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每提起村内古树群，原连枝村

党支部书记、今年87岁高龄的陈祝山

就不由得提起村民胡洪昌向其讲述

的“火烧赤岩尖炮台”的故事。

赤岩尖炮台最开始由日寇的一

支小分队看守。后因害怕抗日武装

和老百姓袭击，日寇偷偷换了防，调

来一批汪伪军充当马前卒看守。这

批汪伪军与日本侵略者一样作恶多

端，当地百姓无不切齿痛恨。

1945年初，三十里坑老百姓对日

寇的烧杀掠夺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

步。彼时，阔塘后村村民陈德珍等人

受抗日武装的影响，秘密串联了数位

本村及龙潭里村、八字墙村村民，决心

拔除赤岩尖这只“贼眼”，以教训日伪。

他们先通过被迫当上情报员的

连枝村村民胡洪昌了解炮台值勤内

情，并希望胡洪昌伺机里应外合，歼

灭炮台里的敌伪。约定的日子到来

了，这一天，轮到一个操上海口音的

作恶多端的汪伪军值勤，胡洪昌与他

同编一个班。傍晚，两人上了赤岩

尖，照例环视四周一次，并无异情。

这名汪伪军以为一切如常，就枕戈入

睡了。

夜半三更，陈德珍等八人身带朴

刀、尖刀、老虎钳和手榴弹，在漆黑夜

色中悄然上了山顶穿过松丫堆，用人

载人的办法翻越铁丝网，打开了铁丝

网门，找到了躺在床上熟睡的胡洪昌

和那名汪伪军，见床头的墙上挂着两

支步枪和手榴弹。

他们迅速取下步枪和手榴弹，然

后把这两人拖出来。那名汪伪军惊醒

后，企图呼救，但朴刀搁到他肩上时就

沉声不敢响了。就这样，他们抓了汪

伪军、带着胡洪昌，下了山往龙潭里村

而去。最后下山的同志，用营房里的

稻草点火，烧毁了“贼眼”炮台。

黎明时，他们在深山老林中处决

了那名汪伪军。为了预防汪伪报复，

他们还制造假象让胡洪昌藏在龙潭

里村。次日，驻扎在赤川村小洋楼里

的汪伪军如惊弓之鸟般撤回到八字

墙。打击了日伪的陈德珍等人也各

自回村去。

汪伪军撤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

整个三十里坑，众百姓都夸赞：“真是

天兵降临，虎口拔牙。”这是 1942 年

夏，日寇侵占三十里坑以后人民发出

的第一阵欢笑。

这就是从古树下走出的村民，与

当时黑恶势力斗争的故事。中共永康

党史办、市志办公室、市档案馆编著的

《抗日战争在永康》等书，及热心市民

胡连法《抗日烽火漫燃三十里坑》一文

中均记录了这则故事。采访时，陈祝

山表示：“那时候我是生产队长，胡洪

昌是我大队的队员，在田埂休息的时

候，我就问那时候烧炮台谁跟你商量

的？”他同样讲述了这则故事。古树无

声，却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在金湖村，与连枝古树群隔溪相

望的还有赤川自然村的两棵古树，分

别为220年树龄的黄檀树和100年树

龄的苦槠树，树旁石碑上写道：“革命

老村名赤川，双溪汇流水涓涓，屯前

文昌阁三层，户后峰清鸟喧，日寇暴

行遗旧迹，古檀智护成美传，瓜果飘

香山乡。”

