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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各大媒体报道了
92岁的“黄瓜王”、工程院院士
侯锋去世的消息。

“侯锋是国立一中毕业的学
生！”一直致力于国立一中研究
的沧州市第八中学教师李永翔
说，“在国立一中，又何止侯锋
院士！这所学校培养出很多人
才，在各个领域都为祖国、为世
界作出了杰出贡献。”

这期国立一中报道，让我们
把目光放到国立一中的学子身
上，看看这所主要由沧州师生创
建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学校，究竟
培养了哪些人才。

“黄瓜王”
在国立一中读书8年

侯锋的贡献，体现在每个中
国人的餐桌上。上世纪 60 年
代，他率先在国内开展黄瓜抗病
育种研究，其科研成果从根本上
改善了我国黄瓜生产的落后局
面，使黄瓜从“细菜”发展到今
天老百姓一年四季都吃得起的

“大路菜”。也因此，他被农民兄
弟亲切地称为“黄瓜王”。

“侯锋 1942 年考入国立一
中，1948年高 32班毕业。当时
正值国立一中最艰难的时期。侯
锋毕业后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
和同学们留下来守护学校。1949
年 12月城固解放，国立一中结
束自己的历史使命，成为城固二
中。这时侯锋才离开学校。1950
年，他考入中国农业大学，毕业
后到天津市农业科学院任研究
员，从此走上了农业科学研究之
路。”李永翔说。

他还拿出国立一中校友相关
书籍介绍，2000年5月，在天津
的国立一中校友们曾举办过一个
聚会，主要内容就是祝贺侯锋成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沧州是国立一中的起源地，
杨玉如、刘钟智等是国立中学的
倡导者、创建者、继承者。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在民族危亡之
际，沧州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挺起
不屈的脊梁，舍生忘死、历经艰
难，保护学校资产，带领师生们
转移办学的故事，令人感动。在
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他们坚持办
学 11年，培养了 4000多名优秀
人才。

一所学校
培养出多少栋梁之才

残酷的战争环境锻炼了师生
们的体魄，陶冶了他们的情操，
培育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做人之
道。通过寻访，我们可以感受到
当年老师们那种专心教学、倾力
报国、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学
生们那种刻苦奋进、积极向上、
拼搏进取的求学精神。

有校友曾在回忆文章中写
到，抗日战争时期，每年高校招
生考试，在后方各大城市，都会
看到一些衣着破旧、土里土气的
考生。他们就来自国立一中。发
榜时，人们会有一个惊奇的发
现：“国立一中”的考生，几乎
都能考出好成绩，进入高等学校
深造学习。甚至有的学生高三还
没读完，就考上了大学，还有部
分毕业生，直接被保送进入重点
大学。

侯锋只是众多优秀校友中的
一个缩影。国立一中培养出不少
像他这样的栋梁之才。

高中9班校友师昌绪，毕业
后被保送到西北联大（现西北工
业大学）工学院冶金专业学习，
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金属材料专
家、中国第一代两院院士、第三
世界科学院院士，被誉为中国高
温金属材料之父。2011年，他
获得全国最高科学技术奖，2013
年被选为感动中国人物。

高中 24班校友龚全珍，被
保送到西北大学教育学院。大学
毕业后，她参军来到新疆建设兵
团八一中学任教，是全国优秀教
师。她与开国将军甘祖昌结婚
后，1955年随丈夫回到江西老
家，当了一名山村教师，几十
年来一直默默奉献在最艰苦地
方的教育一线。2012年，她被
评选为全国道德模范，2014年
被选为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
她与丈夫甘祖昌一起被选为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最美建设者，
多次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接
见，被习近平亲切地称为“老阿
姨”。

高中 14班校友邢金钟毕业
后考入“西南联大”，抗战胜利
后，随校迁回北京清华大学。
1949年大学毕业后，先后任北
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林
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为中国林
业科学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
国立一中培养出许多名师巨

匠，造就出一大批国家栋梁之
才。仅沧州就有岳炳忠、袁宗
奎、李树鑫、苗俊岷等，他们或
为大学教授，或为名校校长，或
在各自领域为新中国建设作出过
重要贡献。还有一部分学生投笔
从戎，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成
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校友中，
大学教授、名校校长、中医国手
等不胜枚举，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的专家学者也不在少数。

一种学风
延续教育文脉传承精神

翻阅史料，李永翔说，国立
一中虽然创办于国民党统治时
期，却催生了青少年追求进步、
民主的优秀学风。沧州师生转移
创办“国立一中”所取得的业
绩，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
位置。

