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8月5日 星期一 电话/85018520 E-mail/pinghubs@vip.163.com 编辑/金睿敏 版式/李春霞

DONGHU·RENWEN

东湖·人文 C3平湖版

古体诗又称“古诗”“古风”，是汉魏以来盛行的一种
诗歌。它最初流行于民间，汉乐府机构把它们搜集起
来，加以润色，成为最早的五言诗。这种诗体，句式大
体整齐，也较押韵，形式上比较自由，句数、字数、对仗
及平仄声调都没有严格的限制。由于诗句短小精悍，
用字精练，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因此受到诗词爱好者
和百姓的广泛喜欢。特别是竹枝词的出现和流行，为
古体诗一族又增添了新的一员，为古体诗传播也增加
了新的载体。

竹枝词，原为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唐代诗人刘禹
锡根据民歌创作新词，多写男女爱情和三峡风情，流传
甚广。后代诗人多以《竹枝词》为题，描写爱情和乡土风
俗，其形式为七言绝句。朱彝尊作为浙西词派的领军人
物，在清代词坛居于领袖位置，他用竹枝词形式创作了
大量诗作，如《鸳鸯湖棹歌一百首》，写得轻灵流畅，在浙
西及江南地区广泛流传，其影响力不可估量。

芦川，是新仓的旧称。旧时芦川还包括今独山港镇
衙前集镇一带和赵家桥一带，远远大于现新仓镇管辖的
范围。现将古体诗中关于芦川部分乡贤的故事编写出
来，以飨读者。

（一）姚雨亭烈士

姚雨亭
雨亭少时仰大贤，从戎投笔冲杀前。
南京攻克建奇绩，升任连长团副官。
肃政徐州张勋部，奉官进剿奋独先。
尹家楼战中飞弹，殉难回家旧处安。

姚裕基（1887—1912），字雨亭，又名士雄，号书子，
配倪氏。少时潜心研读兵书。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江苏省征兵，裕基毅然告别结婚才三天的妻子，投笔从
戎。入伍后在随营学堂学习军事知识，对兵事学说探讨
深刻，且精测量，他所绘江苏水利形势等图，颇为详尽准
确。毕业后，充任见习军官，不久任司务长、排长，任金
山征兵官时加入了同盟会。当时军阀张勋固守南京，在
攻克镇江、南京一带的战役中，裕基作战勇敢，升任十二
团掌旗官、连长、团副官等职。时徐州一带被张勋残部
盘踞，散兵游勇残害百姓。裕基奉命进剿，身先士卒，奋
勇作战，于民国元年（1912）9月 19日尹家楼战斗中牺
牲。后人立石碑铭文，树“四烈士纪念塔”于现上海市金
山区朱泾镇第一公园，裕基为四烈士之一。姚雨亭烈士
的夫人倪氏，自闻义士殉难，悲痛成疾，恸哭而逝，年仅
二十七岁。

姚雨亭牺牲后，一位同盟军上校奉命护送英雄姚雨
亭中校的遗体回到了新仓杉青港旧宒家里。因为炮弹
炸飞了姚雨亭的头颅，姚家请金匠铸了一个金首，为了
入葬后防止被人盗墓，所以定制了十二口棺材，在姚氏
家族祖坟旁，选几亩地，做了十二穴风水，隆重地安葬了
二少爷姚雨亭——一位为推翻清王朝统治而捐躯的英
烈！“出十二口棺材”的故事至今还在旧宒流传。

（二）夏宜黄英烈

夏宜黄
夏家圩上少爷小，参共未尝即入团。
决义易名朱振新，血红刑场践其言。

夏宜黄（1908—1931），字芝臣。1908年出生于平湖
县夏家圩（现平湖市新仓镇中华村）一个书香门第。父
亲夏允言是清末秀才，民国时在新仓芦川小学任教，终
身从事教育事业。兄弟姐妹六人，夏宜黄排行第五。自
幼聪明好学，性格开朗外向，因家境清贫，在芦川小学毕
业后无力升学，便去杭州谋业，两年后回乡学医，后在新
仓行医。

