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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清晨，一束阳光透过门窗，大
田“第二集美学村”旧址集和堂的匾额金
光照亮，是那么的厚重、庄严与肃穆。这
是纪录片《烽火弦歌》里的一个镜头，仿
佛穿越时空，将我们带回了80多年前的
峥嵘岁月。

地处深山的大田，山迢水远，却因为
这一段峥嵘岁月，因为一所学校，将大田
与大海紧密联系在一起。1938年5月，集
美学校内迁，其中集美水产航海、商业、
农林 3 所职业学校，14 个班级 614 名学
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辗转安溪，于1938
年 11 月定址于大田。其中，内迁办学的
集美高级水产航海职业学校，是当时国
内唯一没有停招的水产航海专业学校。

其实，第一个校址并不在如今的玉
田村。大田民众将文庙、朱子祠等最好
的办学地点腾出，与大田中学连成一
片。1939年9月20日，日寇派6架飞机
空袭大田县城，文庙处的集美职校和毗
邻的大田中学教学楼被炸毁，书籍、仪
器等损毁殆尽。在范震生、范士林等乡
贤的倡导之下，玉田村的乡亲紧急腾挪
43座祖祠、民宅、庙宇，接纳了流离失

所的集美师生。
在动荡年代，“偌大的中国，竟容不

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好在，大田的村民
们无私地接纳了集美职校的师生。在这
烽火连天的 8 年时间里，集美职校师生
在大田父老乡亲的帮助下，边学习边抗
战，创造了抗战烽火中弦歌不辍的教育
奇迹，这里也被誉为福建的“西南联大”。

在战火纷飞的背景下，集美职校师
生坚持教育与抗战两不误，其坚定不移、
百折不挠的精神，不仅是弘扬“嘉庚精
神”、传承“诚毅”校训的最好阐释和实践，
更是抗战精神的生动诠释。在“一寸山河
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从军热潮中，
仅1944年6月至1945年5月，集美3所高
级职业学校就有202名师生投笔从戎、浴
血疆场。他们的名字和英雄的名字在一
起，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一张书桌，
一纸江山，骄傲地成为祖国的荣光。

教育的连续性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得以维系，展示了师生们对知识的渴望
和对未来的信念。课堂搬至森林之中，将
战场的苦难转化为学习的机遇，这无疑
是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理念最生动的

诠释。特别是，校董陈村牧提出的“认养
侨生”行动，体现出师生间超越了传统师
生关系的深厚情感，播撒了革命和教育
的双料火种。

我无数次走进大田“第二集美学村”
旧址，也是一名旧址讲解志愿者，每一次
走进，每一次都有别样的感受。驻足其
中，在心灵深处回荡的是不绝的弦歌和
历史的坚忍。这座经历了战火洗礼的校
园，不单是国难时期教育的一个符号，更
是中华民族精神物质化的见证。每一块
石头，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那个时代人
们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抗争。

在这里，历史不再抽象，而是一个个
可触碰的场景，一座座伫立的祖祠、民
宅、庙宇。这一切，时光可以见证。

历史就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首这段
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历史价值的深远
影响。它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教育的坚
韧与民族的不屈，是对抗战文化、教育文
化、华侨文化的一种深刻的演绎与升华。
每一位在此生活和参观学习过的人，都
不仅是知识的继承者，更是抗战文化的
传承人。

在纪录片《烽火弦歌》里，我们看到
陈村牧、陈维风、俞文农等一批“大先
生”，他们身上都闪耀着嘉庚先生留下的
光芒——那份对于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
情怀。就教育意义而言，“第二集美学村”
的诞生和发展，是一条曲折却光芒万丈
的道路。这里不仅有着曲折的抗争史，还
有不断向上的精神传承史。为了一张安
静的书桌，先生们用生命捍卫学子的学
习之路，学生在枪炮声中更加珍惜知识
的光芒，展现了教育在社会剧变中的应
急功能和培养未来希望的重责大任。这
里的历史和文化元素，为中国乃至全世
界，提供了深入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社会
变迁与文化发展的重要窗口。

