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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舟山镇铜山村

的水泥路尽头，开上 10

多分钟的石子路，就到

了我市革命老区村铜山

村陈山头自然村。在原

陈山头村党群服务中心

所在的山坡上，记者一

行远远就看到了村边那

片颜值出众的古树群。

铜山村党支部副书记陈

向阳说，那里有棵 160 多

年树龄的豹皮樟，曾发

生过一段为交通员挡子

弹的故事。

树身挡弹 红色故事感人
陈山头自然村因地处永康、缙云、

磐安、东阳四地要隘，山高林密，便于

部队隐蔽、集合、驻扎，土地革命时期

就为革命同志倚重。

古山镇李秋（化名）、芝英镇李秀

芝、古山镇胡一鸟等革命志士都曾在

陈山头开展革命活动。革命队伍多次

在陈山头一带驻扎。

在陈山头古树林，陈向阳指着弹

迹斑斑的瘦高古树豹皮樟，以及隔着

窄窄山路同样留有弹痕的枫香，向记

者一行讲述 20世纪 40年代，我党的交

通员“小老应”在陈山头遇险的故事。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山

间不时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兽吼鸟鸣

声。“小老应”戴上斗笠跟“老驻家”陈

章云打完招呼，准备上路时，突然，一

阵急促的狗叫声由远及近传来。

“有生人，快走！”“小老应”摸黑转向

大枫树方向，暗暗加快了脚步。还没走

出一百步，岩塔头岭尖对面来了一溜七

八个打着马灯挎着枪的国民党保卫团队

伍，中间有人阴沉地喝了一声“谁！”

“小老应”感受到了危机，迅速回

撤几十步，来到豹皮樟树脚。这棵豹

皮樟正好与两棵合抱大的青冈栎，呈

品字阵势，底下合围，在背后开一面出

口，活脱脱的一个天然掩体。

刚在豹皮樟树脚躲好，国民党保

卫团就用枪向林木茂密的豹皮樟处一

阵乱扫。为了拖延时间，虚张声势，

“小老应”也进行了还击，枪响了十几

分钟，保卫团终不能上前。

因有豹皮樟阻挡，“小老应”毫发无

损，但终究敌众我寡，再次枪响时，他便

迅速退出树丛，沿着竹园往坑底方向摸

索出去，顺利脱险，消失在夜幕中。

建党百年之际，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为保护活的革命遗迹，挖掘古树

名木相关的红色资源，助力乡村振兴，

对这棵豹皮樟进行了“一树一策”的保

护：修剪腐枝、除去病虫、垒砌石阶、培

以厚土等，已于 6 月中旬完工，供后人

参观瞻仰。

植被丰富 红色氛围浓郁
事实上，铜山村的古树素以古树

名木种类丰富著称：古树名木共有 14

种，隶属7科，13属，有树龄510年的永

康古树王之一——枫香，有红色古树

豹皮樟等，其中树干留满弹痕的枫香

和豹皮樟就在陈山头自然村。

陈山头自然村原有40多户，280多

人，现在仅10多户，10多人住村里。60

岁的村民陈金雄是他家中唯一还住在

村里的。他说，当年亲历这些故事的村

民多已去世，他依稀记得的就是代代相

传的豹皮樟护交通员的故事，还有其他

村民口口相传的红色故事。

80 岁高龄的村民陈高亮说，20 世

纪20年代，红军为了筹措军饷，打土豪

分田地“请财神”。冒着被抄家的风

险，在成功筹措军饷前，其父母和二伯

帮助红军暂养了从义乌佛堂“请”来的

一个孩子。

得知情况后，国民党来抓陈高亮

父母等人。看其父母拒不承认，恼羞

成怒的国民党兵将菜刀狠狠地砍向他

们家中的桌面上，至今那桌子还留着

一道深深的刀砍痕迹。所幸那个小孩

觉得他们给他吃的对他好，没有虐待

过他，保卫团没有太为难其父等人，但

也将他们关了3年。

三年间，陈高亮的三位亲属被严加

看管，其父在监狱里被上老虎凳，落下

了残疾，出狱不久就去世了；应飞丈母

娘教其母做鞋子，使其在监狱掌握了一

项生活的技能，双方建立了深厚的革命

情谊。村民依然很支持革命，红军来了

就稻草铺床，用腌肉等招待他们。

这里的村民英勇善战，这里的景

色独树一帜，这些都是陈山头自然村

革命历史的缩影。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座海拔600多米的小山村，村民纷纷

下山脱贫致富奔小康，常住人口变得

越来越少，但弹痕累累的豹皮樟却一

直在无声述说这段历史，无声地赞叹

着有情有义的村庄和村民。

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红色古树故事系列报道

舟山古树无声记录百年红色史
百年古树见证百年党史。在我市，不管是深处闹市，还是扎根山野，难以计数的古树名木无声地记录并诉说着

红色历史。正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舒红光所说，这些古树是有生命的文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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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与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林业专家一同前往舟山镇，聆听该镇铜山村
陈山头自然村及大路任村山坞自然村的古树红色故事。

