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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山钟声与读书声
——县立初级中学的创立

王春国

古老的常山县城，以及县城郊的村
庄，人们一直都没忘记。没有忘记塔山每
天响于心坎的那洪亮而悠远的钟声，尤其
是清晨时分，显得更加悦耳，百听不厌。

在那古城时代，高高的文峰塔显得特
别高耸。塔下武当行宫，隐约于郁郁葱葱
的树林间，给人以神秘感，塔山钟声就在
这武当行宫旁的塔院响起。

钟声，一直延续到民国中后期。彼时
国内战火不息，尤其是抗日战争之惨烈，
这小县城的塔山塔院及武当行宫渐渐衰
落，人去院空。

在那个时期，县城遭战火破坏也较严
重，城门城墙，包括城隍庙等古建筑也未
免炮火之灾。

常山相对于战争吃紧的大前方，还可
说是一隅偏安。正因如此，国民政府受形
势所迫，于1941年责令教育部先后在全
国筹建了37所国立中学，分别部署于全
国相对安全的一些地区，专门接收因战争
阴霾笼罩离别故土、漂泊异乡的青年学子
学习。浙江省临时中学就是其中一所。
它分为四部，设立于何家乡江樊何（3个
村）的是省立临时中学（简称“临中”）三
部（一、二部在嵊县崇仁与甘霖两地，四
部在丽水）。常山“临中”学生主要来自上
海、香港、澳门等地，外加上衢州。

“临中”在常山开设，对常山文化教育
的推动影响力是空前的。尽管常山在宋
绍圣年间起因知县林卞重视教育，于
1096年在县城建起第一所县学（亦称

“学宫”），开启教育先河，但“临中”在常山
开设，毕竟是省立的，又是中学，这都是常
山史无前例的，可谓文明之流。

更何况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无论对
社会来说，还是对青年学子而言，都是一
件幸事。所以，“临中”的师生们，不管当
时有多么困苦，教师勤教，学生苦学，不言
而喻，“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
阴”之名训，在“临中”的师生间得以刻骨
铭心地诠释。

“临中”在常山，培养一大批国家栋梁
之材，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
就是常山“临中”的典型一例。

“临中”在常山虽说只有短短四五年，
却留给了常山无穷财富，除通过一批常山
籍学子给常山以文化教育推动外，也促进
国民政府对常山教育的重视。

1944年秋，常山县立初级中学成立，
是常山教育的一级阶梯提升。到了民国
时期，县城已有定阳小学，即今日的常山
天马一小；有县立模范女子小学，后改男
女合班，叫“塔山小学”；有江西商帮与江
山船帮自筹的豫章小学，设在龙门路的江
西会馆里，须江小学设在县城小东门北侧
的沙洲周王庙内。当时，县城还兴办了正
谊、三民、恺平、文德、达德、文峰、文恺等
私立小学班，但满足小学生升学的中学几
乎为零。《县志》记载，当时也只有在县政
府西侧的老学宫里设有简易师范学校，再
加县城西南隅的石崆寺内创办的精勤中
学生补习学校。可见创建常山县立初级

中学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常山县立初级中学的创建，可以说是

常山教育发展的里程碑。尽管当时的条
件十分简陋，校牌挂在塔底的武当行宫塔
院，校舍也是武当行宫稍加改造而来，而
且师生员工的宿舍，还是利用塔山南麓的
廖家祠堂整修改造后使用的。

为突出国民政府的重视，常山县立初
级中学的校长还是由时任县教育局局长
李春芳兼任，首届招收2个班、90多名学
生。

塔山是美丽的，葱郁的。因初级中学
学生的到来，塔院的钟声再次响起，不过
敲响的已不是往日道教的晨钟暮鼓，而是
新文化文明的钟声。塔山有人气了，琅琅
的读书声，更显生机勃勃，钟声也变得更
显灵性。

