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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卢珍珍文/摄
琳山农校旧址，位于临海市白水洋镇店前村。它由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
洗，于民国期间创办，现为临海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
学校。

琳山农校有一首校歌，第一句就是：“我来琳山，
且工且读，心手并劳，革除陋俗。”这是朱洗先生办学
的初衷。

不仅如此，这里活跃的进步思想，使其成为浙东、浙
南游击队的重要联络点之一。学校师生还建立了知识青
年联合会，宣传革命理论，扩充革命队伍。

举家办学

夏天的琳山，树木成荫，虫鸣鸟叫。
临海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学校内，你眼睛所到达

的地方，都留有时代的印记。可能是朱洗楼斑驳的墙壁，
可能是祝公殿大殿上的校训，也可能是朱洗亲手栽培的
一棵紫薇……

朱洗，1900 年出生，临海市白水洋镇店前村人。
1932年，朱洗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任广州中山大学
教授。

寒假期间，他回到阔别13年的家乡。贫穷、落后，看
到家乡白水洋的境况，这个年轻人萌生了“开启民智，洗

刷愚昧，培养人才，建设家乡”的宏愿。
1933年，朱洗在店前村祠堂创办小学，自任校长，

并带头授课。
因为有大博士办“洋小学”的声望，学校学生迅速增

加。店前村和周边村落都十分支持，将朱氏共用的琳山
墓地献出，改佛殿、祠堂作课堂。

1938 年 ，朱 洗 用 自 己《科 学 的 生 老 病 死 观》
《动物学》两本书的稿费和版权收入增办高小，自
此有了琳山小学、琳山农校和初中部三位一体的
琳山学校。

朱洗回广州后，把学校交托给三弟朱玉成管理，
自己则把大部分工资和稿费寄回，作为外来教师的薪
水开支。

为了解决办学经费的来源问题，朱洗甚至举家办学。
一次，朱洗把一家人叫来说：“现在琳山经费很困

难，我也无法出钱资助，我希望全家人都出力，我们一定
把琳山学校办好。”他动员弟媳、堂兄弟等义务帮助办
学，分文不取。

琳山学校的很多老师开始效仿朱洗，“如吴荣政先
生以校为家，在琳山十数年，青菜淡饭，旧衣旧裤，非常
节约，把积存下来的薪水（学米）存在学校，救济一些经
济困难的同学。”琳山学校的学生胡庆邦在《回忆朱洗校
长》写道。

心手同工

在朱洗纪念馆里，保留了琳山学校不同时期的校
徽。它们沿用了朱洗最初的设计，用心、手、工三字构成
圆状图案，表示“心手同工”。

琳山学校重视心手并劳。学校规定从小学四年
级开始，每天都有一小时的生产劳动，从小培养学生
劳动习惯。“每班还有专管的劳动场地和劳务内容，
使学生利用课内和课余时间学会全套生产管理技
术。”胡庆邦写道。

“农校毕业生和琳山青年教师，既懂得农业理论知
识，又能自己种田、种果树。他们既会当农业技术员、当
农民，又会当教师。”琳山教师陈松泠在《朱洗先生的教
育思想在琳山》一文中如此写道。

朱洗身体力行，亲自与师生一起每天垦荒，开山辟

路，种植各种作物果木、蔬菜等，自己动手打泥墙盖房
子，建设小植物园、标本室。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琳山这座小山早已道路纵横，
果木成林，房舍错落，书声朗朗。

时光荏苒，走在校区内，树影斑驳。“这是朱洗先生
手植的紫薇，浙江古树名木 1号树种。山上还有朱光玉
先生、冯德培先生、徐宗亨先生手植的树木。”临海市中
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学校的老师范蔡女介绍，校区内“四
大博士”种的树，就是最好的见证。

校区内，如今被作为朱洗纪念馆的三层楼，原
先是琳山图书馆。1950 年，图书馆藏书最多时，达
6000 多册。

“师生阅读到进步书籍，逐步懂得怎样做人和救国
救民的道理，为以后师生接受新思想，琳山学校逐步走
上革命道路做了一些思想准备。”琳山教师朱启能、朱钧
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在当年，琳山学校不上“公民课”，朱洗先生把这
些时间，用来宣传抗日救国民主自由思想。他组织师
生唱救亡歌曲，亲自率领师生到附近村镇演讲、演
戏，宣传抗日。

