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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县最早的完全中学在这里

从怀仁中学旧址施工现场看到，最早期
的男生宿舍、礼堂、物理实验室等保留完好，
均为平房，建筑风格为简约、灰色系为主的民
国风，昔日学子诵读之地，即将变身一所文史
展馆。

“第一年初一学生34人，初二学生24人，
初三学生2人，初二和初三是复式班。”校史的
简短介绍中，刻录下这所教育圣殿最初的模
样。黄土塘小学毕业的姚桐斌从这里走出考
入无锡一中；1944年第二届高中毕业生周永
嘉以院考数学第一、化学第二的成绩考入上

海纺织工
程学院。
类似的优
秀学子还
有很多。

黄土
塘村还是
无锡“江
抗 第 一

站”的重要历史现场，黄土塘小学以及毗邻的
怀仁中学校舍，都曾作为新四军指挥部所在
地。因此现在那些最老的校舍里面，有些屋
子的木梁正是来自于当年新四军的“助力”，

“部分老木梁用的是从敌伪缴获的电线杆，以
前的电线杆都是木制的。”黄土塘村村委负责
人介绍。

从资料图上看到，1956年，已成为公办中
学的怀仁中学由一栋教学楼和3排平房组成，
白墙黑瓦格子窗，当年改名为“无锡县锡北中
学”。据老辈学生回忆，当时的无锡县还有一
所名校锡南中学，两所学校经常轮流组织篮
球友谊赛。

“我父亲和一些族里的亲戚都在黄土塘
小学、怀仁中学读过书，办学最兴盛的时期，
宿舍不够住，周边村子的农户家里也被征作
寄宿生的学生宿舍。”姚正如介绍，学校老师
大多学养丰厚，校风校训严谨质朴，慕名而来
求学的学生很多。

（晚报记者 陶洁/文）受访者供图

昨天是第31个国际
残疾人日，扬名街道“残
疾人之家”的残友们纷纷
表示，他们那里有个阳
光、帅气、年轻的“家长”，
读过大学，待人和善，强
烈要求夸一夸他。记者
也特意来到这里，一探究
竟。

在扬名街道“残疾人
之家”，沈嘉麒经常和残
友们一起做手工活，最近
做的是包装餐具。小沈
27岁，今年3月才入职成
为这里的管理员。

他是一名肢体残疾
人，热心、友善、积极，不
仅是团队的管理者，更是
残友们的好帮手。每天
到岗后，他和残友们一起
分装手工产品。活动时，
他会帮着记录，拍下精彩
瞬间；午餐时，他会带着
残友们排队领饭，并为行
动不便的残友带回午
餐。残友老王表示，自己
脑子不太好使，有些工疗
活，刚学就忘，但沈嘉麒
从来不吼他，总是耐心地
一遍遍教他。

他尽自己所能帮助
大家，比如有的残友内心
非常敏感，不小心把公交
卡丢了，内心会很紧张，
他会帮助大家释放这种
压力。有的残友会不记
得如厕时间，把大小便拉
在身上，自己会觉得尴
尬，但又无可奈何，他就
会定时提醒对方。这里
的残友八成都是智力和
精神残疾，偶尔会情绪失
控打架，他会主动劝架。

他的人品和行动，得
到了大家的认可。“有的
残友家属会给我带来饼
干、糖果和沙琪玛”，小沈
明白，这是他们最质朴的
感谢。他在这份工作中
找到了一种认同，努力干
得更好。

1995年出生的沈嘉

麒还有个双胞胎弟弟，他
是先出来的那个，有点

“卡壳”，被产钳夹了出
来。稍大一点，与一切正
常的弟弟相比，他的运动
不太协调，后来才知道这
是一种小脑运动神经受
损的脑瘫。

虽然身体有残疾，但
沈嘉麒学习很努力，在进
入无锡一所职业院校后，
又经过成人高考，拿到了
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
学院的会计本科文凭。
毕业后，他在企业干过几
份会计的活，收入过得
去，但他脚不好，不方便
跑外勤。

