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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大多有自己的校歌，我唱过的
或听过的有两首：一首是我的初中母校
市二中（现为崇实女中·茅以升中学）的

“在那高高的风车山上……”另一首是
我的高中母校省镇中的：“壮丽山川古
润州……”前者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在市
二中读书时学会的，后者是2022年省镇
中举办百卅校庆前才知晓的，且第一次
看到听到这首歌的视频音频。

先说说镇中的校歌：“壮丽山川古
润州，江左人才渊薮。院本南泠，山依
北固，一黉弦诵声悠。课士分斋，联班
同舍，吾侪于此藏修。击楫祖生，读书
萧统，尚友抗志千秋。努力前程，探源
学海，顺应江水潮流。”

这首歌创作于1928年，词曲作者卢
彬士和顾西林当时都是镇中的教师。
卢彬士是清末举子，老派文人，诗书皆
佳。他写的镇中校歌歌词庄重工整，意
蕴深邃，奋发向上，波澜老成，加之顾西
林采用进行曲的平直节奏，旋律铿锵有
力，豪迈刚健，歌者定然充满激情豪情，
感染自己也感染听众。只是对于后来
主要接受白话文教育的多数镇中学子

（曾经学过的一点古汉语知识早就还给
了老师），歌词的某些藻饰和用典艰涩
难解。听说去年校庆前，一些镇中三届
学生学唱这首校歌时，为免念白字，特
地在歌纸上的“薮”“黉”“侪”等冷僻的
字词旁标注上拼音和释义。

据京江晚报报道：镇中举办百卅
校庆典礼时，卢彬士的外孙王守方特
意给校方发来祝福：……校歌反映了
外公与当年同仁们对推动社会向前发
展的鲜明立场，通过自身影响了大批
莘莘学子，造就大批国之栋梁……王
守方表示，作为卢彬士的后人，他体会
到了校歌对镇中意义深远的内涵，他
觉得很光荣。

对于顾西林老师，我一直以为能作
出镇中校歌如此澎湃昂扬旋律的他是
一位七尺男儿，网上查了一下，顾老师
竟是女性，且是非凡的女性。她出身精
通音律的书香之家，14岁入读上海启民
女校专修音乐，6年后毕业，一生从事音
乐教育事业，终身未嫁，被她的学生称
为“音乐妈妈”。她优雅高洁，曾任中国
音乐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1968年被迫

害含冤去世。在她长期任教的杭州师
范学校（现杭州师范大学）内，有专为纪
念她而修建的“西林亭”和“西林路”。

情怀豪壮的镇中校歌却命运艰辛：
先是新中国成立前随着蔓延的战火与
师生一同颠沛流离，新中国成立后又由
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深埋多年，直至改
革开放后，才被有识之士从尘封的历史
档案里发掘出来，再度唱响。如今，它
已经成为镇中校园文化中立德树人的
重要教育元素。

再说说初中母校二中的校歌“在那
高高的风车山上……”或许因为档案缺
轶，在二中的校史资料中并未查到这首
歌的“校歌名分”，但我认识的二中校友
都一致认为，它就是当年母校的校歌。
当然，毕竟是六十年前学唱的歌，歌纸
散失，校史亦未留痕，歌词已难以记全，
问了数位老同学，凑起了大概，敬请记
忆力好的校友补正。

“在那高高的风车山上，耸立着幢
幢楼房。美丽的花儿，放着清香，松树
白杨环绕着山岗。

长江的白帆点点而过，火车的车厢

装满货物。这里是我们的学校，我可爱
的红专战场。”

这首歌大概创作于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歌词朴实清新，当然也一定会打
上“激情燃烧岁月”的历史烙印。

与镇中一样，二中校歌的词曲作
者也都是本校教师，都是语文教师和音
乐教师，曲作者都是女士且都毕业于教
会学校。

印象中当年二中的音乐教室在校
园西侧的一栋古旧沧桑的美式小楼里，
肯定是在一楼以上，因为要爬楼，第几
层记不得了。教室一隅有一架国外的
立式钢琴。音乐老师姓易，名莎丽，曾
经教过我们一段时间的英语，她就是校
歌的曲作者。

易老师举止优雅，衣着考究，待学
生和蔼温柔。我们班少数同学调皮顽
劣，个别同学“看人兑汤”，音乐课上故
意不守纪律。记得学唱校歌时，易老师
耐心地一遍遍弹琴，一次次教唱，渐渐
地，我们终于记住了校歌的优美旋律和
欢快跳跃的三拍子“咚哒哒”华尔兹舞
曲节奏。至今我仍然会哼唱这首歌的
全部音符。

