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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刘婷婷 整理

张村小学旧址位于中韩街道办事
处南张村东主街北侧，占地10亩，学校
在银杏树和古庙的衬托下，尤为古朴美
观。张村小学旧址系20世纪30年代沈鸿
烈主政青岛时期所建，由东、西、南、北
四面房子围合起来形成的内院式的四
合院。宽敞的院落中还可植树栽花。
1918年，张村公学堂成立，校舍10

间。张村公学堂生源来自周边张村、郑
张村等，日本侵占期间，学堂为初级小学
（学制5年），课程设置为：修身、国文、日
语（开设过一年）、地理、手工、图画、体
操、算术、历史，女生也上刺绣课。学科考
试使用百分制记分法，因受局势和条件
限制，民国时期一直没有统一的考试制
度。所用教科书必须采用当时“教育会”
编写的“公学堂教科书”。采用两级复式
教学，低年级多采用问答式教学，中年
级采用启发式和自学辅导式，高年级采
用自学辅导式教学。
1922年12月，北洋政府接收青岛，

胶澳商埠督办公学堂教育局改“公学
堂”为“公立初级小学”，学制4年。学校
废除日语课，改国文为国语，加设读经。
1929年，张村小学旧址改为“胶澳商埠
公立张村两级小学”（初、高级），改初小
为初小和高小。学校学制为 6年，设国
语、体育、音乐、美术、自然、社会、算术
等课堂。1932年在校学生发展到284人。
1934年，教师人数11人。
在政府拨款及各方捐款的支持下，1934
年张村小学旧址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尤

为可贵的是，它是沈鸿烈在崂山所建的40
多所学校中唯一一所留下碑记的学校。改
建后的校舍门朝东，有教室25间，办公室12
间，整个校舍呈方正的四合院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村小学

旧址学制为6年，1951年10月开始试行
5年一贯制，并于1952年秋普遍推开。1
~5年级设语文、算术、体育、美工、音乐
课，4~5年级加设自然、历史、地理。1951
年贯彻政务院《改革学制的决定》，小学
生毕业后经过考试升入初级中学或其他
同等中专学校。同时根据“整顿巩固，重
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重
视钻研业务，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教
师的主导作用。随后，开始学习苏联的教

学经验，课堂教学推广5个环节，即组织
教学、复习旧知识、讲授新课、巩固练习、
布置作业；掌握5项教学原则，即直观性、
系统性、量力性、巩固性、自觉性和积极
性原则；在教学方法上，注意理论联系实
际，采用试验课、公开课、观摩课等形式，
研究改进教学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教室数量

的限制，少数低年级学生搬到王氏家庙、
张村河郑张的民房中上课。1967年，由南
张村出地3亩、张村出地5亩，张村、南张、
郑张、张村河南、文张5个村庄共同出资，
将张村小学旧址向东、向南进行扩建，新
建14个教室及占地3亩的操场一处。
在张村小学旧址内耸立着一棵古

老苍劲的银杏树，这棵高大的银杏树主
干精壮，其上分若干根枝干，胸围约 5
米，高约13米，树冠直径约18米，年年开
花，硕果累累，银杏的叶和果皆可做珍
贵中药。2004年9月，这棵银杏树被青岛
市崂山区人民政府定为国家一级古树，
编号01065。2005年，崂山区政府、中韩
街道办事处及南张、张村等9个社区共
同投资3000万元在辽阳东路北、滨海大
道西、张村河南岸，新建一处高标准的
张村河小学。同年，张村小学旧址旧址
被崂山区政府评为区级保护单位。2008
年，张村小学旧址被青岛市政府列为市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6月23日
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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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的中韩居民小区，挺拔屹
立着一棵久经风霜的古槐树，粗壮的
树干三个成年人双臂张开仍合抱不
拢，它长在居民楼旁边，很是显眼，与
周围的树木比起来更是异常高大，枝
繁叶茂，生机勃勃，在炎炎夏日里给
人带来一股清凉。
就是这样一棵古槐树，在周边而