小学五年级以上和中学生，还要进行军事训练，
师生周末还要去行军打靶，大家随时准备参加抗日
游击战争。

革命联络点

学校内，最初用于培育菌菇的防空洞，是当时师
生们口中的“九间洞”，也是当时红色思想的重要传
播阵地。

1948 年，属浙东的临天仙边区负责人王阿法，通
过关系先后接触琳山学校的王克云、朱啟葆等进步
师生，并通过宣传和教育，团结了一批思想进步的青
年学生。从此，琳山学校的部分师生与浙东游击队接
上了关系。

10月，属浙南的仙临黄边区工作人员林源，在张家
渡大岙有了群众基础后，也把工作向琳山学校发展，动
员广大青年积极参军参政、培训骨干。

11月中旬的一天，林源与七八名师生一起，佯装去
山上打猎，在较偏僻的上宅村的一个山上，秘密召开了
知识青年联合会成立会。

知识青年联合会成立后，办起秘密图书室，并
设法购买和搜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

《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列宁主义》《资本
论》《大众哲学》《哲学简明教程》等马列主义书籍，

《展望》《观察》《新观察》《民生同盟》《周报》《新闻
内幕》等进步期刊。

书籍由专人负责保管，会员们不但自己认真阅读，
还分头找知心朋友、进步青年谈心，介绍进步书刊，宣传
革命道理，动员他们参加革命。

随后，联络工作从校内扩大到校外，从农村延伸到
城里，在回浦中学、振华中学、临海师范，还有仙居东乡、
天台南乡都联络了一批进步青年。

在知识青年联合会的宣传教育下，琳山学校的学生
热情高涨，要求参加革命队伍。1948年底，就有3人先后
由王阿法和林源带进游击区。从 1949年初到夏季的半
年时间中，琳山学校近 200名青年分别参加了浙东、浙
南革命队伍。

红色传承

1952年，琳山学校私转公。学校将实习园地、良畜
良禽，2000多平方米的校舍，以及 6000多册图书等献
给国家。

琳山学校不仅为国家输送了一批栋梁之才，同时也
是传播革命火种的红色学校。经过历史沉淀的革命精
神，如今绽放着光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不畏
艰难勇往直前。

2005 年 10 月，临海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学校
正式成立。学校继承和发扬了朱洗先生“且工且读，
心手并劳，崇尚科学，革除陋习”的办学思想，是一所
融合学农、学工、学军、学法及素质实践活动和社会
实践活动于一体的大规模教育实践学校，并打造成一
个反邪教、禁毒、廉洁、法治、人防以及科技创新等综
合性实践教育基地。

临海市37所中学、约1.4万名学生，每年一轮换，来
校开展为期一周的素质实践活动。学生下农田劳动，露
天开展素质拓展，模拟法庭当法官。新时代的莘莘学子，
继承着琳山精神。

藏在山岩下的“九间洞”，仍是每一批学生们口中
的话题。他们仍会好奇，在那个秘密地方，藏了哪一段
红色故事。

本文参考了《生物学家朱洗》（临海文史资料第五
辑）、《科学巨匠朱洗》、《中共临海地方史》（第一卷）。

琳山农校旧址：“九间洞”的秘密

本报记者陈 婧 本报实习生魏哲帆

在温岭市温峤镇岭脚村，有一栋传统
建筑，名“大寨房”，看着不起眼，意义却

深远。这里走出了一位浙南地区的革命
领袖——柳苦民。

现留的房子，是柳苦民已故的
儿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重新翻修的。屋

内柳苦民的遗物现大多已存放到当地的纪念馆中。

一

位于梅溪入海处的岭脚村，人杰地灵，景色宜人。
1897年11月22日，柳苦民出生于此。

其父柳于鹏，靠务农和帮佣为生，家境贫困。柳苦民
排行第二，按宗谱“志”字辈，取名“志廉”。志廉 5岁时，
双亲相继离世，姐弟俩靠着年迈的爷爷艰难度日。1908
年，爷爷去世，姐姐嫁人，从此志廉成了孤儿，被迫辍学，
靠帮人家放牛以及叔伯舅父的接济度日。

