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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学院前身是创建于1950年的皖北
滁州师范学校，1951年至1952年，曾迁往定
远县炉桥镇私立玿舟中学办学。正是在玿
舟中学的办学经历，赋予滁州学院红色基因
的精神内核。本文追述师范西迁历史，重温
玿舟英雄事迹，以期大力弘扬英烈精神，铭
记历史，激励后人，使红色基因在滁州学院
代代相传。

不忘玿舟情

玿舟中学为私立性质，创办于1947年，
玿舟中学的“玿舟”，即指革命斗士、抗日英
雄方玿舟。

1947 年 12 月 26 日，定远县政府向安徽
省教育厅呈送《关于定远县私立玿舟中学董
事会立案表件问题的代电》：“为普及教育暨
纪念革命先烈方玿舟先生，筹设安徽省定远
县私立玿舟中学一所，呈奉安徽省政府教中
一字第一一七号电准在案，旋经该县旅外同
乡胡锡畴、吴授廷、凌铁庵等共一百余人为
发起人，开始筹备募集基金”，准备成立董事
会。筹建玿舟中学的发起人多是与方玿舟
一起参加革命的爱国进步人士，为纪念牺牲
的革命战友，以烈士名为校名，把传承烈士
精神作为学校的使命。玿舟中学成立后，合
肥大李集人李秉天任校长。校址在大寺巷
内，有校舍25间。

1948 年 8 月 8 日，《皖北日报》第 3 版以
《玿舟中学备案获准》为题报道了玿舟中学
办学情况：“私立玿舟中学自开办以来，以教
师优良，办理完善，成绩卓著，有口皆碑。”由
于办学声誉良好，玿舟中学积极筹增新校
舍，于 1948 年秋季学期招录初一新生 150
名，初二插班生若干名。

1948 年 10 月 26 日，玿舟中学向安徽省
教育厅报送《关于报告私立玿舟初级中学招
生开学日期问题的代电》（玿校字第5号），报
告学校于1947年8月14日考录新生两个班，
9月1日开学上课。

1949 年 2 月，炉桥解放，玿舟中学改由
地方办学，校名改为炉桥中学。

回望西迁路

1950 年 9 月，皖北滁州师范学校开学，
校长为杨汉章，副校长为沈长缨。第一批招
收两个三年制高级师范班，学生87人。1950
学年度第一学期结束时，实际学生数73人。
当时无固定办学场所，临时校址设在原滁州

中学校内（今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区东
侧），借用滁州中学房屋为校舍，校具也是借
用。1951年春，兼办小教在职轮训班一个班，
同时又添设附小7个班，后又增加了初级师
范办学。由于滁州中学也在扩大发展，师范
已不适应在临时校址办学，必须迁让出去。

自建校后到1951年的一年时间里，考虑
到校址问题，师范先后与凤阳及滁县农场接
洽，准备迁移，但因两处分别为学校及治淮
训练班使用，未能成功。1951年暑假，又考
虑在滁城内购买民房，因对方要价过高，同
时改造修理也需要时间，担心不能按时完工
影响新学期开学，也未能成交。在多种因素
影响下，寻找新校址的任务摆在时任专区文
教科长兼校长杨汉章面前。

杨汉章是定远人，父亲杨静轩是私塾老
师，他对定远炉桥镇比较熟悉。

明清时期的定远交通发达，境内的炉桥
镇亦作“北炉桥镇”，相传曹操曾建南北炉铸
造兵器，北炉即建于此。因炉旁河上有桥而
称为“北炉桥”，简称“炉桥”。独特的地理位
置，使得炉桥自古即为交通要冲，直到现在
仍是淮南铁路上的一个火车站。

炉桥历来重视文化和教育，康熙年间在
此设立冶溪书院，以方浚颐、方浚师和方浚
益为代表的“定文章”也开创于此，文风鼎
盛。杨汉章认为，炉桥地处淮南铁路交通线
上，交通便利，距离行署较近便于领导。炉
桥周围九十里半径内，没有中等学校，更没
有师范学校，生源较多。在校舍方面，玿舟
中学东面有公祠，对面有地主房屋，北面广
场可以新建校舍，颇有发展前途，适合办
学。不过，师范同时也认识到，迁往炉桥办
学存在一些缺点：如炉桥地理位置偏西，不
能普遍照顾全专区学生入学；私立玿舟中学
年久失修；炉桥镇瓦工木工很少，购买建筑
材料困难；书报杂志供应不便等。

