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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风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山高水长———记朱镜心先生—记朱镜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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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金线的前世今生
■ 方 良

DONGHU·RENWEN

东湖·人文 C3平湖版

民国三十四年（1945）初夏的一个傍晚，浙江省督学
何刚专程到平湖拜访倾家兴学的朱镜心先生。

何刚到朱家的时候，朱先生刚用过晚餐。他虽然已
经是上了年纪的人，但很沉稳和蔼地起来招呼，谈锋甚
健，大家一见如故，从国家大事、教育文化而至风俗人
情，无所不谈。朱老先生有条不紊地发表他独特的见
解，对于时局的分析，对于教育的认识，这些都新颖而正
确，让人觉得他确实不同于一般流俗的人，尤其是那些
市侩气的商人。

何刚督学深深敬佩于朱先生的热心教育，朱老先生
则回答道：“我们从社会中得来的钱，应该还给社会；有
了钱不为社会谋福利，专供自己享受，又有什么意义？”
这是何等的胸襟！双方话题又转到民众教育上去，朱先
生感慨道：“目前办民教的先生们，往往只办在馆内，而
不肯办到馆外来，譬如今年平湖的灯汛，糜费了多少无
谓的金钱，如果拿这笔捐助办教育，岂不一大好事。总
之，平湖民众需要教育的地方太多了。”

后来又谈到他的儿子，朱先生说：“在上海念书，这
学期高中毕业，不想给他升学了。”说着沉思了几秒钟，
显然他自己也感到有点对不住儿子吧。他把全部家产
都办了学校，以致于自己的儿子反而无钱升学，这样的
事想来其他人也都不会相信吧。实际上，他不仅对子
女，对自己尤其严苛，他生病的时候因为经济拮据而不
敢多花药费，以致把病势都拖重了。19世纪瑞士著名的
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碑上那八个大字“只知为
人，不知为己”，可说也是朱老先生的真实写照了。

这位能让省督学亲自拜访的朱镜心先生，可能现在
很多的平湖人都已经是非常陌生了。但是说起老平湖
师范，又几乎是无人不知的。不久前，平湖师范学院的
重新揭牌让很多平湖人感慨万千，不过，但可能很少有
人知道，如果没有朱镜心先生当年的慷慨捐赠，这所历
史悠久的师范就不见得能在平湖落脚了。

朱镜心先生（1860-1946），名凤歧。早年就读于上
海中西学塾及汇文学塾，之后考入金陵水师学校，但还
没毕业，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水师裁撤，学堂停办。于
是，他只好返回平湖。回乡后参加乙未岁试，补博士弟
子员。但此时，国家飘摇，政纲不振。朱先生决定弃儒
就商，想要以经商积蓄财富，为地方广储人才。他先任
招商局杨家渡栈写字房司洋账，清宣统二年（1910），由
煤业界推举，他和人合办白莲泾公记煤栈，又兼周家渡
刘鸿生所创中华码头经理。

如此这般，经过四十年苦心经营，朱先生终于薄有
蓄积。民国十二年（1923），他年已六十有三，于是急流
勇退，告老还乡。因为觉得世界科学昌明，我国文化却
还落后，于是决定兴办地方教育，准备用毕生积蓄，创办
私立镜心初级中学。学校坐落在平湖东门外城河滩，俗
称顾家廊下的地方。学校全部面积约四亩，另有操场约
二亩。经过六年的艰筹苦措，朱先生才将基地、校舍、图
书、标本、理化仪器、体育材料及一切校具，逐步建购齐
全。民国十八年（1929），正式呈报立案开学，不到两年
工夫，招收学生就达三百名以上，成绩斐然，朱先生也自
是掀髯自慰。

民国二十六年，也就是1937年，国势风声鹤唳之际，
一日数惊，镜心中学的师生也只能四散避难。朱先生走
避沪滨，修身养性，清操自持，家道虽然日渐凌替，但热
诚教育之心并不减丝毫。