夏宜黄家与中共党员朱轶凡家是世交，故夏宜黄经
常去朱轶凡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中共金
山（浦南）县委领导人李一谔在金、平一带开展革命活
动。李一谔与朱轶凡有联系，经朱轶凡介绍，夏宜黄结
识了李一谔。从此，夏宜黄经常阅读进步书籍，并协助
李一谔处理来往信函。在李一谔的教育培养下，夏宜黄
提高了阶级觉悟。1927年冬，金山党组织因夏宜黄年纪
小，批准他参加共青团。这样，夏宜黄就成为平湖县第
一位共青团员，随李一谔在金、平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当时共青团员是和共产党员一起参加党的组织活动
的。夏宜黄通过以“阶级斗争、实行革命、服从纪律、严
守秘密、永不叛党”为主要内容的革命纪律教育后，决心
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中国共产党，一心一意为劳苦大众服
务。不久，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 2月，夏宜
黄参加了威震淞沪的“新街暴动”，严惩了恶霸地主张忍
伯。“新街暴动”声势壮，震动大，远近的地主豪绅无不惊
恐万分。国民党反动政府派兵进剿，大批共产党人被
捕、被关、被杀，党组织遭到破坏。李一谔在这次暴动后
被捕，3月 10日英勇就义。夏宜黄根据党组织指示，回
乡行医，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929年秋，夏宜黄化名朱
振新，参加了“天下第一军”，多次攻打反动军警当局，劫
富济贫，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统治。于是国
民党地方当局调集军警，对这支农民武装部队发动了疯
狂的联合围剿。

夏宜黄之父闻知这一消息后，焦急万分，立即亲笔
写信，遣大儿子去劝夏宣黄回家躲藏。夏宜黄在上海一
家旅馆要其大哥转告父亲：“我决不回头，我已易名改姓
叫朱振新，譬如爸妈不生我，死了也不会连累家庭的。”
1931年春，夏宜黄不幸被捕，4月10日在松江英勇就义，
时年23岁。

（三）许明清烈士

许明清
杉青港畔许明清，弃笔从戎武大征。
立定中原击日寇，竹山解放点红灯。

许明清（1918—1946），原名陈玉虹，1918年10月12

日出生在平湖县杉青港村。1937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
法学经济学系，11月家乡平湖沦陷了。消息传来，许明
清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家乡的过往一一浮现在他的眼
前，更坚定了他想要去前线锻炼自己的决心。不久，武
汉大学地下党组织派人与他谈心，他倾诉了自己的理想
和志愿，决心离开学校到抗日前线去。党组织同意了他
的请求，介绍他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由于去延安报到
的时间突然提前，八路军办事处便建议他到应城汤池农
村合作训练班学习。

1938年1月20日，汤池合作训练班第一期顺利结业
了，陈玉虹被分配到湖北的京山县。陈玉虹和同志们一
道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党团组织，储积
粮食，筹措经费、物资、药品，组建“忠勇救国团”。在革
命的大熔炉里，陈玉虹从一个腼腆、文静、谨小慎微的书
生锻炼成了一个胆大心细、足智多谋、勇敢坚毅的共产
主义战士和党的基层领导人。也在这时，陈玉虹改名为
许明清。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许明清就调任鄂中专署
副专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急于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1946年，蒋介石集中了30万的正规部队，包围中原解放
区。6月 26日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原部队分路突
出国民党军重围。7月 1日，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在司令
员王树声的领导下，向鄂西北急进。江汉军区及独立旅
在文敏生、罗厚福的率领下，许明清随独立旅行动，从安
陆出发，向鄂西北进发，建立鄂川根据地。

在江汉军区突围的时候，许明清率领一个团断后，
阻击敌军追击，破坏铁路，阻滞敌人的行军速度，以便掩
护主力部队突围。部队经宜城、过襄河、越保康、进入房
县境内。攻下了房县东部的温泉一带，逼近了房县城。
7月初，遵照上级的指示，当时的独立旅分兵两路，一路
从房县军店沿大路行进，另一路向竹山县城进军，没放
一枪一炮就解放了竹山县城。为在竹山建立新的革命
根据地，以王树声为区委书记的鄂西北军区党委决定，
组建中共竹山县委和竹山县民主政府。

