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来
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1996年8

月，我离开度过9年青葱岁月的永康龙
山中学，此后经常魂牵梦萦那亲近的岁
月、校园和班级。当我重回西溪初中举
办2024年永康乡土文化研究会年会后
突发奇想，可否用去年父亲节时儿子朗
朗送我的卡通画发挥一下。

这是朗朗大概五、六岁时，他印象
中的教师宿舍一楼家门口的某日场
景：台阶下的门前，老妈正在煤气灶前
烧饭，老爸刚好夹着教科书和备课本
从一栋三层白墙教学楼下课回家，孩
子在斜坡上轻快滑下，十分兴奋，画面
中还有绿树和蓝天白云的衬托。

因孩子们常在我房间前的斜坡上
滑滑梯，经大人在一旁怂恿喝彩，大家
争先恐后，尽情挥洒童心童趣，难怪朗
朗对此记忆犹新。多年过去，印象虽
有偏差但依稀深刻。画面中有两处改
动，一是走廊上方是二楼挑梁，我家没
在走廊上烧饭而在别处，二是斜坡较
窄也没护栏。

简朴校园
龙山中学坐落于西溪镇的桐塘和

上塘头间的天坛山，原是贫瘠泥泞的
黄泥山背，东南侧是师生心心念念的
东溪流域寺口溪滩。其前身是创办于
1958年的里麻车初中，1960年迁至新
址为西溪公社初中，1965 年与梅陇农
中合并成西溪农中，占地 42 亩。1971
年起，红卫中学招收两年制经推荐的
高中生，面向当时的龙山区所属的西
溪、四路、桥下、柏岩、棠溪和金川六个
公社招生。一批优秀教师荟萃于此，
还有彩芳姐和方超明老师是学校的元
老和见证人。

经几代师生的艰苦劳作，平整了
鹅卵石道路和操场并完成绿化，校园
宽敞，环境优雅，到 1985 年又浇筑了
水泥路。从上川村上塘头自然村顺着
渠道下游走就到了校门口，淡红色大
铁门，传达室外有个小边门，并开了间
便利店，提供油条、馄饨等小吃。学校
四周的夯土泥墙或水泥砖围墙护卫，
另有食堂一角到东溪边的小门，后于
1994 年在桐塘村西玉公路边又开了
大门。

先从运动区说起，校门口进来是
渠道边水泥路直道，小桥流水，茂林修
竹。两边绿树成荫，散布着高大的法
国梧桐、椿树和白杨等景观树木，还种
了齐腰的冬青树绿化带。泥巴地操场
跑道 250 米，南侧是装有喇叭的司令
台，也有附近少有的足球场，还有跳远
的沙坑，作为全校集会、广播操、运动
会和一批体育生集训的场地。再进去
有个六角花坛，上面种了柏树。横道
向南通往篮球场，各有一个水泥和泥
巴篮球场，成了许多师生挥洒汗水的
运动场地。

再是教学区有并排的三栋教学
楼。最前面的那栋是一层的老教室，
六个教室加两个小房间的凹字形布
局，后来一间教室分隔为三个房间，作
为总务处、教务处和校长室，中间有一
圆拱门通道，教室前的院子种植了铁
树和冬青树。

渠道右侧中间是 1985 年前后新
造的三层教学楼，拆除了原先一栋老
筒子楼教师宿舍后，新建了一层，有六
个标准教室和两个小房间，中间有个
通道和楼梯间。一楼与二楼作为教
室，三楼是图书室和空教室。

另外一栋教学楼一层青砖白墙黑
瓦，渠道边三间作为教室，中间一间房
间及三个理化生实验室。

在中间教学楼前有两块黑板报，
定期公布值周的各班纪律、卫生名次
和重要通知，空地种植了许多乌紫竹。

然后是由学生寝室和食堂组成的
生活区，有两排学生寝室，一般两个班
合用一个大寝室。前面是一层青砖黑
瓦的男生宿舍，高低错落一排六间，从
渠道边伸展到厨房附近。中间有通往
女生寝室的通道，男生寝室门前是块
葡萄地，还有茶树。到了 1991 年夏
天，中间几间男生寝室被改造为两层
的小房间，一排七间加一个通往女生
寝室的过道及楼梯间。后面为女生寝
室，一层六间，面积相对男生寝室小，
因以往女生比例少些。

斜坡拐弯处有两排报窗，师生从食
堂来回途中顺便浏览近期报纸，是了解
外面信息的窗口。食堂有锅炉和灶台
的厨房，大家用铝制饭盒在木制蒸笼里
蒸饭，开饭时热气腾腾。还新建了水
塔，如今成了仅有的遗存，自来水来自
寺口溪滩。另有青砖黑瓦的大会堂，人
字梁木架，用于全校文艺演出。

跨过渠道为教师生活区，有四栋
并列的教师集体宿舍。红砖两层的三
幢，最西侧是龙山区教办和龙中合
用。中间一排七间，有水池隔开并种
了桂花树，渠道边有向上楼梯和向下
台阶。第三栋是房间较小的两层楼，
多为年轻教师居住。在一片毛竹林上
新建了配有私人卫生间、浴室和厨房
的三层十二户套间。