只可惜的是，在日机肆虐轰炸之中，镜心中学校舍
前部两进房屋全部被摧毁，第三进大礼堂上的平台及两
旁附有平房各三间，也震塌很多，但还可以整修。幸运
的是，第四进东西连长半洋式洋台楼房九幢，两旁大厢
房各一幢，经托人照管，侥幸完全无恙。

八年后，日寇投降，日月重光，朱先生携眷还乡。但
此时所谓的四乡游杂部队，此去彼来，骚扰又达两个多
月，将镜心中学的门窗玻璃及八年来辗转藏蔽的财物旧

料，搜括一空。
面对满目疮痍的学校，朱先生抚今思昔，喟然长叹，

感觉年迈境窘再也无力复校了！
此时，平湖师范的前身“浙江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也即后来的“浙江省嘉兴师范学校”也在进退两难之
中。这所学校也是历经劫难。1917年5月21日，浙江省
议会决定在嘉兴等地开办师范学校。按地区排列，嘉兴
所在地的师范命名为浙江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3年

10月，浙江省中等学校实行新学制，省立学校改组，实行
“师、中合校制”，各省立师范一律与所在地省立中学合
并，改为省立中学，内设师范科。于是，省立二师与省立
二中合并后以省立二中命名，设三年制初中师范讲习
科。1937年 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月，省立二中
更名为浙江省立嘉兴中学。11月18日，嘉兴失守，学校
120余名师生员工由此走上了颠沛流离的迁徙办学之
路。先抵浙西于潜，后转浙南丽水。在丽水设立了省立
嘉中办事处，同时举办简师班。1938年，省教育厅决定，
杭嘉湖七所南迁学校（杭师、杭高、杭初、杭女中、民教实
校、嘉中、湖中）在丽水碧湖组成临时联合中学，分设初
中、高中、师范三部，师范部校址设在碧湖三峰。同年10
月，联中部分师生（包括嘉中全体师生）转移至浙西于潜
西天目山禅源寺。1939年 2月，成立省立浙西临时中
学。同年5月，浙西临时中学分设为三所中学，嘉中所属
的临时一中留在原址。1940年春，原属嘉兴中学的120
名师生筹办小学教师培训机构。1941年，浙江省第一区
小学师资训练所经省教育厅批复，改名为“浙江省立浙
西第一临时师范学校”。1945年10月，浙江省教育厅决
定将浙西一师迁回嘉兴并命名为省立嘉兴师范。

原来以为终于可以重回故土安定下来，但原校舍已
被战火夷毁，当时政府下拨的教育经费又很少，所以学
校在立足之地上困难重重。

一方无力重建，一方急于搬回，于是，1946年1月19
日，嘉师校长乔殿祥到平湖拜访了朱镜心先生，商量能
否借用平湖镜心中学的旧校舍。朱先生一听，马上允准
并且慷慨决定将全部校舍屋宇基地，计楼房九间两共地
皮六亩九分三厘五毫九丝，直接无偿捐赠于嘉师，只是
语重心长地叮嘱道：“余以生平所积，建校办学，殊非易
事，此校舍望永作学子研读场所，不得移作别用。”

校址一经落实，嘉师全校师生立即启程迁平，在全
校师生努力下，赶在寒假期间完成了所有迁校工作，
1946年2月，学校如期开学。

此后，朱镜心先生屡次到校督促完成正式的捐赠手
续，他的一腔诚意，溢于言表。等到捐献校舍的一切手
续办妥，朱先生如释重负，精神异常愉快。

当时很多人认为，朱先生能捐赠如此规模的学校，
一定是家产极其丰厚，才能作这样的豪举，殊不知，朱先
生此举其实是罄其所有的孤注之掷。他自己平日生活
简朴，决不浪费。抗战胜利后，他的经济情形一落千丈，
甚至衣食难周，原本，他如果将无力重建的校舍卖掉的
话，是可以获得重金改善生活的。但他宁可将其全部无
偿捐赠给嘉师，成为平湖战后捐资兴学第一人，这种热
心教育的高风亮节实在值得我们每个平湖人铭记。