7月 26日，以朱正传为书记、许明清为县长的中共
竹山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正式挂牌成立。但是由于国
民党的胁迫和欺骗，多数群众已经离开了竹山县城，留
在城里的多半是一些老人、小孩，他们对我党、我军和新
生的人民民主政府敬而远之。面对这种情况，以许明清
为县长的县人民民主政府积极采取措施，精心组织，广
泛宣传，争取群众，稳定民心。

许明清和县委的同志分头深入到大街小巷，了解民
间疾苦，他用所学的医术为穷苦百姓开方除疾，并向广
大群众承诺，人民民主政府就是给劳苦大众说话办事
的。随后县政府召开了群众大会，当地数百知名人士和
群众冲破阻拦参加大会，在大会上他说：“今天是竹山县
人民民主政府正式挂牌的日子，从前人们都说‘八字衙
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如今不兴这一套了，大门
还是朝南开，但贫苦老百姓都可以进来，我们要当家做
主人。”会后，一些受国民党欺骗而外逃的老百姓，纷纷
回到了竹山县县城，商店开了业，全城秩序井然，民心安
定。

但是，刚成立的县人民民主政府百废待兴，实力十
分薄弱。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追剿，敌 185旅、新编
川军第十师、新编第十旅等反动势力步步向竹山县城
逼近，刚刚解放的竹山县城处于危急之中。当时竹山
县城我军仅二百多人的兵力，敌我力量相当悬殊。县
委决定，把县机关全部转移到竹山县南部的官渡六房
沟，成立以许明清为书记的竹南县委，以六房沟为中
心，建立竹房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此时，鄂西北各
军兵力也相当分散，当时独立旅主力也已经进入陕
南。竹山县委只好撤进竹山南部山区，借山大林密与
敌周旋。但由于堵河上游的竹山南部山区山大人稀、
穷乡僻壤，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民不聊生，开展游击战
争十分艰难。一天，我军突然被敌十旅一个建制营包
围。因敌众我寡，在突围的时候，许明清和县委的人马
全部被打散。

竹南县委遭袭后，被迫撤出了竹南。10月 4日，许
明清率领一个排返回竹南去收容失散人员。国民党第
十旅旅长谷炳奎得到情报以后，调房县、竹溪的民团星
夜出动，10月5日，分兵五路袭击我军。激战之中，我军
不少同志壮烈牺牲，受伤的许明清和大部分战士被捕。

被捕后，许明清设计越狱。待战士们全部安全逃离
后，却被狗吠声惊醒了入睡敌人，孤身一人的许明清没
能逃脱，被转移到敌十旅旅部关押，并由一个特务连严
加看守。

在关押许明清的日子里，敌人软硬兼施，无所不为，
企图获得共产党部队的详细情况，一举歼灭郧、竹、房的
共产党的军队。而许明清大义凛然，一身浩气。在牢房
里为了对抗敌人的审讯、劝降和诱惑，许明清毅然绝
食。当地群众得到许县长接连三天不吃不喝的消息心
疼至极，冒险排队要求为许县长送饭。而这位刚强的汉
子，婉拒了父老乡亲的一片心意。

敌人劝降不成，又生一计，他们以许明清的名义写
好了“自首书”，到处张贴，以混淆视听，蛊惑人心。许明
清听到这个消息怒火中烧，为了戳穿敌人的谎言，迷惑
敌人，许明清毅然恢复进食，并主动要求在群众大会上
发表“声明”。敌首信以为真，迅速召集群众开会。可在
群众大会上，许明清坚定而有力地说：“亲爱的同志们，
亲爱的竹山父老乡亲们，我是共产党员，我不怕死，我永
远不会背叛革命。只要大家团结起来，齐心协力，胜利
一定属于我们的！竹山一定要解放的。”顿时会场一片
混乱，敌首见势不妙，强令士兵将许明清押回牢房。至
此，敌人劝降的美梦彻底破灭。

1946年10月20日深夜，一队人马荷枪实弹，押着许
明清悄悄离开竹山县城，来到离县城几公里的走马岗，
速将他推下事先挖好的土坑，无比残忍地将年仅28岁的
许明清活埋在这个荒山岗上。

