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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邮中校长林善之辞世62周年

62年前的11月25日，泰州专区

高邮初级中学的礼堂布置得庄重肃

穆，中共高邮县委、县人委（政府）为

是年11月4日逝世的邮中校长林善

之举行追悼仪式。来自泰州、泰兴、靖

江、兴化、扬州、仪征、六合、宝应等县

市教育界人士和高邮各界人士及邮

中师生近千人参加吊唁活动。

一

林善之1898年出生于高邮县城

砚耕世家。他6岁丧父，依靠母亲针

黹为生。受其父学生陈月秋呵护，收

于塾中教读。他15岁时，得益学监沈

为贤携带，入庆成学校读书，于1914

年考取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19

年毕业后任职于高邮私立乙种商业

学校（私立庆成初小）。

林善之从事教育工作之后，即强

调教育之目的要造福社会，并身体力

行“造就人才改革社会之志”，对学生

不论其贫富、唯学生品学优劣是论，

对贫家子弟常给予资助，并积极主张

男女平权，动员女童入学。

他的言行与权贵相左，因此累遭

排挤，工作岗位多次被调动。1924年

8月，林善之调至县立师范附小，在此

期间，他与邮城教育界受欺压教师联

名反对学阀、土豪劣绅，受到人们的

推崇。

在 1939年高邮沦陷前的数年，

林善之被推为高邮县教育局教育委

员，后任高邮县立塔儿集民众教育馆

馆长、县立城北小学教导主任、县立

图书馆馆员。1937年8月又复任县教

育局教育委员。

高邮被日寇侵占后，林善之不愿

任职于日伪政府。1945年12月26日

新四军解放高邮县城，翌年2月，林

善之出任高邮县城北小学校长，他从

此走上革命道路。

1946年10月6日，新四军撤出

高邮县城，林善之随北撤部队移至兴

化县大邹镇。临别时，林善之要求家

人今后自谋生活，希望她们坚信，共

产党会回来的。随后取了两套换身衣

服离家而去。当年，林善之母亲80多

岁、双目失明，妻子体弱多病，两个女

儿都还是学生。

北撤后的林善之坚持地下斗争，

先后任苏皖二分区区立联合中学总

务主任、兴化大邹小学教员、校长，苏

皖二分区区立中学教员等。1949年1

月19日高邮城第二次解放，林善之

随军进入高邮县城，次年2月任苏北

扬州行政区区立高邮中学校长，同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

1948年底，担任高邮县教育科副

科长之职的林善之，书写多封信函，

通过内线送给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

邮城有关人士，劝说他们坚守原地开

创人民大众的教育事业。

林善之褒奖了邮中护校有功人

员，给保管万有文库的工友奖励了

100公斤大米。登门拜访熊楚仲、刘子

平、高冠常等邮中与珠湖中学（私立

学校）教职员。

1949年2月2日，林善之在研究

开学事宜的会议上宣布：旧职人员原

职原薪，学校于2月17日复课。复课

时初三学生25人，初二50多人，初

一亦50多人。

那时，有条件读书的学生家庭多

为商界业主，而恰恰商人的“观望”心

理最重，他们担心共产党坐不稳天

下，怕国民党卷土重来。另外，有些旧

职人员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顾虑较

多，他们分别居住在镇江、无锡等地。

林善之写信给他们，以新生的人民政

府真诚地为民众之事业奋斗的雄辩

事实，劝导他们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发

挥一己之长。

1949年元月，国民党退出高邮城

后，有一位姓尤的熟人到林善之家

中，告诉其家人，自己在高邮北门大

街上见到林先生随新四军（当时人们

对共产党的部队还沿用老称呼）进

城。林先生穿一件旧棉袄，厚底布鞋，

身背一只方形挂包。林先生说这些天

事情多，回不了家，先托他转告。因3

年多音信全无，全家对此也是将信将

疑。过了一两天，有邻居来说，在街上

张贴的“告示”（布告）上见到了林先

生的名字。一家人都巴望快些同他见

个面，可是又不知道上哪里找？

突然有一天，林善之借游行顺道

之便，来到位于南水关处的家中。一

家人喜出望外。他的身材还是那么魁

梧，精气神更加饱满，只是人已瘦得

脱了形。据后来与林善之一同坚持地

下斗争的邵舜琴说，高邮地区三年解

放战争时期的地下斗争形势十分残

酷，一年冬天，林善之患痢疾，睡在冰

凉的寺庙地上，用小铜勺烧点热水度

饥寒。

林善之的这次顺道“家访”的时

间仅半小时，问了家里藏书保存的情

况。后来，林善之把家中的数百册线

装古书《古文观止》、《官场现形记》以

及医书和“七巧板”、围棋、中国象棋

和棋盘、乒乓球拍等全部捐赠给邮

中。

林善之性情耿直、爱憎分明，有

“林大校”、“林大炮”等雅号。在邮中

复课之时，教学资料奇缺，一名在旧

社会有“历史问题”的教师自编了一

套数学教材，林善之得知后力排众

议，这套教材后来在宝应、兴化等地

学校使用，深受师生们的喜爱。

今年81岁的朱永彰于1949年9

月考入邮中，他是原川青乡人氏，食

宿在学校。他说，那时全校只有3名

住宿生。学校食堂就他们3名住宿生

与林校长和一二名老师共六七人同

桌吃饭。早晚喝粥、佐萝卜干、咸菜，

中餐以青菜、萝卜、冬瓜为主。有时早

晚林校长自掏腰包，为学生买一两个

馒头。学生晚自习，教师晚上备课、批

改作业，没有灯油，林善之也多次贴

钱购买。

从原曙光中学退休的孙培华老

师告诉记者，林校长社会兼职多、活

动频繁，夜晚经常开会做时势报告。

邮中师生在林善之的带领下，积极配

合人民政府中心活动，在中市口定期

出《先锋画报》《黑板报》，配合恢复生

产演出《兄妹开荒》，配合土改演出

《王贵与李香香》，配合镇压反革命分

子演出《枯井沉冤》。学校组织的腰鼓

队、莲枪队、秧歌队、鼓号队在抗美援

朝、慰问军烈属以及大型集会中都发

挥了重大作用。

林善之在三年的地下斗争中，体

质大有下降，在高邮二次解放后的繁

忙工作中，他日以继夜地奔忙操劳，

身体不堪重负。1951年11月4日清

晨，有校员在他宿舍外听到呻吟声

后，打开房门，见他发高烧神志不清，

立即送县人民医院救治。但终因医治

无果，于是日下午逝世，终年仅53

岁。林善之逝世前的一天晚上，主持

抗美援朝晚会活动；逝世前的一个小

时，向看望他的同志询问学校工作和

布置抗美援朝的相关事宜。朱永彰

说，林校长不幸去世的消息传到学

校，许多师生流下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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