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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西溪镇上马村的人都知道，上马自然村来龙山上有一片拥有153棵原始杂生古树的全市种类最多、面积最
大的古树群。而在该村的上蒋自然村村口也有一片古树群，虽然只有十几棵，却也拥有苦槠、樟树、南方红豆杉、乌
楣栲等多种树种。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上马、上蒋等自然村因地处永、缙、东、磐交界，又群山绵延、古道山路相
连，成了革命队伍往来频繁之地。多少热血青年从古树群旁走向革命之路；古树群里也曾枪战激烈、弹痕累累，演绎
了一个个革命战斗故事。日前，记者与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林业专家一同踏访了上蒋的古树群。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红色古树故事系列报道

剿匪斗争在这里发生 古树年轮渐渐磨平累累弹痕

上蒋古树群见证了那段革命峥嵘岁月

树下埋忠骨
与其他村的古树群不同，在上蒋的

古树群，有一个烈士合墓，安葬着在解

放战争剿匪时壮烈牺牲的两位烈士：蒋

士骥和蒋银昌。墓碑记述了两位烈士

的英勇事迹。

蒋士骥 1928 年农历八月出生于上

蒋，抗日后期毕业于永康简师，同年参

加中国共产党。1946年参加革命，后在

中共永康工委组织委员李立倚安排下，

在前黄村当教师。

1946 年 10 月间，由党组织决定，蒋

士骥与中共金华地区特派员应飞等人

会合后，当年冬转战兰溪、建德一带，开

展游击武装斗争。

1947年11月，蒋士骥被国民党所捕，

遭严刑拷打，寒冬被关入地下室，日进食不

过二两，衣遮身不过两层，但均未泄漏我党

的机密。在拿不到片言只语的情况下，国

民党于1949年1月将他释放出狱。

出狱后，蒋士骥即回部队，兼任方岩

区副区长。永康解放后，他在上蒋组织民

兵，收集国民党残兵武器，于1949年5月

25日从上蒋起身送枪至方岩区公所，路

过柘岭头时，遇匪英勇牺牲，时年22岁。

蒋银昌 1931 年出生于上蒋，1949

年参加革命，在浙东六支队七大队柏岩

武工队从事粮经工作，永康解放后任董

岭乡乡长。1950 年 2 月在一次战斗中

牺牲，时年20岁。

包括蒋士骥和蒋银昌在内，在上蒋

自然村，不少有志青年投身革命，甚至

壮烈牺牲。古树脚下埋忠骨，古树群见

证几多革命故事，也不断提醒村民牢记

那不能忘却的革命史。

重建老祠堂
上蒋古树群紧挨着的古祠堂，已有

100 多年历史，当年许多革命活动都是

在这里开展，1982 年拆后重建，如今已

建成文化礼堂，其中有大块内容展示的

正是该村革命历史。

当年召集村里 5 个民兵唱响“空城

计”打击国民党残部的村武装委员蒋章

秋、蒋国森、蒋修威绘声绘色讲述了“三

支老套筒”战斗故事；由蒋士骥介绍入

伍担任应飞警卫员的蒋荣华讲述的“急

中生智”保护支队部领导、护住采购胶

鞋的白洋故事；蒋茂洪讲述的“忆先

烈”；蒋世火讲述的“这些当兵的人真

好”等，一段段亲历的故事无不生动展

示了发生在上蒋古树群旁的革命史。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舒红光

说，古树名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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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马、上蒋这些离市区40多公里永

