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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学校搬进了投资近2亿元的新校舍，
现代化教学楼、标准化操场，这个位于慈溪最东边的
农村初中，依旧散发着爱国的气息，激励着凤中教师
爱岗敬业。

在学习方面，凤中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每个
凤中学子严格要求自己，时刻牢记校训“努力造就
实力 态度决定一切”。

现任校长黄萍萍告诉记者，因为现在的凤中，由
当地小学直升，有六成左右是新慈溪人，这也就是新
时代的凤中文化建设中除了“红文化”“诚文化”外，
新增的“容文化”。学会包容，相互尊敬，有一个良好
的学习氛围。当然这也源于凤中优良的校风、师风和
学风，得益于凤中的红色血脉。

据了解，每位来到凤中的师生，他们的第一课
就是学习校史，参观校史室是保留节目。学校史、听
校史、说校史、看校史，还有校史知识竞赛，从一系
列活动中，让学生更加了解学校历史，践行凤中精
神。七（4）班的王梦佳同学说：“校史也是一部革命
史，听了凤中校友的故事，更加为自己是学校的一
分子而自豪，为有这样的母校而感到骄傲。”

“灰”下藏“红”播下革命火种
抗战时期仅存在一年两个月的凤湖中学
深深造就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师生

“沙老师，欢迎您
回家！”4月14日，久违
的阳光洒在慈溪市凤
湖中学校园里，已是耄
耋之年的原凤湖中学
校长沙俭受邀参加“聆
听凤湖校史，传承红色
文化”主题教育活动，
为七年级的373位孩子
们讲讲凤中的悠悠校
史。

还没走进场馆，沙
俭就听到里面传来一
阵悠扬歌声，“这是我
们凤中的校歌！”久违
的旋律，一下子勾起了
他的回忆。

“1941年日寇在浙江发动宁绍战役，
浙东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中，学校大量解散
或奴化教育，到了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
……”回忆就像被打开的水龙头，在沙校长
的讲述中缓缓流淌出来。

1942年，浙东大片土地沦陷，大部分
中学解散或内迁。在沦陷区的部分中学，日
寇强制进行奴化教育，大批青年不愿接受，
失学问题严重。8月，在慈镇县工委倡议
下，一所披着“灰色”外衣的学校在镇北龙
山应运而生。

当时的凤湖中学，表面上是一所民办
初中，实际上跳动的是一颗“爱国心”，学校
内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在教学内容上除
了数学、物理、化学等基本文化课外，语文、

史地都充实了新的内容。同时对学生进行
全面系统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学
生自治会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各种抗日爱国活动。

由于办学卓有成效，慈东、慈北、姚北、
奉化、定海，甚至敌伪军据点中都有青少年
来上学，从一开始的74人，到第三学期人
数增至170余人。

这些热血少年们白天上课，晚上或星
期天便会加入抗日宣传活动，有时还与龙
山区几个小学联合行动，到范市、庄黄、田
央黄一带演出。

当遇到三五支队打了胜仗，举行军民
联欢活动，学校还会设法组织同学们推派
代表前往慰劳或参加演出。

1943年10月，伪军姚华康部包围凤湖
中学，勒令学校迁到他盘踞的澥浦附近。无
奈，学校西迁实行流动办学。11月25日，凤
中被迫解散。

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蔡彦博同学在
革命教育熏陶下，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
党，不久，他改名蔡辛，参加了新四军浙东
纵队。

沙俭讲到，一年零两个月，抗战时期凤
湖中学的历史是短暂的，可是，它聚是一团
火，散是满天星。这座革命熔炉的光和热，
深深造就和影响了这一批师生的人生道
路。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新四军浙
东纵队和地方干部奉命北撤，凤中师生经
受了远离家乡，水土不服以及物质条件极
为困难和战火艰险的种种考验，30多人随
军北撤。在江苏省涟水整编时，浙东纵队编
为新四军一纵三旅。

全国解放后，上世纪50年代初，全党
面临着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艰巨任
务。当时，凤中同学大都是20到25岁的年
龄，风华正茂。他们又北上胶济线经历文
祖、青州战斗。南下参加宿北战役、峄（县）
西的枣庄、齐村、郭里集三战等，各地都有
凤中学子的身影。

转眼，时间来到 1986 年 9月，经慈溪县府批
准，学校原址复校。这一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
龙山炸开，校友们、村民们纷纷奔走相告。10月25
日，学校举行了盛大的复校典礼。

老校友43年后重逢，筹备小组组长王雅根、原
凤中校长郑芳华、名誉校长乐子型、校友代表虞顺
徵、新凤中首任校长郑志达先后在大会上发言，还有
时任浙江省省长薛驹同志为学校题写了校名。

说起这段亲历的过往，沙俭激动起来：“当天，新
凤中的同学们盛装，迎接阔别母校43年的校友回
归。校门口围满了村民，他们也想过来看看从全国各
地赶来的凤中佼佼者，大家见面抱在一起又是唱又
是跳，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典礼最后，校友们在凤中校园里种上两颗龙
柏，向母校赠送了《革命熔炉》横幅。这两颗龙柏现
在还在那里，历经风雨沧桑，依旧苍劲有力。

凤中，是一座革命熔炉，是一个撒播革命种子
的苗圃，在她短暂的一年零两个月，为三北地区的
抗日救国事业，培养输送了一批青年干部。复校后
的凤中师生继承和发扬了凤中革命传统，勤奋教
学，把凤中办成一所不负众望的高质量的学校。

复校第二年，这所小规模的农村初中就拿下了
当地统考总分第一、运动会总分第二的好成绩。如
果你说起自己是凤中学子，必会吸引周围村民羡慕
的目光。

红色根脉代代相传，后来龙场中学、雁门中学
相继并入，学校由巩院旧址再迁新址，办学规模逐
渐扩大。1997年 9月，旧址成为了“凤中校史陈列
室”，现在的龙山镇龙升小学。

因抗战而生的红色中学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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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校典礼举行
红色的心又开始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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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凤湖中学原址复校时，时任浙江省省长薛驹
为学校题写校牌。 学校供图

原凤湖中学校长沙俭受邀参加“聆听凤湖校
史，传承红色文化”主题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