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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中学部分毕业生合影



     2014 年 4 月 3 日，在钱子威先生铜像揭幕仪式上省教育厅、

区教育局、镇政府领导与鸣凰中学教师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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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洪  流

鸣凰中学戈志强校长冒着今冬的第一场大雪，从常州到南京

来，在详细告知我学校发展现状和未来改革发展的思考、规划后，

提出学校将重印《飘零》并将精心设计的封面拿出来征求我的意

见，同时建议由我写一序言。志强说话一向深思熟虑、有条不紊，

使人不忍拒绝。我起初婉拒，旋即又同意了。我之所以起初婉拒，

是因为觉得我的长辈们经历过《飘零》作者子威先生当时的历史

沧桑，更了解他的生活和工作，更能够抵近他的内心和情感，更

适合写这个序；之所以又应承下来，是因为在志强“我觉得你合

适写”的温和而坚定的劝说下，我揣度他的意思，是觉得我是子

威先生后人中仍然在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能够对他在中华民族抗

日救亡的危急关头，孜孜以教育报国、服务社会的忠勇之心，更

加能够感同身受吧。

钱子威先生（1902—1945）是我的外祖父，名锟，字子威。

子威先生自述“我家世代书香，先祖父设帐闾里，秉乡政兼图正

多年，从未私藏一分一厘为儿孙计。先父作吏江西，廉洁奉公，

十年归来，依旧两袖清风。我的母亲以境遇艰苦，日日督牵女儿

作针线糊缎锭，以补助家用之不足。每年七八月间，青黄不接，

食粮告断，常以南瓜充饥，从不向人摇尾乞怜！”子威先生幼年

丧父，家贫失学，小学毕业后即到鸣凰镇王义昌南货店做学徒，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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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因不堪东家的苛刻与凌辱，二是因心中“一心向学”的强烈

夙愿，毅然辞工返乡，央求母亲准其继续求学，母亲“千方百计

东挪西借，代为筹划，以成全我的志向”，遂得以入读武进师范，

发愤苦读。

子威先生师范毕业后即辗转执教乡闾，后入武进公立局前街

小学任教，1927 年 8 月至 1935 年 7 月，接替其长兄钱惊潮先生

任局前街小学校长（时该校学生 1800 余人），同时还身兼武进

县教育会主席委员等七个社会职务。惊潮先生之子钱家荣先生忆

述“当时我曾亲聆先叔父讲课，其魁梧身躯宏亮声音，尤其在每

课穿插些民族英雄故事，最受同学们喜爱。历今数十年闭目追思

犹有印象。”“先叔父接任校长，校务更加发扬，列为全国最有

声誉、学生班级与人数最多之模范学校”，期间四次被省督学等

传令嘉奖。我想这段时光也许是他一生心情最为愉快的日子，他

尝著文回忆“那些年头里，致力于教学改革，成绩卓著，常受上

级的表彰。事业发展，心旷神怡。”每逢中秋，或对月小酌，或

邀友同饮。在这册《飘零》通篇沉郁苍凉的文字中，难得有了一

抹并不十分浓烈的暖色。

1935 年 9 月，子威先生辞去教职入读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

师范大学）继续了他的苦读生涯。他在《韶光易逝话中秋》一文中，

既忧心国家正处多事之秋、日寇侵略迫在眉睫；也感叹“为着囊

中空洗，手头拮据，白天尚且饿着肚子上课，一如范仲淹断齑划

粥的故事，哪会沽酒买醉以点缀此良辰佳节？”心中的苦闷只能

对着草本痛陈救亡之策，高歌一曲大江东去。

1937 年 8 月，子威先生受任长江北岸靖江县教育局局长，此

时正值日寇全面侵华，同年 12 月，靖江沦陷前三天，他召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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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校长谈话会，勉励大家上好《最后一课》。自此开始了他“历

