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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山钟声与读书声塔山钟声与读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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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塔山每天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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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的文峰塔在那古城时代，显得特
别高耸。塔下武当行宫，隐约于郁郁葱葱
的树林间，给人以神秘之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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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县城遭战火破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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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文化。浙江省临时中学就是其中一
所。它分为四部，设立于常山何家乡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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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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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常山教育的一级阶梯提升。到了民
国时期，常山县城已有定阳小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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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县志》记载看，
当时也只有在县政府西侧的老学宫里设
有简易师范学校，再加常山县城西南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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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十分简陋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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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郁的树林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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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
败病入膏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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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在党的阳光普照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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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华

樊莹（1434~1508），字廷璧，浙西常
山何家乡樊家村人，明朝天顺八年
（1464）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追赠太子少
保，谥清简。

樊家村是全县少有的一个行政村仅
一个自然村之一。村民居住较集中，古村
落特色凸显。湖澄祖庙、樊氏宗祠、尚书
坊、忠简古墓等诸多文物点都位于该区
域，古迹众多，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常吸
引县内外文人墨客前来采风或旅游。

2024年元旦这天，阳光明媚，和风丽
日，令人心旷神怡，神清气爽。文友几人
在樊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樊嘉云
的带领下，领略了该村近几年新农村建设
的巨大变化。村容村貌，整洁美丽；村庄
道路，四通八达。另外较有特色的是：古
色古香，异常浓厚。走进村庄深处，时有
古宅映入眼帘。古宅的墙是薄薄的青砖
砌成的，见证过几个世纪的沉浮沧桑，是
该古村落的核心象征，尽显岁月峥嵘、古
色古香的气势。

据樊嘉云介绍：樊家村现有百年老宅
30余座，其中200年以上有10 余座。年
代最久的是湖澄祖庙，始建于南宋绍兴元
年（1131），原为“徐偃王祠”“东山庙”，后
为“永年寺三贤堂”。明代尚书樊莹少年
曾在此读书，其后代为纪念先祖，拓建为

“普慈庵”，清光绪年间，其后代在“普慈
庵”旁扩建“圣帝行宫”，形成“源澄祖
庙”。解放后作为土特产收购储运站，20
世纪60年代中期遭破坏，20世纪80年代
樊家村村民集资修建。2002年浙江省历
史文物遗产调查时被列为文物点。

尚书坊，明代建筑。坐落在何家乡樊
家村内，系为纪念明刑部尚书樊莹而立，
该坊系四柱三间五楼木结构牌坊，通高
6.50米，通面宽6.25米，梭形柱，夹柱石高

大，字牌木刻“尚书”及边款“大明嘉靖丙
午（1546）重整”、“某某丙子科浙江第十
名樊莹等”纪文，底部有“乾隆十六年
（1751）重整”，明间平身科饰两攒，作灵
芝状，短柱插拱出三翘饰枫拱，柱脚雕饰
仰莲，两次间下檐平身科、柱头科出三踩，
拱瓣明显。尚书坊至今有 400 多年历
史。但人们始终未发现坊上有燕鸟筑巢、
蜘蛛织网等现象，一直清澈如初。有人说
这是因为樊莹为官清正廉洁，鸟便蛛网等
污秽之物不染此坊是它的灵气再现，正气
使然。该坊于2011年1月7日浙江省人
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樊家村尚书路9号的樊氏宗祠
（原称樊煌公祠），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占
地面积418平方米。樊氏宗祠坐西北朝
东南，三进三开间，平面呈纵长方形。硬
山顶，五花山墙，穿斗式结构。沿中轴线
依次为门厅、正厅、寝室，总面阔12.99米，
总进深23.14米。门厅四柱三开间，檐下
木构雕刻精美，置牛腿四个，刻狮、鹿图
案。东西两侧筑二级马头。正厅施卷棚，
铺望板，饰以卐字纹，梁架雕刻精美。寝
室原有藻井，毁损较严重。祠堂门厅内东
侧墙砌有保祖碑记一方，青石质，碑刻“祖
碑记、樊氏先祖墓葬地、族规及祠孙汶澳
谨立”等字。宗祠内柱础为踬形、瓜棱形、
鼓型三式，带覆盆。因年数久远，前些年
祠堂内部破旧不堪，只剩一个框架。