18岁的志廉自食其力，向亲友借了些本钱，做起卖货
郎，在坞根、沙山一带，走村串巷，送货上门。志

廉吃苦耐劳，除了卖货，还时常在缸窑做工。
就这样，他省吃俭用，25岁那年成了家。

1926年底，受革命浪潮影响，温
岭的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志廉积极投
身其中。次年，经梅溪小学校长俞诗言
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苦民”二
字，是志廉给自己取的新名字。

1928年1月，中共温岭县委成立。
柳苦民当选为县委常委，被任命为军
事委员。而后，他化名赵连福，离开妻
儿，前往温岭西区、北区，组织群众抗
租反霸，发展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这位贫苦出身的农民，在党的培
养下，走上了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革
命道路。

二

1928年秋，柳苦民受中共温岭县
委指派来到坞根，以溪头、东里、前山
三个支部为基础，白天挑着货担走村
串户，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晚上
就秘密联络支部开展革命活动。不久，

发展程顺昌、赵裕平、程小林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
组建了街头、西山下、寺基村党支部，党员达50多人，这
些党员后来都成为红二团（师）的骨干。

柳苦民很清楚，建立革命的武装队伍，必须要有
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购买资金的筹集就成了最大
的困难。

“非常时期”，需要使用“非常手段”。柳苦民通过“强
绑”（对大地主）、“强借”（对一般地主）、“强赠”（对一般
殷富户），向恶霸地主、土豪劣绅、股实富户们摊派，筹集
到第一笔资金，陆续从上海、温州等地购入枪支弹药，紧
接着，收缴了附近地主民团和乡保卫团的武器装备，进
一步武装游击队。

因民众觉悟不高，工农武装队伍的建立也非常困
难。柳苦民亲自进行革命宣传发展党员，后将保卫团、土
匪、海盗进行收编，迅速扩充队伍力量，为后来反围剿的
胜利打下了队伍基础。

在中共温岭县委的领导下，以坞根为大本营，坞根、
青屿、江厦等农民赤卫队联合起来，于1930年3月，在坞
根横坑溪回龙宫召开坞根游击大队成立大会，柳苦民任
大队长，下辖20多个游击分队，队员共有400多人。

1930年 5月，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浙南红军正式
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7月 24日，浙南特委和
红十三军军委军事会议决定，将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
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二团”。同年 8月，又扩编为“中国
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二师”，柳苦民任主要领导人。

在柳苦民等人的带领下，红二师与国民党反动派展
开英勇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队伍一步步走
向成熟。

三

柳苦民文化程度不高，但这位从贫苦农家走出来的
革命者，在军事方面展现了天赋。在他的领导下，数十次
的游击战，三次规模较大的反“围剿”，玉环茶头、坑边岭
伏击战等重大战争，都取得了胜利。

1930年12月12日，柳苦民在坞根上街遭到暗杀。
他的被害，也是红二师由强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失去

主心骨的红二师，在战场上遭受一连串的失败：1931年2
月，温州夺轮失败，叶勉秀等12名战士被捕。同月，第四次反

“围剿”失败，红二师主力受到重创。随后，国民党在温玉乐
边境及各革命根据地展开拉网式“围剿”，红二师队伍溃散，
只有少数红军战士坚持在乐清湾、漩门湾一带海上活动。

因种种原因，这支革命队伍的英勇事迹被淹没在历史
长河中。直到改革开放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经过党史部门周密的调查研究，1983年，浙江省人民政府
追认柳苦民为革命烈士。1984年，中共温岭县委、县人民政
府在烈士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坞根西山建立了纪念碑，
并建立烈士陵园。2017年，坞根镇把柳苦民的牺牲地——
坞根上街的那一间民房，作为革命遗址保护场地。

今天，当我们再次拜访柳苦民的故居和他的牺牲
地，我们仿佛又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看到了一个
个为革命理想奋不顾身的身影，听见了一个个革命先驱
吹响的冲锋号角。

本文参考：中共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峥嵘岁
月——温岭革命史》、《温岭党史》

“大寨房”走出的革命领袖

琳山农校旧址里琳山农校旧址里，，唯一保存的三层教学楼唯一保存的三层教学楼。。

学校的“九间洞”是当时红色思想的传播阵地。

祝相公殿改成的学校学生集会的地方。

不同年代的琳山学校校徽。

坞根红二师指挥部台门坞根红二师指挥部台门。。

柳苦民革命烈士证明书柳苦民革命烈士证明书。。柳苦民故居现貌柳苦民故居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