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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氏职校创办历程

设址在武义上茭道由胡钦海创办

的永康县崇实农校惨遭日本鬼子蹂躏

后一蹶不振，作为办学基金的千亩油

桐成为荒山，收益甚微，由于经济困难

无力继续办学。于是，校董事会在

1946 年 9 月 5 日召开会议，讨论议决

由董事长向城西徐氏宗祠接洽，如果

说徐氏宗祠愿意接办，同意更改校名，

同意改组校董会。

城西徐氏宗祠是一个资金雄厚的

宗族组织，有数以百计的祠宇，有数以

万计的土地、山林、池塘等，在全县乃

至金华八县都是出了名的房头。徐氏

宗祠接到了崇实农校的请求后，召开

宗族代表及各祠常理事代表联席会

议，经充分讨论后形成 4 条决议：1.同

意由徐族接办崇实农校，暂将学科分

设为农、工、商3科；2.办学基金暂定田

产 1000 亩以上，向本族各祠常劝募；

3.开办费及第一学年经费向徐震二公

祠、徐还金祠募集；4.校名改为“私立

永康县徐氏初级职业学校”。选举徐

达夫、徐尔常、徐印潭、徐仔常、徐九

鹤、徐继昌、徐拂尘、徐介安、徐向廉、

徐掬西、徐泰华等 11 人为校董，徐达

夫为董事长。

同时，会议落实人员起草校董事

会章程和准备相关材料，校董会成立

后于 1947 年 1 月 13 日将材料呈送县

政府，由县政府再转呈省教育厅审

批。

省教育厅厅长李超英收到永康县

政府“关于崇实农校以经费无着拟由

徐氏宗祠接办的报告”后，按创办中等

职业学校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对申

报材料不全，指令永康补报计划书、校

产整理、资金筹集及各项办法等相关

材料完备后再作审批。

校董事会遵照省教育厅的指令，

落实人员一边准备补报材料，一边将

徐氏宗祠第一次627亩田、15亩池塘，

估时值 16.302 亿元，每年得租金 7537

万元立契过户给校董会，并报送县田

粮管理处审查签字盖章。

徐氏职业学校在没有批准改名前

沿用旧名着手招生。以崇实初级农业

职业学校名义招收了春-甲、春-乙、

春-丙 3 个班，计 149 名，其中女生 32

名。校长由浙江大学毕业，曾任永康

中学教师，43 岁的应际康担任，兼授

博、农课程。教导主任由上海私立南

方大学毕业，曾任永康中学校长，45

岁的郑济芦担任，兼授国文课程。由

金华高师毕业，曾任缙云简师教师，30

岁的施章安担任班主任兼授地理课

程。由金华高师毕业，曾任磐安中学

教师曹连清担任班主任兼授体育课

程。由东阳中学毕业，曾任小学教师、

永康中学教师、松石镇中心小学校长，

42 岁 的 徐 继 昌 担 任 班 主 任 兼 授 国

文。由上海君毅高中毕业，22 岁的徐

家琪担任事务主任兼授英语课程。

校董会通过一段时间准备，将计

划书、固定基金即不动产收益清册 2

本和校董会组织简章等材料报送县政

府，县政府对材料进行了初审和实地

核查后签署意见：1.该校校址在城西

北隅，前为徐姓空场，后为徐姓地、田、

山，左右为徐姓祠堂，环境优良；2.现

有校舍足敷办 4 个学级之用，将来添

级或用附近祠屋或在后方园地新建校

舍均无问题；3.经费来源稳固充足，预

算内收入可靠；4.该校先办农商 2 科，

以现有经费、校舍、设备尚属可行；5.图

书、仪器、标本除现有外正陆续添置，

可望逐渐达到标准⋯⋯

省教育厅审查了由永康县政府上

报的，永康县私立徐氏初级职业学校

接办的相关材料后，于 1947 年 8 月 7

日下发了同意创办的指令，指令载明：

“该县私立徐氏初级职业学校校董会

准予设立，校董会钤记准予刊发，文曰

‘永康县私立徐氏初级职业学校校董

会钤记’⋯⋯基金由徐氏大宗祠捐赠

田 627 余 亩、塘 15 亩 ，据 估 计 现 值

16.302 亿元，每年固定收益租息现值

7537万元，并由县封存待用⋯⋯”

