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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LONGYOU

党史学习教育

2020年 12月， 龙游县人民政府公
布方维故居为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方维与我同村同族， 论辈分我叫他
伯父，但只闻其名未见其人。自有记忆起，
我只从长辈们的口中得知方维在与江西
交界的开化工作。 方维故居在 1970年前
后曾做过学校的一个教学点，我小学的最
后一年就是在这座房屋读的。现存的方维
故居是 1965 年其家人拆了祖上留下的
破旧老屋用原木料在原地重建的。房子不
大，坐西朝东，占地 90平方米左右，是农
村常见的老式“硬三间”：中间为客堂，放
有八仙桌，用于用餐待客；左右间皆为卧
室。 房子比一层楼要高，比现在的两层楼
要矮，客堂后有一小隔间，架有一米宽的
一字型木楼梯，直通楼上。 上层阁楼的边
缘高度不到 2米，铺有木板。 木楼板即可
阻挡灰尘，也可存放箩筐之类的农具。 故
居前面有一块邻居家老房子拆后留下的
100余平方米空地。方维当年生活过的故
居，是其太公手上所造，典型的徽派建筑，
五开间二厢房，凹字型布局，屋内有天井，
空间比现在的要大近一倍。 其时，祖屋古
朴的楼层上存放有许多书籍，既有《三国
演义》《水游传》之类的古本，也有近代《新
青年》等期刊以及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
的书。这些书籍伴随方维度过了少年至青
年阶段的美好时光，也是促使他走上革命
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今年 4 月，为了整理龙游解放前夕
中共地下党人的活动事迹，我来到方维
故居，得知方维已于 2006 年 10 月在杭
州去世。

方维，原名方起骐，又名根荣，1924
年 6 月出生于模环乡虎龙村。 虎龙村坐
落于两条丘陵山包形成的山垄出口处，
村名系虎啸方与湖龙两个自然村的合
称。 虎啸方整体背南面北，民居大多背
靠村后小山，高低错落，青砖黛瓦；湖龙
则坐北朝南，早年也有不少砖瓦结构的
民居， 现都已塌毁， 尚存一座占地 200
多平米的日字型大厅。 虎啸方、湖龙相
距不到 500 米，不算宽阔的山垄间有条
小溪从两个自然村前蜿蜒向东，与不远
处的士元溪汇合后注入衢江。 小溪与士
元溪交汇处所形成的大片冲积地为肥
沃的良田。 虎啸方主姓方，湖龙主姓王。
方维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方维是他
参加地下党组织后所改之名。 方维小学
就读于乡村私塾与县城学校，初中就读
于衢州一中，初中毕业后在湖镇启明小
学教过几年书。 抗战胜利后，他又去考
读高中，入江山中学学习，高中毕业后
考取福建高等工业学校（现福建工程学
院）。 当时，其哥方起驹已从长沙聚兴诚
银行调到上海银行工作，愿意承担他的
读书费用，但方维自接受了党的教育以
后，决心专职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从而
弃学。1949年 5月 6日，龙游解放，方维
担任了龙游县城关区区长，同年 8 月份
以后由于中共闽浙赣区（省）委城市工
作部（简称“城工部”）所在的福建省委
主要领导的错误造成冤案，以致他的党
籍一度不被认可。 龙游刚解放时设立的
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委”）的几
位主要负责人先后都被调离龙游，方维
去开化工作，先后担任开化县政府卫生
科副科长，菖蒲公社副社长，县硫磺厂
厂长、党支部书记，县医药局副局长兼
制药厂厂长、党支部书记。

江山新闻网“一张照片
背后的红色记忆” 的报道以

及 《中共龙游党

史》（第一卷）中的有关篇章记述，为我
们解开了方维早期开展党的地下活动
的轨迹。

1947年 7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
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了领导东南各省
国统区的工作，1947 年 2 月中共闽浙赣
区委成立了城市工作部（前身为中共闽江
工委），确定以学校为重点，为农村服务、
为游击战争服务的工作方针。同年 11月，
派地下党员高展（原名叫林沂， 出生于
1924年，福建闽侯人，民族英雄林则徐的
后裔，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参加学生爱
国运动，是学校去南京请愿的五名学生代
表之一） 从福建浦城来到江山开展工作，
在江山中学发展了林维雁（高展在上海暨
南大学同学）， 林维雁又介绍同事江文焕
和程正迦夫妇入党，建立了中共江山中学
支部。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城工部在浙江建
立的第一个战斗堡垒。

