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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 在上午参加杭高

57 届毕业 55 周年纪念活动之后，

高三（10）班校友、原省人大常委鲁

世杰盛情邀请同班同学俞文广、金

允明等 10余人到他家聚会。

鲁世杰新居坐落在滨江区钱

江湾花园、杭二中附近，环境优美、

交通便捷。 当我们来到时，鲁夫人

热情地迎上来，泡茶、切西瓜、上糖

果，笑盈盈地招待客人，让我们感

到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

大家围坐在一起，有的品着新

茶，有的吃着甜甜的西瓜。 大家对

新居赞不绝口：宽敞明亮，布局合

理，层次极佳。据说，鲁世杰原住在

市中心的“城市心境”，如今让给了

儿子，引发了大家“可怜天下父母

心”的感叹。

“请从广州远道而来的虞焕金

介绍介绍自己的情况。 ”邢纪鑫同

学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

虞焕金同学爽快地谈了毕业

以后的经历。 他说，57年考上南京

工业大学，患病休学一年，于 1963

年毕业分配至广州， 开始在科研

所，后转入省客车厂，任厂长多年，

被大家誉为“最受欢迎的厂长”。他

又说，本有机会调至交通厅，但未

去，所以属于企业退休。

“不去交通厅，失策。 ”心直口

快的邢纪鑫，评价道。

我班读工科大学的多，大部分

在工厂企业工作，而企业和事业编

制的退休待遇真是相差悬殊，这是

我们心中解不开的结啊！

“我来说说我的情况。”张怀俊

同学见机转移了话题， 对大伙说，

“去年脑中风， 几乎失去了生活的

勇气， 在家人及同学的鼓舞下，我

振作起来， 半年多来积极锻炼，与

疾病抗争，现在已能慢慢地走路了

……”在坐的同学对张怀俊同学战

胜疾病的顽强精神，十分赞赏！

魏以迈夫妇谈了退休后的旅

游生活。他夫人畅谈了坐上美国游

轮漫游韩国、 日本等国家的体验，

说：“这才是人过的生活！ ”邢纪鑫

也介绍了坐意大利游轮漫游的情

况，赞称不已。

陈忠水夫人身患重病，他积极

寻医、照料，真是尽了丈夫的责。虽

已傍晚，也赶来和同学相聚，令大

家感到老班长情谊真深啊！

徐风虎同学赠送每人一只茶

杯，过去他也送给大家一只电筒，大

家心里很受感动，可谓礼轻情意重！

晚餐在附近饭店，鲁世杰同学

为大家点菜，做的东。

餐后，拍照留念……

活动结束后，张怀俊的侄女开

车来接张怀俊，在濮家新村分别把

邢纪鑫和我送回家。

在鲁世杰新居做客

57届校友 吴增荣

1972 年 9 月 11 日，

武侠名著《鹿鼎记》在香港

报章刊完最后一节， 其作

者金庸终于封刀。他于 50

年代中期开始在《新晚报》

上试写连载武侠小说———

《书剑恩仇录》， 此后一发

不可收拾，15 年写了 14

部武侠小说， 几乎部部引

起轰动。

9 月 6 日上午，徐志摩嫡孙徐善曾、孙女徐稘从美国

回来，专程到杭高追寻了与祖父相关的文化节点，向学

校赠送了徐善曾先生设计的纪念品，然后和尚可校长及

部分教师做了交流， 并在徐志摩入校 100周年纪念石前

留念。 下午，他们赶到杭七中观看了比赛。

据徐志摩的《府中日记》记载：1911 年，徐志摩到杭

州府中（后改名为浙江省第一中学，即现在的杭高）读初

一，课后常踢球。 6 月 11 日，学校和浙江安定学堂（现在

的杭七中）约好，踢一场足球比赛。 进行到一半，两队队

员发生口角，球赛不欢而散。

去年是徐志摩到杭高读书的一百周年， 杭高第 6 届

樱花文会时， 鲁迅文学社的同学拿到徐志摩日记手稿，

把徐志摩在杭高写的日记汇编成《徐志摩府中日记》。 其

中有这场比赛的详细记录：

五月十三日（阳历六月九日）

前日徐钟琳发起与安定赛球，未向各班议妥，遽行

函告安定，约于星期日赛球，事既发表，三年级等皆咎吾