（一）清廉太守

张钟秀
卜宅横溪学种瓜，清廉太守梓乡夸。

堂前不见旧时燕，一树山茶空著花。

张钟秀，字鸿渐，新仓横溪人。雍正元年（1723）中
举，雍正二年（1724）进士，被授予湖广孝感知县。到任
后首先重视文教，召集县内诸生，在每月的初一、十五
日，他亲自授课。不久他罢了职，湖广总督迈柱委以编
纂《湖广省志》重任，历经辛苦，完成任务。然后担任了
襄阳知县，很快又升任襄阳知府。著有《过耳集》。

张钟秀在襄阳知府任上去世，其上司都为他流泪。
因为他家境贫寒，一贫如洗，竟没钱出殡。无奈，湖广总
督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捐了款，才总算下了葬。为此，邑
人周光瑞在《盐溪渔唱》写了一首竹枝词：“石碣犹留张
氏坟，故乡耆旧话清芬。襄阳太守廉名著，酧酒人来吊
夕曛。”这说明直到民国初期，张太守墓前还留存着圆顶
的石碑，故乡的耆老还会谈论起他的高洁德行，正因为
张太守廉名昭著，所以还会有人踏着落日的余晖前来酒
祭。

张太守的遗宅不大，房子也很简陋，唯一引人注目
的就是一棵山茶树，有二三百年的树龄，高三四米，每年
冬末春初，开满一树茶花。这棵山茶树若还存活的话，
至今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

（二）拂衣归隐

陆绍曾
刘侯拔簖惠尤多，陆氏题碑文可摩。
放港通流十二里，于今永作放生河。

陆绍曾，字贯亭，号鲁斋。乾隆乙丑年（1745）进士，
官任山西静乐知县。马承昭《续当湖外志》载：“陆绍曾
取书籍文房诸物萃于一室而塞其户，日夜攻苦不休，如
是者二年，应试，以第一人入泮，又七年，举雍正乙卯乡
试，又十年，乾隆乙丑进士，官山西静乐知县。拂衣归
隐，著述自娱。”故邑人周光瑞在《盐溪渔唱》里赞他：“旗
杆底下陆家居，匾额犹存旧草庐。山右当年贤令尹，拂
衣归隐乐琴书。”

他的后裔陆修洁，号筱坡。《续当湖外志》说他：“少
习帖括，一试不利，辄谢去，大肆力于古。性高简，喜为
诗，所作愈唱越高，前辈朱小云观察亟称之，以为可追七
子风流……同治初，侨居沪江，以书画作生涯，交弥广，
所学弥邃……上海王尗彝观察闻布衣能诗，索其遗稿，
将付梓人。”其书斋“宝文堂”藏有陆清献墨迹，著有《宝
文堂诗文集》《丛蓧盦杂著》。陆氏遗宅、当年旗杆石至
今保存完好。

在清朝乾隆年间，因知县刘国烜下令放港河拔簖永
禁捕鱼，陆绍曾撰碑文，立于现双红村红庙前。

（三）义薄云霄

徐士芬
忠介流芳庙貌扬，蒙师未遇寄禅房。
手题义薄云霄额，书法犹传徐侍郎。

注：周爷庙在西旧衙坊横港。徐辛庵侍郎未遇时，
寓此训蒙。有手书“义薄云霄”匾额，至今尚存。

徐士芬（1791—1848），字诵清，号辛庵，一号惺葊，
著有《漱芳阁时艺》《辛庵馆课诗钞》《历试试帖诗钞》。
据志书记载：“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乡试第一，明年
（1819）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一等，授编修。道
光年壬午（1822）充江南副考官，三年癸未（1823）充会试
同考官，擢广东学政，侍讲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六
年丙申（1836），命充五阿哥师傅，入直上书房，历侍讲，
侍读学士，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十九年己亥
（1839），擢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充顺天副考
官，充经筵讲官。二十四年甲辰（1844），充会试副总
裁。是秋，充江南正考官，调户部右侍郎。擢顺天学政，
因病告归。入直内廷十一年，谨慎如一。既归里，倡修
节孝祠，并改建万程桥，未竣工而卒。”徐士芬入直内廷
任官期间，有“方正严毅，弊绝风清”美誉。在工部任职
最久，对整饬钱法、兴修京畿水利颇有政绩。

