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

流动的建筑。”

出自大文豪歌德的这段话曾

被无数的建筑设计师引用过，在

设计师的眼里，建筑和音乐一样，

有其固有的旋律和节奏，能折射

出一个时代的风貌和一个民族的

特色，当然，还有设计师个人的审

美情趣。

所以，当我站在湖南航空技

师学院芦淞校区这幢修筑于上世

纪六十年代的教学楼之前，仰望

左 右 呈 中 轴 对 称 的 三 角 形 屋 架

—— 这 是 苏 式 建 筑 的 典 型 特 征

—— 耳 边 仿 佛 响 起 雄 壮 的 进 行

曲，长号悠扬，小号嘹亮，大量半

音阶的运用紧凑而灵动，跃动着

积极的人生态度的同时，亦喷薄

出 一 股 使 人 奋 发 向 上 的 青 春 力

量，正是那个火热年代的历史回

响……

筚路蓝缕
1966 年，整个中国都被一片

红色的海洋包裹，进京的要道上，

列车缓缓驶过，车上挤满了臂佩

红袖标、手握红宝书的年轻人，他

们要去往天安门广场，时年十七

岁的傅特恩亦在其中。

尽管已经时隔五十七年，现

在的傅特恩仍对那次接见记忆犹

新：“广场上全是人，我隔城楼

大概有六七百米吧，踮起脚尖，

隐 约 能 看 到 城 楼 上 的 毛 主 席 挥

手 ……” 这 一 天 是 1966 年 8 月

31 日。

傅特恩当时的身份是湘江机

器制造学校热处理专业的学生，

一年前刚从益阳南县考来株洲，

这 是 当 时 的 331 厂 厂 办 技 工 学

校，前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机

部四局（即航空局）下辖的中南

248 航空技工学校，旨在为刚起步

的中国航空工业培养急需的技术

工人，校名迭有变更，现名湖南航

空技师学院芦淞校区，是国家重

点技工学校和湖南省高技能人才

培训示范基地。

当然，这些荣耀都是后来才

有的，在年轻的傅特恩看来，这

学校实在有些寒酸，除新建的那

幢教学楼还算气派之外，周边只

是零散的村居并大片农田，远比

不上老家南县小城街上的繁华。

事实上，这个略显寒酸的学校比

之建校之初的“筚路蓝缕”已经

要好上太多，比傅特恩年长十多

岁 的 王 衡 是 248 技 校 的 首 届 学

员，在他的回忆中，那时的校区

还 在 现 南 方 公 司 友 好 村 那 个 位

置，校舍是搭的简陋的工棚，宿

舍是厂里家属区借的几间屋子，

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大通铺睡上

十多个半大小子，距校舍有好几

百米之遥，食堂则在另一端，也

是搭的简陋的工棚，整个儿一不

等边三角形，路也不好走，晴天

尘土飞扬，雨天一脚烂泥，新生

入学第一件事不是学习，而是拿

起扁担簸箕修路 ......