1948 年 4月，在江山中学读书的方
维，由老师江文焕介绍加入共产党。 方
维不仅自己加入党组织，还积极在同学
中发展党员。 现年 94岁的徐时清回忆，
1948 年 4 月方维把他领到江文焕老师
宿舍，江老师从解放战争谈到新中国的
光明前途和国民党的腐败堕落，言辞中
肯，见解精辟，使他深受启迪。 同年 10
月，方维介绍他参加共产党，当时入党
的还有同班同学汪五三和何芝清。 为了
便于开展工作，江山中学支部决定成立
学生党小组，方维任组长，这是江山中
学建立的第一个学生党小组。 学生党小
组成立后，方维与陈维照、王祖康等同
学积极配合城工部发动罢课斗争，开展
与江山反动势力的抗争活动。

1948年 7月， 上级派已在衢县开展
党组织工作的林维雁（现衢江区樟树潭
人）、李子珍（龙游溪口人）到龙游开展党
的工作，他们会同浙江美术学院学生张云
舞、暨南大学学生傅春龄等人，以“龙邱学
会” 名义在龙游城内开办“暑期补习学
校”，参加的学员有 100多人。 林维雁、李
子珍、傅春龄、张云舞等人在讲授文化课
的同时，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教唱
学运战歌，提高学员的思想觉悟，为龙游
党组织的建立打基础。 1948年 10月，方
维受高展指派，在龙游及相邻县秘密发展
党员，建立党小组。 方维在龙游塔石发展
党员 40多名， 在毗邻的汤溪县发展蒋增
力、金玉能等 7名党员，组建汤溪党小组。
同月，张云舞、傅春龄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12月，中共龙游支部成立，张云舞担任书
记，傅春龄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方维任
交通员。龙游支部建立初期归属衢州中心
支部，后隶属福建城工部，由高展和闽浙
赣工委宣传部长卓青（福建南平人）直接
领导。

1949年 1月，方维高中学业结束。地
下党组织要求学生党员们各回原籍进行
革命宣传，发展进步青年入党，为革命积
蓄有生力量。其时，在闽浙赣一带，反动势
力十分强大，中共衢州中心支部两次遭受
破坏，江文焕、林维雁、李子珍等六名地下
党员先后被捕，并于当年 4月被害于衢州
东门郊外。国民党龙游当局抓捕并杀害了
钟光荣、 周樟财等五名龙南山区地下党
员，县长周俊甫带领自卫队到处搜捕共产
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龙游支部的同志怀
着黎明即将到来的信念与国民党反动政
府开展殊死斗争。

为了安全，方维经常携带读书所用
的藤篮装扮成回家取物，把党的秘密资
料带回家藏在阁楼之上的瓦檐缝隙，有

时将需印发的宣传资料带回，躲在阁楼
里用蜡纸钢板铁笔刻好后交给地下党
组织油印分发。 他或往东涉衢江过湖镇
潜汤溪， 或往西徒步绕塔石赴龙游，冒
着极大的风险与战友们四处开展活动。
方维的家成了他同敌人斗争的隐蔽所
和中转站。

在县东湖镇，方维与张云舞于 1949
年 4 月在十里坪农场徐香家中召开龙
游支部成立后的第五次会议。 会上，方
维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汇报了龙
北党小组党员发展及活动情况，分享了
他从上级带回的《土地法大纲》《怎样开
展统战工作》 等党内文件和毛泽东的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等著作。 会议还交
流、总结龙游支部组织发展和开展斗争
的情况。 会后，方维乔装打扮成商人，从
龙游雇帆船溯衢江而上，赴江山联络以
高展为支队长的浦江衢（浦城、江山、衢
州）游击队，带去支援城工部武装力量
的活动经费和大米、香烟等物，为壮大
地下武装力量提供援助。