嘉庆年间，皇师徐士芬在中举士之前，在衙前西旧
衙坊横港周爷庙任塾师。他白天在周爷庙教学生，晚上
出去约会朋友，或聊天，或议事。每当夜晚徐士芬外出
时，他的母亲目送儿子外出，清楚地看到儿子肩上有两
盏灯亮着；每当儿子深夜返回时，老远就看到儿子肩上
两盏灯亮着。有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徐士芬外出
还没有回到周爷庙，他的母亲想平时这个时候应该差
不多回来了，怎么今晚还没有回来，老人家左等右等，
左顾右盼，还是没有看到儿子肩上的两盏灯，心里万分
焦急，是不是儿子出什么意外了。这时徐士芬突然闯
进家门，老人家大为不解，今晚儿子肩上的两盏灯怎么
不见了。

第二天一早，老人家问徐士芬：“儿子，你是不是做
坏事了，昨晚你回来时肩上的两盏灯不亮了。”徐士芬回
答：“娘，我没有做坏事。”“你仔细再想想。”徐士芬过了
一会儿突然说：“昨晚，我帮人家写了一张离婚诉状。”

“儿子，你不能这样做，罪孽呀。”徐士芬已经明白了，他
对母亲说：“儿子知道错了，今晚就去纠正。”

一天时间，徐士芬过得闷闷不乐。吃好晚饭，趁着
天色还早，他马上出门，赶到了昨晚写状书的那户人家，
没进门便开口说：“昨晚的状书，我写错了，快拿出来。”
当主人把状书拿给徐士芬时，徐士芬一个转身把状书吃
进了肚子，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老人家无意之中看
见，儿子正在赶回家，肩上的两盏灯又亮了。

（四）书画大家

劭翁亭
新来名胜劭翁亭，放港河西风雨听。
旧地祖居无影迹，陆公书画是魁星。

陆维钊（1899—1980），原名子平，字东武，后改名维
钊，字微昭，晚年自署劭翁，平湖新仓人。南京高等师范
文史地部毕业后，曾在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浙江大

学、浙江师院、杭州大学任职任教。曾任政协浙江省三、
四届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理事。精书法，擅山
水、花卉、治印。晚年以书法卓绝，驰名于世，溶篆、隶、草
于一炉，圆熟而精湛，凝练而流动，晚年独创非篆非隶亦
篆亦隶之新体——现代“螺扁”，人称陆维钊体，独步古
今书坛。他是我国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者之一。

陆维钊的家坐落在新仓镇西街一幢两进的平房
里。前一进临街，是一爿洗染店，陆家住在后一进，每天
进出都要经过店堂。这一幢两进的平房是陆家的租
房。那么陆维钊的祖居在哪里呢？

陆家是唐朝宰相陆贽的后裔，本来世居嘉兴，到陆
元龙时，从嘉兴迁到平湖新庙。繁衍到现在，新庙镇周
围陆姓人家有近六七十户，还不包括迁到平湖当湖和外
地的。陆姓人家有个特点，都以行医、教书、经商、学艺
等为业，只有极少数在务农。到陆元龙孙子陆次云时，
在新庙镇放河港西庄家桥北堍，建造瓦房三间。陆次云
娶乔氏为妻，生有一男三女，其一男就是陆维钊的祖父
陆少云。

陆少云妻黎氏，身体强壮，善理家务，又能农活。黎
氏为新庙大户人家，祖上从江苏省吴江县黎里镇迁来。
生三男三女，但长子壬山和两个女儿早年夭折，仅剩下
两子一女。陆壬林，字承基，号仲宣，从小随父亲读书，
后经人介绍到平湖县城学经商，满师后仍坚决继续读
书。起初父亲不同意，后经亲友劝说，答应再作考虑，但
不相信儿子能读书，就以“四书五经”《三国演义》等内容
考他，不料儿子对答如流，大出意外。原来承基在学徒
时，仍早晚攻读，毫不懈怠。不久，承基也成为乡里一名
秀才。

陆承基，就是陆维钊的父亲，出生于新庙，中学毕业
后回新仓教小学，二十一岁时娶徐兰宝为妻，一家人过得
和和美美。谁知婚后第三年，正值秋收时节，他患了伤寒
症，不久便离开了人世。陆少云中年丧子，精神上深受打
击，从此对功名更加淡泊，一心教书，自号爱山居士，名其
室为爱山草庐。陆承基去世四个月后，陆维钊诞生，是个
遗腹子，取名子平。孩子的降生，冲散了阴霾，驱走了悲
哀，带来了新生的欢乐，更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马红丽
农稼小娃登浙大，留学出境第一人。
马家汇上洋博士，材料研究成果新。