在办学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杨汉章提议
将学校迁至定远县炉桥镇已停办的私立玿
舟中学内，将校舍稍加修理后可以勉强开
学，不致影响新学期上课。1951年暑假，《皖
北滁州师范学校1951年下半年迁校计划》提
出，一是抓紧修建工作，争取在9月15日初
步完成，以便上课。未完成部分日后一边上
课一边修建；二是建立师范与地方关系，划
炉桥小学7个班为实验小学；三是在滁县、炉
桥、凤阳三处分别招生，在9月20日以前完
成；四是通过迁校建设，进行思想教育，发扬
劳动观点与克服困难精神，发挥创造性、积
极性；五是抓紧团员教员，发挥组织作用，通
过搞好迁校建校工作，巩固与发展团在学生
和群众中的作用。

1951年秋，师范迁入炉桥镇私立玿舟中
学内。由于该校只有几间教室，面积约400
平方米，也不能满足办学需要。除修整翻造
旧屋，又在附近的炉桥小学内加建新草屋27
间，作为办公、教学、住宿、后勤用房。班级
增加高级师范、初级师范及轮训班各1个班，
学生205人，校舍勉强够用。据《炉桥镇志》
记载，“1951年-1952年，炉桥小学一部分改
为滁州师范实验小学，仍在原校址。炉桥小
学迁往南街……滁州师范及实验小学迁回
滁州，炉桥小学由南街迁回原址。”9 月 17
日，师范在西迁后正式上课。

1952 年春季，又增加中级师训班 1 个
班，合计5个班。在这种情况下，校舍仍然不
够使用。于是，将高级师范两个班并为一个
班，多出教室一所，又向地方借草屋十间作
为寝室之用，但是教学设备、物理仪器和化
学药品仍然非常紧缺。《皖北滁州师范学校
1952年发展计划》提出，计划同地方政府商
量，将学校左邻有四进的许家祠堂内四五家
许姓居民迁出，拨给安家费予以适当照顾，
将祠堂收回搭建房屋，解决图书仪器等教学
用房困难。将男生宿舍腾出来作礼堂使
用。初步解决西迁后的问题。

1952年秋季，师范按照公署指示，迁回
滁县，在滁县南门外建立新校舍，即今滁州
学院琅琊校区原师范办公楼西侧区域。

铸魂育新人

虽然滁州学院在玿舟中学的办学时间
较短，但是方玿舟一生战功无数，为了国家
鞠躬尽瘁，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
的精神在滁州学院校史中留下的宝贵财富，
值得所有人铭记。

近年来，滁州学院依托丰富的红色教育
资源，深入挖掘红色历史，有效发挥红色文
化的铸魂育人功能。立足“红色课堂”，坚持
把红色文化教育作为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
的聚焦点，将红色文化深度融入课堂教学，
发挥主渠道育人作用。丰富“红色实践”，组
织学生实地参观革命遗迹、走访历史人物，
组建红色文化调研团、公益讲解团，发挥实
践育人作用。打造“红色校园”，把红色文化
渗透到校园的各个角落，开展“艺”心向党活
动以艺术之美传承党史之光，发挥环境育人
作用。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铭记先烈，
致敬英雄！唯有不忘初心，让红色基因在大
学校园永续传承，方可铭记历史，告慰先辈，
续写先烈荣光！

知道橡树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因为舒婷的
《致橡树》；知道橡树，还因为电影、小说里法国
葡萄庄园神秘幽深的酒窖，那一桶桶盛藏着年
份的葡萄酒，典雅华贵，那桶叫橡木桶；后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英国之所以能在四百年
前开始称霸海上，进而称霸全球，是因为他们
有着巨无霸战舰，坚固耐腐，且冲撞力极强，这
种战舰是由橡木打造，由此，他们海军军歌就
叫《橡树之心》……又有说橡树是世界上最大
的开花植物。缘此，橡树在我的印象中一直遥
远而高贵。

知道滁州的橡树是去年年底的事，厘清滁
州的橡树与那些诗歌、那些神秘、那些传奇同
出一脉，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其实，对滁州橡树的关注，早在十五年前，
只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关注的起
因缘于对历史上“滁州炭”的好奇。