等之孟浪从事。 而安定覆书又云惟命是从，事既如此，不

得不略施预备。 当将踢球人数选齐，操场上亦稍稍布置。

闻今日安定与宗文赛球，余与周尔麟等先至

安定，云在宗文，遂从彼等往，踢一小时之

久，殊无胜负，其球之远近与吾校略等，而抢

球之勇猛实较胜焉。 返至绍先处一转。

受课细目：算数、讲经、官话。

五月十五日（阳历六月十一日）

晨五句钟即起，往操场整理。 及七局钟

后，忽安定来言，在陆军小学操场比赛。众结

束停当，即行出发，至则安定先在，一切龙门

等物皆安定为之措置。 八句钟两校各振雄

威，力决胜负。 顾操场宽阔，殊难攻击，而安

定于危急之际屡施其无耻手段， 殊属可鄙。

至第一次复赛，周麟振与彼始则口角，继将

用武，此个人之交涉，自应在场者相为排解。

讵安定局外之人群有汹汹之势，于是我校人

众亦不复相让，几以赛球场为争斗场。 嗣经

各校学生立为劝止， 而吾校学生感愤彼无

礼， 遂行中止。 此浙江第一中学与安定学校赛球之结果

也。 ……

于是两校老师在几年前就开始讨论， 能不能踢一场

球，为徐志摩弥补这个百年遗憾。

15：00， 杭高 22名校足球队队员， 穿着红色球衣出

发。一群高二、高三的小伙子，劲头十足。杭七中门口的大

屏幕写着：安定 - 七中滋育茅盾文豪，府中 -

杭高厚养志摩诗杰， 预祝两校足球友谊赛圆

满成功。 穿着蓝色队服的杭七中 22名队员也

已整装待发。

16:20，哨声一响，徐善曾为球赛开了球，

双方队员遂展开攻势。 杭七中主场作战，底气

很足，杭高队员有些放不开，处于被动地位。

开场十分钟，杭七中攻进一球，之后，杭高被

激起斗志，连进两球，扭转局面。 中场休息后，

操场上红蓝身影交织，进攻激烈。 比赛结束前

10 分钟，杭七中再进一球，比分锁定 2∶2，友

好结束， 也弥补了 100 年前徐志摩那场球未

踢完的遗憾。

（据都市快报 2012年9月7日A19报道整理）

徐志摩嫡孙徐善曾访问杭高

并弥补祖父百年遗憾

徐善曾（右 2）、徐稘（右 1）向学校赠送他们亲自设计的徐志

摩系列纪念品

徐善曾、徐稘与我校教师李军良、汤沛、高利等

在徐志摩入校 100周年纪念石前留念

徐善曾、徐稘和杭高足球队合影

（上接第 3版）

“新民主同志会”成

立以后， 组织内只有李

薰山、 陈炳基两人已经

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

员。 因此，李苍降、林如

堉和李登辉三人， 在李

薰山的带领下申请加入

中国共产党。 经过中共

台湾工作委员会的初步

审核，认为包括李苍降、

林如堉、 李登辉在内的

“新民主同志会” 成员，

多半是抗日活跃分子或

高级知识分子， 党很快

就批准了他们的入党申

请。

一九四八年二月

间， 李薰山传达了上级

的指示。 他说， 组织交

代，那年的“二二八”周

年活动中， 要每一个分

支党部交出一篇文章，

题为《纪念“二二八”告

台湾同胞书》，准备以中

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

名义向台湾人民散发。

由于在筹划“二二

八”周年活动时，未采纳

李登辉的文章和他的主

意， 导致李登辉满腹怨

尤。 再加上李登辉自恃

太高，平素瞧不起“新民

主同志会” 里头的其他

同志。例如李苍降、陈炳

基年纪上要比李登辉小

几岁， 那时的学历也只

有中学水平， 而李登辉

自认是留日归来， 纵使

尚无大学文凭， 毕竟是

喝过洋墨水了， 和李苍

降、陈炳基在一块儿，等

于是贬低了自己的身

价； 何况同志们的年纪

上， 李登辉只比李薰山

小一岁， 其他的人都算

是他的小老弟。 不采纳

他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也

就罢了， 居然连文章都

不被采用， 怎不教他引

以为毕生奇耻大辱，难

以咽下这口气。

李登辉在“新民主同