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与
学习环境的同学们，在塔山一边学习一边
勤俭改造校园，拓基搬砖，硬是在文峰之
巅的东、南两处建起4个教室与若干间教
工宿舍。据说，县城隍庙被日军炸毁后，
其墟基上的砖木几乎是学生们利用课余
及节假日搬运到塔山，以用于校舍建设。

然而民国中晚期的国民政府已经病
入膏肓，常山县立初级中学的师生也因此
始终处在动荡与不安之中。由于内战的
爆发和校方的权力之争，学校仅从1944
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四五年间就换了7
任校长，学校教育教学很是不稳定，甚至
处于停课状态。

庆幸的是，1949年5月4日，常山解
放了，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尽管
百废待兴、千头万绪，当时还处在军管机
制的常山领导层英明果断，请出了常山知
名人士周才兴，担任解放后的常山县立初
级中学校长。周才兴校长受命于关键时
期，积极兴奋，又深感责任重大，他一边聘
任教师，一边组织学生返校，几乎夜以继
日，马不停蹄。学校顺利地迎着新中国成
立的曙光开课了。

周才兴校长自幼随父亲的货船来到
常山，尽管经济不是很富裕，但父亲十分
重视他的成长。须江小学读过，私塾也读
过，定阳小学毕业，石崆寺精勤补习学校
也进过。天资加勤奋，一路走来教书先生
喜欢，同学友爱，尤其是1939年春考入省
立第八中学，从初一到高三，因品学兼优
获得公费待遇。

194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省立八中
的周才兴，走进常山县立初级中学当上了
一名教师。他先后担任浙江省首届人大
代表、衢常龙合并大县的政协副主席、常
山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荣获常山县劳
动模范、省“五讲四美”先进等多项荣誉，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两袖清风、受人
尊敬的教育工作者。

周才兴校长扎根塔山教育，直至退
休，就如塔院钟声，让人永远铭记。从常
山县立初级中学到常山中学、常山一中，
他如文峰塔一样，高高地屹立在常山人民
心中。

胡志刚

前几天，信步走进球川镇球川村，移
步一座座深宅大院，目睹一处处古建筑遗
址，一股浓浓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古民
居位于江南古建筑之一绝的36天井后
方，现存建筑群基本上为民国时期徐氏家
族宅院。球川村民国传统民居曾被列为
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村曾列入
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通过历史文
化古村落重点村省级验收。

一座穿越百年时空的古老村落，原本
坐拥过无数岁月沉淀的故事，守望着厚重
的文化宝藏，虽安居在城郊偏远一隅，但
仍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耄耋老者，慵懒而惬
意地凝望着人间。

忽然有一天，这座沉睡的古村被唤
醒。残缺的门窗、斑驳的砖墙、漏水的屋
顶，刹那间好似统统停住了老去的脚步，
和美的色彩重新覆盖上了它的肩头。井
栏畔、砖瓦墙、巷子口，到处都绽放着青春
的气息、涌动着年轻的活力。

这场神奇的蝶变，就发生在球川镇球
川古村。

近年来，随着常山县文物安全修缮加
固提升工程的全面启动，一批沉寂多年的
老屋又被重新“唤醒”，成为乡村产业振兴
的重要载体，文化振兴的平台。其中球川
古民居修缮投资近670万元，由浙江省东
阳市方中古典园林有限公司于2023年7
月11日中标，8月11日图纸交底，8月16

日开工建设，于年底前全面竣工。
此次需修缮的古民居有6幢，面积

6000余平方，其中座北朝南3幢（徐国
民、徐光木、塘坑弄26号），座西朝东2幢
（徐光晓、徐祖康），座东朝西1幢（徐宗
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幢，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1幢，涉及住户50多户。