内心好强的小沈辞
掉了工作，回到家中，那
几年，他就在家炒炒股。
赶上一波大牛市，收益也
不错，再靠父母帮衬一
点，购置了一套商品房。
更幸运的是，他在朋友聚
会上遇到了心仪的女友，
两人有说不完的话。“她
身高 1.71 米，温柔又聪
明”，在小沈的手机里，这
个好看的姑娘让所有人
都很羡慕。

他学过乐器，会画
画。平时，非常热爱读
书，还曾在网上写过以
自己为原型的小说，在
小说中追问“我是谁？
我想干什么？”他还有自
己的一堆粉丝，一度在
后面催更。和他聊天，
可以感受到他是个有想
法的人。

也是机缘巧合，社区
工作人员问赋闲在家的
他，是否愿意去当“残疾
人之家”的管理员。他答
应了。沈嘉麒表示，自己
也是残疾人，能理解残友
们的不易，更有同理心。
他和残友们在一起，很放
松，也能感觉到内心的快
乐。
（黄孝萍/文 还月亮/摄）

““怀仁怀仁””文脉长文脉长

1937年的一把战火，烧毁了
黄土塘小学的礼堂校舍，在此地
址上重新建造起来的不仅有小
学，还有当时周边多个乡镇中断
的中学。1938年9月，私立怀仁
中学开办，这是当时整个无锡县
最早的完全中学。新中国成立
后，学校由民办变成公办。1989
年异地新建现代化高中江苏省怀
仁高中。历经改扩建和修缮的怀
仁中学旧址早已不再办学，成为
无锡市历史建筑，目前闭门重新
修缮中。

“我也是残疾人
能理解大家的不易”

今日的校舍几经改扩建，已非最初的模
样。旧址原址满布脚手架，正按照“修旧如旧”
的要求加班加点施工。现场看到，原址保留了
大部分平房校舍，长廊等也是最近年代的样式。

在怀仁高中的纪念馆内，珍藏了一件文
物“无锡私立怀仁中学校”的木匾，这正是怀
仁中学诞生的见证。1937年起，战火肆虐，兵
荒马乱，“教育救国论”的思想火种也来到了
无锡，地方贤达姚今乔、徐熊彬、姚永范等看
到家乡的孩子因周边学校毁于战火纷纷失
学，急切渴盼教育振兴，决定在黄土塘小学的
原地修建一所初中“黄土塘补习初中”。原来
被炮火损毁的小学礼堂和十几间平房成为怀
仁中学最初的借用校舍。

怀仁初中办学的初创起点之高非常罕
见。“学校聘任的第一任校长叫陈伯瑜，是毕
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其任期一直
延续到1951年。”对学校和地方史深有考究的
黄土塘村姚正如老先生介绍，在缺少经济基
础和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诞生的怀仁中学，初
期仅有初中。即便是在日伪驻扎黄土塘村的

敏感时期，这所学校教授的外语为英语而非
日语。这种“特立独行”和校长的“气节”不无
关系。陈校长深受马寅初影响，多次参加过
反对军阀段祺瑞政府的“爱国救亡”运动，亲
身尝过长枪、短棍、水龙喷射的滋味。在他的
课堂上，“实业救国、教育兴国”就是反对日伪
的奴化教育。因陋就简开办学校，没有教师，
就由姚今乔等开办者自己当骨干教师，后不
断添聘地方上著名的英语、语文、数理教师严
慰苍、张明寰、韦兰师、陈崇瑜等人。

“怀仁”之名何来？“一方面当时黄土塘小
学地处无锡县怀仁区，在民国时期，黄土塘地
处怀仁上市，怀字是老地名；另一方面，当时
无锡国专唐文治慨然为学校题写‘博爱’校
训，博爱为仁。”此事发生在1940年，唐文治
为学校题名后，学校请武进一名清代进士书
法家书写，刻制匾和校牌各一，此后正式挂
牌。这一年，怀仁中学开始增办高中，成为当
时锡、澄、虞地区的名牌学府，优秀学子的向
往之地，开当时无锡县办高中之先河，也使怀
仁成为全县第一所完全中学。

校史丰厚，名人辈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