王禹偁是琅琊山醉翁亭二贤堂主人之一，
另一位是欧阳修，千年以来，一直享受滁州人
的祭拜。他早于欧阳修五十年被贬来滁，他的
文章、道德、政绩都被欧阳修视为模范的榜
样。王禹偁在滁州的时候，曾上书朝廷，要求
把每年滁州输送到饶州（今鄱阳县）的炭，改为
输送贵池（今池州市），省却州民几百里劳役之
苦。这些滁州炭是朝廷用来冶铜铸钱的，早在
南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古时，滁州每到新年的时候，除了迎新灶、
焚天钱、烧松盆、放炮竹之外，还会在门边放立
用彩纸束起来的木炭，叫“将军炭”，用作辟邪。

位于江淮分水岭上的滁州，多山岗阜丘，
安山岩、玄武岩、紫砂岩，尤其是岭脊上的角斑
岩非常适宜一种叫麻栎树的树木生长。麻栎，
在古代是国家重器，象征着吉祥长寿。皇帝祭
天的献祭坛就是麻栎木制成的。《旧唐书》上，
在唐太宗“本纪”里有滁州两次“野蚕成茧”的

记载，野蚕吃的就是麻栎叶。麻栎是公认的烧
炭最好的基材，宋代阮阅《诗话总龟》有云：“栎
树……伐为薪，锻为炭，其力倍于常木。”滁州
的炭，就是麻栎炭。滁州出好炭，历史逾千年。

一千多年来，麻栎遍布滁州的山峦丘岗，
滁州的野蚕簌簌不绝，滁州的炭火炎炎不息。
在清宣统二年（1910），《安徽劝办柞蚕案》序指
出，中国山蚕见于唐宋各史，并详细介绍了南
谯、凤阳一带广泛种植麻栎放养柞蚕缫丝出口
的盛况。有清一代，作为皖东麻栎的核心产区
施集，一直是栎炭、苎麻、茶叶交易的市场。甚
至到了 1978 年，全国柞蚕教材编写会议也是
在当时的滁县地区召开的。

今天继承和光大麻栎产业的代表人物是
南谯区的杜昌春先生，我曾在他的办公室里看
到用麻栎烧制的断面如菊花的“菊花炭”，还有
相击作磬音的“金钢炭”，都是出口到日韩的高
端炭品。据宋代陶榖《清异录》载，“金刚炭”，
唐宋五代时即有。这些是日韩茶道必不可少
的清供。制炭的副产品木醋液，是一种经济价
值很高，用途十分广泛的有机原料。南谯区因
为拥有“麻栎育苗造林”和“炭用林培育”两个
国家标准，以及35万亩的人工林面积，获“中
国麻栎之乡”称号。

浙江的庆元县被公认为世界人工培育香
菇的发祥地，今天的庆元人也到南谯区投资开
发种植麻栎香菇，因为麻栎又是培育香菇的最
好材料。

因为职业习惯的养成，更因为对自然的热
爱，这么多年，我几乎跑遍了皖东的山山岭岭。

有一年的秋天，我去野外寻访秋色的时
候，无意中在白米山东坡的一个池塘边发现十
多株高大、挺拔、壮硕的树，除了枝干的粗而
直，它们的叶子也非常有特点，在时间的零落
中缓慢而有序，地面上已经铺满厚厚一层栗色

方 玿 舟（1867-1940），原

名方璧，定远县炉桥镇人，家族

曾富甲一方。

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后，

在当时兴办新式学堂思想的影

响下，方玿舟与王龙亭、张润斋

等在炉桥创办了储材学堂，宣

传新文化、新思想，于 1907 年

加入同盟会。抗日战争爆发

后，方玿舟痛山河之破碎，愤桑

梓之频危，于抗日战争风起云

涌之际，乃以古稀之年召集淮

上健儿成立一支农民抗日队

伍，亲率武装民众数千人，多次

重 创 日 军 ，被 日 军 称 为“ 铁

人”。在 1938 年 2 月下旬到 6

月初的 3 个月时间内，方玿舟

组织规模较大的激战就有进占

小唐家圩、洪山口遭遇战等 8

次之多。其中池淮阻击战为徐

州会战赢得宝贵时间，发挥了

重要作用。

《新华日报》1938年4月17

日第4版《皖北红枪会的战绩》

报道了方玿舟与中国共产党淮

南抗日根据地联合抗日的情

况 ：“ 凤 阳 定 远 两 县 红 枪 会

2000 余人由方玿舟率领。率

领定远凤阳两县 2000 多红枪

会会众抗战，越至津浦线以东，

绕向敌人背后，与我军取夹击

之势，凤阳及附近各据点之残

敌，已陷我大包围中。”