浓郁情缘
1978 年伴随改革的春风，我参加

中考后被招录到古山中学重点班就
读，从而与红卫中学失之交臂。我久
闻李立余书记的大名，一口半东阳半
永康的腔调，工作踏实，平易近人，在
师生中威望很高。

1987 年夏，我从浙师大政教专业
毕业，有缘来到临近老家的龙山中学

（1981 年改名）任教。当时一起就职
的有教数学的方顺仓和包振国、教英
语的徐炜、教生物的颜志旭等人，分配

到这简陋却不失温馨的校园。记得由
吕耀南校长接送，坐着中型拖拉机并
带着行李来报到。从此在黄泥山背耕
耘浇灌，奉献了美好的青春年华。

大家除了周末外，都住在免房租
的集体宿舍。我起初住在第三栋的二
楼第二间，十几平方米，在走廊用电炒
锅烧饭。1991 年夏天，学校建造了二
层新学生宿舍十四间，我搬到了二楼
东侧的第四间，有了二十几平方米，烧
饭已用上煤气灶。1994 年春天，新建
了一栋三层套房共 12 套。随后又一
次分房，我分到中间老式宿舍一楼第
一间，就在台阶下。

渠道上通往教师宿舍有三座水泥
平桥和几个埠头，因有树林遮阴，更借
助凉爽清流，因而夏天傍晚时分最热
闹，大家拿着茶杯聚集一块，一边纳凉
消暑，一边或谈天说地或逗逗小孩。
同时因当时没有专门的办公室，许多
教学问题也在此交流，显得方便而高
效。从中增进了同事间的友情，干群
关系也极其融洽。

硕果累累
龙山中学作为乡下普高，高考最

为出彩的第一阶段是 1979 年至 1983
年，文科很强；第二个阶段是 1991 年
1995 年，在全市的乡下普高名声鹊
起。1995年高考，在1994年成绩优良
的基础上再创新高，理科班的陈勇健
取得 600 分，受到全县通报表扬。在
1996 年高考中，董辉考上桂林电子科
技大学。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创办于
1985 年的龙中《晨笛》文学社经历了
几代师生的赓续与传承。其间，在黄
大足、吕振法等老师主持下，吕娜等学
生负责编写与油印事务，成为校园文
化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以 上 内 容 主 要 为 原 龙 山 中 学
1994夏天至1996年夏天片段略记）

龙山中学主题的卡通画

龙山中学龙山中学19961996届毕业生合影届毕业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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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张卡通画引发的温馨追忆
□吕准能

新年新挑战
□周美研

一直有个心愿，去爬一座高山，挑

战一下自己的体力和耐力。终于在好

友的再次邀约之下，我开启了向往已

久的爬山之旅。

喜欢宅家的我，对第一次爬高山，

激动又兴奋。早早地起床，重新仔细

看了一遍群里通知，检查了一遍准备

好的物品，搭乘朋友的车前往集合

点。来到山清水秀的小仙都山脚，队

友们已等候多时，一声声热情的招呼，

似重逢的老友。我一下子打消所有顾

虑，很快就融入这个团队。

经过简单的调整、合影后，我们在

队长的带领下，开始向牛角尖、小龙

脊、白岩岙尘挺进。看到队友们一个

个精神抖擞装备齐全，冲锋衣、登山

杖、登山鞋、手套、帽子，再看自己一身

的休闲装，顿时有些傻眼，只好在心里

不停地安慰自己：“没关系的，这样也

可以的。”

刚开始的山路并不难走，脚下的

落叶和泥土散发出清新的气息，热情

的藤蔓时不时地勾住衣服，彰显出他

们的生命力。我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

气，感受着阳光的温暖，感受着大自然

的美好。

山 路 渐 渐 陡 峭 ，人 明 显 吃 力 起

来。肩上的背包越来越沉，曾经以为

的爬山跟郊游区别不大，不听好友的

提醒，带了不少吃的喝的。看着这一

包的负担以及绵延的群山，不禁打起

了退堂鼓，好几次想放弃，想原路返

回，可总有一种声音在告诉自己，坚持

一下再坚持一下。

前面的山顶似乎越来越近，又似

乎遥不可及，几乎每走一步都要用尽

全力。好友卸下我的一部分物品，装

进她自己的背包，以减轻我的负担。

老队员在旁边不停地鼓励，分享着登

山经验，在湿滑的地方伸手扶我一把，

在上不去的地方拉我一把。即使落后

了也不用担心，总有队友在后面守护

着，让人深深地感受到团队的温暖和

力量。

一条铁索垂挂在峭壁上，要登上

峭壁只能从铁索上，这对第一次爬山

的我来说，是极大考验。可此刻已无

退路，我只能为自己打气加油。在几

位队友的守护下，按照他们的提示，眼

睛看前、腿伸直，握紧铁索，一步一步

往上登。最后一步，上面的队友伸手

把我拉了上去。那一刻，除了兴奋，更

多的是感激。何其有幸，遇见这么多

的好队友。

再往前，终于到达山顶，龙脊呈现

在了眼前。龙脊一节连一节像一条巨

龙盘旋在山上，不觉让人对大自然充

满敬畏。俯瞰群山，绵延起伏，更有一

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

觉。

相比上山，下山的速度就快了很

多。来到水库边，碧蓝碧蓝的水，令人

心旷神怡。队长变魔术似的，铺上防

水垫，拿出各种零食、餐具，支起了便

捷气炉，开始煮面。热气腾腾的方便

面显得格外香浓，队友们相互打趣，相

互调侃，俨然就是一个温馨和谐的大

家庭。

午休过后，大部分人继续挑战更

高更险的山峰，我和几位队友相伴下

山。溪边的大草地上，我们围炉煮茶，

抬头看云卷云舒，低头听溪水潺潺，舒

缓的音乐治愈了一身的疲倦。

夜幕降临，脑子里一直回荡着爬

山场景，我想，人生有无数个挑战，挑

战登山，挑战山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