尽管对学校的“寒酸相”稍有

不满，但也不过短时间内的心绪

影响，十六七岁的少年郎，浑身有

着耗不完的精力，总有各种无穷

无尽的新鲜事儿转移注意力，学

习、实操、翻墙出去拥抱自由。

时代的画像
从北京回来后，傅特恩在学

校 很 是 当 了 一 段 时 间 的 风 云 人

物，毕竟，在那个年代，能亲眼见

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件十分惹人

羡慕的事情。也就在傅特恩在学

校大出风头的同时，班主任突然

给他交代了一个神圣的任务：在

教学楼的墙壁上画上数幅毛主席

画像，向即将到来的国庆节献礼。

教学楼是整个学校的门面，

去年新修落成，一栋 3 层，一楼教

学，二楼男生宿舍，三楼女生宿

舍，占地 1400 平米，建面 3900 多

平方米，红砖外墙，三角形屋架，

左右中轴对称，正是那个年代流

行的典型的苏式建筑审美。

傅特恩爽快地接下了这个任

务，自幼酷好美术的他此前还曾

接到过广州美院附中的录取通知

书，专业自然不在话下，还拉上了

高他一届、同样有美术特长的李

明政一起。

对于有美术功底的人而言，

画 那 个 时 期 流 行 的 领 袖 像 并 不

难，无非纸上临摹成像，再等比例

在墙上打好格子，格子间填充颜

色即可，难的是素材的择选，如何

从海量的公开领袖画像中挑选出

若干最宜展示不同时期领袖风貌

的标准像。好在那时期的包括报

刊在内的各种政治宣传品上最不

缺的就是各类领袖画像，在埋首

图书馆查找各种资料以及经过学

校相关部门同意之后，最终选定

了十幅能展现毛主席各个历史时

期风采的标准像。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纸

上临摹成像，墙上打上格子，墙外

搭上直通三楼的脚手架，俩人分

工合作，站在脚手架上一笔笔往

格子里涂上不同颜色的染料——

染料是油漆兑油画颜料，按比例

调配，可长期保存，且不易褪色

——傅特恩手脚快些，画得也快，

画完自己名下的五幅，又帮李明

政画了好些，只是时间太过久远，

再次站到那十幅画像之前，他已

经记不清哪几张是自己画的，哪

几张又是李明政画的了。

在傅特恩和李明政的通力合

作下，不过一个多礼拜，十幅画像

便告完成，正赶上国庆十七周年

献礼——十幅展现不同时期领袖

丰姿的巨幅画像依次排列在教学

楼上方的墙面上，朝阳初升，阳光

斜斜地打过来，给画像镀上一层

金色的剪影，威武雄壮的《义勇军

进行曲》奏响，革命的浪漫主义情

调将包括傅特恩在内的这群半大

孩子的心激荡得更为热血沸腾。

重现天日
在教学楼的墙壁上画领袖画

像，于彼时的傅特恩的而言，不

过那个火热年月一段微不足道的

小 插 曲 ， 随 后 不 久 将 之 抛 于 脑

后 。 在 时 代 风 云 之 中 ， 有 太 多

“好玩”的事情等着这些年轻人

去一一体验。

毕 业 后 的 傅 特 恩 顺 利 分 到

331 厂，从普工升到技术主管，后

面又调去销售部门，全国各地跑，

结婚、生子等人生大事也按部就

班完成，自然更没精力回想画画

的那件小事儿；一同画画的李明

政也去了其他厂矿，两人就此失

散于茫茫人海，直到很多年后才

重新联系上。

时间如水流逝，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起，学校增添了许多新的

校舍和附属设施，不复当年傅特

恩眼里破旧的模样，那幢完工于

1965 年的具有典型苏式建筑风格

的教学楼仍在使用，只是外墙换

成了那个年代流行的白瓷砖，连

带 着 墙 上 的 画 像 也 被 掩 盖 在 下

面，就更少人知道傅特恩他们在

墙上画画的故事了。

2016 年，学校对那幢已使用

了半个世纪的教学楼重新翻修，

敲掉外墙的瓷砖，傅特恩他们画

的领袖画像重又现了天日，闻讯

而来的校领导意识到这批画像是

不可多得的历史遗迹，辗转打听，

也 弄 清 楚 了 这 批 画 像 背 后 的 故

事。当年的染料质量过硬，十幅领

袖像除两幅因拆卸瓷砖时破坏损

毁严重外，余下的八幅几乎都保

存完好，清洗后色泽依然鲜艳，一

如当日初画模样，只是其时画画

的少年已成花甲老人，显然不再

适合爬上爬下地将原来的墙画修

复完整，乃另外央人画了两幅补

上，并镶上边框妥善保护。

2020 年 5 月，这幢教学楼并

此前修建的学校食堂（现为机器

人实习厂房）作为苏式建筑群被

株洲市住建局公布为株洲市首批

历史建筑。所谓历史建筑，是指经

市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

保护价值、能够反映株洲城乡历

史风貌、地方特色，或具有较高的

科学技术、建筑艺术价值，且未公

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

不可移动文物的建（构）筑物，按

相关规定，必须按《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要求进行

保护管理，使用单位或个人应承

担建筑保护责任。

退 休 后 的 傅 特 恩 爱 上 了 摄

影 ， 没 事 儿 就 背 着 相 机 穿 街 走

巷，有的时候也会溜达到半个多

世纪前毕业的母校看看，那幢挂

有自己绘制主席像的教学楼自然

是重点关注对象，很多时候相机

都会对准这幢楼，只是拍不下全

貌——楼前不知长多少年的水杉

树一棵比一棵高，郁郁葱葱，不

论哪个角度照去，都会遮挡住教

学 楼 的 部 分 —— 镜 头 里 的 主 席

像 熠 熠 生 辉 ， 一 如 他 当 年 拥 在

天 安 门 广 场 狂 热 的 人 流 中 凝 望

远 处 的 那 个 挥 手 的 模 糊 身 影 ，

他 会 如 数 家 珍 地 想 到 这 个 因 工

业 而 生 的 新 城 所 创 下 的 新 中 国

工 业 史 上 的 诸 多 第 一 ， 其 中 有

不 少 都 与 这 所 学 校 毕 业 的 学 生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月午后的阳光，在缕缕春风的怂恿下，和煦又热

