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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井湖畔，有一座孤立的小岗丘，虽不惹
人注目，却因长期不受大水漫淹而为人称奇，
当地民间有灵龟化身的传说ʪ也正因为如此，
这孤岗早在明朝年间即被佛门弟子所选中，在
岗上建起一座寺院，取名弥陀寺ʪ

在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的日子里，弥陀
寺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泗五灵凤中学所在地ʪ

多年后，记者走进弥陀寺初级中学校史
馆，一张张老照片ʩ一段段富有年代气息的文
字映入眼帘，似乎走进了那段峥嵘岁月，勾勒
出学校曾经的模样ʪ

时针回拨到1941年，全面抗战进入第四个
年头，侵华日军对淮北根据地实行军事上扫
荡ʩ经济上封锁ʩ文化上奴役等多种政策，妄图
一举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ʪ为了粉碎
敌人的阴谋，争取敌占区青年，培养革命干部
和壮大抗日力量，中共淮北区委和行署决定在
边区兴办淮北ʩ淮宝ʩ泗南和泗五灵凤4所中等
学校ʪ

1941年冬，泗五灵凤中学开始筹建ʪ到
1942年初，报名的青年有100多人ʪ2月底，学校
借用浍南区境内的皇墩庙的房子作校舍正式
开学ʪ

当时，学校采用普通中学体制，编为中甲ʩ
中乙两个班ʪ随着学校影响不断扩大，不仅有
周围的小学毕业生前来报考，还有根据地的一
些干部ʩ战士被派到泗五灵凤中学学习ʪ淮北
地区宿县ʩ灵璧ʩ泗县ʩ怀远ʩ蒙城以及河南ʩ上
海等敌占区的一些进步青年也来求学ʪ而皇墩
庙东邻日伪军占领的五河县城，南近临淮关ʩ
蚌埠，西邻津浦铁路的新马桥ʩ固镇等日伪据
点，三面临敌，一面背靠浍河，经常面临日伪军
Ž扫荡ž的威胁ʪ经校委会研究，并请示县政府
批准，决定于1942年清明节，将学校迁至地处
泗五灵凤县根据地的弥陀寺ʪ这座坐落于苏皖
两省交界天井湖北岸的古老寺院，以其清幽的
环境，成为新校址的理想之选ʪ从此，人们也把
泗五灵凤中学称为Ž弥陀寺中学žʪ

至此，泗五灵凤中学文化教育事业进入了
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ʪ一大批学有所长的知识
分子从全国各地ʩ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其中就
有来自上海的进步学生黄辛白ʩ钱正英等人ʪ
他们怀揣崇高的革命理想，放弃安逸的都市生
活，不怕艰苦，把学校当作战斗的堡垒，以火一
般的革命热情投入到教学中ʪ他们如同夜空中
最璀璨的星辰，让人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ʪ

在泗五灵凤中学初创时期，正处于抗战最
艰苦的岁月，屈辱和苦难是它成长的土壤ʪ

Ž当时的校舍是利用寺庙前后六间大殿和
西廊坊三间瓦房，后又扩建了10余间草房ʪ教
室不够，又先后借用了一些民房ʪž该校任课老
师朱怀玉介绍ʪ1943年初，由敌占区上海中共
秘密组织介绍来淮北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张冰
柯ʩ黄辛白ʩ钱正英等一批进步大学生来到学
校ʪ在淮北ʩ淮宝ʩ泗南和泗五灵凤这四所学校
中，泗五灵凤中学聚集的进步青年最多，影响
力最大，也是党在五河县境内创办的第一所
中学ʪ

Ž贫困的淮北农村，腥风血雨的战争环境，
给办学带来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ʪž曾在学校
任教的王积某回忆，Ž我们初到弥陀寺，庙只存
了一个外壳ʪ在当地人民的协助下，师生共同
动手修建校舍，增加了一个教室ʪ校部办公室
是小小的一间偏房，我和积岳受到特殊优待，
在东厢有专用寝室兼办公室，各有一张以旧木
料为框脚，用绳子编织起来作垫的床（当地人
叫凉床）ʪž

四十多年后，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
正英在文章中曾回忆道：Ž我们的任务是以办
学的方式争取当地的知识青年，使他们不致外
流到淮河以南的敌占区和津浦路西的国民党
区ʪ由于那里的环境很动荡，随时可能遭敌人
突袭，我脱下了军装，换成了当地农村妇女的
打扮ʪžŽ我在分校的第一课是如何搞饭吃，当
时正值春荒，粮食柴草紧张，有时饭吃光了，学
生仍围着锅叫没吃饱，真难啊！žƀƀ

艰苦的条件从来都没有动摇过老师们的
办学初衷ʩ学生们的求学意念ʪ为了克服困难，
坚持办学，学校响应边区大生产运动号召，师
生们通过开垦荒地ʩ养猪养鸡ʩ自制粉笔等生
产活动，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ʪŽ这些老师还
自编教材，强化爱国主义和革命理论ʩ革命传
统的教育ʪ并根据抗战的需要和当时的情况，
开设了师范班ʩ建设班ʩ普通班ʩ行政班ʩ会计
班ʩ财税班ʩ妇纺班等ʪž朱怀玉说ʪ

学校将传授文化知识与进行革命教育相
结合，除了开设语文ʩ数学ʩ物理ʩ外语等课程
外，还向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理论的教育ʪ并定期组织学生阅读解放区出版
的《拂晓报》《团结报》《反攻报》等报纸杂志，使
学生及时了解抗日战争进展情况和抗日民主
根据地建设情况ʪ毛泽东的《论持久战》ʩ鲁迅
的《狂人日记》ʩ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成为
学生们日不离手的教材，革命热情更加高涨ʪ