光阴荏苒，那段“血与火”历史永远
扎根在大田。而如今，在这些斑驳的墙皮
之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抗战时期的烽
火岁月，更应是对这段历史的深刻铭记
和敬畏之心。大田“第二集美学村”的故
事还有许多，一座座祖祠、民宅、庙宇就
是一张张安静的书桌，站在时代的风雨
中依旧挺立，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深敬
仰。它不仅给予了我们对历史的尊重，更
是厚植了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这片
浸润着历史底蕴的土地上，传出来的琅
琅书声，是一首首抗争与希望交织的交
响乐，它诉说着过往，也启迪着未来。

只为一张安静的书桌，无问西东。这
永远高唱的“烽火弦歌”，亦是抗战精神
的颂歌，一直回荡在中华儿女的心中。

只为一张安静的书桌
●郑宗栖

“风萧萧兮水潺潺，风餐露宿路漫
漫，跋山涉水岂辞艰？复仇血热，许国心
丹，待我收拾旧河山……”这是集美校友
温伯夏写的《集美师生内迁征途感怀》，
透过每一个文字深情的表达，抗战时期
大田“第二集美学村”内迁的悲壮史，仿
佛就在眼前浮现。

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厦门于
1938 年 5 月沦陷，由爱国侨领陈嘉庚先
生在家乡集美创办的学村，时常遭日军
炮击和飞机袭扰，学校师生危在旦夕。迫
于形势，远在南洋的陈校主决定将学村
各校迁往内地。

大田地处闽中，崇山峻岭、森林茂
密，利于躲避日寇侵扰。1939 年1 月，集
美水产航海、商业、农林 3 所职业学校，
14个班级614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
辗转安溪迁入大田，定名为“福建私立集
美联合职业学校”。为了防止日寇内侵，
此时从沿海到山区的公路已经全部自行
破坏，集美职校的设备、图书、生活用具

等，全靠师生肩挑手扛。于是，在大田的
崇山峻岭中，出现了一支背着行装，唱着
抗战歌曲在艰难跋涉的队伍。

为了迎接广大师生，大田民众将文
庙、朱子祠和县体育场馆等最好的办学
地点腾出，与大田中学连成一片。然而，
当年9月20日上午，日机轰炸县城，学校
损失惨重，学校被迫再次转移到郊区的
仙亭山下玉田村办学。

当地村民在乡贤发动下，以不凡的
胸怀收起了祖宗的牌位，中断每年一度
的祭祖活动，腾出祖祠，让出住宅，欣
然接纳了内迁的集美联校，直至 1946
年抗战胜利后学校回迁。村民们和师生
一起修葺房屋、填池塘平整操场、铺设
道路、疏通水渠、种植花草；乡亲们把
集美学子当成自己的子女，帮学校劈
柴、挑水、采药治病、为学生缝补浆
洗；师生们也把乡亲当亲人，农忙帮
工、节日慰问。师生和村民亲如一家，
相濡以沫，结下了深情厚谊。

集美职业学校搬迁大田 8 年，师生
们在当地民众支持下克服了千难万险，
做到了教学、抗战两不误。运用集会声
讨、街头宣传、下乡演出、教唱歌曲、刷写
标语、板报漫画、义卖义捐、编书出刊、签
名宣誓、动员从军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
救国，褒奖抗战英烈的事迹；森林里办学
堂，深山里办航海，艰苦的条件却阻挡不
了学子求知的热情。集美职校教师陈维
风“千里走单骑”，用一对箩筐，一头挑着
5岁的女儿，一头挑着书籍被褥，翻山越
岭，艰难跋涉了 22 天抵达大田；教师俞
文农抛弃了国外雇主的高薪，回国来到
大田效力……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师生统一着制
式服装，配设军事教员，开设抗战理论课
和军事战术课，训练学生侦察谍报、枪械
使用、车马驾骑、单兵战术、捕俘格斗、化
妆、游泳等技能。集美职校被誉为福建