言，已经是极为少见。据了解，这棵古
槐的具体种植年代不详，但可以肯定
的是，已经拥有数百年的历史了。“我
21岁结婚嫁到中韩，那是我的老婆婆
已经72岁了，听她说，她的老公公打
记事起这棵树就已经长得很粗壮
了。”今年94岁的苏秀兰老人回忆道，
老一辈人都说不上来这棵树具体从
什么时候种下，一代又一代，它的年

龄已经无从考究。
上个世纪 90年代村里改造之

前，这棵古槐树就长在苏秀兰家的院
子里，屹立在大门一侧，那时候还没
有如今这么茂盛，只有东南方向那一
侧有长长伸出的树枝。“记得有一年
刮大风，树枝都劈开了叉，直接快吹
倒了，就用铁棍子顶着。”苏秀兰老人
说，“但是后来越长越好，一开始长得
慢，现在枝繁叶茂，越来越茂盛了。”
“家里老人从来都不让砍伐，这
棵树也一直就在那里，都习惯了。”据
老人回忆，当年改造的时候，这棵粗
壮的古槐树刚好就在小区中间位置，
对于新盖楼房多少有些不便。但是林
业部门却坚决不让伐，并且将古树进
行了保护。为此，还专门给苏秀兰家
补贴了三千多块钱。对于苏秀兰老人
来说，这不仅仅只是一棵古老的槐
树，更是无法抹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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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21时31分，正式迎来立秋
节气。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3个
节气，更是干支历未月的结束以及申
月的起始。“秋”就是指暑去凉来，意味
着秋天的开始。到了立秋，梧桐树开始
落叶，因此有“落叶知秋”的成语。从文
字角度来看，“秋”字由禾与火字组成，
是禾谷成熟的意思。秋季是天气由热
转凉，再由凉转寒的过渡性季节，立秋
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
宋时立秋这天宫内要把栽在盆里

的梧桐移入殿内，等到立秋时辰一到，
太史官便高声奏道“秋来了”。奏毕，梧桐
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以寓报秋之意。

关于立秋的习俗，各地也不尽相
同。有的地方有吃西瓜的习俗，称为啃
秋。有的地方则要吃秋桃，吃完把桃核留
起来，等到除夕那天，把桃核丢进火炉中
烧成灰烬，以免除一年的病痛。有的地方
则还讲究贴秋膘，经过了苦夏，人们的体
重大都要减少一点，秋风一起，胃口大
开，想吃点好的，增加一点营养。
俗话说：“一夏无病三分虚”，立秋
一到，气候虽然早晚凉爽，但仍有秋老
虎肆虐，故人极易倦怠、乏力、纳呆等。
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
则，此时进补十分必要。但是立秋不宜
特补，立秋前后适合吃一些祛湿的食
物。不妨适当多喝点绿豆粥、荷叶粥、
红小豆粥、红枣莲子粥、山药粥等食
物。脾胃虚弱者若适当多喝点具有健
脾利湿作用的薏米粥、扁豆粥则对身
体大有裨益。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张村小学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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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烈，男，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1936~1940年在私立北平辅仁大
学文学院史学系学习，大学毕业后，
在北平伪治安军宣导训练所任教员，
与孟宪恭（中共地下党员）等同编教
材。1944年初，出面推荐薛成业（中
共北平城工部地下党干部），顺利打
入宣导训练所任教，使地下党领导的
策反伪治安军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并
多次掩护共产党的组织活动。解放战
争期间，与人合办安邦书店，编辑出
版进步杂志《世界与中国》。1948年5

月~1948年 7月任北京《国民日报》
编辑，1948年7月~1949年2月任北
京进德中学教员。1948年11月，参加
“人教联”。1949年2月~1976年3月，
任北京三中教员、教导主任。1976年
3月正式退休，退休后仍在北京三中
工作至1979年夏。1988年12月，北京
市西城区组织部批准同意退休改离
休。曾被授予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荣
誉证书，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模范共产
党员。

（整理自《东韩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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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棵数百岁的古槐树“不挪窝”

立秋

扩建后的校舍。

古槐树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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