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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
看台

七月风景线（外二首）
□蝶艳灿

那轮魂牵梦绕的南湖月色
是你轻洒在七月河床上
无声的诺言吗？
那轮披荆斩棘的南湖红船
是你栽植在华夏大地上
灼热的希望吗？

当记忆的碎片
再也无法被一种牵挂所愈合时
对岸的你是否还会和从前一样
习惯地从一段风景
走进另一段风景
从一种辉煌
走进另一种辉煌

就此离开跌宕起伏的情节
让黑眼睛黄皮肤的炎黄子孙
成为一串串东方之珠的音符
飘荡在神州沃土的每一块景致中

那支远行的歌谣
无法用心灵的颤动
接近每一个失眠的夜晚
红色的玫瑰
就已在潮湿的掌心盛开
温暖着普天下龙的传人

我要感谢阳光
是你，给了我漫漫长路
如此美丽的怀想
我要感谢七月
是你，给了我生命旅程
分分秒秒的蓬勃生机
我要感谢党旗
是你，用血染的风采
率领中华儿女奋勇向前

那支远行的歌谣
如今还在风中尽情地吟唱
让我用最热烈最诚挚的祝福
无论何时何地
您永远是儿女心中——
最慈祥，最伟大，最圣洁的母亲

流淌在火红的七月
爱得太深太久
总有一片彩霞弥漫着心的足迹
总有万山的花儿舒展着淡淡的香气
总有一种生命的激昂
流淌在火红的七月

伫立在季节的深处
用一种心情与你对峙
被晚风撩起的思绪
如同驿站上那团火焰
总把相聚的情景描绘得如痴如醉

那个远去的日子
在片片枝叶间日渐熟稔时
季节的阵阵雁鸣
在不经意的回首间成为一种思念
如同被诗人赞美的言辞
灿烂在走向远方的康庄大道上

90 年前的事，恐怕就连百岁老人

都不一定记得清楚。

但 1927 年发生在永康的这件大

事--永康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永康临

时县委和中共永康县委先后成立，却

影响深远，值得所有永康人铭记。也

正是从那时起，永康人民开展民主革

命斗争开始有了“主心骨”。

翻开历史档案，打开尘封记忆，让

我们跟随市委党史办专家的讲述，一

起穿越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揭秘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李立卓：永康革命运动第一批播
撒火种的人

