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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弦以歌”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9月，杭州告急，面对日本侵略者
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浙江大学校长竺
可桢以其惊人的胆略和魄力，毅然率
领全校师生西迁，历经两年余，途经
浙、赣、湘、粤、桂、黔6省，行程2600公
里，迁校至贵州遵义。

为使福建、安徽、江西及离沪的青
年学生就读高校，竺校长委派教务长
郑晓沧教授及文学院史地系陈训慈教
授于 1939年 3月初到浙江进行分校
的筹建工作。6月，竺校长又派史地
系李絜非先生及总务处陆子桐先生到
龙泉。经过反复考察研究，最后选址
在坊下村（因当地有叶姓孝节牌坊而
得名，后改称芳野村）曾家大屋。

曾家大屋系当地乡绅曾水清于民
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所建，是一
幢中西合璧的建筑，外墙是教堂式的西
洋门楼，青砖黛瓦，拱顶门，具有浓厚的
欧陆风情，宽约44米；内部则是传统的
土木结构，两进三层，进深达31米，天
井两侧有厢房，有大小房间共计72间。

1939年7月27日至29日，浙大浙
东分校（成立后一个学期，改名为“国
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在永康麻车头
杭州树范中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总共
录取新生150名，其中正取生120名，
备取生30名，后来实到学生141名，于
10月1日开学。

在开学典礼上，教师代表、英文教
授林天兰作精彩发言，大意是：浙大浙
东分校的建立，从表面看是为了解决
东南各省优秀青年的升学问题，但是
其最大的意义则在于显示我们中国具

有最伟大的力量。七七事变以来，据
美国某通讯社记者报道，敌国日本没
有增设一所新学校，而在被侵略之我
国反而增设大学，这在东南各省人士
来说，尤其足以自豪。

最初的浙大龙泉分校设有文、理、
工、农4个学院，包括中国文学、外国
语文、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电
机、机械、土木、农艺、园艺等17个系，
仅有一年级。1941年增设了二年级，
接着又增设师范学院。除师范学院
外，其他各系学生读完两年后仍转入
总校学习。

在浙江龙泉政协于1989年、1990
年编写的《龙泉文史资料》第八、九辑
（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建校五十周年专
辑）中有记载：当时的龙泉分校拥有众
多的名流学者，陈训慈、郑晓沧、路季
讷、毛路真、李絜非、夏承焘……个个
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名重学林。

众多贫困学子多来自沦陷区，接
济中断，大多靠学校贷金或工读维持
学业，衣食所需因陋就简，膳食多以黄
豆、青菜佐餐。

在分校校友罗斯文和潘超霖的回
忆录中可见到这样的描述：

如果就餐时有同学买了一块霉腐
乳来请客，那是很大的享受，同桌的同
学都会拿起筷子向这块霉腐乳进攻，那
滋味之美，不亚于今天的红烧甲鱼；
1944年农历正月初一的早晨，房东曾家
正在热闹地大放爆竹迎新春，而我们八
人一桌的饭桌上却只放着一小碟炒盐，
就是这样“欢度新春佳节”；特别是我们
这些家在沦陷区的流亡学生，不少人的
长裤都破得无法再补，膝盖处皮肉都露
出来示众。在冬天更惨，没有棉衣的就

把全部单衣都穿上身，但仍冻得瑟瑟发
抖。虽然物资如此匮乏，条件异常艰
苦，但人人都对学习甘之如饴。每晚自
修，人均桐油灯一盏，微光如豆，烟雾迷
蒙，经常得用一根小棒把灯芯草往上
挑。埋头苦读，几个小时之后，鼻孔全
黑。这种“挑灯夜读”的滋味，现在的大
学生是体会不到的。战火纷飞中，经常
能听到敌机的轰炸声，有时候敌机就在
上空盘旋，警报也是一天拉响几次，但
学校还是坚持上课，学生听到警报后就
躲到附近的防空洞，一拉完警报又回到
教室继续上课。而老师们亦是薪资微
薄，生活十分清苦，如数学系的毛路真
教授，子女多，家庭负担重，为此不得不
在城里的树范中学兼课，每次来回走
路，都换上草鞋随带布鞋，到了目的地，
再收起草鞋换穿布鞋。即使这样，他们
依然坚守初心，诲人不倦，循循善诱，春
风化雨。

