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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丰碑
艰苦奋斗，一方净土育英才

龙泉小山村与浙江大学的“不期而遇”，是时局的
选择。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战全面爆发；8 月 13 日，战火
蔓延至杭州。11月初，在战火中坚持了 3个月的浙大
决定向中国西南部迁移。

因战事阻隔，浙闽沪皖一带越来越多的青年学
生，无法前往西南求学。1939年 2月，浙大校长竺可桢
派教务长郑晓沧、史地系教授陈训慈从广西宜山赶赴
浙江筹办战时分校。

彼时，在龙泉一个叫“坊下”的小村庄里，乡绅曾
水清得知浙大要在龙泉办学，爽快地把刚刚建好不久
的新屋整座让了出来。自此，这片土地便开始承载龙
泉与浙大的历史渊源和深情厚谊。

曾家大屋，这座占地近 3 亩的院子，共有三进 72
个房间。分校进驻后，大屋一楼作总务处办公室、会
客室、实验室，二楼作教室、图书室、医务室等，三楼是
教职员宿舍，其余的厢楼等都做了学生宿舍。1941
年，因学生增多，分校在距曾家大屋北侧 1公里的石坑
垅村建了 8座用杉树皮作瓦的木屋，创办师范学院，文
学院亦搬至此地。

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芳野求学的生活是艰难的。
在今天的曾家大屋的三楼历史陈列馆里，记载了一些
历史细节。比如“挑灯夜读”，分校学生进行晚自习
时，每人一盏桐油灯，内放灯芯一两根，灯光如豆，经
常得用一根小棒把灯芯草往上挑，烟味难闻，整个教
室为烟雾所笼罩，几个小时自修后，眼睛鼻子全是黑
乎乎的。“住的条件很差，我们师院和文学院的女生宿
舍建造在石坑垄一座山坡上，是用树皮盖屋顶的木板
平房”1945届史地系严刘祜曾这样回忆他们所住的集
体宿舍，一到下雨天，房顶的杉树皮缝隙像漏斗一样
往室内倾注雨水。

战时办学本就十分困难，而在这样偏远的小山
村办高等学府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然而时间过
去了 80 多年，当大家再次查看当年的教职员工名单
时，都禁不住为浙大龙泉分校的雄厚师资力量而惊
诧。在这个不为人知的山野里，在这幢平凡的大屋
中，竟荟萃了数十位中国学术界的泰斗：教育家陈
训慈、郑晓沧，数学家毛路真、朱叔麟，历史学家孙
正容、季平子，文学家王季思、胡伦清，一代词宗夏
承焘……

尽管条件艰苦，但全校师生以乐观积极的革命精
神共渡难关，以艰苦奋斗的求是精神创造奇迹。他们
怀着拳拳报国之心，在昏暗的桐油灯下刻苦攻读，在

“饥寒交迫”的煎熬里追求真知。一大批灿若星辰的
名人大家在这里成长。

中科院院士谷超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
台湾中研院院士杨忠道，中国最早从事人工智能研究
的学者之一何志均……翻开浙江大学龙泉分校的校
友簿，一个个英才成为了战后中国复兴的栋梁之材，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浙大龙泉分校的建立，其最大的意义则在于显
示我们中国具有最伟大的力量。”在 1939年 10月分校
首次开学典礼上，英语教授林天兰的答辞，仍然回响
在曾家大屋、芳野上下。

一种传承
乡村蝶变，红色成鲜亮底色

芳野，因有浙大龙泉分校而芳名远扬。
事实上，浙大来到芳野之前，芳野并不叫芳野，而

叫坊下。1941年元旦，全体师生在曾家大屋门口的稻
场地上集会。郑晓沧先生见坊下村远山环绕、竹松苍
翠、村里鸡犬之声相闻，犹如一曲田园牧歌，遂即景生
情，提议把“坊下”改名“芳野”，英文名Fine Yard，寓意
丰富且音义相谐，一时传开来，成了正式地名。

“其实，如果没有浙江大学在这里建立分部的历
史，昔日的芳野在浙西南众多乡村里，不过是一个平
平无奇的存在。”芳野村党支部书记翁建龙说，十多年
前，芳野村尽管离龙泉市区很近，但一直没项目没发
展，“山林、陡坡、田埂路、黄泥房，啥都不起眼。”

改变，始于 1999年。在这之前，曾家大屋因为年
久失修，已有倾塌之危。这一情况引起了龙泉市的高
度重视，龙泉市政府确定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旧址为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拨出专款维修，加之社会各界人
士纷纷捐资，经过两个月精心修葺，至 1999 年 11 月，
曾家大屋恢复原貌，正式对外开放，后来又被确立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通过对旧址的修复、保护、复原、展示，浙江大学
的光荣历史得以广泛传播，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爱国主
义传统得以全面弘扬，这里也因此成为了丽水对外开
放和青少年教育的窗口单位。“浙大龙泉分校旧址对
外开放后，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逐年增多。”浙大龙泉
分校旧址相关负责人说。