1925至1926年间，永康籍知识青

年王张威、施奎联、李立卓、余心、程绍

汤、陈珠玑等，先后在金华、杭州等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现代永康革

命运动第一批播撒火种的人。

他们回到永康后，向知识青年和

工农群众介绍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

列宁主义，讲解救国救民的道理，积极

开展工农运动，培养和吸收了一批共

产党员，为在永康成立共产党的组织

提供了条件。

那时候，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农运

指导员带着小学教员，逐村逐户地宣

传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颁

布的《减租减息条例》，讲解“双减”的

目的和意义，并告诉农民，要实行“双

减”，就要团结起来，同地主豪绅开展

斗争。

由于减租减息关乎广大农民的切

身利益，加上他们工作得法，农运工作

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培英小学支部：永康第一个中共
党组织

叶岩襄和池长根等一边组织开展

农民运动，一边在开展农会工作中培

养和发展共产党员。叶岩襄等人在培

英小学先后培养吸收了应业芳、丁保

良、应业湘等一批教员加入了共产

党。为了便于进一步开展党组织活

动，1927 年 5 月，他们建立永康第一个

中共党组织--培英小学支部。叶岩

襄为支部书记，池长根为组织委员，丁

保良为宣传委员。

这个支部隶属中共杭州地委领

导。在当时的永康，它起着共产党的

核心组织的作用。他们经常秘密地在

培英小学等地聚会，讨论革命道理，抒

发革命理想和豪情，朗诵《共产党宣

言》，学唱《国际歌》。

培英小学成为当时永康共产党

人活动的中心。国民党当局把培英

小学视为永康“共产党的大本营”，把

游仙区（现在的芝英一带）视为“赤色

区域”。

一个月时间，党员从 10 多名增加
到50多名

培英小学支部刚则成立时，全县

只有 10 多名共产党员。但是，这批共

产党员犹如革命的火种，在永康点燃

了革命烈火。

经过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6

月份，全县就已经发展到 50 多名党

员，并建立了中共练结支部、中共崇本

小学支部、中共花街支部、中共阔塘后

支部和中共吕南宅支部。

这些支部都在培英小学支部的统

一领导下开展工作。这些党组织的建

立，对于后来开展的永康农民运动和

建立中共永康临时县委起到了有力的

推动作用。

开卷读史，掩卷思今。那是一段

峥嵘的岁月，那是一段悲壮的历史。

跟当年的共产党人相比，我们今天面

临的环境、条件和任务都已大不相

同。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进一步

传承红色文化，学习革命先辈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的精神，走好新的长征

路，撸起袖子加油干，以崇高的历史责

任感和使命感，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永康新腾飞”加油干。

千年历史文化古镇芝英，儒家文

化底蕴深厚，山川毓秀，人杰地灵，历

来是人材辈出的地方。而著名的培英

小学，正是上世纪前半叶芝英的人才

摇篮。

培英小学的前身是清代康熙末年

著名学者乡绅应修创建的西园书院。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一月，在西

园书院旧址改建而为培英高等小学

堂。民国十五年（1926 年），在芝英乡

绅应济敦等热心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

鼎力赞助下，改称培英小学，合并“养

正”“启蒙”两所国民学校，下设第一分

部，地址设思文公祠；第二分部设思行

公祠。到民国 24年（1935年），应济敦

再次捐田 6.5 亩，大洋 150 块，扩建培

英小学，成为新式教育的学堂。从小

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学科普级语文、算

术、历史、地理、自然等，是当时永康除

城里的大司巷小学之外著名完全小

学。在当时就读的学生中，男生占百

分之九十，女生占百分之十。而更为

难能可贵的是，培英小学同时也是中

国共产党永康支部的所在地，是永康

大革命的摇篮，众多革命先驱的事迹，

为培英小学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在沧桑漫长的近百年岁月中，培

英小学的毕业生里，至今健在的还有

两位年近百岁的老人。每当他们回忆

起自己在培英就读时的难忘往事，总

是那么兴奋，那么充满激情。他们的

人生经历让人肃然起敬。

现年 97 岁的应兰眉，出身于书香

门第，是培英小学创始人应济敦的孙

女。她从培英小学毕业后到县城永康

女子师范就读，毕业后回母校培英小

学执教，为芝英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

优秀的学生，现在杭州颐养天年。和

她同班的有抗战老兵吕之康、解放后

永康首任县长应飞等。

吕之康现年 96 岁，永康下宅口

人，其父吕凤鸣在芝英正街开南货

店。吕之康生在芝英，长在芝英，就读

芝英培英小学。当时芝英应姓子女到

培英读书，每学期学费为一块大洋，外

姓人每学期二块大洋。他八岁入学，

由溪岸胡祖衡、程毅仁先生执教。校

长应凤梧，字侇久，是当时永康的著名

教育家、学者，曾刊印乾隆年间编成的

《五峰书院志》一书。当时每个年级两

个班，每班 50-60 余人。富裕人家子

弟穿细布长衫，一般人家土布粗衣。

在校六年中，吕之康只有到永康县成

参加运动会时才难得穿过一次制服。

1934年，吕之康培英小学毕业后，

16 岁考入黄埔军校 17 期工兵科。入

伍四川铜梁，后就读湖南永州工兵学

校，1940 年毕业，任少尉排长，直属国

民党 100 军 63 师 189 团三营。在抗日

战争的岁月中，吕之康先后参加了长

沙保卫战、衡山保卫战等重大战役。

为了国家民族，他多次身负重伤，全身

伤痕累累，脚被炸断，留下终身残疾。

抗战胜利，1947 年他荣升少校营长，

1949 年不愿去台湾，单身一人回老家

芝英种田，享受天伦之乐。

抗战老兵是可亲、可爱、可敬的。

如今吕之康老人身体硬朗，思维清

晰。近些年国家给他的荣誉，政府和

社会各界给他的关爱，都让他深感自

豪和温暖。

岁月悠悠，自西园书院创办至今

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培英小学也有

一百多年的历史。从 1906 年清末进

士应振绪首任校长起，110余年间经过

五十余位校长的接力传承，芝英无数

先贤前辈重学兴教、培植人才的光荣

传统，使培英小学在风雨征途中不断

壮大提升，不断与时俱进，为故乡培养

出成千上万莘莘学子。他们学业有

成，为国家、为社会、为家乡增光添彩，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十分可喜

的是，应受禄先生至今还珍藏 1950 年

永康县刚解放时首发的培英小学毕业

证书，盖有鲜红的永康县人民政府大

印和永康县芝英培英私立高等小学的

方印。一张毕业证书上竟盖有两个鲜

红夺日的大印，是改朝换代的历史见

证。当年是培英小学的学子的老人们

都常自豪地讲：“读国民党的书，发共

产党的证。”这是永康的历史，更是培

英小学的一段光荣历史。

每当笔者路过当年读过书的芝英

公社中心小学旧址时，总要回头驻足，

回想少年时求知岁月的宝贵时光。

1986 年，培英小学的历史又翻开了崭

新的一页，学校迁移新学区，改称芝英

镇中心小学，但芝英人还习惯地称之

为培英小学。而今，芝英中心幼儿园

新建在培英旧址上，依然笑声朗朗，歌

声阵阵，让人想起当年的培英小学的

荣光和盛景。

水有源，木有根，文化教育，培植

人才，便是芝英永远兴盛，永远富强的

水源木本。笔者衷心希望，当年西园书

院、培英小学的可贵精神得以不断弘扬

光大，培养造就更多的英才。

培英难忘，培英永在！

芝英著名学府“培英”
□应建设

九十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
□张赤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