烈。山冈、荒野、浅滩，渌波荡漾，花草翻飞，连乡间小屋也

舒展出惬意的神情，似乎是春天的邀约，田野边的马迹小

学敞开了大门。细碎的风在树间摇动，耳朵里分明听见琅

琅书声——这显然是幻听，周六的校园，是没有学生的。

我在教学楼、综合楼间走动，平日课间休息，这里有一

群一群的孩子奔跑游戏，我看到过一组图片，他们拔河、跳

绳、摔跤、拍打篮球，背景是萧家祠堂，或是伸到蓝天里的

绿色树枝，我在六十公里外的株洲市区凝视这些笑脸时，

总能听到孩子们的笑声。我不清楚是孩子们打动了我，还

是这所学校。

马迹小学是一所特别的乡村小学，校园里有个祠堂，

祠堂叫萧家祠堂，建于清乾隆元年（1735），落成于乾隆四

年（1739）。清嘉庆九年（1804）扩建时增设廊台，清道光二

十年（1839）再次修缮。祠堂后厅黛瓦飞檐，敞开的正前

方，有五级台阶，两边蹲着威武的石狮，三堵青砖墙结实完

好，每扇墙面开有拱门。厅内有四根红色圆形木柱两根麻

石方柱，木柱、石柱上写有对联，正中匾额“敦本堂”，红底

黄字，两边石柱上刻有“敦叙孝弟忠信，本务修齐治平”的

对联。神龛上方张挂着五位萧氏先祖的画像。正中间是

萧氏第一世祖大心公，左边是萧氏第十六世祖何公、萧氏

第三十九世祖道成公，右边则是萧氏第二十二世祖望之公

与萧氏第四十世祖衍公。

家族史即是民族史，也是我们的中国史。这里说的萧

氏第四十世祖衍公，就是梁武帝萧衍，他的儿子萧统编辑

了《昭明文选》，萧统之子萧詧在江陵称帝，建后梁。萧詧

之子为后梁孝明帝萧岿。萧岿之子萧珣在南朝为南海王，

入隋后封为迁州刺史。萧珣曾孙萧嵩在唐玄宗时期为宰

相。萧嵩之孙萧复曾任唐德宗朝宰相。唐朝中期，宰相

萧复长子萧俭任湖南观察御史，后代定居湖南长沙，成

为长沙萧氏始祖。萧俭的第八代萧霁迁居江西。萧霁

的第十九代萧祖术（原名祖典）迁居湖南邵阳，生三子，

老三萧宗源。南朝四代，两代为萧氏政权，梁武帝萧衍

的父亲萧顺之和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是同一个高祖父

的堂兄弟。这里五位先祖之一的萧氏第三十九世祖道

成公，就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萧氏曾在株洲为衡阳

王，衡阳王国首府设在株洲县堂市土城（今渌口区龙船

镇）。萧齐政权曾有四代衡阳王，即萧道度、萧钧、萧子

峻、萧子坦。萧梁政权曾有三代衡阳王，即萧昌、萧元简、

萧俊。史学家说，这些衡阳王都不是此地萧氏的直系先

祖。这时翻阅祠堂族谱，你会发现血液在根系、支脉间流

淌得清清楚楚。一部保存完整的 1931 年修的《湘南六修

萧氏族谱》上说，他们这支萧氏是萧何的后代，方圆几十里

的萧姓，是萧何八十几代的孙。而这敦本堂萧氏的始祖叫

萧宗源，明朝初年从邵阳迁居至此，死后就葬在祠堂后

山。我们在校园五十米沥青跑道和硅 PU 篮球场上，抬头

就能望到后山，看到先祖的墓地。在这里跑步或打球的孩

子，很多人姓肖，大概是简化汉字时，把萧写成了肖，但这

些孩子的爷爷告诉他们，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躺在这

个山上。孩子们在黃昏里冥想在夜幕下行走，从未生出怕

意，山上的先祖都是亲人。大人们说过，我们看不见时，先

祖会在我们身后照来一束光。

祠堂是族人祭祀、进学、议事之处，萧家祠堂默默地立

在这，听风声、雨声、读书声，这一听，掐指算来，都快三百

年了。萧家祠堂建好之初，就办起了马迹私塾小学。从

前，马迹村好大，属湘潭县东六区。马迹还分为上马迹与

下马迹。上马迹在太湖乡（今龙门镇）永丰村，下马迹在砖

桥乡（今龙潭镇）马迹村。传说远古时期，有位谭家仙人骑

神马路过此地，过河时，神马后蹄从北岸（永丰）猛地一蹬，