多年来致力于国立一中历史
的寻访工作，李永翔保存着国立
一中的校歌：“我校建立在抗日
的前线，保育着新青年，犹如烘
炉既熔且炼，五育锤成迸发万丈
光焰。同学们莫迟延，为了祖国
的胜利，为了正义的伸展，同心
同德，努力向前！要发挥母校精
神，收复河山，任重道远，努力
向前！”战火，没有熄灭文化的
火种，反而淬炼出更加强大的民
族精神与教育传承。国立一中倡
导的“精神培养、思想善导、气
节磨砺、道德涵养”为主的素质
教育，影响了一大批学生。许多
学生毕业后，纷纷投奔延安，参
军从戎，走上革命道路，为抗战
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
贡献。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多故事隐藏在历史深处，需要
进一步去挖掘。

“在寻访中我深深体会到，
‘国立一中’已成为一种精神，
激励着师生们在漫长人生中抵抗
遇到的所有困难、挫折，这既是
教育文脉的延续，又是民族精神
的传承。”李永翔说。

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
志愿军第180师在撤退过程中被美
军截断包围后，遭受重大损失，很
多志愿军战士被俘。当时，杂技队
也被美军截断了道路。他们一路上
翻山越岭，逃过美军的哨所和搜
捕，一个不少地回到志愿军驻地，
堪称奇迹。

有一次，上级派他们去俘虏营
演出。演出结束后，几个高个子大
胡子的外国人冲到张玉生面前，抱
住他就是一顿亲。通过翻译他知
道，这些“大胡子”也有孩子，和
他差不多大。他当时情不自禁，用
童稚的声音回敬他们：“你们也有
孩子，为什么还要来侵略？”“大胡
子”们一呆，当他们明白过来时，
都高声说：“我们不要战争，我们
要和平！”

张星有一架120相机，表演杂
技之外，他酷爱摄影，拍下了不少
珍贵的场面。

离开朝鲜前，张星非常留恋这
片异国的土地。在这里，不少与他

同来的志愿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在这
里。临走前，他再次来到烈士陵园，与牺牲的战友
们作最后的告别。之后，他爬上陵园后面的山坡，
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志愿军总部与烈
士陵园东西相临，周围群山环绕，烈士纪念碑与烈
士墓园依稀可辨。张星说，拍照时，他心情非常激
动，稳定了很久，才平复了情绪，拍下了这张照
片。“拍照时就想把这一切都摄入镜头，留个纪
念。”他说。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志愿军胜利归来，毛
主席曾接见志愿军代表，其中就有杂技队的成
员。后来，杂技队留驻沈阳，组建沈阳前进杂技
团。几年后，他们再次到朝鲜演出，受到当地人
民的热烈欢迎。这一幕再次被张星记录在光影
中。

值得一提的是，志愿军杂技队中，除了张金
发外，王喜临也是留名中国杂技史的人物。他也
是吴桥人，军级文职干部，后来是中国杂技艺术
家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理事和辽宁省杂
技艺术家协会主席。他的作品多次在全军文艺汇
演中获奖。

最小的那名志愿军文艺兵张玉生，被分到战
友文工团杂技团。他的“晃板”节目越练越好，
后来成为国家最高级别演出的必选节目，受到毛
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

关注国立一中系列报道

从国从国立一中走出的校友们立一中走出的校友们
本报记者 杨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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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老兵 致敬英雄”公益行动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志愿军文工团中有个杂技队，成员全部来自吴桥。不同于赴朝慰问的其他演出队，他们是部队编制，

战斗一线是他们的演出阵地。作为志愿军战士们的调节剂和开心果，他们为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

了重要贡献。

志愿军有支杂技队志愿军有支杂技队
队员全部来自吴桥队员全部来自吴桥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我收集了几张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文工团杂
技队队员们表演杂技的照片。这些杂技队队员全部来
自吴桥，拍摄者也是吴桥人！”昨天，吴桥学者、吴
桥杂技文化研究者杨双印告诉记者。

照片中，杂技队员们正在为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
民表演车技、顶碟儿、高空杂技。要知道，这是在抗
美援朝的战场上，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到来。

轻松诙谐的杂技，与枕戈待旦、随时准备投入战
斗的士兵，看似不可能同框的事物，在这些照片中和
谐地交融在一起。穿过 70年时光重看这些老照片，
更加耐人寻味，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中朝人民热爱和平、追求美
好的精神世界。

杨双印介绍，抗美援
朝战争中的志愿军文工团
杂 技 队 ， 前 身 就 是 张 金
发、张金波兄弟俩的铁金
刚技术团。

张金发在中国杂技史上
是值得大书的一个人。他是
地地道道的吴桥人，生逢乱
世，从小学杂技，1925 年
随兄去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家
演出， 1937 年回到国内。
1947 年，他组织“南洋铁
金刚武技团”，活跃于西南
诸省。