2016年8月，樊家村共建生态家园协
会会长樊克生等一批樊家村在外工作的
乡贤们纷纷赶回老家，善心汇聚，尽绵薄
之力，启动祠堂修缮工作。在村两委统一
部署下，按照宗祠原貌，用两年的时间完
成修缮。如今的樊氏宗祠内是樊莹展馆
重要部分。30多块展板以“廉”“俭”“朴”

“信”等片断，展示了明代清官樊莹，一生

清廉，爱民如子，廉洁执政，不畏强权，有
着宁折不屈的浩然正气。该宗祠已成为
常山县廉政教育基地。

在一幢古色古香的古物收藏屋子里，
100多种古物件琳琅满目，很有观赏和收
藏价值，有的老式农具如今农村已少见，
成为一些上了年纪者隽永的记忆。

老式稻桶，已有80多年。稻桶是20
世纪60年代前稻、麦等作物脱粒的主要
农具。农人手捧成把稻（麦），朝稻桶内壁
使劲摔打，俗称打稻或打麦。稻桶后面插
以竹簟，防止稻（麦）粒飞溅。随着“嘭、
嘭”的声音，经摔打后稻（麦）粒落在稻桶
内。打稻（麦）是极累的活，可农人尽管浑
身劳累，汗流浃背，但望着稻桶内不断溢
满的收获，心里仍是甜滋滋的。

老式水车，是20世纪70年代前农村
抗旱主要工具，有手摇和脚踏两种。脚踏
水车的结构非常精巧，造水车的木匠根据
农民抗旱的要求设计制作而成，里面却涉
及了较深奥的力学常识，譬如浮力和杠杆
原理等。水车为纯木质结构，连一根铁钉
都没有使用。水车的身子相当于一个半
封闭的长木槽，两头都有开口，一头吸水，
另一头出水。木槽里面是一片片方形的
小木板等距离地连接在一节节活动的木
连杆上，木盒两头各有一个可以转动的、
带有木制齿轮的粗轴，活动木连杆上的小
木板恰到好处地镶嵌于齿轮之间。吸水
那头的粗轴被封在水车内部，而出水这头
的粗轴则穿于水车头部。在这穿出头部
的粗轴上均匀地镶进一排排、一圈圈的脚
踏板。人踩着脚踏板，使粗轴旋转，那么
水车中的那些小木板就十分连贯地跟着
转动起来，只要把吸水那头放在河里或池
塘里，就会随着小木板的转动而将水源源
不断地提上来。手摇水车原理与脚踏水

车相同，只是规模较小，搬运方便灵活。
脚踏水车有2人踩，3人踩，4人踩

等，此处收藏的的手摇水车和2人踩水车
两种。

民国年间的谷扇仍完好无损，那“去
虚存实”和“如川之流”的黑字仍清晰可辨。

谷扇（俗称风扇、谷风车）。谷扇由外
壳、车架、风叶、轴、轮、轮轴、风门、风门
杆、转轴、杆头等多个部件组成。工作时
将稻谷等粮食倒进上边的喂料斗，手摇风
扇，喂料斗下边就有风吹过，开启调节门，
谷物在重力作用下会缓缓落下，密度小的
谷壳及轻杂物被风力吹出机外，而密度大
饱满的谷物直接下边出料口流出至箩筐
等器具。这样，就把糠秕与谷物分开。

互助组时期的花生筛，至今已有70
年。花生筛约1.6米见方，四边约10厘米
高的木板，中间由许多1厘米左右宽的竹
片按间隔7毫米左右的空隙，用铁钉固定
钉牢。当时樊家村一带靠河边的土质基
本是很细的泥沙地，较适合种植花生。花
生收获时，将泥沙和花生一起铲进花生筛
内，然后使劲摇晃，可让泥沙落下，花生在
筛内，这样可提高摘花生的效率。这种筛
如今农村中已基本没人用了。

另外还有旧式的犁、耙、耖、谷扒、田
扒、尿桶、箔箩、竹簟、火桶、石磨、石碾（又
叫石轱辘）、蓑衣斗笠、线刨子、独轮车、平
板车、箩筐、畚箕、竹椅、竹篮、竹篓、竹箱
子、青油灯、煤油灯、茶竹筒、葫芦瓢等。
大多都是七八十年以上的年纪，看着那光
滑油亮的表面，会使一些老农想起，以前
靠老式农具生产力的低下，与现在农村机
械化的发展已有天壤之别了，农民可减少
许多劳苦之作。

尚书故里古色浓尚书故里古色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