腾空而起，轻轻落到了南岸（马迹），北岸留下后蹄印，南岸

留下前蹄印，上下马迹的地名由此得来。这事无法考证，

可以考证的是马迹小学的前世今生。1953 年，依托马迹

村私塾小学，创办“湘潭县毛坪乡马迹小学”。后来还办了

初中。1959 年学校划属株洲市郊区上游人民公社。1965

年学校划属株洲县朱亭区龙潭公社。1982 年初中部搬至

原砖桥中学，马迹小学成为一所完全小学。2015 年，撤株

洲县设株洲市渌口区，撤龙潭乡为龙潭镇，学校随属之为

株洲市渌口区龙潭镇马迹小学。

行政区域不管怎么变，马迹小学始终在这儿，就像后

山坡上的古树群。沿祠堂左边的台阶而上，就可以见到学

校操场两侧一字排列的九棵古树。四棵枫香树，树龄有一

百九十多年，最高的一棵近三十米，这个季节正在生长新

叶，台阶的青砖上落下数颗褐色枫球，从树干看它庞大的

树冠，想秋天枫叶红了的时候，这些在屋顶上摇曳的红叶，

漫起的气势，在寂静的村庄里磅礡壮阔。四棵小叶栎长在

斜坡或斜坡上的平地里，厚绿的青苔覆盖在树干上，还攀

爬出时间的藤蔓，二百四十来年的时光，是它们的树龄，是

漫长与深远未完的故事。还有一棵是皂荚树，树龄一百八

十年了。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他家百草园

有一棵高大的皂荚树，应该是比不上马迹小学这棵。有人

测量过，这棵皂荚树高二十米，胸围二点三米，冠幅十一

米。这些树均为国家三级古树,还形成了一个群，叫马迹

古树群。斑驳的光影投射下来，恍惚间，想起一两百年前

的种树人。他们定是私塾先生与他们的学生。先生们懂

得中医，想清寒的生活多点希望。种下的枫香、皂荚有药

用价值，而小叶栎除了木质好，果实富含淀粉，可酿酒、作

饲料，其叶可养柞蚕，枝与梢还可培植香菇，还有皂荚果，

一种纯天然洗涤材料，是那个时候的洗发水与肥皂。树木

与生活息息相关，它们注视着村庄，注视着季节更替万物

生长，也注视着村里的孩子来此上学，而后远方求学，一代

又一代的，循环反复，以至祠堂内琅琅书声始终绵延不绝。

时代走到今天，以血缘、姻亲为主要结构的乡村正发

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悄然无声的迁徙，致使村庄开始空

旷。现如今，马迹小学有 53 名学生 7 位老师，孩子们在这

里读完四年级，就去砖桥中学读五、六年以及初中。在学

校工作栏里我看到教师的照片，个个年轻，想起走过他们

的教研室以及舞蹈室、音乐室、美术室、棋艺室时，就觉得

这里生气勃勃，气象万千。离开时，在门口过道回望，祠堂

全景在树木葱茏中静立，由远及近的琅琅书声，随后山古

树吹来的风，时隐时现。

一块被书声浸泡了三百年的土地，声音不论发自哪，

听着听着，就成了村子里孩子们的读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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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祠堂前

玩耍的马迹小

学的孩子们

马迹小学里的萧家祠堂

祠堂、古树与琅琅书声
万宁

2016 年 重 新 翻

修过的教学楼，被水

杉树遮掩的主席画像

已被镶上边框保护。

1966 年，傅特恩（前排左一）与同学在教学楼

前合影。受访者供图

1965 年，新生入学后参

加建校劳动。受访者供图

1966 年上学期，湘

江机器制造学校（湖南

航 空 技 师 学 院 芦 淞 校

区）在新落成的教学楼

前合影，欢送参军的同

学。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