分校后来在芳野村北面一里外的
石坑垅建造了8幢新校舍，作为教室
及部分师生宿舍。校舍用木头、毛竹
搭建，以茅草和杉树皮盖顶，极为简
陋。郑晓沧先生把单身教职员工所居
住的那座楼取名为“风雨龙吟楼”，与
夏承焘、王季思、徐声越等中文系教师
以诗词酬唱。他们创作的诗词，当时
曾编撰成《风雨龙吟集》，惜已不传。

胡伦清教授曾撰一联：“以弦以
歌，往哲遗规追鹿洞；学书学剑，几生
清福到龙泉”，这副对联当年就贴在
曾家大屋正厅前的柱子上。

“心怀家国”

虽身处重山野岭，信息闭塞，师生

们仍然关注时局，心怀家国。学生们成立
了各种社团组织，编刊物、出壁报、演戏
剧、搞合唱，面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
思想。

芳野剧艺社连续演出了曹禺的《北
京人》《家》《日出》等经典大戏和田汉的
《烟苇港》、夏衍的《一年间》等救亡话
剧。1941年的寒假，以浙大剧团名义在
龙泉城里公演了一出描写东北同胞抗日
斗争悲壮故事的四幕话剧《凤凰城》，进
行抗日宣传。龙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将会场安排在民众剧场里，连演两个晚
场，热情的观众挤满了大厅，有的观众看
得热泪纵横。

分校设有歌咏队和合唱团，经常演唱
的歌曲有《松花江上》《嘉陵江上》《黄河大
合唱》《热血滔滔》等，当时龙泉分校学生
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昨夜，我梦江南》。
还有一个“春雷社”，以师范学院国文科同
学为主，办的刊物名叫《春雷》，社长翁心
惠曾参加过地下党，崇敬鲁迅，接触过一
些苏联文学和文艺理论，进步的倾向比较
明显。1945年春天，关心时局的学生组
织了一个“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时事研
究会”，讨论的题目基本上是国际形势，发
言踊跃，气氛融洽，参加者有三四十人。

校址所在的芳野，原名坊下。芳野
的得名，也来自于浙东分校：分校第二
任主任郑晓沧教授，是浙江海宁人，学
贯中西，既有儒家色彩，又有君子风
度，乃真名士。1941年元旦，全校师
生在曾家大屋门前的稻场地上集会，郑
晓沧先生致新年贺词，并咏起了他的新
作英文诗《快乐铃声遍芳野》，有感于
四周芳草遍野，树木繁茂，田园风味浓
郁，即景生情，遂提议改原地名坊下为
芳野，不但谐音而且谐意，师生拍手叫
绝，欣然接受。

岁月沧桑，世事更迭。20世纪90年
代，曾家大屋因年久失修，残败不堪。门
窗尽失，后墙部分倾圮，梁柱、地板均开
始腐烂，地上青苔丛生，令人黯然长叹。
名校旧址岌岌可危的消息引起了各级领
导的重视，浙江大学及龙泉市政府各拨
专款，社会各界人士也慷慨捐资，共同拯
救这一文化古迹。

1999年11月9日，曾家大屋恢复原
貌，正式对外开放。2013年，曾家大屋
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系浙江省龙泉市政协文化文
史和学习委主任）

弦歌不辍绕芳野
——浙大龙泉分校旧址寻踪

陈小龙

在浙江省龙泉市剑池街道芳

野村，坐落着一幢近百年的老屋

——曾家大屋，84 年前，这里成

为东南最高学府——浙大龙泉分

校的校址。

从设立浙东分校，至 1945 年

11月迁回杭州为止，浙大龙泉分校

共培养了 1000余名大学生，涌现

出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孟宪

承、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谷

超豪等闻名中外的教授、院士……

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诸葛庙
社区内，现存一通《改正诸葛武侯祠
记》石碑，碑文如下：

嘉靖丁亥秋，余自太仆转南京太
常卿，便道还家，行视田墅，始谒武侯
祠下，见其屋老而坏，且怪其与昭烈俱
南面，无复君臣分。询土人，云，如是有
年矣。及考旧志，洪武十八年民萧四重
修，记不知其所始，慨然久之。遂捐金
币，属乡耆徐行和众力作新之。不期
月，庙貌完矣。撤去昭烈、关、张之像，
独象侯祠中，专其祠以符其名，人心允
惬，观者胥悦。