8 月 21 日，钤记开始启用。省教

育厅同意办学的批文和钤记的启用标

志着永康县私立徐氏初级职业学校正

式成立，原有的永康县私立初级崇实

职业学校自行消亡。

于是，徐氏宗祠对徐氏职校校董

会进行改组。新校董会由时任永康县

参议会会长、51 岁的徐达夫，时任台

州师范教师、46 岁的徐德春，北京民

国大学毕业，曾任浙江省政府秘书、永

康中学校长、44 岁的徐朝阳，时任中

国邮政总局邮政视察、41 岁的徐寿

颐，时任军界第二补给区上校处长、51

岁的徐星一，曾任徐氏小学董事会董

事长、时任县参议员、69 岁的徐拂尘，

浙江法政学堂毕业、永康中学教师、劝

学所教育局职员、68 岁的徐仔常，曾

任小学教师、县财务委员会委员、时任

中医公会理事长、61 岁的徐振中，曾

任徐氏小学校长、省粮食局办事员、57

岁的徐鸣皋，曾任永康中学教师、时任

镇中心学校校长、42 岁的徐继昌，曾

任陆军小校、浙西行署一级主任科员、

时任永康县党部秘书、43 岁的徐印

潭，曾任永康中学教师、43 岁的徐尔

祥，原永康县崇实农校校董、44 岁的

徐介安，时任徐氏小学校长、41 岁的

徐泰华，时任华溪镇中心学校校长、31

岁的徐向簾等 15 名清一色徐姓各界

知名人士组成，徐达夫为董事长。

接着，校董会对所聘校长及教师

进行了调整和补充。8 月 23 日，聘任

国立中央大学化学系毕业，曾任金华

中学、处州中学、宁波高工、杭高、江西

省农业院技士，37 岁的永康人楼纪鸿

为校长，兼授物理、化学课程，月工资

200 元。聘任原崇实农校校长应际康

为教导主任，兼授农科，月工资 140

元。聘任陈康霖为英语教师、章士严

为文史教师、成兆鱼为商科教师、胡树

枪为农艺教师、厉汉盛为数学教师、沈

士康为体育教师、林筱宜为教导员兼

女生管理员。徐拂尘、徐华题、童梦

熊、胡望好等为该校后勤管理人员，胡

血军为校医。

学校地址设城西北隅民国路，面

积约 15 亩，其中教室 6 座 18 间，图书

馆 3 间，实验室 3 间，室内体育场 1 所，

露天体育场 1 处，宿舍 3 座共 9 间。学

校开设农业、工业、商业 3 科，学制 3

年，因工科设备及其他条件还不具备，

暂开设农业和商业 2 科。秋季招生

100 名。按照办学宗旨，农科主要培

养包括园艺作物，农产制造初级人

才。开设公民、国文、数学、英语、理

化、童子军、体育、地理、历史、植物、动

物、农业土木大意、土壤及肥料、气象

大意、测量、病虫害、作物、园艺等 18

门。商科主要培养包括普通商业珠算

簿记会计等技能人才。开设公民、国

文、数学、英语、童子军、体育、史地、理

化大意、音乐、图画、珠算、商业学、簿

记、初级会计、打字等16门。

1947 年秋，徐氏职校按招生程序

规定完成了招生工作。新招学生共

97 名，其中女生 10 名，这些学生绝大

多数是永康本地人，也有来自东阳、武

义、仙居、义乌、兰溪、金华、缙云等地

的学生。

到了1949年5月8日，永康解放，

徐氏职业学校延续开学。直到 1951

年和 1952 年根据上级指示将商科农

科学生分别并入浙江金华商业学校和

浙江金华农业学校。至此，永康县私

立徐氏初级职业学校完成了历史使

命。《永康市志》1536 页：1954 年 9 月

徐氏职业学校改为私立培建初级中

学。1956年5月省教育厅接办私立培

建初级中学和私立日新中学。

（注：永康县崇实农校，原永康县

卉川油桐初级职业学校创办历程，已