由于学校师资水平较高，不断传播先进思
想，学校吸引了大批青年入学，最多时学生达

三四百人ʪ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泗五灵凤
中学办学模式和延安抗大几乎一模一样，成为
一座革命的大熔炉ʪ

红色的种子在这里播撒，革命的火种在这
里点燃ʪ

1946年，学校师生北撤，泗五灵凤中学就
此停办ʪ5年的办学时间，培养了近千名学生，
为革命输送了大批干部ʪ他们中有的考入抗大
四分校和淮北抗日根据地卫生学校继续学习
深造，有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担负着领导工
作，为根据地的建设ʩ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ʩ社
会主义建设贡献了青春和热血ʪ

在历史的血雨腥风中，泗五灵凤中学的前
进之路也几经波折ʪ七十多年后，曾经的泗五
灵凤中学更名为五河县弥陀寺初级中学ʪ

走在初秋的校园，菁菁校园，美景如画ʪ作
为一所诞生于烽火岁月里的学校，骨子里便深
深印刻着红色基因ʪ

Ž2008年，钱正英前辈回到学校和大家畅
谈，并手书信件勉励全体教师不忘先辈革命遗
志，发扬革命传统，不断开拓创新，为国家培育
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ʪ当年的老教师永远和大
家心连心ʪž在校史馆的一处展示台中，弥陀寺
初级中学校长文世兵指着一封信说道ʪ

弥陀寺初级中学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底
蕴，催人奋进的革命传统，如何把红色资源利
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这所昔日的Ž抗大ž，既有说到做到ʩ实现目标
的能力，也有想象未来的蓝图ʪ

学校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红色资源，构建
了一套以红色文化为核心的教育体系ʪ校史馆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记录着学校的
发展历程和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ʪ定期组织学
生参观，通过实物展示ʩ图片解说和视频播放

等形式，使学生濡染红色革命文化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ʩ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通过广播ʩ黑板报等多种渠道传
播红色文化；开设红色校本课程，编写校本教
材《红色印迹》，主要讲述弥陀寺初级中学在抗
战时期的红色故事；开展红色党史进课堂ʩ红
歌传唱ʩ红歌会ʩ评选Ž我向国旗敬礼标兵ž等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红色教育活动，让学生在参
与中体验ʩ在体验中成长，奏响红色传承的时
代强音ʪ

Ž未来，学校坚持红色德育特色不动摇，将
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提升教师教育教学
水平；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更加浓厚的红
色文化氛围；深化素质教育改革，推进特色教
育发展ʪž文世兵表示ʪ

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里是培养和输送革命
力量的红色摇篮，如今的弥陀寺初级中学，先
后荣膺Ž安徽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žŽ全省关工
委家庭教育工作先进集体žŽ蚌埠市第六届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ž等称号ʪ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弥陀寺初级中学正
以奋发ʩ昂扬的姿态书写着新的时代荣光ʪ

初 次 听 到 弥 陀 寺 初 级 中 学
时，便对这个校名感到好奇，鲜少
有将寺庙作为学校的名称Ǒ

带着好奇，踏上了探寻之路Ǒ
一道光，划破苍穹；一座庙，

辉映历史；一种精神，传承至今 Ǒ
跨越时空的Ā弥陀寺ā，承载了无
数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Ǒ

站在校史馆，在一幅幅历史
图片ǐ一份份历史资料中，与前辈

Ā隔空对话āǑ在历史长河中重温
泗五灵凤中学的红色历史，仿佛

看到了无数进步青年义无反顾地
踏 上 革 命 征 程 去 和 狂 风 巨 浪 搏
击，看到他们行走在校园里为革
命和信念高声疾呼，用青春和热
血谱写出一曲曲惊天动地的壮丽
凯歌Ǒ

如今，金戈铁马声远去，战斗
的烽火早已散去，校园里是琅琅
读书声，青春奋发的身影Ǒ

烽火弦歌，生生不息Ǒ在前进
的路上，新时代的青年学子让信
仰的旗帜永远飘扬，为国勇担当Ǒ

■记者手记

薪火相传 弦歌不辍

感谢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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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天井湖波光粼粼，尽收眼底Ǒ
依偎在美丽的天井湖畔，是一度享有盛誉，被人们称为Ā革命的摇

篮ā的弥陀寺初级中学，在抗战年代也称泗五灵凤县立中学，是皖东北
革命根据地在五河境内创办的第一所中学，有着Ā抗大ā式红色革命学
校的美誉Ǒ

循迹而至，记者走入弥陀寺初级中学，数十年的积淀，赋予校园浓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一景一物都具有催人奋进的力量，形成了该校独有

的校园文化Ǒ
这所学校于1941年冬开始筹建，曾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培养和造就

了一大批革命干部，革命的火种就此点燃，见证了一代又一代革命先辈
艰苦奋斗的历史岁月Ǒ

时光不语，却见证一切Ǒ新时代ǐ新征程，深刻着红色基因的弥陀寺
初级中学，传承与创新并举，荣耀与梦想同在，以昂扬姿态为地方发展
注入红色活力Ǒ

蚌报融媒体记者 何沛

黑暗中升起的Ā启明星ā

在Ā泗五灵凤ā燃起革命火种

砥砺前行中的Ā红色摇篮ā

2008 年，钱正英回校看望Ǒ 资料图片

1942 年的弥陀寺中学Ǒ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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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资料图片外，其余图片由陈维祝ǐ杨雨昕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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