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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別稱「岩城」，位於福建省中部，是隸
屬三明市的一個山區縣。此前，我只路過，不曾
駐足。己亥初冬，前往大田參加「中國夢．鄉村
美」音舞詩會暨第四屆「大田．集美」山海詩會
的頭天上午，從集美區文聯領導那裡得知，抗戰
時期，為避戰火，集美學村搬遷至大田，並在那
裡寫下「第二集美學村」歷時八年、歷盡艱辛的
辦學史，激發了我親近了解她的興趣。
抵達大田的那天晚上，晚餐行將結束時，我貿
然提出去看看「第二集美學村」的想法。福建省
作協會員、大田縣文聯主席顏全飈，熱情滿滿地
拿起手機與位於城區的均溪鎮玉田村黨支部書記
聯繫。在顏全飈和縣作協連主席等人的陪同下，
我們很快來到夜幕下的「第二集美學村」。縣二
小志願者解說員陳慧芳老師早早等在那裡，介紹
了「『第二集美學村』簡易導覽圖」，她帶我們
走過一段石頭鋪面、寬約1米的曲折小路，最先
映入眼簾的，是由集美學校委員會贈送玉田村的
陳嘉庚先生全身立像，其後幾步，一面牆碑上寫
着幾個紅色大字：「第二集美學村舊址」。
名聲在外的集美學村，位於廈門集美半島，是
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始於1913年傾資創
辦的。而在數百里之外的山城大田，怎麼會「冒
出」一個「第二集美學村」？事出有因，歷史使
然。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寇侵入金門，廈
門隨即淪陷。與鷺島一水之隔的集美學村，厄運
臨頭、危在旦夕。遠在南洋的陳嘉庚，審時度
勢，當機立斷：將學村各校就近遷往安溪。不
想，日寇猖獗，安溪「不安」。於是，1938年11
月，搬遷至大田。彼時，為了防止日寇瘋狂入
侵，公路已經全部毀壞。集美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高級農林職業學校、高級水產航海職業學校
的設備、圖書，以及生活用具等，全靠師生肩挑
手扛。兩個月後，集美職校教師率領14個班614
名學生，攜帶10萬冊圖書、千餘件儀器，艱難跋
涉，遷至新址。
那天夜訪，在「積善堂」、「集和堂」等展廳
內，耳聽解說，目視圖片，我依稀看到，在崇山
峻嶺中，一支背着沉重行裝、唱着抗戰歌曲，忍
饑挨餓，負重前行，精神堅毅，艱難跋涉的隊
伍。一幢老屋前，牆上「培育專才，力挽海權」
八個大字，無聲勝有聲，極具穿透力。陳慧芳告
訴我們，當年，這裡的正廳是教室，廂房是教師

辦公室。八十多年過去了，「第二集美學村」包
括中庭廳、高平堂、宜書堂、中庸堂等幾十座民
宅，至今保存完好，它們如同一群歷史老人，默
默無語地訴說着當年的故事：職校遷入大田文廟
和朱子祠等處後不久，日機轟炸縣城，學校損失
慘重，師生們再次被迫遷往城郊的玉田村……
那時教學條件簡陋，文體設施奇缺。可是信心
十足、積極進取的師生們，充分利用山區優勢，
因地制宜開展多種文娛體育活動。為了適應戰時
需要，不但統一着制式服裝，且配以軍事教員，
開設抗戰理論課和軍事戰術課，訓練學生的單兵
戰術、捕俘格鬥、偵查諜報、槍械使用、車馬駕
騎等技能。時任福建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讚賞有
加：「大田集美師生的戰術動作規範，其軍事素
質勝過一般的部隊，可與正規軍校媲美……」
燈光下，圖文前，年輕的陳慧芳老師聲情並