时一十八月，路经十二省市，穿过八十九城，迂回曲折，计程两

万余里”颠沛流离的飘零旅程。写下这些文字的目的，他在自序

中讲得很明白：“一方面想写各地的血泪斑痕，显托铁蹄的凶残，

以唤起国人对敌寇的仇恨；另一方面把我国的锦绣山河，从历史

上和地理上加以烘染，引起国人的爱国观念。”沿途的名胜古迹

虽然深深地吸引着“生平有山水癖”的子威先生，但“为着时时

感到国破家亡的痛苦，也无心去一一浏览”。他深切地期许“热

血的爱国者，读了《飘零》，也许会流下同情之泪，激发抗日救

亡之情”。日寇凶残、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国难之痛、救

亡之志与个人身世浮沉交织，心中的愤懑唯有诉诸笔端，正如《〈飘

零〉自序》开篇诗作所概述：万里飘零故国秋，辗转驱虏逐江流；

陷区百战雄风在，绛帐英才第一楼。1939 年 9 月，子威先生在辗

转西南诸省，绕道香港、上海后返回武进，他本着“救济失学青

年，坚持抗日爱国教育”的宗旨，在当地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创

办城南补习学社，1941 年更名为城南初级中学。创办初期，亦称

顺利，他在《城南中学第一届毕业同学录序》中说：“这是出于

我意外的，在这沦陷区内，还能短期的自由办教育，培植地方青年，

养成有用干才。”学校不使用汪伪课本，不授日语，所以当日寇、

汉奸发现学校教育的抗日倾向后，先是各种威逼利诱，再后是通

缉、抄家接踵而来。子威先生毫不畏惧，甚至挺身而出与敌人面

对面地斗争，有时为躲避日寇的追捕只能夜宿荒村，甚至一夜之

间数次更换住所。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他矢志教育救亡的赤胆

忠心丝毫没有改变。他竭力筹措资金建设校舍、延聘师资，使学

校发展初具规模，逐步进入良性发展；他亲自授课，将爱国救亡、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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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社会的理念融合在课堂教学中，常以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

雄的诗句和事迹激励学生。他充满深情地寄语同学们“在疾风暴

雨的沦陷区，应保持自己纯洁的思想，不受威胁利诱，不当卖国贼，

运用平生所学，服务社会，担当复兴国家之责任”。由于他和全

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城南中学成为当时区域内公认办学质量最好

的学校，也是学生参加抗日救亡人数最多的学校。

我曾数度造访昨日的城南中学今日的鸣凰中学，在学校校史

陈列室里，默默地注视着外祖父的遗像，我虽从未见过他，但从

他坚毅而又慈祥的眼眸里，似乎能读懂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他

在民族危难的关头义无反顾、呕心沥血乃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兴

办抗日救亡教育的一腔深情。2014 年清明时节，鸣凰中学为外

祖父敬塑铜像，我受邀参加落成仪式，夜宿在鸣凰时，我独自在

灯火阑珊的街头漫步，春寒料峭，思绪似乎也穿越了时空：夜色

朦胧中，哪条街巷有过他踽踽独行的身影？远处的平畴绿野，何

处阡陌有过他匆匆行过的足迹？却只有初春的清风轻轻地拂过脸

颊，似乎在说：都曾有过，都曾有过……

记得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尚在童稚幼龄的我跟随父母到距

鸣凰数里外的南夏墅外祖父旧居，典型的江南人家建筑，粉墙黛

瓦，花格木窗。那年时值冬令，适逢雪天，天井里一丛腊梅寂寞

地盛开着。这幢房屋久未修缮，格局依旧，腊梅应当是它的旧主

人所植无疑。“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主人志存高洁

的品格应当在此有所寄寓吧。

让人感怀良多的是次日铜像落成典礼上，常州市王成斌副

市长百忙之中专程拨冗前往揭幕并对学校的发展倾注了高度的关

心；外祖父城南中学第一届学生、年届九秩依然精神健旺的杨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5