1940 年春，方玿舟任安徽

省赈济会常务委员，被派往凤

阳、定远等县监放急赈。在凤

阳缷甲店银杏山庄办理账务

过程中，被敌匪军绑至麦田内

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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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叶，枝干上的叶仍在浅黄深红地招摇，在蓝
天远山的映衬下，仙风道骨。我把它视作皖东
和银杏、枫叶、乌桕并肩的秋色“四君子”，但木
盲花盲的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名字。第三年秋
天，我再去拍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个放羊的山
民，近前相询，他回答说：“麻栎。”我这才知道
麻栎原来可以如此丰伟，而不仅仅是平常看到
的只有手臂粗细的栎炭体格。

我这才反应过来，老嘉山里那些形容一
致、体势壮伟的树，大柳草场边那些连接成片、
绵密高阔的林，竟然都是麻栎啊。

据称，在所有的树种中，麻栎发挥的生态
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是最好的。一回，我
问老岱山里几位正在坡地上为花生除草的村
民，背后那座树木蓊郁的山叫啥名。老乡说：

“叫小山寺。”我问：“山上都是麻栎吗？”他答
是。我再问：“麻栎有啥用？”他回答：“烧炭耐
烧、烟少；打家具是好料，粗壮结实，以前大户
人家才有。”

我以为作为景观林，麻栎也算得上是最
棒的，尤其是大柳草场边的麻栎林。记得十
几年前的秋天，《滁州日报》一位分管副刊的
副总组织几位作者去大柳草场、城郊滁菊园
采风。正值雁高水寒、木凋草枯的时节，大柳
草场的腹部有一个S水湾，惶惶枯草，历历寒
树，隔水相照。脑海忽然浮现的是元代倪瓒
汀渚冷水、萧瑟寒林的画境，他的画总让人旷
远凄清，似是“世间寒”。围绕在草场周边的
树木，除了松树，都脱下春夏的装束，铺在了
地上，深褐色的叶子厚得像棉被，走在上面，
沙沙作响，卧倒其上，顿觉云天近我，日光洒
金。暖的林色，暖的叶声，暖的地身，这分明
又是沈周画意里的“人间暖”了。此刻，无论
是盘腿坐，还是席地卧，三五好友对谈魏晋、
民国间事，快意何极。只是那个时候我还不

知道这些树木就是麻栎林。
这么多年来，大柳草场是我来过最多的地

方。在知道这就是麻栎林之后，我来得更勤，
甚至去定远，也宁愿绕道江淮分水岭彩虹路，
为的就是这片草肥木茂的独特之境。东风鱼
鸟，落日牛羊，一直是这里最经典，最天然的农
耕画面。

天晴听鸟鸣枝头，雨天听雨打密叶，大概
是麻栎林间最美的事了。一回和朋友做山野
之游，我问他知道滁州的麻栎林吧？他说，当
然知道；我问，知道滁州的橡树林吗？他说，没
听说过，滁州怎么可能有橡树？他和我一样，
潜意识里觉得橡树应该生长在遥远云上。

到这里一处麻栎长廊的时候，忽然下起雨
来，风劲雨急，于是赶紧驻车林间。这是久旱
天燥后的一场及时雨，闷热的天气，瞬间清
凉。此时，安心静气听雨打车棚，雨打栎叶，不
啻梵呗天音。这样天、地、人合一的世界，足够
装订出一部单曲循环的音碟，在记忆里永久回
放。地面的雨水很快形成一道道激流，相互联
络着，呼啸而去；咫尺之远的大柳草场，被雨水
洗刷得翠碧如新，像一个巨大的海绵，吸音、吸
水，以极柔化刚猛。这里，草场和栎林，真是妙
手缔造的刚柔相谐的一对璧人。

风停雨住，我指着一片又一片麻栎林说：
“这就是橡树。”朋友立即睁大了眼睛：“这就是
橡树？不可能！”我指着景观道边树立的“橡树
林”牌子说，有此为证。朋友还是不信，一边手
机拍照识别，一边向林业界的朋友求证。

在滁州，除了天然橡树林之外，还有人工
橡树林 60 万亩，为全国之最。其经济价值巨
大，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无法估量。

滁州人，何其有幸。从此，寻访皖东的橡
树地图，是我最大的喜好，而橡树林间听雨，则
是我洗脱尘鞅的清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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