茂、不無自豪地告訴我們，「第二集美學村」感
人至深的校史，與當地百姓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
的。1939年9月20日上午，日寇戰機轟炸大田，
城郊玉田村淳樸善良的村民們，義憤填膺、同仇
敵愾，深明大義、鼎力相助。在鄉賢鄭佐國、范
震生等人的發動下，慷慨騰出范氏祖祠、龍興
殿、大保宮、觀音堂、嚴氏祖祠、後池祠、積善
堂、宜書堂、前宅、後厝等宗祠和民居，供給集
美職校辦學。村民們還義務與師生們一起修葺房
屋、填池塘平整操場、鋪設道路、種植花草，僅
用10天時間，教室、宿舍、食堂、醫院、操場、
倉庫、圖書館、實驗室就投入使用，集美職校順
利復課。一塊《義薄雲天》展板上有段文字，生
動記載了這些內容：為迎接集美師生入駐，玉田
鄉親們將宗祠內先祖的牌位放入籮筐、裝進布
袋，中斷祭祀八年；看到學校沒有操場，族長帶
領族人動手填平宗祠前面的風水池；農林學校的
農科所辦試驗農場沒有土地，鄉親們讓出了20多
畝水田；水產航海學校要搞淡水養殖，鄉親們幫
忙物色了地盤、挖掘魚池；航海訓練要搭跳水高
台，鄉親們幫忙選定河段，掏築深池，還從自家
山上砍來木材……但凡學校有所求，鄉親們必有
所應，學民宛如一家人。
「第二集美學村」能夠在山區堅守八年，並取

得豐碩辦學成果，與陳嘉庚的關心重視密不可
分。陳嘉庚先生，既是偉大愛國者、著名的實業
家，也是一位畢生熱誠為國興學育才的教育家。

他有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教育為立國之本，
興學乃國民天職。」1940年3月，陳嘉庚率領
「南洋華僑慰問團」回國慰問抗戰將士，訪問了
重慶和延安後，於同年11月回到故鄉福建，專程
視察大田集美職校。歡迎大會上，陳嘉庚慷慨陳
詞，發表了《有枝才有花 有國才有家》的主題演
講。他還通過談心、座談等形式，循循善誘、諄
諄教誨青年學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
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艱難困苦，玉汝
於成。你們要立志報國，擔當大任……同學們，
努力啊，抗戰的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陳嘉庚先生離校之後，集美職校學生更加努力

地讀書，並深入開展抗日救亡、投筆從戎活動。
一方面，主動減低伙食標準，把節省出來的伙食
費捐給政府、支援抗戰。同時發起「一日一分」
認捐，認購救國公債，以及義賣、義捐等系列活
動。1943年4月，集美師生將籌集的60萬元捐款
交到陪都重慶，受到了國民政府最高當局的電諭
嘉獎。政府用這筆義款，購買了三架戰機，命名
為「集美號」，投入抗日戰場。另一方面，同學
們積極回應陳嘉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號
召，踴躍投筆從戎。僅1944年 6月至1945年 5
月，集美商業、農林、水產航海3所職校就有170
名學生報名參加中國遠征軍，走上抗日前線。
大田集美職校人才濟濟，被外界譽為抗戰時期
的福建「西南聯大」。據史料記載，戰時全國僅
存、堅持在內陸山區辦學的大田集美航海學校，
培養出來的學生一枝獨秀，戰後成了全國各地航
運公司的骨幹，有的還擔任了萬噸遠洋輪的船
長。著名詩人溫伯夏先生在《集美師生內遷征途
感懷》中寫道：「風蕭蕭兮水潺潺，餐風宿露路
漫漫，跋山涉水豈辭艱？復仇血熱，許國心丹，
待我收拾舊河山！」1946年「第二集美學村」回
遷集美。那天，在長達兩個小時的參觀過程中，
我幾次熱淚盈眶。想當年，在那樣艱難困苦條件
下，不僅堅持了八年，而且辦出了特色，作出了
貢獻。幾番思考，得出答案：從陳嘉庚到校領
導，從教師到學生，都有一個共同且堅定的信
念——立志報國，愛我中華。

話說西營盤近海地方與貿易
相關，帆船或蒸氣船近岸停
下，靠舢舨運貨物，維修、貨
運等活動伸延至堅尼地城，不
少居民在碼頭一帶上班；自皇
后大道西一直向山上發展，劃
出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及
高街，兩邊以東邊街與西邊街
為界，正街為中心點；港府在
1874年創立國家醫院，皇后大
道西雀仔橋設有西營盤賽馬會
分科診所，國家醫院在瑪麗醫
院落成前為香港大學教學醫
院，有兩名革命人士到國家醫
院就醫，一為輔仁文社社長，
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發動
廣州起義及惠州起義；1901年1
月10日傍晚在中環結志街寓所
遭清廷買兇射殺，送國家醫院
搶救，翌日不治，葬於跑馬地
墳場，無字碑上刻有 6348 編
號，有削頂石柱以示死於非
命；1903 年謝纘泰為亡友復
仇，發動大明順天國起義，因
洩漏風聲而作罷。另一人為黃
興，在黃花崗起義事敗後逃至
本港，在國家醫院治療。
高街盡頭可見國家醫院外籍