马红丽，1963年 11月出生在新庙马家汇一户世代
农民家庭。父母亲的淳朴和勤劳养成了她勤奋好学的
性格。还在读中学的时候，这个全年级年龄最小、个子
也最瘦小的女孩子，竟成为全校五名学习标兵之一，还
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当时，高考制度刚恢复，这位未满
16岁的农家女，凭着刻苦认真，于1979年以高分考入浙
江大学。大学四年，她以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勇敢地
闯过一个又一个学习和生活上的难关。她的勤奋好学，
终于结出了硕果——1988年初，马红丽被法国雷恩大学
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师从世界著名材料科学专家、雷恩
大学玻璃和陶瓷实验室主任鲁卡教授。

在异国他乡生存和求学，语言是第一关。马红丽在
大学时没学过法语，学的只是科技英语，阅读科技文章
还可以，但对日常生活英语知之不多，所以到了法国也
就无法用英语与他人交流。但这难不倒她。赴法后，她
一边攻读博士学位，一边学习法语，每周两次去听 2小
时的法语课。她在课堂上专心听讲，回到实验室再向
课题组的老师和法国学生请教。通过 6个月的学习，
她基本掌握了法语的发音和语法规律，逐渐能进行一
般的日常会话，最终能流畅自然地以法语做课题研究
的交流……

马红丽到雷恩大学后，导师给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研
究新型的红外光学材料。这是一个有关这方面的世界
各国科学家都正在研究的课题，是一个极其吸引人、风
险大、希望也大的新课题。马红丽在浙大学的是无机硅
酸盐材料专业，所以好多东西都需要从头学起。面对前
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她想到自己是个中国学生，干得
好坏既影响到实验室，又影响到人们对中国学生的看
法。她坚信自己一定能干好，就勇敢地接受了挑战，迎
着困难，勇往直前。三年的埋头苦学与不懈探索，她终
于找到一组全新的卤化锑透红外玻璃材料的成分，解决
了原红外玻璃软化温度低、机械性能差的难题，于 1991
年6月顺利通过了由7位国际著名材料专家组成的博士
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严格答辩，以优异成绩取得了博士学
位，成为马家汇走出来的第一位女博士，也是平湖历史
上第一位女博士。

此后，由于导师的挽留，她继续埋头于该实验室做
博士后，同时担任雷恩大学的助理教授。1997年，法国
国家研究中心招聘一位高级工程研究员，有50多位博士
参与竞争。马红丽作为唯一参与竞聘的中国女博士，一
路过关斩将，终于独占鳌头，成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
终身高级工程师。此后十多年，马红丽已在国际权威杂
志上发表了50多篇科技论文，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她已参与三项国际专利的发明：1991年获得“卤化物玻
璃的制作和应用”专利；1999年成为“硫系玻璃的制作和
应用”专利的主要发明人之一；2003年，成为“透红外纳
米复合材料”专利的主要发明人之一。如今，马红丽在
实验室带硕士生、博士生做课题的同时，还参与多项与
法国有关大公司合作的课题项目研究，取得的成果受到
许多大企业的重视。

马红丽身在法国，心系祖国。十几年来，她每次回
国总要抽时间到家乡走一走、看一看，与乡亲们说说家
常话。学业成功的她也不忘回报自己的母校和国家。
她与先生一起，一直与母校浙大保持密切联系，每年都
与浙大有学术交流，自1989年起与浙大进行红外光纤的
合作研究。2003年，她又与华东理工大学合作，每年接
受华东理工大学的硕士和博士生到法国的实验室进修
学习，共同发表学术论文，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民用、工业
和军事上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如红外探测仪、汽车
夜视探测装置、环境污染测试、二氧化碳激光传输光纤
等，这些都是国际领先的材料科学应用技术。

一、先烈：壮士身亡志未终

二、先贤：登高望远忆先贤

三、新贤：不是勤奋岂得贤

■ 黄伟慧

古体诗中关于芦川乡贤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