康最东边的自然村，当年都是连接红色

根据地的交通要道。浙江余姚报纸要

送到铜山，也经常从马岭头古道经过。

村民古树保护意识强，与古树相关的红

色故事得以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发

扬保护古树的优良传统，讲好古树的

“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

脉、根植市民心中。

□融媒记者 陈慧
通讯员 陈爱姝 金攀 程基进

上蒋上蒋““夫妻树夫妻树”” 树身上的弹孔树身上的弹孔

收编“磐安兵”
作为我市较早的革命根据地之

一，时至今日，上蒋老一辈村民中依

然流传着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

等革命队伍在该村活动的故事。说

起卜明、李文华、应飞、胡一元、李秀

芝、陶健等都曾到过上蒋，蒋长法、蒋

世火家老屋是他们的常住之处,他们

在上蒋还鼓舞发动了不少村中年轻

人投身革命。应飞还为上蒋村加入

革命队伍的蒋士骥、蒋振军、蒋宏昌

分别取名为荣富、荣华、荣贵。这些

故事很大部分是在古树群旁发生，流

传得较完整的就是李秀芝收编磐安

独立支队的故事。

时光回转到 1948 年，那是黎明

前最黑暗的时期。是年 10 月 16 日，

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第七大队

大队长李文华牺牲，七大队遭受重大

损失。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教导员

李秀芝带领七大队顽强地坚持斗争，

主要活动在四十四坑一带，同时大胆

地率领部队到永、缙、东、磐地区开展

工作。

1948 年 11 月，六支队还在上蒋

古树群旁举办了一期短期的党员干

部培训班，由政委卜明主讲。参加这

次培训的党员干部黄光耀在后来的

回忆录中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主要学

习时事政治，以增强政策观念；另外

还进行党性教育，以增强党性观念。

卜明还结合当时形势，重点讲了我党

统一战线这一法宝。通过这次培训

班学习，党员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得到

了极大提升，尤其是对我党的统一战

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

有了全面的认识。

1949年3月，永缙东磐办事处成

立，李秀芝任办事处主任。而后，在

支队部的委派下，李秀芝带七大队武

装部队 30 余人来到上蒋整编磐安独

立支队（又称闽浙边区人民解放军独

立支队），解除他们的武装。

据《中共永康党史》记载，该支

队成立于 1949 年 2 月，支队长李华

雄、政委高展，下辖 2 个大队 4 个中

队，有队员 200 多人，活动于永、缙、

磐、东交界一带。因部队组建仓促，

成员复杂。李秀芝率部队就在上蒋

村口古树群旁的旧祠堂，对该支队

进行了整编。根据该部人员自己的

要求和本着纯洁内部的需要，整编

后大部分人员发路费遣散回家，少

数人员参加路南干校学习，其余则

由该部支队长李华雄率领参加了六

支队。“整编时要求士兵按秩序将长

枪靠墙边放好，短枪装进箩筐，收缴

了所有枪支。”蒋世火说，当时收缴

的 125 支枪支全部扛到他家老屋和

蒋长法家藏放。

紧接着，李秀芝又派邵文华去策

反永康龙川乡代理乡长方岩春。4

月 21 日，李秀芝率部在上蒋古树群

下接收方岩春所率龙川乡乡分队起

义，次日在方山口祠堂召开欢迎大

会。李秀芝大会上欢迎方岩春部弃

暗投明。方岩春表示与国民党决裂，

服从共产党领导，后这支部队编入九

大队。

一次次活动的顺利展开，也激励

七大队成员跨越黎明前的黑暗，丰富

了武器储备，也发展壮大了队伍，根

据地也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其时，从上蒋古树群走出去参

加革命的蒋文秀和寨口黄福根接受

李秀芝任命，组建四路区署及区中

队。李秀芝只给番号，要他们利用

当时大好形势（三大战役已胜利结

束），依靠群众，自己发展武装力量，

开展对敌斗争。蒋文秀和黄福根随

身携带两支短枪，开始了发展武装

力量的工作。当时敌东岭乡自卫中

队已基本解散，他们就采取先抓住

一个敌人，缴获其枪支，然后让其带

路再找另一个。就这样在晚上一个

个去叫开门，只缴枪支不抓人，一夜

之间就缴了十几支枪支。不久，他

们的队伍就发展到 20 多人。他们

将缴获的枪支在上蒋组织、武装民

兵，就在上蒋古树群古祠堂前空地

上集中操练。上蒋民兵在 1949 年 5

月还采用空城计和政治攻势两相结

合的办法，凭三支老套筒，智斗在西

溪下赵一带扰民的一股国民党残

部，缴获一批国民党溃逃兵的枪支

弹药，把其中一挺轻机枪上交给了

区中队。

树身留弹痕
在古树群旁，88 岁的原上蒋村

老支书王新兴指着通往东阳的公路

说，剿匪斗争时，上蒋民兵连的枪支

就架在村口古树群的树洞里，朝下游

方向扫射，击退了土匪，也收缴了一

批土匪的枪支弹药。

上蒋自然村坐落在永康、缙云、

磐安、东阳四县交界的峡谷中，青山

环绕，有上马岭头、火神山尖、后山和

一个闸口，进可攻退可守。在这里，

革命活动有着天然掩体，土匪活动也

非常活跃。当时，有群土匪就驻扎在

东阳的一个自然村内，距离上蒋仅数

百米。

解放初期，这批东阳方向的土匪

时常在上蒋一带活动，抢夺财物，欺

辱百姓，导致民不聊生。上蒋的民兵

连积极反击，当时年方十五六岁的蒋

世火也参加了民兵，与其他民兵一起

在各个山头和关隘站岗，守护村庄和

村民。“永康三中队到东阳大路、磐安

新渥等地剿匪时也经常住在我家堂

屋，在我家吃饭。”蒋世火说，从小他

就受革命志士影响。

村民回忆，有一天，双方矛盾激

升，战斗一触即发。在古树群，民

兵连利用枝繁叶茂的樟树娘和南

方 红 豆 杉（即 村 民 口 中 的“ 夫 妻

树”）作掩体，机智地将机枪架在树

洞内，朝着马路方向而来的土匪不

断扫射，交火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第二天一早一看，古树受到重创，

村民在树旁捡回一大箩筐子弹壳，

全是交火时掉落的，可见当时交火

有多激烈。

在之后的数十年，有的古树像

吐血一样把子弹和树脂一起吐了出

来，有的古树带着子弹继续生存。

时至今日，上蒋古树群的树身依然

可以看到弹孔黑斑，那是当年交火

后的子弹痕迹，记载着村民不屈的

战斗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