護士宿舍遺址，此座建築物建
於 1892 年，設計富殖民地風
格，外圍為拱形長廊及護土
牆，斜尖屋頂蓋以瓦片，當時
香港極為缺乏醫療人才，華人
普遍醫學常識貧乏，華人生病
時多到廟宇祈福，香爐灰當
藥；英國政府遂以優厚福利作
招徠，從英國及其屬土招外籍
醫療人員來港，又在1892年於
西營盤興建寬敞的國家醫院護
士宿舍；上世紀40年代國家醫
院東翼落成，至1941年建築物
不再用作外籍醫療人員宿舍；
二戰後，大樓才改作精神病
院。至1961年青山精神病院落

成，院舍改作日間精神科門診
部。1971年後建築物閒置，直
至上世紀90年代，港府保存外
牆，僅留下麻石外牆及迴廊立
面，改建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
樓。
在1894年5月至10月本港鼠
疫爆發，當時許多華人因鼠疫
病死，導致超過二千人喪生，
成為開埠甚至有記錄至今最多
人死亡的瘟疫，三分之一的人
口逃離；此後至1926年的30年
間，鼠疫每年都在港出現，導
致逾二萬人死亡；華商建議在
附近更練館設病床，西約華人
公立醫局會址在1909年落成，
在1938年醫局改為醫院職員宿
舍。
上世紀初鼠疫影響，港府建

新醫院、學校及醫學院以培育
華人醫療人才；1903 年港府
「四環九約」，西營盤在第三
約；1922年在西約華人公立醫
局旁建成舊贊育醫院，曾為贊
育醫院其中一座，在瑪麗醫院
落成前，為香港大學婦產科的
教學及實習醫院。
克寧醫生（Alice D Hickling）

為首位來港女醫生，她建議成
立贊育醫院，培訓華人助產士
上門接生，有些助產士學成出
山；舊醫院門外有對聯，「好
生之謂德，保赤以為懷」出自
清朝遺老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
任賴際熙之手，門頂贊育醫院
四字由清朝遺老陳伯陶題。
在二戰後轉營為贊育社會服

務中心，舊贊育醫院大樓已由
古物諮詢委員會評定為一級歷
史建築，基督教崇真會救恩堂
坐落西邊街與高街交界，救恩
堂由瑞士巴色差會宣教士所成
立，堂址1932年重建，列為三
級歷史建築。

■葉 輝

西營盤貿易及醫療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肖 薊

豆棚閒話

租個兒子叫奶奶（二）

■羅大佺

夜訪大田「第二集美學村」

新年暢想

「不管窮與富，多生孩子多修路。」這是牟河壩幾
百年來流傳的一句俗語。老人們常說，養兒為防老，
鋪橋修路作陰功。金家在牟河壩雖然是外來戶，但也
深受其民風民俗的影響。
金宗當民辦教師第五年，經人介紹和一位外村姑娘

結了婚。說起金宗的婚姻也不容易。那時候農村實行
了土地承包責任制，家家戶戶靠勞力吃飯。金宗的姐
姐們都出嫁了，家裡只剩下父母和妹妹。父母年近
60歲，妹妹年紀還小。多子女的家庭，經濟狀況一
直不好，金宗一個月20多元錢的民辦教師工資，也
補貼不了家裡什麼，很多姑娘不願嫁給他。媒人介紹
了很多姑娘前來相親，都沒有成功。後來有位鄰村姑
娘覺得金宗有文化，是個才子，願意和他結婚。婚後
卻發覺家裡窮不說，田地裡的農活金宗還幫不上忙，
還得自己一個人去做，後悔當初嫁給了金宗，於是開
始摔盆砸碗，鬧着離婚。就在金宗被糾纏得煩了，準
備同意離婚的時候，金宗的老婆忽然發現懷孕了，金
宗恰在此時又考上了大學。聰明的金宗老婆一下變得
乖順起來，不吵不鬧，體貼入微，吃苦耐勞，勤儉持
家，金宗順利上了大學。八個月後，金宗的老婆為金
家生下了一個白白胖胖的男孩，取名叫「金石頭」。
因為是個男孩，父母高興得合不攏嘴。
金宗大學期間刻苦努力，成績優秀，大二時當上了