不料，这年8月，朱先生偶染微疾，竟一病不起，9月
11日，不幸病逝。朱先生身后，因为家无余资，几乎无以
为殓。朱先生的亲笔遗嘱至今依然值得我们铭记——

一梦告终，国基数易，黑暗之时期虽过，光明之冻馁
依然。环瞻满目疮痍，河涛难俟，逖听四郊烽火，邦本动
遥，上下交争，危机暗伏，国难财胜利财，造孽钱难填欲
壑，垄断者囤积者，恶社会丧尽天良，不知国家为何物，
民族为何事。如此世界，实不容再现于眼帘前矣。于此
与世长辞，以待后者，惟有一事汝等须当遵守，盖予素恶
迷信，凡一切僧道锭箔香烛冥器，孝帏灵座哭吊白衣等
一概摒除，一切均照耶教办理，中悬镜框肖像，两旁挽对
成联，灵前花屏之架白布桌帏一方，柩宜早葬，切莫停
家，孝服黑纱数寸，功德克己济人，节无谓之耗费，渡难
困之生计，若能得力图上进，镇摄门庭，则予愿已足，遵
命乃孝。此嘱。

如今，我们在路过已搬迁新址的平湖师范学院的时
候，不知是否有人还能想起这位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
朱镜心先生？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翁金线是杭州湾畔一条不起眼的沿海小路，现在很
多年轻人可能不知其名，也很少走过这条路，它西起海
宁翁家埠东至平湖金丝娘桥，全长约100公里，以前是沪
杭公路的浙境段部分，是沪杭之间第一条跨省公路，是
曾经的01省道。东西大道通车后，这条路改名翁金线。

这是一条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路。起初时，路不宽，
很多路段不分车道，路面仅有 5至 6米宽，路基大约有 2
至3米高，最初是杭州湾的老海塘。有些人说这条路是
抗战时期日本人建的，其实不然，《嘉兴大事记》记载，
1925年开始就由商办公司沿塘基修建乍杭段一百十八
公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日爆
发全面战争已在所难免，国民党当局为了备战需要，加
紧境内交通建设。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后，国民党政
府下令修建苏浙皖间6条公路，称为“三省联络公路”，沪
杭路便是其中之一，由沪杭两地政府出资同时开建。当
时杭州经海宁、海盐至乍浦段已完工通车，继续施工的
是乍浦至金丝娘桥段二十一公里。为了缩短工期，仍沿
海塘塘基修建，1932年10月，沪杭路简易路面通车。后
继续加铺碎石煤屑路面，于1933年3月正式竣工。

我国第一条省市联络公路干线由此宣布完成，以当
时处于公路开创时期的客观条件而论，辟筑该路还是
煞费苦心，资金渠道来自各方，既有商人集资在前，又有
国道所在的地方政府拨款在后，技术力量集中，又较早
使用了压路机械。沪杭公路的辟通，不仅有沿路各级地
方政府的重视，而且获得了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的
有力支持与督导。由于杭州湾海塘随地形而建，蜿蜒曲
折，所以这条路也是九曲十八弯。建成不久后抗战全面
爆发，到了1937年8月，日本向上海发起大规模进攻，企
图一个月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上海守军奋起抵
抗，大量的人员物资，从沪杭公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
日军的飞机因此对沪杭公路进行狂轰滥炸，致使沪杭公
路被炸得到处是坑坑洼洼，交通一度中断。1945年日本
宣布投降后，由于缺乏运输条件，很多日军部队滞留在
中国境内，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便让滞留还未回国的日军
第六十一师来整修沪杭公路，所以便被人误以为这条路
是由日本人修建的。

这是一条助力浙北经济社会发展之路，沪杭公路所
经区域，大抵都属物阜民丰之地，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徐