古檀智护村庄的故事已经无从

查证，记者只能从村内老人的只言片

语中获悉：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村内

苦槠树会长一颗颗圆圆的苦槠，村民

们见后都会兴奋地摘回家，放水里

煮，能够充饥，这是他们铭记心中的

美味。

与连枝自然村的古树相同的是，

赤川自然村黄檀树的树身同样曾被

密密麻麻的钉子钉起来，同样有类似

于弹痕的创口，而且它所在的道路通

向赤岩尖炮台，由此可见，古黄檀同

样见证了火烧炮台那段历史。

经过历史的洗礼，金湖这座环境

清幽的山村，表明看似平静，实则热

血澎湃。红色基因已然根植于百姓

血脉，表现之一就是坚定地守护古

树。连枝树分别在1946年和1975年

遭到过两次破坏，村民们心疼不已。

为避免重蹈覆辙，村里出资，用水泥

石灰堵住樟树孔，后来就没再遇到过

火灾了。

前些年暴雪，连枝古树群东面的

樟树被压断了树枝，至今依然可以看

到断处被撕裂的痕迹。为保护古树，

在原农林局林业专家的指导下，村民

专门为古树砌坎、培土。时至今日，

这些古树几经磨难，却依然蓬勃屹

立，成为独特景观。

近年，原农林局的“一树一策”、

连枝自然村提档升级等，都加大了对

古树群的保护力度。近两年，行政村

规模调整后，金湖村在古树群所在位

置建成古樟公园，现在公园内不仅建

了拱桥、池塘，装了路灯，还种了小樟

树，景观独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舒红

光说，古树名木是有生命的文物，是

大自然赐给人类极其宝贵的财富，更

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见证。70 多

年前，抗日烽火漫燃三十里坑，连枝

古树群如同一道屏障，守护村庄安

全，无声记录革命历史；70多年后，我

们要积极发扬保护古树的优良传统，

开展古树保护行动，讲好古树“红色

故事”，献礼建党100周年。

不满日寇丑恶行径 大火怒烧赤岩尖炮台

护树传统代代相传 接棒守护“活着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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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街连枝铁钉钉树只为护树
古树群无声记录村庄革命史 村民接棒守护“活文物”

尽管连枝的古树群只有 6 棵古

树，但每棵都长得枝繁叶茂，颇有独

木成林的架势。在革命年代，这些古

树仿若一道巨大的屏障，守护村庄，

掩护革命活动。

事实上，这片古树林最初是用来

防风的：连枝自然村北朝山坳，山坳

口有龙潭里水库。1000多年前，该水

库没有筑堤坝，上山风穿过水库后直

接吹向民房，民房屋顶的瓦片常被吹

得噼啪作响，有的甚至被卷到地上，

安全隐患突出，百姓担忧，合议后种

下这片樟树林，希望发挥其防风作

用。

当然，古树群的“职能”一直随着

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古树已经长得郁郁葱葱，村民

们不再有防风方面的担忧，但日寇的

侵袭却让村民再度陷入困境。

据史料记载，1942 年夏，日寇侵

占当时永康县的三十里坑，继在八字

墙村筑营扎寨和在高大的松树上搭

起瞭望台后，又在横溪村后山杏桐坪

和赤川村后山赤岩尖筑起了炮台，以

窥视整个三十里坑地区的动静，保卫

在八字墙的侵略大本营。

花街镇是我市革命老区，革命活

动活跃，再加三十里坑山地连绵，利

于开展革命活动，日寇对这里非常忌

惮。记者在连枝古树群旁看到，古树

群正对的就是后山赤岩尖炮台。日

寇在炮台上窥视连枝村动静的同时，

党员村民以古树为屏障，不遗余力地

开展各项御敌行动。

考虑到长此以往，古树群会落入

敌军的视线，难逃被砍伐的命运。为

防患于未然，村民合议后，在某位领

头人的呼吁下，把铁钉钉到树身上，

防止其被砍伐，知情人说：“那时候的

铁钉又黑又长，再加上钉得密密麻

麻，刀砍下去根本砍不到底，想盗走

都难。”

记者在连枝古树群的一棵树上

看到，树身至今仍有一颗颗略凹的创

口。原来当时铁钉钉进树身后，再没

有被取出，年复一年，樟树在生长时

就把铁钉包裹在了体内，只留下一个

个类似于弹孔的痕迹，记载着当时无

可奈何的护树情形。

这一“自杀式”的自卫行为，帮助

古树群逃过一劫。所幸，不管是当时

无恶不作的日寇和汪伪军，又或是物

质匮乏需要木材的商贩群众，都没有

再打这些樟树的主意，樟树没有再受

到伤害。创伤反倒成了它们保护自

己的武器。

现如今，百姓身处和平年代，古

树群不再有抵御外敌的需要，再加上

村民生活条件好了，造起了一栋栋坚

不可摧的楼房，古树群的角色慢慢转

换，变成了村民们休闲的场所。这些

古树如同活着的文物，向村民诉说着

那一段段不能忘却的红色革命史。

花街镇金湖村连枝自然村是我市为数不多的以树命名的村庄。名中“连枝”，就是长在村口800多岁、两枝合一的连枝树，
与村北5棵樟树一起，在1999年被评为省一级保护古树名木。数百年来，村庄和古树群唇齿相依：古树如卫士般守护村庄，村
民则如主人般保护古树。直到现在，树身被铁钉钉过的创口依然清晰可见，这是村民抗击日寇、保护古树的印记。日前，记者与
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林业专家一同踏访了连枝的古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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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枝自然村古樟公园

古树村民相守相依
铁钉钉树只为护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