學生會主席。大三那年省委組織部來學校選調優秀大
學生，經過推薦、面試、筆試和考核，金宗和同學俞
林成為幸運兒，金宗被選調到天岩市工作，俞林被選
調到雅丹縣工作。金宗到天岩市報到不久，金宗的老
婆感覺腰酸背痛、食慾不振、渾身乏力，到醫院一檢
查，竟然又懷孕兩個多月了。那時候國家的計劃生育
政策已從「一個少，兩個好，三個多」變為「一對夫
婦只生一個孩子」。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對國家工
作人員要求甚嚴。金宗要老婆去醫院把胎兒打掉。父
親說：「你母親去沙居寺廟裡求過籤，這胎是個男
孩，兩個男孩是家族興旺的象徵，你們就把孩子生下
來吧。」
金宗說：「爸，你咋就那麼迷信呢？求籤這種事情
都相信？」父親說：「即使生下來不是男孩，金家也
是多了一個後人嘛。」金宗說：「這違反國家政策的
事情，我不敢去做呀。」父親說：「你悄悄生下來就
是了，哪個知道？」
金宗想了想，說：「我剛參加工作，工資不高，物
價又在不斷上漲，供養兩個孩子惱火。」父親說：
「你們供不起，我們來供，撿狗屎賣也要把孩子養
大。」父親接着又說：「你看牟河壩和你同齡的娃娃
中，不是有好幾個生了二胎嗎？哪個家裡又是富翁？
從你爺爺開始，我們金家三代單傳，到你這裡有希望
添個男丁了，你卻要把他打掉，你眼裡還有沒有列祖
列宗？」
金宗說：「我是國家工作人員，怎麼能和農村人一
般見識呢？」父親一聽氣不打一處來：「你娃兒才離
開農村幾天？紅苕屎還沒屙乾淨呢，就瞧不起農村人
了？」金宗趕緊解釋：「爸，我不是這個意思……」

父親打斷他的話道：「你不是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
我看你娃兒就是一個白眼狼。」接着嘆了一口氣：
「我當年就不該讓你讀那麼多書呀！」
一看父子鬧僵了，母親趕緊出來圓場。她瞪了父親
一眼說：「你就不能少說兩句嗎？多給娃兒一點時
間，讓他好好考慮一下嘛。」接着又緩了緩口氣對金
宗說：「娃呀，我看這獨生子女政策好是好，但將來
萬一孫兒有個三長兩短，怎麼辦？」
金宗老婆說：「媽，您可不能因為逼我們生二胎就
說這種不吉利的話呀。」母親說：「我沒有逼你們，
我是說你父親說的也有點道理，即使這次不生，以後
也可以生，明的不行，就來暗的，聽說也有單位上的
人，去醫院裡弄個殘疾證明，就把二胎生了。」金宗
老婆說：「媽，說來說去，您還是在說不吉利的話
呀！」
金宗心緒很亂，發火道：「你們都別吵了，把我腦
袋都吵暈了！」
牟河壩確實有人生了二胎，甚至還有個別的生了三
胎，父母說的也有道理，但計劃生育實行一票否決，
金宗敢去違反嗎？
金宗親眼看到一些鄉村幹部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

帽，讓自己管轄的地盤沒有超生事件發生，帶人去把
那些即將分娩的大肚婆押送到醫院，一針下去，打掉
胎兒。金宗還看到一些懷了二胎、三胎的孕婦躲到外
地生產後，因交不起數目不小的超生罰款，被鄉村幹
部把房子拆掉，一家人在寒風中冷得打抖。金宗還知
道自己當村支書的遠房兄長，因頭胎是個女兒，受不
了鄰居的冷嘲熱諷，違規生了二胎兒子後，交罰款、
寫檢查、撤職、開除黨籍，後來上房翻瓦時不慎掉下
來摔瘸了右腳，倒霉的事情接踵而來，最後鬱鬱而
終……
一想起這些，金宗就不寒而慄，徹底打消了把孩子
生下來的念頭，瞞着父母，陪着妻子去醫院做了人工
流產。父親聽說後，氣得臥床不起，從此落下心痛
病，一遇到不順心的事情就發作。
看到牟河壩那些牽着兩三個孫兒孫女的老人時，金
宗父母的眼裡常常流露出羨慕的神色，禁不住唉聲嘆
氣。金宗見了，立即安慰道：「爸，媽，您們不是還
有石頭嗎？」
轉眼10多年過去了。金宗當上副股長後，金宗的
老婆也從農村出來，在天岩市一家民營企業上班。兒
子金石頭也跟着轉學到天岩市唸書。石頭讀書成績很
好，從小學到高中一直名列前茅，有次參加「全市小
學生數學奧林匹克大賽」得了個第一名，高中時一篇
作文被省級報刊選用。順利讀完小學、初中、高中
後，金石頭考上了全國名牌大學江南大學。進城以
後，逢年過節，金宗一家三口提着禮品，歡歡喜喜地
回家看望父母。望着已經當了領導幹部的兒子，聽着
英俊乖順的孫兒那一聲甜甜的「爺爺」、「奶奶」，
老父親和老母親漸漸消了怨氣，不再提及當年那不愉
快的往事，不再逼兒子兒媳生二胎。一家人其樂融
融，成為村裡人羨慕的對象。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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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澳門回歸祖國廿周年
伯天施學概鞠