志会”内曾经高傲地说，

马克思的 《唯物辩证

法》、《资本论》这些共产

主义理论著作， 组织内

谁读得比我通？ 李登辉

告诉友人， 早在入党以

前， 就已经读遍了马克

思的著作， 大家既然不

听从我的意见， 那我干

脆与尔等划清界限好

了！

据当时的负责人徐

懋德说， 李登辉说明自

己想脱党的原因， 是因

为自觉并不适合党组织

的活动。 因为自己是学

经济学的， 喜欢从学术

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

著作， 并不是真正喜欢

参加共产党。 据徐懋德

事后向同志表示， 基于

尊重其个人意愿， 徐懋

德未便多加勉强。 但既

然已经参加过党组织活

动，对党的内部机密，想

必亦多有所涉入， 在国

民党军警侦骑密布，查

缉共产党无所不用其极

的此刻， 徐懋德取得李

登辉的口头承诺， 对共

产党和“新民主同志会”

的一切事务均绝对保守

机密， 日后并不得相互

攻击，以维持同志情分。

李登辉脱党后不

久， 国民党政府开始大

肆搜捕潜伏在全岛的共

产党人。但是，令人震惊

的是“新民主同志会”

（当时已改名“台湾人民

解放同盟”）竟是所有中

共在台湾组织中最早被

国民党政府当局破获的

党组织。 虽然徐懋德通

过管道， 向同志会发出

紧急命令， 要他们立刻

离开台湾， 但李苍降还

是被国民党抓获， 被执

行枪决。

音乐舞台剧首演：

杭高学生穿越百年对话李叔同

1912 年秋， 当李叔同跨进浙江两级师范

学校（1913 年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杭高前身）执教音乐和美术课时，也许不会想

到，100 年后， 有两位杭高学生会在虎跑扮演

自己———今年浙江省高考文科裸分第一名姜

动和他的同桌杜宇卉， 他们都是鲁迅文学社

成员。

“长亭外，古道边……”悠扬歌声穿透满目

苍翠，绕转围廊飞檐，2012 年 7 月 12 日，杭州

虎跑公园最新排的一出音乐舞台剧《走近李叔

同》在园内弘一法师纪念馆前拉开序幕。

《走近李叔同》是杭州西湖景区的第一部

西湖名人音乐舞台剧，是纪念李叔同弘一法师

圆寂 7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此剧通过对李叔

同原创的 45 诗词、歌赋等加以歌舞、解说，展

示李叔同一生中的几个片段———童年、 青年、

留学、任教、出家。

鲁迅文学社外联部部长杜宇卉反串演出

童年片段，活泼顽皮。 文学社网络部部长姜动

演出青年片段， 一出场就是一位翩翩佳公子，

目光炯炯，看起来十分自信……现场近百位观

众几乎都将姜动当做明星， 有啧啧赞叹的，有

要求合影的， 也有人

质疑： 你不担心有人

借你“状元”的名头炒

作吗？

“李先生是全才，

殿堂级人物， 我能出

演他这个角色， 荣幸

之至， 不会想那么

多。 ”姜动坦然微笑，

他说自己表演时，“最

难演的是李叔同得知

母亲逝去的噩耗时，

如何表现那种情绪的

强烈变化。 ”

如今的杭州高级中学就是当年李叔同执

教六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2 年

秋，李叔同应时任校长经亨颐的邀请，担任音

乐和美术课老师。 在校期间，李先生首开人体

写生教育之先河， 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早的艺

术教育校刊《白阳》，创作了中国近代最早的

合唱曲《春游》，培养了潘天寿、刘质平、丰子

恺、吴梦非、曹聚仁等诸多现当代史上影响深

远的艺术家、社会活动家。

姜动说，杭高校园那座建于 1906年的老房

子“一进”，二楼东面是李叔同曾经的宿舍，“高

一，我们上校史课程，就开始了解他。 不同的时

间，他与我们在同一个空间。 而时间，刚好相差

100年。 ”