在本报 2023 年 12 月 11 日 6 版《永康首

所职校创办历程》一文中刊登。）

省教育厅批文

徐氏职校印章

前天进山，收获良多。

山里的一位“同年哥”告诉我，“靠

山吃山”让山里人世世代代不会挨饿受

穷。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就靠山货番

薯、玉米、春笋等活了过来。

那些年，山外的漂亮姑娘嫁到山里

为的就是活命，跟什么爱情神话根本搭

不上边。

以前，生产队有几年一个壮汉一天

的劳动分红还不到一毛钱。

怎么办？总不能坐着等死。凭着

勤劳的双手和祖传的手艺，山里人将山

上的毛竹破篾编成篮、箩或筐，特别是

将一只只小竹篮编成百般花样，然后以

各种借口偷偷挑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

叫卖。

这一卖不得了，杭州人几乎每家每

户都喜欢这种菜篮子，大姐们视挎着这

种竹篮子为时髦。

渐渐地三五年后，永康象珠、唐先

等地生产的小竹篮子被冠上一个好名

字：杭州篮。

就是这些卖小竹篮的山里人在杭

州城里买了一间间店铺，有几位乡邻还

买了西湖边的楼房，定居杭城开始正儿

八经地做起其他买卖。清明前的茶叶、

金华的火腿、五指岩的生姜等都成了杭

州城的抢手货。

交流间已到中午，邀请我们前去挖

笋的朋友阿建家烧好了两大罐香喷喷

的火腿煮嫩笋，一群进山客同“山里人”

围成一桌，打开蓝莓白酒一顿好吃，好

不痛快！

“上塘鱼、下山笋”，图的就是一个

新鲜。

席间，我向阿建讨教了几个平时难

以启口的常识性问题。一是何为竹笋

有大年小年？二是如何识别冬笋？三

是怎样找笋？

阿建喝了大半杯酒后笑着答道，你

们这些“外洋人”真是土著，今早你们开

车一路进山望见那片竹林青翠碧绿那

里就有笋，就是大年的山；那些长得不

太精神透着微黄颜色的竹林是不长笋

的，是小年的山，它们是在养精蓄锐等

待来年春天勃发呢。再说由于今春山

里气温低，所以我们挖到的都是没出土

的“泥里黄”，这种笋尖没见过阳光，叶

片没经光合作用而呈金黄色，挖出土既

嫩又胖是上等货。至于你看到大的长

根的则是春笋，小巧玲珑不长根的是冬

笋。还有寻笋，一是仔细识别地面有没

有裂缝；二是竹根走向；三是竹的枝叶

向哪边茂发。

我边吃边听着阿建的讲解，有如醍

醐灌顶。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只要谦逊

就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

上山挖笋有两样东西是必备的：开

山锄和长筒雨靴。当然去的人“体力要

好，手脚灵活，眼光独到”特别重要。除

此，你去了也只能当个“观山客”。这次

由好邻居阿友开车带队，阿通当主力的

“三人组合 ”，我只能当个配角。

每年春分前后一旦春雷响过，上山

挖笋的人除了当地山农，到了周末山外

来的朋友是络绎不绝。

竹林是山农的宝藏，他们用辛勤的

汗水开山、种山、养山，老天爷心底有

谱。

从山脚到山顶尽管每天有人挖有

人找，但“众里寻她千百度”，只要用心

找、用力挖都会让人有意想不到的收

获。

在阿建的引导下，他们三人挖我一

人捡还是忙不过来。

辰时进山，申时出山。150 多公斤

鲜笋塞满了后车厢，满载归来，开心无

比。

进山挖笋
□朱志强

来源：市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