一幟擎天立地雄，
濠情廿載出環中。
雙丸應自生磅礴，
衷正鏗鏘明德崇。

己亥十一月廿三吉祥

望江南
元旦．三題
伯天施學概鞠躬

狂善賦，欲斷暗雲籠。
修竹深藏梅子雨，
柔桑猶夢藕絲風。
何日紫荊紅。

詩能醉，動地淨妖氛。
花艷還須天道永，
香純更得水源殷。
清韻惠風新。

今宵月，聽雨帶西風。
撲面淡雲窗外起，
沾眉薄霧筆端攻。
心有把長弓。

二〇一九．十二．卅

新年悄然來到，讓我們看到新時
代夢想放飛的美好年景。年末歲始
交替，總感到心情被煮得沸沸揚
揚。
走進新年，在時光的指針交合的
一剎那，歲月就像迎着一杯新茶，
那種對時光對人生的悟徹，總好像
輕啜入口，讓那香醇在唇邊瀰漫，
沁人心脾。
新年的鐘聲敲響，每個人一年的
工作都要打上一個結。一年匆匆而
過，赫然回首，才知道時光就是在
歲月的清水中沖上一道道茶，足以
體味到香醇的滋味以及淡淡的清
苦。新的一年，我夢想自己的日子
仍然快活得像一道茶水，甘甜馨
香。
新年最美好，是新的起始。過去
的一年，我奔波於公司科室和狹窄
的蝸居，常感力不支心的疲憊。這
一年，終於住進新房。歲末夜晚，
打開手機微信，一個個不同職業的

人，一張張幸福的笑臉，道出自己
新年夢想，讓我無限感慨。
是的，人生的每一天都很彌足珍

貴；如果沒有計劃，將是平庸虛
度，無所適從。世界對每一個人都
很公正，只要善於珍惜時間，把握
機會，成功和喜悅就不會失去。而
我的新年夢想又是什麼？是快樂生
活每一天，能擁有人世最寶貴的健
康與平和的心境，肯吃苦，多學
習，勤工作，常進步。
新的一年，盼望香港能盡快止暴

制亂，恢復穩定的經濟社會秩序，
融入國家大灣區戰略發展行列；期
盼台灣與大陸早日實現和平統一，
兩岸同宗同源，連接骨肉親情，同
樣肩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
國夢」的歷史使命。
家事，國事，大家事；人齊，心

齊，力量齊。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
不僅為我們規劃出國家治理體系的
新藍圖，而且也為決戰決勝脫貧攻

堅按下了快捷鍵，近14億人口的大
國進入全面小康，實現第一個百年
奮鬥目標，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命運，聯繫着

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無論是富
裕夢、公平夢、成功夢，還是小康
夢、強國夢、復興夢，所有夢想，
化作使命，只有艱苦奮鬥的團結拚
搏，中華民族千年願景、億萬中國
人的共同期盼才能順利實現。
一個人之於一個民族，實在是渺
小和微不足道，若每個炎黃子孫的
智慧凝在一起，會形成銅牆鐵壁般
的力量，共同戰勝各種風險挑戰，
創造出經得起人民和歷史檢驗的成
績，書寫更新更美的時代篇章。
新年新氣象，充滿生機與活力，

讓我們倍加珍惜每天的一分一秒，
帶着歡樂和微笑，感受新年的喜
悅，共同祝福美好明天，去收穫所
有的奮鬥夢想。

■宋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