歌词写得也好，犹如一幅简洁的
素描，虽寥寥数笔，却勾勒出那个年代
母校环境的特点：二中确实与穿越宝
盖山的沪宁铁路为邻，上下学经过黑
桥时常常能见到车厢里装满各种货物
的喘气的火车，天高云淡的日子，风车
山顶上也确实能遥看长江中的点点白
帆，没见过世面的我们都认为风车山
是“高高的”……

歌词作者究竟是谁？校友们回忆
了几位，最后基本认定是赵问梅老师，
她教高中语文，我没有当面聆听过她的
教诲，我那时是初中的学生。

一个甲子过去了，长江上“点点而
过”的白帆早已消逝，也不会有人形容
学校是“红专战场”，但只要唱起这首校
歌，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当年风车山上
的人和物，心中就会涌起对那个年代五
味杂陈的回忆。

我以为：校歌的历史无论短长，都
是那个年代的遗存，留有那个年代的信
息。一般说来，校歌都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是校史长卷中特别的一章，不要轻
易修改它，哪怕它有瑕疵。说到底，校
歌只是一首能留下、激起校友们或美好
或艰辛或特别的校园记忆的歌曲而
已。至于校歌的演唱形式，可以商量，
只要不轻佻，合唱、独唱乃至齐唱各有
千秋。据报道，浙江某高校学生近年曾
将合唱版校歌改成摇滚版，有人问校歌
的创作老师有何看法，他笑答：欢迎探
索，只要校友们喜欢。

萨都剌，字天锡，号直斋，元代著名诗人、画家。其先世为西域人。出生
于雁门，泰定四年，55岁中进士，授应奉翰林文字，擢南台御史，以弹劾权
贵，左迁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萨都剌在镇江做官，不但不利用职权谋取私
利，而且经常为维护穷苦汉民的利益与上司作斗争。

镇江地当南北要冲，江浙重地。当时，“达官寓公，第宅鳞比，而穷阎败
室，凋瘵尤甚”，贫富差距很大，特别是市场很混乱。萨都剌一到任就着手整
顿市场，验定度量衡，使“市物者各得其平”。

天历己巳年（1332年），江南遭特大灾害，镇江人民“嗷嗷饥甚”。官府
仅仅拿出一点粮食平价出售，饥民仍然买不起。萨都剌喟然长叹道:“民命
如缕，纵然一斗米只卖三文钱，可是饥民又钱从何来呢?”于是他向上司禀报
了这个情况，由于他“意气恳激”，终于得到上司批准，“尽发仓廪以济焉”，他
又劝说大户出钱出粮救灾，使饥饿的人得到饭食，生病的人得到药物，死亡
的人得到埋葬，流离失所的人得到安置，总共救济了80多万人口。

贫民张成等 4户人家，住宅靠近官仓，知府要他们拆房迁居到其他地
方。萨都剌对知府说:“在这灾荒年头，这几家穷苦百姓，勉强糊口都很困
难，拆迁他们的房屋并且将他们赶走，这是要置他们于死地啊，这难道是父
母官应该做的事吗?”可是知府依然不肯收回成命。恰巧这时萨都剌要护送
一批兵器到京城去，临行之前，他将家里珍藏的白金壶拿到质铺里当了100
串钱，分给了这4户人家，要他们租房子住。知府听说此事，十分惭愧，才停
止了拆迁。

有一位老妇生性横蛮，乡里人称她为悍妇，一天，她到官府控告儿子有
罪。萨都剌认真审理了这个案子，觉得她儿子并没有犯罪。因此就对老妇
说:“做母亲的贵在仁慈，你给儿子乱加罪名，难道就不后悔吗?”于是将她儿
子关进了监狱。这位老妇才泪流满面地向萨都剌叩头道:“我儿子其实无
罪，请你们原谅。”萨都剌反复教育了这个老妇，并且将她儿子放了回去。从
此，这个老妇“遂为慈母”，而她的儿子也越来越孝敬她了。

郡守有个宠奴，十分骄横狡黠，惯于扰害百姓。一次，有个百姓设宴招
待客人。这个宠奴就假借郡守的命令，要从宴席上强行带走歌妓。宠奴目
的没有达到，就向萨都剌诬告那个市民辱骂郡守，要求严办。萨都剌听了很
生气，大声斥退了宠奴。这个宠奴又到郡守面前告状，郡守勃然大怒，立即
将萨都剌召来府署责备道:“小民辱骂郡守，有人报告你，为何置之不理?”萨
都剌缓缓地回答说:“按照詈法规定，只有在被骂的官长亲耳听到，才能办骂
人者的罪，何况你是堂堂三品官，却和百姓为争一歌妓而较量是非，这件事
传出去，恐怕有碍您的官声吧!”郡守听了觉得有道理，感谢道:“你到底是个
读书明理的人，我差点冤枉了百姓。”