解放战争期间，张金发
的杂技团是国民党部队的宣
传队。解放成都时，这支部
队起义，他们的杂技团也跟
着起义了。新中国成立后，
他们参加了解放军第三野战
军 第 九 兵 团 。 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
战场，与朝鲜人民并肩作
战。作为志愿军杂技队，他

们跟随大部队来到朝鲜。
当时杂技队共有 14人，有男有女，

还有几个孩子。他们每天不是在演出现
场，就是在马不停蹄地奔赴另一个阵地前
线的路上。杂技队里小队员多，他们经常
累得在舞台上扶着桌子就睡着了。但大家
特别愿意为志愿军演出，很多时候，战士
们是在看完节目、振奋精神之后，扛起枪
去冲锋陷阵的。

杨双印提供的照片中，那张在山坡
前表演车技的照片，就生动地体现了战
争与杂技之间微妙的关系。杂技的表演
舞台，就是很可能一触即发的战斗阵
地。山坡上高高低低坐满志愿军战士，
此时，他们从残酷的战斗中短暂抽离出
来，放松身心观看表演。四个杂技小演
员也忘了身在战场，全部精力都投入到
表演中。

照片的拍摄者张星，是张金发的儿
子，当时，他也是志愿军杂技队的一名小
队员。他说，杂技队演出都是选在傍晚时
分。这个时候，夕阳正强烈，敌机从南面
飞来，看不清下面的情况，正适合演出。
夕阳快落山的时候，演出也就必须结束
了。

杂技队里年龄最小的志愿军文艺
兵是张玉生，入朝时，他只有九岁
半。

张玉生是和几个哥哥一起参加志
愿军杂技队的。他也是吴桥人，出身
杂技世家，到他这已是第四代。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前，他们一家都是部队
的文艺兵。围绕让谁上前线的问题，
张玉生的父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
父亲坚持让儿子们都去，母亲肯求留
下一个。父亲说：“都去！这是保家
卫国的大事！”

穿上志愿军军装，拍完照片
后，班长告诉他：“照片贴身保存，
死了就是遗像了，好辨认，也给家
人留个念想；要是命大还活着，就
自己做个纪念吧！”至今，张玉生都
随身珍藏着这张照片。

当时，去朝鲜慰问演出的社会
各团体的演员们到的是二线，相对来
说较为安全。他们是文艺兵，部队编
制，必须去一线。难忘的场面太多
了：过鸭绿江时，为了不让敌人发
现，他们走的是江下的“水中桥”；

在一次行军中，为了保护张玉生，志愿军的驾驶员牺
牲了自己的生命……

至今，张玉生都记得志愿军的一条铁的纪律：
“宁可牺牲一个男同志，不能牺牲一个女同志；宁
可牺牲一个女同志，不能牺牲一个小同志。”他
说，自己这条命，是很多志愿军战友牺牲自己的生
命换来的。一想起他们，练杂技浑身就有使不完的
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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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杨 金
丽） 昨天，记者从市女摄
协获悉，我市女摄影家张
书俭、陈秀峰的摄影作
品，入选 2020北京国际摄
影周。7—13日摄影周将在
中华世纪坛展出。届时，
女性视觉下的沧州故事，
将展现在人们面前。

入选的作品分别是张

书俭的《蓝色畅想》、陈秀
峰的 《吴桥杂技——晨
练》。张书俭是市女摄协主
席，她的这幅作品拍摄于
2017年吴桥国际杂技节期
间，镜头对准正在表演舞
蹈的女演员们，绿色的地
面上，女演员们身着蓝
裙，头戴蓝冠，犹如从天
而降的仙子，画面灵动，

又具有东方美感。陈秀峰
是市女摄协会员，这幅作
品拍摄于吴桥杂技小院，
蓝天白云下，一条长凳上
放着两摞红砖，小男孩儿
正手撑红砖练习倒立，晨
曦下尽显力量美。两幅作
品选题文化气息浓厚，画
面优美，展现了新时代沧
州人不同的生活侧面。

据悉，2020北京国际
摄影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
民政府主办，中国艺术摄
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
会、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等
承办，中国女摄影家协
会、中国通信摄影协会等
协办，是一个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摄影类文化活动。

我市两女摄我市两女摄影家作品入选北京国际摄影周影家作品入选北京国际摄影周
本月本月77——1313日北京中日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展华世纪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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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队为志愿军表演车技杂技队为志愿军表演车技

张星离开朝鲜前拍摄照片铭记牺牲的战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