水老先生，声情并茂地回忆烽火岁月中既艰辛又难忘的学习生活

和师生情谊；我的姨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颖情真意切地缅怀

当年外祖父历尽劫难为国育才、抗日救亡的业绩。武进区政府、

教育局、湖塘镇政府的负责同志和鸣凰中学的师生们见证了这一

庄重而简朴的仪式。

令人欣慰的是，今天的鸣凰中学事业发展亦如江南初春的草

树，葱茏繁茂，蔚为大观。以志强校长为首的管理团队，既精心

尽力于学校改革发展方略、科学规划决策，又周密安排教育教学

管理、勉力推动学校各项工作创新发展。更难能可贵的是，志强

校长和他的同事们，一直不忘子威先生创校之初的爱国情怀，一

直秉持子威先生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一直传承并发扬光大子威先

生的优良办学传统。作为子威先生的后人，我由衷地感激他们。

上述文字，与其说是序言，不如说是我沿着《飘零》艰难坎

坷的旅程，心灵重新经历的一次行走。

 

2015 年 2 月

（序言作者洪流先生系钱子威校长外孙，现任江苏省教育厅

副巡视员）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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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万里飘零故国秋，辗转驱虏逐江流。

陷区百战雄风在，绛帐英才第一楼。

这首诗是这本小册子的缩影。原来我写这些文字的动机，一

方面想描写各地的血斑泪痕，来显托铁蹄的凶残，以唤起国人对

敌寇的仇恨；另一方面把我国的锦绣山河，从历史上和地理上加

以烘染，以引起国人的爱国观念。

我奉命执教靖江，未满四月，县城即告沦陷。自一九三七年

“八·一三”沪战发动后，敌我在闸北大场一带，相持百日，嗣

后我军西撤。江阴于十二月一日失守，靖澄一江之隔，当然难以

幸免，沧陷日期，较江阴迟了八天。我在县城未失守前，每日到

局办公。一星期内，日机日日来轰炸，繁华市廛变成一片瓦砾，

几处歌管变为万家哭声，凄惨情景为平生仅见。八日午刻，日舰

泊八圩，开排炮掩护登陆，头道驻军望风溃退，我随同县长苏民

移驻广陵镇。九日到季家市奉县令离境出走。十日到泰兴，那时

炮声连珠，火光烛天，人心浮动，惊惶百出。大江以南，消息隔绝，

故乡武进，风传已经失陷，一家老小生死莫卜，而靖江又告失守，

局舍炸毁，人员星散。悲痛啊，悲痛啊！想不到“亡国大夫”的

名号落在我的头上，我已是个无家可归，无路可奔的十足难民哩！

我在离靖前三天，还召集全县校长开谈话会， 勉励大家上好

“最后一课”。对于避难一事，丝毫未曾计划，一朝变起仓促，

除携带印信及几本重要卷宗外，路费也未预备一些，虽然局里还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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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余款，也曾嘱咐会计早为妥藏。凡事没钱不行，何况万里迢迢，

颠沛流离，自然深感飘零痛苦。

此行由苏北而皖北，由皖北而豫中，复纵横出入鄂、湘、川、黔、

桂、粤，经闽、浙而到上海。历时一十八月，路经十二省市，穿

过八十九城，迂回曲折，计程两万余里。一路山川景色，生活习俗，

自然有许多值得描写的地方，各处碰到的人物，不乏古道可风的，

但是也有落井下石的，善善恶恶很足以觇验世道人心之厚薄。文

中值得赞叹的，夹杂些诗歌，效颦易君左的笔法，爱好史地的人

不妨一看，爱好文艺的人又何尝不可欣赏呢！

《飘零》啊！你是弱肉强食的产物吗？也是流亡者的喉舌

吗？所经过的地方，有许多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也有许多是史

迹的寄托，但是到今朝祖国河山已被铁蹄践踏了。热血的爱国者，

读了《飘零》，也许会流下同情之泪，激发抗日救亡之心；那些

阑姗者，也不由你漠然无动于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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