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书推荐

融媒记者 胡莹璐 整理

《星星是如何相连的》
本书收录科幻作家昼温 8 篇具有

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其创作作品多与

语言学相关，把语言学理论作为故事的

核心，融入亲情、友情、爱情等元素，赋

予语言力量，打造渴望交流的世界。本

来不可见的、难以捉摸的语言在昼温的

小说中被重新构建，呈现出建筑般的结

构，成为理解世界的新通道，甚至颠覆

我们原本稳固的世界观。

同名小说《星星是如何相连的》讲

述了在宇宙开发时代，人们研究出“星

门”将大批经严格筛选的开拓者送往星

空深处。思维模式高度一致的队伍，在

其他星球上快速磨合出全新的语言，因

与地球交流不畅，渐渐放弃了与地球的

沟通。作为“异类”的丁小兮选择逃回

地球，但回来的只是她的“符号”。

古今文人墨客中，我们对杜甫的爱

也许是独一份的，这是混合着敬仰与悲

悯的爱。这位千古才子，死后成名，名

与利都属于他，却好似都与他无关。名

落孙山、颠沛流离、壮志未酬、中年丧子

等苦难词，塞满了他并不绵长的 58 年

生命光阴。

困厄是时代套在杜甫身上的外衣，

他的使命是体会它、诗化它、记录它。可

你也许不知道，他内里的元魂始终是正

气蒸腾的。这本书捕捉了杜甫积极笃定

的一面，他的狂浪、幽默、力与美、仁爱之

心，抚慰战乱中的苍生和代代后来的读

书人，同样也抚慰了他自己。

这是一本关于诗圣杜甫的国风插

画随笔集，通过夜晚、李杜友谊、家园、

力与美、幽默感、爱国、生活意蕴、仁爱

八个侧面，展现杜甫应对人生沉浮时敏

慧细腻、丰富博大的内心世界，并以他

卓越的诗才和身处人生逆境中敏锐的

洞察力、浓烈的共情力以及自适的练达

力，引导当代人积极乐观奔赴各自的理

想与热爱。

《谁当凌绝顶，
杜甫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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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县卉川油桐初级职业学校是

我市历史上第一所职业学校，创始于

1939年10月，主办人是民国时期永康

著名的实业家胡钦海。

胡钦海（1889 年-1952 年），永康

赤川村人。他天赋聪颖，头脑活络，思

想开放，敢创敢拼，从小就秉承了宋陈

亮“农商并举，义利兼行”的思想，具有

超前眼光和远见卓识。15 岁起，胡钦

海就跟随父亲走南闯北，前往江苏、上

海等地做生意。外面的精彩世界，让

他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增加了见识，

开阔了眼界。

一
民国 3 年（1914 年）起，胡钦海开

始经营酒肉杂货店，先后独资或合资

创办义和堂中药店、三良靛青厂、芝英

友联酿造厂、兰溪公和柴行、金华公记

腿栈、永康油桐林场、榨油厂、雷公藤

杀虫药厂、丽水科达修理厂、芝英抗建

米厂等 10 多家企业。他的事业就像

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胡钦海也因此

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企业家。

胡钦海没有满足现状，带头创办

和建立油桐生产合作社，种植油桐

4000 多亩，培育改良油桐品种，创办

和改造多家榨油厂等，取得了较好业

绩，成为民国时期全省较早的合作社

之一。油桐生产合作社成绩斐然，得

到联合国及省政府的关注，省主席黄

绍竑和联合国英籍合作专家干尔布前

来永康实地考察，同时受到全省通令

嘉奖，获奖金6万元。

油桐是我国的特产，具有良好的

防水性，广泛应用于建筑、油漆、印刷、

机械、电子工业等领域，随着世界工业

革命的兴起，桐油成为世界贸易的抢

手货，需求量供不应求。

永康属金衢盆地丘陵地区，素有

“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山多田少，

山区农民生活贫困。地域辽阔的山

区是开发油桐种植的理想之地，发展

油桐产业是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好

途径。胡钦海看到这个商机，决心大

干一场，积极带头和号召广大农民种

植油桐。

不过，油桐种植加工运输都需要

技术，需要人才，在这个穷乡僻壤之地

又没有多少人才可找，人才缺乏成为

了困扰发展油桐产业的难题。为解决

这个难题，胡钦海大胆设想创办职业

学校，自己培养人才。于是，他想到了

从事教育事业多年的亲兄弟胡庸。

二
胡庸，1882 年出生，比胡钦海大 7

岁，前浙江官立两级师范杭州理科讲

习所毕业，曾任永康县教育科科长、劝

学所所长、教育局局长、浙江省第七师

范教师。他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具有

丰富的教学经验，是一位难得的行家

里手。

兄弟俩仔细分析了创办职业学校

的现状、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胡庸

答应帮弟弟一把，自己出任校长。万

事开头难。兄弟俩与相关人员商量借

用坐落在八字墙村后的清泉寺为校

舍。胡钦海决定把自己 1000 多亩已

投产的桐林场中，每年所产的油桐捐

给学校作为办学基金。在此基础上开

始筹建学校董事会，聘请曾任海盐、永

康师范学校校长，时任省立湘湖师范

学校教师，32 岁的永康人徐德春为董

事长。聘请曾任省立第五中学校长，

时任松石镇镇长、私立徐氏小学校长，

62岁的徐晋麒；东南大学毕业，曾任成

都大学教职、时任湘湖师范校长，46岁

的诸暨人金海观及胡庸、胡钦海、徐葆

华、闻人杰等 7 人为董事。校董事会

马不停蹄开始筹集资金，撰写申报材

料，于 1939 年 10 月 19 日向县政府提

出申请，并由县政府向浙江省教育厅

呈报审批材料。

三
那时候，省教育厅就设在永康岩

下街程振兴旅馆内，为本县联系工作

带来方便。省教育厅在 1940 年 1 月

12 日，正式给县政府下了“呈请准予

设立”批文。批文同时指出：“胡钦海

桐林场，自捐助之日起即归该校董事

会经营，每年所有产出收入归该校董

事会所有；捐助‘四友教育林’自开发

完成之次年起提拨总额 30%为校基

金。”