有一位府吏名叫张士廉，家境十分贫寒，其父兄相继去世，无钱殡葬。
萨都剌带病前去吊丧，并拿出自己的俸禄给张士谦作父兄的安葬费用。

镇江有祈求鬼神去灾致福的风俗，当时有巫人举木偶于市间，“言祸福动
人”，骗取老百姓的钱财。萨都剌严厉地打击了他们，“焚木偶于庭，毁其祠。”

萨都剌在京口任上三年，敦孝让、惩豪猾、拯贫匮、通币法、平谷价、修废
补坠，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萨都剌倾心热爱京口山水，写下了近百首赞咏
镇江风光的诗词。

“元旦”一词来源古代，非指公历新年，而是农历正月初一，亦即春节。
宋吴自牧《梦粱录》中《正月》开篇话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
年。”“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春三月为元，其时正朔元旦
之春”，以及南北朝梁人萧子云《介雅》：“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等诗文
中。元旦古称元日、元正、元长、元朔、元辰、元春、端日、上日等。从古到
今，历代诗人都为元旦抒情作诗，留下不少名篇佳作。

古代元旦宫廷有贺岁之礼，规模宏大而隆重。三国时曹植《元会》
诗：“初步元祚，古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描写了曹魏时元旦
贺岁的场面。

唐白居易《七年元日对酒五首》之二：“众老忧添岁，余衰喜入春。年开
第七秩，屈指几多人！”表达了已过60岁的诗人不惧衰老、昂首挺胸进入新
一年的风貌。

唐代另一诗人成文斡写有《元旦》诗：“戴星先捧祝尧觞，镜里堪惊两鬓
霜。好是灯前偷失笑，屠苏应不得先尝。”“戴星”，即顶着星宿，比喻晚归或
早出。“屠苏”，是元日专饮的多味药酒，古人认为饮此酒可以防病消灾。饮
此酒有个规矩，老少不能同时共饮，而是从年幼者依次而来。因为按古人
理解，每逢新年，虽然每人都要增寿，但实际上年少者得了一岁，而年长者
却失了一岁。

唐人孟浩然写了一首《回家元日》诗，云：“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
我年已强壮，无禄尚忧农。桑野犹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
年丰。”在大唐盛世，“田家占气候”，自有半年乐，而诗人“无禄尚忧农”的情
怀，则更是读书人的高尚品格。

古代元旦有贴春联的习俗。南宋诗人陆游的《己酉元旦》诗：“夜雨解残
雪，朝阳开积阴，桃符呵笔写，椒酒过花斜。”宋伯仁《岁旦》诗：“居间无贺客，
早起只如常，桃板随人换，梅花隔岁香。”诗中的“桃符”“桃板”即指春联。

当然，在古代歌咏“元日”的诗篇中，最著名的当推北宋改革家王安石
的《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
新桃换旧符。”

明代陈献章的《元旦试笔》有如一幅“乐岁图”。诗人在诗中写道：“邻
墙旋打娱宾酒，稚子齐歌乐岁诗。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晚
风何处江楼笛，吹到东溟月上时。”清新浓郁的生活气息油然而生。

清代爱国诗人张维屏的《新雷》，虽未用“元旦”“元日”等词汇，却以元
旦为题，写出人们贺岁、迎春的喜悦：“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
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一代伟人毛泽东，1930年1月写了一首

《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
山下。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欣赏这首词，犹如走入一幅壮阔的风景
画，全词淋漓酣畅，清新自然，充满了乐观、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42年董必武在重庆写了一首七律《元旦口占用柳亚子怀人韵》：“共
庆新年笑语哗，红岩士女赠梅花。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只
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陪都歌舞迎佳节，遥祝延安景物华。”欣
赏这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觉得字里行间浸透着诗人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
诚。其时抗战维艰，惟有精忠报国，方可期来日乐土安家。诗中所说的“胜
利茶”，是当时重庆商店里出售的纸包茶，意在预祝抗日胜利。以新鲜事物
为掌故入诗，可见董老对旧体诗的革新意识。

前几天，和父亲在老家收拾屋子的
时候，意外地在一个墙头角落发现一个
四方煤油灯的架子，很是惊奇，父亲准备
把它当垃圾扔了，我急忙劝阻，那可是一
个时代的记忆。

在农村土生土长的我，煤油灯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时候，每当夜幕
降临，农村家家户户都会点亮一盏盏煤
油灯，走进家门口，就能闻到一股煤油燃
烧的气味，于是就有了家的温馨。