家汇已是“市面大兴，既而电车行驶矣，邮政设局矣；电
灯，路灯，德律风（电话），自来水次第装接矣，日新月异，
宛似洋场风景”，杭州人民便开始“醵分旅行，春则普陀,
天竺，秋则天目，法华，纵山海之奇观，夸都会之盛况”。
沪杭公路的开通使沿线民众较早感受到近代风气，改变
了沿线民众的生活方式，并将近代的生活观念移植到他
们的心中。沪杭公路建成前，沪杭间人员往来的选择只
有两条，即传统水路和沪杭铁路，而公路较之水运更快
速，较之于铁路运输也更便捷，可随时停靠。沪杭公路
的建成和新式机动运输工具汽车的运用，为公路运输的
发展创造了条件，沿线城镇表现出多种产业协调发展的
局面，经济也得到功能普遍地增强，如乍浦、澉浦、盐官、
长安等，城镇规模水平达到甚至超过县城。

上世纪70年代国家重点项目——上海石化总厂开
工建设，平湖大量的农民来到石化工地，进行道路和厂
房建设，赚到的劳务费是种田收入的好几倍，大大改善
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平湖的农产品如西瓜等，也大量销
往石化，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这里
交通便捷，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上海工程师每逢周末来
这里，传授技术指导企业的生产，大量五金产品及服装
等销往上海。毗邻石化的全塘、黄姑等乡镇，由当时平
湖最落后的乡镇一跃成为经济最好的乡镇。

如今的翁金线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已少了很多，去杭
州、上海等地的车基本上都是走杭浦高速和东西大道，
只有沿线短距离出行的人才走这条路，但它仍在为平湖
经济发展默默奉献。现在的翁金线已成为独山港经济
开发区和嘉兴港区的园区道路，这里已成为平湖乃至嘉
兴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嘉兴港区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独山港经济开发区是浙江省级重点开发区，公路沿
线有旗滨玻璃、卫星石化、荣成纸业、苏宁电器、嘉兴电
厂等大型企业。

这是一条自然人文资源极为丰富的黄金旅游线
路。翁金线沿着杭州湾北岸蜿蜒而行，沿途风光旖旎，
沿线有国家级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南北湖风景区和海宁
观潮胜地, 有千年古镇乍浦、澉浦，有我国第一座核电站
——秦山核电站，是一条名符其实的黄金旅游大通道，
吸引了无数的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旅游。随着时代的
发展，翁金线也在不断升级改造，从原本的煤屑砂石路

面改建成沥青路面、水泥路面，部分路段和桥梁还经过
了拓宽和截弯取直。但很多路段仍基本保留着原有的
路况路貌，尤其是海盐和海宁段，很多路段道路弯弯曲
曲，每隔一两百米就有一个弯道，还是连续弯道，甚至是
盲弯，望过去就像是断头路。有些路段路基很高，高出
地面有十来米，内侧是河，外侧就是一望无际的杭州
湾。很多路段的两边绿树呈合围之势，夏日里行驶在上
面，绿叶摇曳，蝉鸣幽幽，浓密的树荫遮蔽夏日的骄阳，
就算是盛夏也非常凉爽。阳光透过树叶洒落在沥青路
面上，犹如一幅画卷一般。在原始风貌的基础上，海宁
把翁金线建成“中国最美郊野绿道”，两侧种满了银杏、
桂花、樱花等乔木，着意打造“丹枫迎秋”、“樱花雪月”、

“姹紫嫣红”和“兰薰桂馥”的四时胜景。海盐县在公路
两侧建成了全长10.9公里的林荫绿道，从大王桥一直延
伸到南北湖景区，沿途有骑行驿站以及多个公共自行车
服务点，一路有长椅可以小憩，有微景观可以欣赏，是骑
行爱好者心中的胜地，是最美自行车道。车在景中行，
人在画中游。如果不是路边沧桑的百年老树，你很难相
信，这是一条已近90岁“高龄”的路。

如今的翁金线正跨越历史并连接沿途城乡，实现了
从“通行”到“旅行”的蜕变。当然，一路之上最美的时节
就是在初秋，到时，就带上你的家人、好友或者另一半，
驾驶你的私家小车，或骑着你的小单车，和翁金线来一
次美丽邂逅，一起来享受百里钱塘的沿途风景吧！

地处平湖东门外的原私立镜心中学（也即后来1946年至1948年1月的嘉兴师范）全景手绘图

朱镜心捐赠校舍等影印件

春日里的翁金线（本文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