“西南联大”，高级水产航海职业学校坚
持在内陆山区办学，创造了抗战烽火中

弦歌不辍的教育奇迹。
1940年11月14日，陈嘉庚先生率领

“南洋华侨慰问团”回国慰问各战区抗日
将士之后，几经辗转和历尽艰辛，来到了
大田县仙亭山下“第二集美学村”，看望
内迁到这里的集美水产航海、农林、商业
职校师生，先后在集美操场和大田县中
山纪念堂，分别对集美师生和大田民众
发表了著名的《有枝才有花，有国才有
家》的抗日演讲。他将国统区和中共领导
下的抗日解放区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赞
扬 了 延 安 艰 苦
奋 斗 、政 治 清
明、官兵平等、
军民一家、言行
一致的好作风。
先生慷慨陈词，
抨击腐败，斥责
暴政，呼吁团结，
制止摩擦，坚持
抗战。他的大田
之行，为集美学
子和大田民众点
亮了心灯，许多
师生向往延安，
走 上 抗 日 救 亡
的革命道路。

重温大田“第二集美学村”校史
●林生钟

在浩瀚的历史长
河中，总有些人和事
如繁星般闪烁，穿越
时光的尘埃，指引着
后人的道路。纪录片

《烽火弦歌》正是这样
一部力作，以深情细
腻的叙事手法，刻画
了陈嘉庚先生及其所
创办的集美学校在抗
战时期的坎坷历程。
这部作品不仅重现了
那段烽火连天的岁
月，更展现了教育者
们不屈的精神风貌和
深厚的家国情怀。观
看后，我的内心久久
不能平息，仿佛亲身
穿越那个动荡的年
代，见证那些感人至
深的历史瞬间。

纪录片的第一集
《播迁大田》，以诗意
的叙述方式，将观众
带入风雨飘摇的时
代。1937 年底，抗战
爆发，厦门沦陷，集美
学校面临前所未有的
危机。为了保护师生安全和教育的火种，学
校被迫内迁。在这艰难的迁徙过程中，师生
们翻山越岭，跨溪涧，穿隘道，宛如一首悲
壮的诗篇，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中。这一幕幕
画面，让我深切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们为
了教育、为了未来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
牲。他们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民族精
神的传承者，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教育兴
国”的深刻内涵。

第二集《诚毅之光》，则更加深刻地
展现了在迁往山区的岁月里，大田“集美
学校”师生们如何以陈嘉庚先生的精神为
指引，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从临危
受命的校董陈村牧，到放弃高薪、千里迢
迢来到大田教书的陈维风、俞文农等老
师，再到无私伸出援手的大田县玉田村民
众，以及勤奋学习、积极投身抗战的学生
们，他们无一不是“嘉庚精神”的践行
者。特别是在深山中坚持办学的航海学
校，创造了世界航海教育史上的奇迹，为
抗战胜利后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航海事
业培养了众多人才。这一集的内容，让我
深刻体会到“嘉庚精神”的魅力所在——
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勇于担当。

而第三集《不负中华》，则将整部纪录
片推向高潮。1940 年，陈嘉庚先生来到大
田，不仅给师生们带来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和勇气，更将家国情怀深深根植于每个嘉
庚子弟的心中。在他的感召下，集美学校的
师生们更加坚定了教育救国的信念，他们
不仅传授知识，更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
责任感。这一幕幕场景，让我仿佛看到陈嘉
庚先生那高大的身影，在风雨中屹立不倒，
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灯塔。“在天上，校主
（陈嘉庚先生）是我们仰望的一颗星；在地
上，他是一个拄着拐杖永远行走的老人”，
这句话道出了无数人的心声，让我对陈嘉
庚先生充满无限的敬仰和怀念。

整部纪录片《烽火弦歌》不仅是一部历
史纪录片，更是一部精神史诗。它以真实的
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为素材，通过细腻的
镜头语言和丰富的叙事手法，将观众带入
一个充满血与火、爱与恨、希望与绝望交织
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看到了教育者
的伟大与坚韧，看到了学生的勤奋与担当，
看到了民众的无私与奉献。这些元素共同
谱写了一部激荡人心的历史赞歌，让我们
在回顾历史的同时，深刻反思教育的意义
和价值。

在当今这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我们
或许已远离战火和硝烟，但“嘉庚精
神”和那段历史却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
传承。因为，正是有了像陈嘉庚先生这
样的教育者和无数默默奉献的人们，我
们的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
倒，我们的国家才能在世界的舞台上日
益强大。因此，我们应该将“嘉庚精神”作为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让它永远
激励着我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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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弦歌烽火弦歌》》三明反响三明反响
在陈嘉庚诞辰150周年之际，校主