挡子弹的豹皮樟
陈山头

藏枪支的观音铺
山坞

陈山头的陈山头的豹皮樟豹皮樟

樟树上搭观音铺
“改田前，这条路荒草丛生、曲

曲折折，没有现在这么宽、这么平。”

指着古樟树旁3米左右宽的大路，山

坞自然村村民向记者一行说起一段

革命故事。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游击队在

耳朵岭战斗中制服了扫荡山坞的

敌人，平息了山坞等地的动荡，缴

来数百支枪支弹药，带到了山坞自

然村。

1948 年，缴获的枪支弹药全部

隐藏在山坞自然村的坟墓、坑洞、虎

洞山岩塔洞、山坞朱小屋、后山玑、

古樟树等地，山坞自然村专门派联

络员看管枪支弹药，对接革命者。

“古樟树上这批枪支弹药就藏

在观音铺里。”观音铺是原山坞村

老 书 记 俞 德 金 的 爷 爷 搭 建 起 来

的。他说，这个观音铺过去是用来

供 奉 观 音 的 ，常 常 有 村 民 过 来 上

香。

俞德金回忆道，观音铺围着樟

树，有30平方米左右大，明面上是放

稻草灰，如凉亭一般可供人休憩，暗

地里就是开展革命活动。

谈及在此开展活动的革命者，

68 岁的山坞自然村村民俞良学不由

得感叹他们作风正派、廉洁自律：

“活动时，每次有村民送来吃的，他

们就要塞钱给村民，村民不接受就

不吃。”

据村民介绍，山坞四周山上有

好几个山洞，有的可呆四五十人，

是红军活动的天然掩体。和古樟

树相距 20 多米的地方就有个红军

洞，可以站十七八个人，铺了一张

大床，可睡四五人，应飞等人都曾

入驻这里，洞口隐蔽，人走到才能

发现；樟树旁边有间约 20 平方米

的土木屋，距离古樟树不远处还有

三间土木屋，均朝树方向，屋内叠

了很多稻草，里面藏着枪支弹药。

村民们就这样守着枪支弹药，直到

永康解放后被运出。

20 世纪 80 年代，原山坞村被评

为革命老区村，村民们通过查阅书

籍、追溯革命故事，揭开了这段尘封

的历史。听闻这个故事的人，无不

赞叹村民们的英勇无畏，以及他们

对解放永康作出的奉献。

古树旁开展革命活动
在村民们看来，村内古樟树见

证的历史事件数不胜数：

据传，过去，古树所在地块所有

人家都姓朱，又称“山坞朱”。当年

朱熹来方岩五峰讲学时，曾在山坞

朱门前塘钓鱼，还为那里的财主朱

九万在水车上写过字。

解放战争时期，“三队长”、陈建

楼、胡长好、俞长好、俞长法在山坞

发动群众参与革命时，曾在樟树下

宿过好几夜，有程寿娘、陈妹子、汝

金婆等人为他们送饭。

此后，楼其团及该村俞振汀、俞

天星、俞长金、吕汝金、吕文星等革

命者时常来此处开会，攻打壶镇前

都曾在此密商。

山坞这棵古樟因地处要道，四

周环山，进退便利，在那革命战争年

代见证了几多风云激荡的红色故

事。

百年沧桑，百年烟云。斗转星

移，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

如今，不管村民，还是朱家塘岸那棵

古樟树杈，或是当时“山坞朱”留下

的残垣断壁，都在诉说着这段革命

历史，诠释军民鱼水情。

搭观音铺搭观音铺的古樟的古樟

舟山镇大路任村

山坞自然村地处永康

东部，和缙云交界。而

该村的红色古树——

山坞朱门前塘（又称
“朱家塘”）岸边树龄

600 年的古樟树，就在

通往缙云壶镇、西溪镇

柏 岩 等 方 向 的 要 道

上。村民说，樟树再往

前就是到舟山镇铜山

村的古道（铜山岭钱王
古道），俗称盐道。这

古道自古就是交通要

道 ，红 军 活 动 时 有

1600 多名红军从这里

经过到缙云壶镇仙居。

□融媒记者 陈慧 通讯员 金攀 程基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