢慢有了好

转，形势趋于稳定，外逃民众纷纷回

家，省会机关陆续回方岩上班，地方

秩序开始恢复，八月份学校照常开

学。

时隔一年后，日军发动浙赣战

役，调动 9 个师团 82 个大队约 17 万

人分左中右三路，向金华、衢州方向

大举进攻。5 月 21 日，日军第 70 师

团、第22师团先头部队从东阳分三路

入侵永康。不久之前国民党省政府

各大小机关纷纷撤离永康。新群高

中于 5 月 18 日迁移龙泉源底，8 月底

学校暂时停课。有的学生转学设在

丽水碧湖的省高级商业职校，有的转

学大嶨临中。11 月校董事会召开理

监事会议，专题讨论制定新群高中学

生通讯联络办法，及复课前对学生资

助续学办法。

抗战胜利以后，新群高中迁移杭

州雷峰塔 7 号为校舍，1946 年学校招

生 3 个班，第二年和第三年又分别招

生 6 个班，2 个班。新群高中在杭期

间，发扬和传承了柿后的抗战办学精

神，弦歌雅化，师资整齐，环境优良，

学风纯朴，教学认真，颇得社会各界

的好评。

从此，柿后、溪岸两村恢复了往

日的平静，人们再也听不到从祠堂里

飘出琅琅的读书声，再看不到三五成

群的青年男女手捧书卷漫步在丛林

中，田野里的身影，再也见不到当年

热闹非凡，联袂踏歌的情景了。

77 年过去了，时过境迁，如今还

留有多少陈迹?随着历史的变迁，有

的早已夷为平地，有的改换门庭，剩

下为数不多的也已颓败不堪，庆幸的

是今天还能看到陈氏宗祠、廷常公祠

等完整的全貌。在座谈中，我们发现

两村的老人在回想当年同时，都有一

种难以割舍的眷念。

在炮火中诞生的新群高级中学
□章礼荣

日子是被安安静静地摆在桌面上

的。太阳一下山，日子就被翻过去一

页。随着冰冷的冬天的到来，这沓厚

厚的日子就被翻得薄薄的了。

桌上的日子旁边总是站着明星大

美人，一天到晚笑吟吟地看着你，让你

单调的日子陡然增添了许多色彩。翻

开书本，潜心阅读，心灵在字里行间跳

跃，捕捉各种各样的乐趣，这本五颜六

色的台历也在静静地守候着。有时候

接手到繁重的事情，便在桌子上不停

地写呀不停地算呀，手麻了，腰酸了，

心里有些不耐烦了，想扔下笔，一走了

之，但一抬头看见台历上的美人在看

着自己笑，似乎在鼓励着坚持坚持再

坚持，做事情不能半途而废。这美人

又是哪个电视电影剧的主角，便自然

而然地想到她那可爱的言行举止，烦

躁的心慢慢沉静下来，接着继续把事

情做好。

还有一些台历上印刷着一首首精

美的诗歌。诗歌不长，就那么十多行，

甚至是三五行，简简单单地排在那

里。闲坐的时候，这些虽然短小但却

富于诗意的涛句便跳进你的眼里，挑

拔着你的心灵。比如顾城的“黑夜给

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

明”，那么耐人寻味。想想人生谁能没

有挫折没有困境，就像这黑色的眼睛，

人不要被眼前的黑色迷茫了，而是睁

大眼睛，寻找自己的理想，寻找自己的

希望。想到这些，眼前豁然开朗，信心

百倍，投入新的工作。

如果是一些缠绵悱恻的诗句，那

更是令人浮想联翩。比如“我从不吃

醋，除非你是醋”。寥寥数语便把情真

意切的爱情故事托盘而出。是哟，从

不对任何女人吃醋，表现一副无所谓

落落大方的样子，好像爱情是非常宽

容的，但除非你是醋。此时，对爱情耿

耿于怀，对爱人痴心不已这份忠诚之

心跃然纸上，让人感动，尤其是当下物

欲横流，人心浮躁，能坚守一份执着的

爱是难能可贵的。

更有趣的是，有的台历上留着一

些空白，任由主人去抒写心情。白天

忙忙碌碌，处理各种繁杂的事务，也许

碰到很快乐的事情，遇见很喜欢的人，

心情一直激动不已，总是那么亢奋，忘

记了一切；或者摊上了倒霉的事情，被

缠得焦头烂额，无法找到发泄的地

方。天黑了，这些事务一一远去，剩下

疲惫不堪的自己，慢慢来到桌前，看着

那静静等候的台历，看到那洁白之处，

便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随意地涂上

几句凌乱的心情。实在不写一两个

字，就随手涂抹几笔，可能是一只苹

果，也可能是一两条鱼，宣泄着自己的

心事。

这么有一句没一句地记录着，

日子一页一页地翻过，等到年未时

候，一本台历已经翻得差不多了，再

把过去的的日子重新翻回来，那是

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时间是不可逆

转的，但是在一本台历上，你可以清

点过去的日子，随意进入过去的某

个日子，回味当时的况味，多么让人

留恋呵！

这些空白记录喜怒哀乐，记录着

一年的心灵轨迹。打开过去的台历，

就像打开一盘色味丰富的菜，拣上一

小块，慢慢咀嚼，都是别有风味的，总

是能勾起对过去某个日子的怀念。怀

念那湛蓝的天空，怀念那馨香的花朵，

也许日子里的人已经永远地走了，总

是留下不经意的一念，即使那空白处

填写着密布的乌云、吓人的闪电，还有

被人辱骂等等灰暗的色调。现在翻开

看看，令人唏嘘，从而从中获取一些经

验教训，避免在出现类似让人痛苦的

事情。

安静的台历忠实地记住每一个

过往的日子，留住一些怀念，留住一

些温馨。

安静的台历
□韦秀琴

□俞强

导航把车子几次引向岔路

夜色里，前面正在修路

车子在附近绕了一个大圈子

把我们带回原地

今晚的目的地

离我们仍遥不可及

电线杆上有一块牌子

写着《不可能》

手机快断电了

周围又没有一个可问路的人

正当我们费解于它的含义

陷于夜色与绝望

一个少妇开着一辆白色

的轿车，在旁边停下来

她愿意为我们引路

带我们过去

今夜，我们邂逅了

“不可能”的路牌

与少妇热情和妩媚的眼睛

夜色里，树木的影子交叠在一起

那些因迷途而多走的路

使一切都有可能

江南艺术馆：是御
史府的另一个名字
一滴雨水

从飞檐上拉长，慢慢落下

去寻找另一滴雨水

短暂的片断 声音清脆

隔着漫长的时光

梦荷而生的男孩，走出村去

水里时光漫漶

枯枝摇曳

倒影抱紧了寂寞

冲出一张被鸟声淡忘了的底片

山外，世事如烟

周敦颐的文字

凿在山体上

却不会凋谢

岩石的绉褶变得更深

高墙耸峙

秋山无语

一个又一个空旷的夜 在院子里穿行

踏着苔痕的反光

却不露痕迹

雨声里想起二年前的那夜月色

断了，是古琴的弦

而余音还在继续

追逐窗外的雨声⋯⋯

谁? 还在五百多年前

的古道上

策马扬鞭

俞强 浙江慈溪人，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浙江省作协第八届全委委员，诗

创委成员。曾获首届十月诗歌奖(2006

年度)，已出版诗集《大地之舷》《旧痕集》

等十余部诗文集。

去大陈途中（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