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抗战时期在大田
坚持办学故事的电视纪录片 《烽火弦
歌》，在东南卫视、福建电视台新闻频
道、海峡卫视热播，有着特殊而非凡的
意义。

电视纪录片《烽火弦歌》，以三个关
键人物作为讲述者，他们分别是大田“第
二集美学村”的校董陈村牧孙子陈呈、集
美水产航海学校校长陈维风外孙女陈晓
雯、集美校友总会理事长任镜波。他们以
崇敬之心去追忆嘉庚家国情怀，弘扬“嘉
庚精神”。他们与摄制组，一路奔波，特别
是90岁高龄的任镜波老先生在镜头下的
蹒跚步履，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印象。作
为大田人，作为长期关注大田“第二集美
学村”的新闻记者、作为纪录片的参与者，
我对大田第二集美学村血肉相连的三位
讲述者心怀感恩与感激之情，陈呈、陈晓
雯是为大田第二集美学村倾注了心血的
教师后代，任镜波是长期为这片土地奉献
挚诚之爱的尊敬长者。在镜头里，他们和
蔼、慈爱，如是远离异乡归来的乡亲，如是
家人，如是亲密的长辈、挚友。

在大田“第二集美学村”旧址，志愿
者们深情讲述着抗战期间，陈嘉庚先生
创办的集美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三所
职业学校内迁大田，从沿海到山区，在条
件极其困苦的环境下，走出了一条沧桑
而辉煌的抗战办学道路，谱写了鲜活而
悲壮的办学之歌。特别是陈维风接受校
主召唤，告别爱妻，从广东汕尾，肩挑着5
岁女儿，步行22天，走到闽中大田；万吨
远洋船长俞文农放弃海外高薪，毅然到
偏僻的山区大田任教；大田玉田村民腾
出 43 座祖房、老屋，大田开明乡绅集资
捐款捐粮，支持办学；抗战办学，玉田村
民与职校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情谊。感
人的故事、质朴的师德师风，构成了嘉庚
精神的一部分，筑成了一座令人景仰的
丰碑。来此参观者，无论是干部、在校师
生、专家学者，无不为之动容、眼含泪花，

无不感到这片土地之厚重，视为遗存下
来的非常难得的文化瑰宝，是这座县城
的灵魂。

为什么要拍摄《烽火弦歌》这部作
品？一是随着对大田“第二集美学村”文
物保护与利用工程建设启动，以及对其
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从北京，到省到
市，所有的参与者被这里抗战八年、艰苦
办学的故事感动，以影视的方式呈现那
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众人所盼。二是正如
本纪录片黄敏导演创作手记所感：“而
我，也在一次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补上

了嘉庚弟子该补的一堂课。”是的，得补
上这一课，要记住他们，嘉庚及其弟子们
奔波大田，艰辛八年，严谨治学，为新中
国乃至全世界海洋人才的培养，作出不
可磨灭的贡献。三是传承弘扬好“嘉庚精
神”，厚植爱国情怀，“第二集美学村”这
张金质名片，将进一步提升大田文化影
响力，展示大田新形象。

“那是你深爱的土地，深爱的母
亲，深爱的山河，深爱的乡音。”一曲
由黄敏导演作词的纪录片主题曲《弦歌
依旧》，打动了许多网友，线上线下好

评如潮，唱红了大田的大街小巷。一年
多的执着和艰辛付出，内敛沉稳、安静
美丽的黄敏导演及其摄制组团队，奉献
出了一部精彩的纪录片，看后令人动容
落泪，令人深受教育，令人深切缅怀。
摄制组以他们的艺术才华和汗水付出，
在365个晨起与星夜里，为大田“第二
集美学村”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力量。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院长
管峻老师为纪录片题写片名，省、市委宣
传部主要领导以及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领导，始终关心着纪录片摄制进展，认真
审片，诚恳地提出宝贵意见。一部作品，
得以这么多人的眷顾关怀，给大田“第二
集美学村”的文化建设注入了温暖力量
和强劲动力，激励着大田人民在文化自
信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故事背后的讲述
●颜全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