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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存放寿材的厅，图中为李敦基大女儿李笑眉

棺材藏烈士 鼎生永青春
芝英镇雅庄村揭开72年前“爱民”同志牺牲之谜

雅庄村黄鼎生牺牲地旧址，①为养伤房间，②为放寿材的厅

出乡踏征途
今年夏天，舟山乡贤会组织整理家乡红色历

史，工作人员来到雅庄村，带来了一本回忆录。这
是 2019 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时，现居上海的舟山
籍离休干部黄光耀写的。解放战争时期，他是中共
永康党工委的领导人之一。

回忆录里的一段话，揭开了雅庄“棺材藏烈士”
背后的故事：“还有一个人，我必须提到他，也是下
前田人，叫黄鼎生⋯⋯”

黄鼎生，1924 年 12 月出生于舟山下前田自然
村，也就是今天的舟三村。他比黄光耀大三岁，黄
爱民，是他参加革命后的化名。

下前田当年有120来户人家，基本上是贫农。村
里还有几个贫苦人，给地主家抬轿子打零工，黄鼎生
的父亲黄洵毫就是其中之一。黄洵毫弟弟黄洵子在
1939年就被国民党当局抓了壮丁，从此杳无音信。

1946年农历春节，在县城东库酱油厂工作的黄
光耀回舟山过年，此时，他已经是中共地下党永康
县城核心党小组成员。他和黄鼎生曾一起在舟山
黄氏中心小学读书，还是同族兄弟，看到鼎生家里
生活困难，黄光耀决定帮一帮他。

“我问他，愿不愿意去县城做工？一来，有收入
能改善生活，二来，保证国民党不来抓你壮丁，他一
听很快就同意了。”黄光耀说。

进厂后，黄光耀特意交代同厂的童岩春关照黄
鼎生——童岩春也叫童春，是黄光耀在酱油厂里第
一个发展入党的工友，两人同一批进厂，每当有政
治任务时，黄光耀首先就想到他。

酱油厂分制作、运输、销售等班组，黄鼎生在制
作组，负责打水、磨粉等工序，和童岩春同组。吩咐
童岩春照顾黄鼎生，也含着黄光耀的期望：在政治
上进一步锻炼他。

考验最前线
黄鼎生没有辜负这份期望。他工作勤恳认真，在

童岩春等人的熏陶下，很快懂得了革命道理。没过多
久，1947年的春天，黄鼎生由童岩春介绍正式入党。

此时，正是抗战结束不久到全面内战爆发的时
期，国内战事和局势扑朔迷离，金萧支队和上级党
组织已经按中央指示北撤，只留下少数地下党员。
隐蔽在永康的地下党员既无经费，也难联系上级，
而国统区的白色恐怖却日益加重。

“酱油厂是当时中共地下党在县城里的联络
站。黄鼎生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永康地下党最艰难
的时候入党的，而且进厂到入党时间不长，他入党
时黄光耀已经离厂了。这说明了一点，他肯定经受
住了种种考验，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市新四军历史
研究会副秘书长黄传后说。

有了固定收入，眼看着生活刚有所起色，1947年
10月中旬的一天，黄鼎生却突然回到舟山，找到了黄
光耀，提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要求：去游击队。

此时，黄光耀正受应飞委派，以失业回乡做小生
意的名义，在家乡发展地下党组织，开辟根据地。“因
为童岩春去游击队了，老家黄双林等小侬伴也参加游
击队了，鼎生都知道的，因此他也急了，一定要去。”

见黄鼎生态度坚决，10 月下旬，黄光耀送他去
游击武装——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第三
大队自卫一中队，中队长就是李文华。到了部队
后，黄鼎生便改名黄爱民。由于行军打仗非常勇
敢，他很快就被编入短枪组。

编入短枪组，也就意味着，黄鼎生战斗在了最
前线。

1948 年 2 月 21 日，三大队在大队长应飞的率

领下，秘密驻扎在今天的象珠镇方山脚。

部队秘密宿营的消息，被当地保长给泄露了。

第二天下午，国民党乡联队、保安队兵分两路，突然

从山西孔、清渭街方向朝方山脚而来。

敌方人多势众，装备精良，战斗打得极其艰

难。为了扭转战局，李文华带上十多名队员，组成

了一支突击队，从侧面冲下山，穿过黄尚弄，向敌人
猛扑过去，准备从侧翼攻击敌人——黄爱民就在突
击队中。

冲锋中，黄爱民身负重伤，他咬着牙，用手死死
地捂着胸脯，鲜血顺着他的手指缝不断流淌着。万
般无奈之下，李文华只好让队员架着伤员，下令撤
退⋯⋯

负伤后的黄爱民，病情急剧恶化，还有可能感
染了破伤风，高烧不退。部队不得不将黄爱民送到
距离黄尚弄七八里路的雅庄村养伤。

牺牲雅庄村
雅庄地下党员李敦基家位于村庄最东边，屋后

就是田畈，有一间杂物房位于两座天井院的连接
处，位置不起眼，房门外有两个方向可逃生，还有一
扇通往田畈的后门，方便撤退。黄爱民就隐蔽在杂
物间，这里也是一个楼梯间，柜子一拦，黄爱民被藏
在了楼梯下。