杭高校长尚可说过：“现在的重高很尴尬，

在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中摇摆。 我们要提倡全

人教育，不仅带领孩子到大学门口，还要带他

们到达理想的远方。 ”

其实关于这一点，100 年前的李叔同就曾

经身体力行。有一次，一个学生丢了毛衣，李叔

同认为，须相信“拿错”毛衣的孩子会自行归

还，要给孩子有改错的机会，并为表信任，决定

以生命为担保，宣布绝食，直至毛衣出现。第三

日放学后，毛衣果然归来，还多了

一封匿名道歉兼感谢信……

“那种人格教育精神和那份

包含宽容的师德正是我们杭高老

师在秉承和发扬的。”校办主任李

军良说，“给孩子有改错的机会 ,

不仅仅是李叔同当时的做法，更

是对现行教育的一种提示。 决定

以生命为担保, 表明李叔同不是

个疯子， 而是一位能够担当的大

师。 ”

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结合，

才有健康阳光的学生们。看

起来，姜动蛮有点往“全才”

奔走的趋势：不但是高考状元，还是钢琴

9级、写得一手好字、排球高手、杭高鲁迅

文学社网络部部长、主持辩论口才皆佳、

爱好 K歌、还曾尝试填词……

（据《钱江晚报》）2012 年 7 月 13 日

报道整理）

长亭外 古道边：

纪念李叔同诗歌朗诵会

9月 17日，我校鲁迅文学社受杭州

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馆邀请， 和徐正伦、

胡国枢、王用钧等李叔同研究专家，在虎跑饮源

堂举办了“纪念李叔同来杭高执教 100 周年 &

弘一法师圆寂 70周年诗歌朗诵会”， 以诗歌传

情，共同缅怀大师。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鲁迅

文学社成员潘锦捷、陈默、何洁璐为大家朗诵

了李叔同弘一大师的《送别》、《西湖》、《春游》、

《忆儿时》等诗歌佳作。 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

理处六和乐坊则以古筝、琵琶等为其配乐。 民

乐古诗， 再加上虎跑茶室古典的装修风格，听

众都沉浸在大师的诗歌带来的古典意境里。 李

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馆与我校是第二课堂友好

共建单位，此次诗歌朗诵会的合作，为弘扬李

叔同弘一法师深厚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人格

魅力再添鲜亮一笔。

朗诵会之前，文学社还聆听了李叔同弘一

法师的研究者张子华先生《李叔同人格精神》

的精彩讲座。 作为感谢，文学社向张先生赠送

了《百年杭高》作为纪念；纪念馆方面也回赠给

同学们精美的纪念品。

另，9 月 15 日下午， 鲁迅文学社部分社员

还受纪念馆邀请到龙井茶室彩排、品茗。 文学

社也借此机会在龙井召开了新学期文学社的

商谈工作会议，并游览了龙井八景。

（据鲁迅文学社活动报道整理）

人间高处 佛国丰碑

纪念李叔同来杭高任教 100 周年暨弘一法师圆寂 70 周年系列活动深度报道（1）

姜动出演青年李叔同

杜宇卉（左 1）出演童年李叔同

鲁迅文学社潘锦捷、陈默、何洁璐（右起）在朗

诵李叔同诗歌

【编者按】 今年适逢李叔同先生来杭高

执教 100 周年及弘一法师圆寂 70 周年纪

念，作为第二课堂的共建单位，学校和杭州

虎跑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馆深度合作，并联

合浙江省美术馆共同纪念这位为人世、为佛

国，为教育、为宗教、为艺术贡献无尽思想和

艺术珍宝的伟人。 活动从 7 月一直延续到

10 月，主要有纪念大师的“我心·我莲”碗莲

展、音乐舞台剧《走进李叔同》的首演、纪念

李叔同诗歌朗诵会、李叔同《断食日志》的首

发、6 地共祭弘一法师并为舍利塔培土以及

李叔同书法艺术展等活动。下面我们就精选

活动部分内容，以飨校友并缅怀大师。 10 月

份的活动我们下期将继续报道。

甲

乙

金庸封刀 40年

图 片 新 闻

1920 年弘一大师赴新城（今浙江富阳新

登）前书赠夏丏尊“珍重”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