既而游观山寺，有断石幢在焉，刻
文仅数十字。中云：“此地有诸葛之旧
坟墟高阳华里。”然后知侯之父若祖自
琅琊避地，曾寓于此而葬焉。躬耕南
阳，尚在厥后。祠而祀之，信有由然。
再考石幢岁月，盖隋文帝开皇壬寅物，
去先主见武侯于隆中之岁三百一十六，
其居此地而葬，必先十余年，是以坟墟
犹存。今距开皇壬寅年余九百六十一，
世远坟没，不知其处，固不足怪。所幸
祠宇不废，断石幢仅存，岂偶然哉！

盖侯之为人，论者举侪于伊吕，古
今贤达，悉以为然，无异议焉。是人品
之高，勋烈之盛，光昭汗青，脍炙人口
者，奚俟吾言。所以吾邑有高阳华里
之迹，实为侯父祖之故墟，湮灭无闻，
以至今日，良可悼惜。吾生千百年之
后，得有所据，故托之坚珉，以图不朽，
又以资论世君子云。

皇明嘉靖二十一年岁次壬寅秋七
月既望，西唐牛凤记，男沈裕书，钧州
杨嘉刻。

《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由明朝太常
寺卿、四品官员牛凤所撰稿。牛凤，字
西唐，明代南京太常寺卿（掌管皇上大
典祭祀仪式的副职），是明朝南阳府叶
县牛楼村（今属平顶山市湛河区）人。
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秋，牛
凤赴任南京，顺道回家省亲，因诸葛武
侯祠离家很近，遂去拜谒。

说起石碑的来历，还与诸葛亮少年
时期在平顶山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牛凤省亲期间，见
到诸葛武侯祠颓败毁坏，就发动乡绅捐
款维修，原来祠内有刘备、关羽、张飞等
塑像，牛凤作为礼部官员，认为君臣同
祠不合礼制，就把刘、关、张三人塑像撤
去，而独留诸葛亮一人像。

后牛凤又游观山寺，（又名云潮
寺，在今天卫东区寺沟社区一带）时，
看到一个断石幢，上面刻着“此地有诸
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北魏时平
顶山一带称高阳县，华里是对文人光
顾过地方的美称）这和清代《叶县志》
（清代平顶山一带属叶县）中的记载一

致：“诸葛坟墟在县北平顶山下，有隋开皇
二年（公元582年）断石幢云此地有诸葛之
旧坟墟。隋去三国未远，言必有据。”据此
牛凤在碑记中写：“然后知侯之父若祖自
琅琊避地，曾寓于此而葬焉。”故得出“躬
耕南阳，尚在厥后。”即诸葛亮去南阳躬
耕，是他在平顶山下守墓三年之后去的。

牛凤在维修诸葛武侯祠宇和游历观
山寺后，撰写了《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碑
文，作为纪念。

平顶山《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的存在
使诸葛亮人生历程的地理路线更加清晰
完善：幼年居家（山东沂南)、少年寓居
（河南平顶山）、青年躬耕及出山(河南
南阳、湖北襄阳）、镇守荆州（湖北荆
州）、托孤受命（重庆奉节）、开府治事
（四川成都）、指挥北伐（陕西汉中)、将
星陨落(陕西岐山五丈原）、长眠定军山
(陕西勉县)。

河南平顶山《改正诸葛武侯祠记》
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诸葛亮少年时
代生活经历文献缺失的空白，为进一
步研究诸葛亮完整的一生提供了重要
的文史依据。

（作者孙高平系河南省平顶山市卫
东区政协副主席）

平顶山有块“诸葛碑”
孙高平 本报记者 王有强

清乾隆御制棉花图诗墨共有 16
锭，墨均为长方形，墨色黝黑清新，
将清明播种、采棉收贩、织布练染、
棉花耕作的劳动全过程再现于墨品之
上，分别为布种、灌溉、耕畦、摘
尖、采棉、拣晒、收贩、轧核、弹
花、拘节、纺线、挽经、布浆、上
机、织布、练染 16 幅棉花的耕作图
景，是成套集锦墨。

此套墨为乾隆三十年 （公元 1765
年）御制，装于黑漆描金双龙戏珠纹盒
中，分上下函装。墨品一面刻劳动场
景，一面题刻诗句，完整地表现了农作
物棉花耕织的全过程。