2016年，占地 103亩、建筑面积 4.5万平方米的龙
泉浙大中学落成，加速了芳野的现代化进程。前些
年，浙大主题公园开工建设，同时，芳野村庄整治工作
也逐步推进。如今，美丽乡村与浙大主题公园、浙大
龙泉中学相得益彰，融为一体，宛若一个大景区。

“从前到过芳野的人，都说现在村庄变化太大，几
乎不认识了。”翁建龙说，更大的变化还在未来。最
近，芳野村为全线贯通浙大路，正在开展曾家祠堂的
迁移工作，“浙大路旁是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旧址、龙泉
浙大中学，贯通浙大路对芳野村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等路通了，游客一定会更多，到时候，我们还要带动更
多村民一起吃‘旅游饭’。”

走在浙大主题公园的求是广场，谈及芳野的变
化，翁建龙感慨不已：“求是精神首先是科学精神，同
时也是奋斗精神。在浙大求是精神的激励下，每个芳
野人都在为建设美好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

一腔情怀
深情永续，市校合作谱新篇

今年，是熊树生从浙江大学下派龙泉市担
任汽车空调产业首席专家的第 11个年头。

11 年来，他往返浙大、龙泉，为龙泉汽车
空调产业的转型升级做成了不少大事。在
他的带领下，一个集检测研发楼、修缮培
训基地、改建产品展示中心等为一体的
龙泉空调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的
建立，让龙泉空调产业升级的梦想
变成了现实。依托这个平台，龙

泉空调产业产品的研发速度和产品质量逐年提升，很
多企业在国内外市场获得了更多机遇。

熊树生与龙泉的情缘，是浙江大学与龙泉深厚情
谊的一个缩影。

曾经，浙江大学和龙泉在患难中相遇相识，两条
原本并行的轨道就此相交。当胜利的曙光来临时，浙
江大学重返杭州，但那份真情始终深藏于彼此心间。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初伸出的手，仍紧紧相
握。进入新世纪，秉承深厚的历史渊源，龙泉与浙大
再续前缘。

2007 年 2 月 8 日，双方合作共建省级社会主义新
农村实验示范点。这是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建立的
第一个以推进农村全面建设为目标的校地合作示范
点，通过实施“18515”行动计划，不断构建重大合作平
台、选派挂职干部和首席专家、创新科技合作形式等，
有效地突破了长期制约龙泉经济发展的人才瓶颈。

随着“18515”行动计划的成功实施，校地双方合
作不断升级，合作领域不断拓展。2012年 3月，双方开
启第二轮合作，通过实施“15582”行动计划，共建山区
科学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示范点，合力探索协同创新
健全山区集聚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合作、要素保障和
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合作成效不断显现。

2018年 10月，双方开启第三轮合作，共建绿色发
展改革创新区，启动了“13550”行动计划，围绕建设绿
色发展综合改革创新区、全域打造最美大花园的总体
目标，聚焦生态工业、生态农业、文化三大产业发展，
深化科技创新、人才强市、剑瓷文化创兴、教育医疗提
质、乡村振兴五大领域合作内容，助力龙泉探索形成
一条依靠创新驱动、人才强市、实现绿色崛起的路子。

据统计，2007 年至今，龙泉与浙江大学签订合作
项目 700余个，合作领域从传统的以农业为主拓展到
工业、旅游、环保、规划、教育、卫生、人才培养等众多
领域，实现了合作领域一、二、三产全覆盖，合作范围
城乡全覆盖。除此，在浙江大学专家教授的指导下，
龙泉累计成功争取国家级科技项目 20个，省级科技项
目 201个，数量超过过去五十年的总和。

“为了双方的合作，浙大的很多老师经常往返两
地，奔走于龙泉的田间地头和企业车间，他们不计个
人得失，为龙泉发展出谋划策、引进项目、推广技术。”
龙泉市政府与浙江大学合作联络处原主任徐祖明回
忆道，一路走来，从当初“想都不敢想”到现在的成果
丰硕，验证了两地的共同心声——“龙泉是浙大永远
的精神家园，浙大是龙泉强大的发展后盾”。

■本报记者 刘淑芳 叶炜婷

““红色精神家园红色精神家园””龙泉芳野龙泉芳野：：浙江大学的浙江大学的

沿着青砖黛瓦的中西合璧门楼式外墙，走到位于正中间略窄的木门，跃入眼帘的是一座两直
两进三层土木结构大宅。登上逼仄的楼梯，二楼4间正房内，一张张课桌椅排放整齐。

这，便是位于龙泉市剑池街道芳野村的曾家大屋。1939 年，为躲避日寇，浙江大学在这里设
立分校办学传道，七年间，小山村的古宅内走出了1200多名浙大学子。

现在，艰苦奋斗、求是创新的革命精神依然在芳野这片土地上传承，它不仅改变了一个村，也
改变了一座城。进入21世纪，龙泉与浙大再续前缘，全面开启市校合作崭新篇章。背靠浙大，联
姻高校，一条“改革创新、借力发展、特色竞争、绿色崛起”的康庄大道正在不断向远方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