省教育厅的批准成立，给胡钦海、

胡庸吃下了定心丸，兄弟俩提议召开

校董事会，聘请 57 岁的胡庸为校长

（此时，胡庸担任溪头中心小学校长的

职务还没有卸任，为了弟弟的事业下

决心两头兼顾），确定招生简章，拟定：

学制 3 年，修业 2 年，见习 1 年，设“植

桐榨油”和“农产制造”两科。开设公

民、国文、算术、理化、史地、童子军、植

物、动物、农作、加工、商事等 12 科

目。拟春季招收 50 名男生，具有高小

毕业，年龄在 15 岁-22 岁的男性作为

招生条件，通过考试后录取。学校实

行半工半读，半交膳费，整个学期收伙

食费 16 元、学费 6 元、杂费 4 元、讲义

费 3 元、实习费 2 元、预备 2 元，合计

33 元，呈送县政府审批。县政府审查

了招生简章，指派人员前往实地考察

后批准招生。

2 月 24 日，省教育厅下发了钤记，

文曰：“永康县私立卉川油桐初级学校

校董事会钤记”，并开始启用。省教育

厅“准予设立”的批文和印章启用，标

志着该校正式成立。从此，永康县历

史上第一所职业学校就此诞生了。

招生前，校董事会聘请了几位教

师并分配其教学任务。校长胡庸兼任

公民、国文、理化老师。毕业于省立第

七中学和上海美专，曾任永康中学、海

盐、宣平、缙云师讲所教师，45 岁的胡

景衡老师担任班主任，兼授学史地、算

术、园艺等课程。毕业于省立第 9 师

范，曾任永康、缙云师范教师及训育主

任，40 岁的徐葆华担任教导主任兼授

生物、土壤、肥料课程。毕业于省立第

七中学高师科，曾任金华中学教员，商

务馆、中华书局特约编辑的金华人，30

岁的闻人杰担任植物课程。

校址设在八字墙村后的清泉寺

内，有面积 40 亩，房子 7 座，其中教室

3 座 9 间，图书室 1 间，实验室 1 间，学

生宿舍8间，教师宿舍2间，体育场地2

亩。后来，学校又租了寺山 500 亩，寺

地 50 亩，寺田 90 亩，作为本校的见习

基地。

学校通过笔试、面试及体格检查

共招收了 48 名清一色的男生，年龄最

大的22岁，最小的15岁。他们大多数

来自永康农村，也有的来自武义、金

华、东阳、义乌、景宁、乐清等县。后

来，因事有 3 名同学中途退学，学校又

补招了几名。

四
1940 年 7 月底，董事会进行了改

组，胡钦海担任董事长，徐晋麒、金观

海、胡庸、闻人杰、徐葆华担任董事。

因省教育厅明文规定，中等学校校长

不得兼任其他任何职务，胡庸的溪头

小学校长又不准辞职，在这种情况

下，胡庸不得不辞去了卉川油桐职业

学校校长职务。胡庸名义上虽不担

任职校校长，暗地里照常继续帮助该

校的工作。

10 月，董事会聘请了武义县汤村

人、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的父亲汤德彩

担任校长。汤德彩，61 岁，清庠生，曾

任武义县自治委员会 10 多年，武义县

女子蚕桑传习所所长，创办武义县造

林场。后来，因上级严格要求，现有职

务人员不能兼任董事的规定，校董事

会不得不又进行改组，由胡钦海、陈日

昭、马振宝、汤德彩、陈光跃、柳余孙、

童慧僧、胡建朝、董国文等人组成，成

立了新的校董事会。1941 年 4 月，学

校迁址武义县上茭道继续开学，把学

校更名为“永康县崇实农业学校”，学

生增至 160 人。11 月，校长汤德彩病

故，校长一职由成伯雍代理。

1942 年 5 月，日军入侵永康、武

义，日军为了掠夺杨家萤石矿，处在矿

区附近上茭道的学校被日军长期占

领。为了学生安全，学校不得不迁至

方岩、胡库等地继续上课，后因时局动

荡，学校被迫停课。

驻扎在上茭道、项村、卢村、洋角

湾、八字墙等地的日军横行霸道，无

恶不作，农校校舍被日军拆毁，处在

上茭道、八字墙等地的桐山杂草丛

生，满目荆榛；开设在赤川、董村、上

茭道的 3 家榨油厂也无法经营。从

此，胡钦海的企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

击，元气大伤，辉煌不再。抗日战争

胜利后，学校也无法继续上课，有的

学生不得不转学他校，有的学生不得

不中途辍学。

胡钦海兄弟俩在无计可施的情况

下，找到了时任县参议会会长徐达夫

诉说苦衷，并与其商量如何收场。徐

达夫看到这种状况，于1947年1月，与

城区的徐氏宗祠理事会商量并决定接

办永康县崇实农校，更名为“徐氏初级

职业学校”，利用徐氏宗祠百余间房屋

作校舍，开设商科、农科两个专业。从

此，永康县私立卉川油桐初级学校完

成了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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