清乾隆御制棉花图诗墨

御制棉花图诗墨，清乾隆年制，墨
长 13.3 厘米、宽 3.7 厘米、厚 1.3 厘米，
墨盒长29厘米、宽22.4厘米、厚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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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德 2023 秋季拍卖会“大观
——中国书画珍品之夜”和“涤砚——北
美重要私人珍藏元王蒙《涤砚图》”专场，
共诞生 3 件亿元级拍品。其中，元王蒙

《涤砚图》以2.875亿元成交、齐白石《咫
尺天涯——辛未山水册》（十二开）以
1.449 亿元成交、张大千《红拂女》以
1.15亿元成交，另有 10件千万元级拍
品产生。作为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的领
头羊。这一成绩将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中
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信心。

元 王 蒙《涤 砚 图》从 1.8 亿 元 起
拍，几位买家轮番叫价，至 2.1 亿元
时，又有新买家入场竞投，叫价也一
路攀升至 2.5 亿元。这件作品最终以
2.875 亿元的成交价领衔本季拍卖。

齐白石于 1931 年所作的《咫尺天
涯——辛未山水册》在1994年首次现身
拍卖市场，以517万元成交，创造了当时
的齐白石作品拍卖世界纪录，此后还曾
于2016年以1.955亿元成交。如今从1
亿元起拍，经几位电话委托竞相出价，最
终以1.449亿元成交。

张大千作品《红拂女》曾被业界誉为
大千平生腕底工笔仕女之最，也是他稽
古敦煌、遥望盛唐精丽画风的典范巨制。
从8000万元起拍，场内竞价气氛持续高
涨。当一位买家叫出 9500 万元的报价
时，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当竞价攀升至
1 亿元时，场上再次掌声响起。最终以
1.15亿元成交。

中国嘉德秋拍：

三件重要艺术品过亿成交
有力提振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信心

本报记者 付裕

日前，中国邮政发行了《科技创新
（四）》 纪念邮票一套 5 枚，这是继
2017年、2019年、2021年每两年发行
一组的科技创新系列邮票。该套邮票图
案展示了我国引以为傲的最新科技成
果，前两枚表现的是农业科技成就，后
三枚表现的是航天科技成就。邮票采用
现代插画方式创作，色彩鲜亮明快，画
面清新自然，同时使用无色荧光特种油
墨，在紫外灯照射下，呈现出更丰富的
信息。

人工合成淀粉邮票画面中心为合成
反应器与反应最后生成的产品淀粉，外
围为从二氧化碳转化为淀粉需要的四个
阶段，下方为太阳能板表示所需能源为
清洁能源。人工合成淀粉是中国科学院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取得的重大科
技成果，成为国际上首次不依赖植物光
合作用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
合成。

多年生稻邮票画面展现了农民使用
多年生稻 PR23 等品种，收割时的场
景。多年生稻是水稻育种的创新，只需
栽种一次，就可连续收割两季或通过越
冬后收割几年，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力投
入，并且产量保持相对稳定，实现了水

稻的轻简化生产。
“祝融号”火星车邮票画面描绘了

祝融号火星车，降落在火星乌托邦平
原后，开始探测火星的场景。祝融号
是世界上首个采用主动悬架移动系统
的火星车，不仅能够承受火星复杂环
境，还可以进行科学探测，深化了人
们对于火星演化、地下水/冰分布等关
键科学问题的认识。

夸父一号邮票画面描绘了在近地轨
道上搭载了全日面矢量磁像仪，太阳硬
X射线成像仪和LST等科学载荷，对于
太阳进行科学观测。“夸父一号”是由
中国太阳物理学家自主提出的综合性太
阳探测专用卫星，实现了跨越式突破，
开启了我国综合性太阳空间观测的新
故事。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邮票画面展现
了位于四川稻城县的观测站外部景观，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是我国自主提出，
并设计、建造的新一代伽马射线望远镜
和宇宙线探测装置，它具备前所未有的
伽马射线探测灵敏度。该装置将致力于
探索宇宙线起源之谜，并通过观测宇宙
线探索更多宇宙奥秘。

（周洪林）

大国重器展方寸
《科技创新（四）》纪念邮票的故事

◀王蒙《涤砚图》立轴 纸本
设色 65×34.4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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