“过去我们这里只是个穷村，大家在
生产队里干活，温饱都成问题。”据曾担任
村委会主任，并村后任村副主任兼文保员
的徐文新回忆，改革开放后，村里的年轻
人纷纷外出闯荡，远赴各地卖糕点、开餐
馆，在饮食行业闯出了一片小天地，打响
了球川品牌。但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外
流，彼时的球川村渐渐失去了生气，居住
在老屋里的人少了，建筑结构也慢慢变得
陈旧、破败。

事实上，之所以称为老屋，是因为这
些民居大多始建于民国至清朝年间，具有
相当的文物价值，由于历经岁月沧桑，大
多已不堪入目：梁朽木坏、墙壁坍塌、屋顶
漏雨，是名副其实的危房，每每遇到台风雨
雪天气，村干部都要上门做思想工作，动员
村民转移到安全地点避几天。无论从文
物保护工作角度，还是从居住安全因素考
虑，修缮保护已然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从小生活在球川村的徐文新，对村里
的传统文化和老旧房子有着特殊的情
结。那时候，一听说有外地人来村收购雕

花门窗、牛腿等，他就急忙赶去劝阻。原
溪边村有一农户老宅，建筑图案精美，户
主计划拆旧建新，他硬生生地给拦住了，
一座百年老宅才得以保存……眼睁睁看
着村子慢慢走向凋敝，他心里很不是滋
味。

原球川村有329多户人家，一幢老房
子大多由四五户人家分居，如此复杂的情
况给修缮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更何况
修老屋比建新房更难！可不是？门窗新
开了、天井改建成房子、三合土浇筑成水
泥地面……各种情形比比皆是，现想要恢
复原样住户是一百个的不情愿，搬出去的
人不愿修、住里面的人又修不起，确是一
道难题。但老屋又不得不修，从小了说，榫
卯结构、木构架、夯地面等，老屋保留了历
史原貌，构成了完整的建筑美学；往大了
看，这些建筑以及所属的传统村落世代相
传，寄托了无数人的乡愁。

在徐文新看来，这些看似破败陈旧的
“老房子”是祖辈留下的最好遗产、最大财
富。于是，他与村两委苦口婆心、三番两
次地游说于每个住户间，帮助他们慢慢理
清修缮房子的利弊，渐渐地，很多村民被
感化劝服了。

数月之后，倒塌的砖墙又再次立起，
新瓦铺上了屋顶，杂草丛生的天井焕然一
新，残缺的牛腿、花窗给换上了，水泥地面
改用三合土夯实，腐烂不堪的柱、梁、檩、

檐得以更换或修补……在修缮过程中，为
提升老屋的宜居环境，还在不破坏原貌的
基础上设置了防潮设施，完善了排水系统，
重新铺设了电线线路。秉承“修旧如旧”和

“能修不换”的原则，保留了老房子的完整
风貌，让人既愿意住又住得舒适，这也是
对文物建筑的活态保护和有效利用。

“政府不但掏钱帮我们修老房子，修
好之后还让继续居住，而且不用咱自家出
钱，天上真是掉馅饼了！”居住了半个多世
纪的姚林松满心欢喜。虽然已记不清自家
老屋始建的年份，但他知道这是老祖宗传
下来的，“再不修，就晚了，这年代，太好啰。”
姚林松说。

在这里，值得保护的古民居还有很
多，现都已一一列入了数据库，后续将陆
续申报文保单位予以修缮保护。古建筑
青砖青瓦砖雕 ，古道溯民清几百年风雨，
且凭窗木构图长街鉴史民居朴雅，万千户
住家，但使脊房成韵石板留情。

修葺一新的古民居留存有古朴的建
筑风格，将与其前方的36天井、侧边的西
溪大宗祠及古村的3条古道串珠成线、连
线成片，青砖黛瓦，美食飘香，探索出修缮
保护和开发利用互融共促、文旅融合赋能
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实现了村落保护与
乡村振兴、文旅富民的有机统一。

古老的球川村正焕发出它青春靓丽
的色彩！

球川古村正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