李敦基也是一名可靠的地下党员。此时，李敦
基的母亲已经去世，就由他父亲和妻子帮助照料黄
爱民。

与李文华同村的李西京、李火旺曾在《英勇斗
士李文华》一文中回忆，黄爱民在雅庄养伤期间，李
文华曾为此事特地找李火旺说：“黄爱民同志是好
同志，你们党员同志一定要照顾护理好，有困难，你
随时来找我。”

昔日小侬伴重伤在身，黄光耀无比牵挂。一天
深夜，黄光耀潜入雅庄村，看到了奄奄一息的黄爱
民：“负伤前就已经身体不是很好，吃不进东西。看
到他时已经昏迷不醒，不会说话，提着一口气，我看
到后很心痛。”

这一面，竟成了永别。没多久，国民党当局突
然包围了雅庄村，挨家挨户搜查。李敦基父亲见已
陷入昏迷的黄爱民，焦急万分，情急之下想到了他
家隔壁一间厅里放着的几副寿材（老人提前为自己
准备的棺材），他把黄爱民偷偷藏进自家寿材里。

没想到，等敌人撤离后，李敦基父亲再去打开
寿材盖，可能是病重，黄爱民已经断气了。

不得已，等到夜深人静，李敦基家人和村里的
地下党员一起，偷偷把寿材扛到了菜地里，挖了一
个深坑，埋葬了黄爱民。为了不被人起疑，坟头没
有起包，也不敢立碑，还推成和菜地一样平整。

这一年，黄爱民才24岁，在最困难时期入党、在
最危险前线战斗、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之时牺牲，
人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永远定格在了雅庄村。

烈士永青春
在老家，为了追查黄爱民，国民党当局逮捕了

他的母亲胡舒绸和大妹黄爱梅，两人被关押在前仓
长达半年之久。黄爱梅被打断双腿，释放后虽经过
接骨，还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新中国成立后，黄鼎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烈
士证书：浙江烈字第011217 号），父亲黄洵毫则担任
过舟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多年，因为唯一
的儿子牺牲，他又招舟山溪塘村李亨珍为女婿，新
中国成立后李亨珍曾任舟山乡乡长。

当年艰险斗争的间隙，黄鼎生对嫁在台门村的

姑姑黄阿香特别牵挂，叔叔黄洵子被抓壮丁后，这

已是他父亲唯一的亲妹妹。从舟山返回游击队，黄

鼎生每次路过台门，都会带上两个肉麦饼，用手帕

细心包好，看望姑姑黄阿香，再往俞溪头、芝英方向

而去，为了不让姑姑担心，总说自己“在芝英酱油厂

做工”。

几十年后，黄阿香还在世时，经常跟孙辈应雄

等人回忆起这个年轻帅气的侄子“穿着长褂、一表

人才”，宛如人在眼前，从未走远。

20 世纪 60 年代初，李敦基已经去世，在雅庄一
位老人的指引下，黄洵毫和姑夫应银华、表弟应岳
明等亲属一起，找到了那块菜地，接儿子“回家”。

斯人已逝,四野无声。时至今日，烈士的表侄应
雄还记得，父亲应岳明曾告诉他当时的场景：菜地
里，挖出了一个五角星皮带头、一把烂手电筒壳——
养儿从军一土归，这是黄鼎生留给家人的最后遗物。

□记者 胡凌霄 通讯员 三木

黄鼎生外甥李革历（左一）、黄光耀妹妹黄飞琴（左二）、

李文华女儿（左三）李美琴等人，来到雅庄李敦基旧居

寻访烈士往事时和李敦基子女们合影

昨晚，芝英镇雅庄村 78 岁的李笑眉和家人，细细品读了由浙中舟山乡贤会编撰的杂志《秀水舟山》中有关烈士黄鼎生的回忆
文章，一家人解开了悬在心头72年的谜团——当年牺牲在她家的烈士“爱民”究竟是谁。

“在雅庄村，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知道‘爱民’，知道‘棺材藏烈士’的故事，但包括我们家人在内，一直不知道‘爱民’是谁、来自哪
里、有无后人。70多年了，没想到还能等到他的亲属来寻访。”说到这里，李笑眉眼里噙泪。

70 多年来，雅庄村一直都流传着一个“棺材藏烈士”的革命故事：新中国成立前，有一名游击战士负伤后隐蔽在村里，国民党
部队搜查时，地下党员把他藏在棺材里，躲过了搜查，但不幸的是，重伤的战士最后还是牺牲在棺材里。

这个惊险的故事发生在李笑眉 6 岁那年，战士隐蔽的地点就在她家里。她父亲李敦基，1944 年入党，曾担任过党小组长，入
党介绍人就是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七大队大队长李文华。

遗憾的是，解放前由于形势危险，家人对此守口如瓶，解放后李敦基又很快去世了，李笑眉只是陆陆续续听母亲说过一些。
“爱民”，究竟是谁？为什么会来到雅庄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