煤油灯不一定是从集市上买回来
的，不想花钱自家就可以制作，它取材简
单。找来一个空墨水瓶，一小块牙膏皮
用剪子修剪成墨水瓶口大小的圆形片，
再在中心开一个小孔，把一小段棉芯插
入牙膏皮小孔深入到墨水瓶底部，上面
留一小部分，在墨水瓶里加上煤油，一
个煤油灯就制作好了。为了美观，方便
提着走夜路，也有的人家就用几块废弃
的玻璃划成几块，装成四方体的框架，顶
部留一个出气口，再留一块玻璃可以滑
动，方便给里面的煤油灯加油、拨动灯
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方灯”。

把煤油灯摆放在堂屋的中间，在灯

前走过路过，那剪影在墙壁上飘来晃去，
顽皮的我们也很是好奇，就把两只手结
合在一起，一会儿比照着燕子飞翔的样
子，一会儿比照着小狗犬吠的样子，像皮
影戏一样生动活泼有趣，觉得煤油灯跳
动的火焰无比神奇，堂屋里不时传来阵
阵欢笑声。

还记得，那时候我家里是磨豆腐卖
的，父亲和母亲白天的时候就把从集镇
上买回来的黄豆用石磨碾成两半，用簸
箕扬去黄豆壳，再找来一个大盆把扬干
净的豆瓣用水泡着，吃过晚饭，都没来得
及休息一下，母亲就端着泡好的豆瓣去
推磨了。父亲负责推，母亲负责添。伴
随石磨咯吱咯吱的声音，煤油灯就放在
石磨旁边的一个高处，随着父亲一前一
后地推动磨柄，身影时而被拉长时而被
缩短。偶尔，母亲由于白天的劳累，加上
添磨这个动作很枯燥乏味，昏暗的煤油
灯光忽闪忽闪的，眼皮老是往下跌，手上
的铁勺子就会与石磨接触，发出哐哐的
声响，一听到声音，一下精神又振奋起来
了。差不多到夜里十点多钟的时候，豆
瓣也磨得差不多了，紧接着就去灶房烧

水、摇浆、点豆腐，再把嫩豆腐舀出去，在
院子里用豆腐箱子压榨，整个过程，煤油
灯相依相伴。第二天天一亮，父亲就用
箩兜挑着走村串巷去卖了，也正是因为
这个行当养育了我们一大家人。

几十年前，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比较
艰苦，家里放养的母鸡下一个蛋，对于一
个家庭来说，都感觉如获至宝，要拿到街
上卖了换油盐，晚上孩子们做作业都是
用煤油灯或者桐油灯照明，在田字格的
作业本上写拼音和汉字，一不小心走了
眼就会跳格，老师经常批评这是“走上坡
路”或者“走下坡路”。我们在昏暗的灯
光下学习，头发常常被灯火烧焦发出刺
鼻的味道，不时引发一阵阵哄笑。

关于煤油灯的记忆，还有一件令人
很悲伤的往事。儿时的一个玩伴叫蒋小
友，那时他才 8岁，母亲去外婆家还没
有回来，家里就他跟两个姐姐和一个是
盲人的父亲。晚上，蒋小友不听姐姐和
父亲的安慰，坚持要等着妈妈回来才睡
觉。见弟弟怎么劝都不管用，姐姐也懒
得管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可是，不
知道是久盯着煤油灯光看的缘故还是小

友真的是疲倦了，很快他就趴在床头柜
上睡着了。不料，睡熟后蒋小友的手打
翻了煤油灯，煤油直接淋在了他的脖颈
及以下部分的衣服上，很快就燃烧起
来，等他感觉灼热的时候，哭喊着慌忙
跑去叫床上熟睡的两个姐姐，把帐子也
点燃了，两个姐姐还算理智，一个去隔
壁叫父亲起床，一个忙着去灶房打水灭
火。后来，一家人安全跑到院子里，总
算逃过了一劫，可是蒋小友却被烧伤
了，几经医治后还是留下了残疾，现在
他的下巴都是和脖颈扯着的，以至于村
里邻居都叫他“蒋疤子”。现在，他已经娶
妻生子，一家人过着平淡的生活。几十年
了，再次回忆起这件事，还是让人那么感
伤，要是那时候农村里已经拉上电线安装
上了电灯，哪会遭遇那样的不幸啊！

如今，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家家户户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煤油灯已
成为遥远的往事。家乡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
感叹时代的变迁，但在那艰苦的岁月里，
煤油灯留下的特殊香味和相关的往事却
令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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