在塔石，方维利用其父曾担任过塔
石粮库主任的有利条件，组织骨干党员
以塔石小学为中心举办民众夜校，宣讲
革命形势和“谁养活谁”“耕者有其田”
的教育，激发农民的觉悟，发动农民进
行抗丁、抗粮、抗税、抗租、抗暴的“五
抗”斗争。 当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福
建城工部事件发生后， 其组织陷入瘫
痪，浙江城工部与之失去联系，在得不
到上级领导和指示的情况下， 高展、卓
青想方设法到浙东一带寻找党组织，
1949年 2月与金萧支队接上关系，统一
由金萧工委领导，并于次月成立中共闽
浙边城工委金华支部）进入龙北“开仓
济贫”时，石佛、下宅、塔石一带的数千
农民投入斗争，把国民党龙游政府号称

“百万担”军需粮仓搬空。
在金华汤溪，方维利用小学教师进

步组织“国学研究会”，团结进步教师，
发动农民开展减租斗争，同时利用国民
党汤溪县党部内的派系斗争分化敌人。
在得知汤溪县长徐国桢欲将随粮带征
的教育捐谷移作戡乱经费后，地下党小
组以国学研究会名义，组织 300 余名教
师请愿，罢课罢教，粉碎了徐国桢的阴
谋。 同时，组织领导地下党员开展统战
工作， 指派蒋增立等同志打入县自卫
队，对自卫队员进行启发教育，规劝策
反工作取得成功。 县自卫队官兵 140余
人携带长短枪 160 余支、 轻重机枪 6
挺、手榴弹 300 余枚、各种子弹 1 万余
发举行起义，汤溪县城顺利解放，为二
野 11 军 33 师迅速南进处州宣平县铺
平了道路。

在龙游县城， 解放军二野 11 军 32
师由淳安县经衢县上方、安仁沿浙赣铁
路挺进， 于 1949 年 5 月 6 日晚解放龙
游；5 月 7 日， 龙游县军事管制委员会
（简称“军管会”）成立。 龙游支部立即与
师副政委兼军管会主任马力联系，汇报
龙游地情、敌情以及城工部龙游地下党
组织情况。5月 9 日，方维代表中共龙游
支部去江山，参加由高展主持召开的城
工部衢州及各县支部负责人会议，会后
即向军管会和城工部龙游支部作了传
达。 根据此次江山会议提出的“有条件
的县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 的指示，龙
游支部迅速召开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
龙游县临工委，选出了书记、副书记、委
员等。 为协助部队搞好支前抗敌工作，
临工委委派傅明新、翁琅庭、饶敏卿、赖

宝竹、 胡玉怀、 应品嵘等分别担任中、
南、北区正副区长，方维任城关区区长，
全力协助军管会肃清反动武装残余分
子，组织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影响，稳定
人心，建立地方武装。 方维因熟悉北区
情况，同时协助北区副区长胡玉怀配合
解放军追剿土匪。6月 8日，龙游县人民
政府成立，宋秀村任县长，下设秘书处、
民政科、财政科、实业科、文教科、公安
所、粮食局和税务局等部门，方维因担
任过地下交通员，处事机灵，由城关区
区长调任县政府秘书处，负责县政府日
常事务的协调运转工作。

1949 年 6 月中旬， 高展接福建省
委通知， 城工部地下党各地负责人到
福建建瓯集中整训。 龙游临工委派傅
春龄和方维去福建。 集训期间，福建省
委秘书长黄扆禹宣布城工部“为受特
务控制组织”，应予解散，所有成员党
籍不予承认。 傅春龄、方维等集训人员
接受了半个月的组织审查。 时值解放
大军进军福州、厦门，福建省委决定派
集训人员到各地帮助征粮购物开展支
前工作， 傅春龄和方维被派往闽北建
阳。 建欧与建阳两县相邻，同为山区，
他们多次遭遇“土匪特务”的袭击。8 月
中旬，福州解放，傅春龄、方维持建阳
地委介绍信返回衢州， 向衢州地委组
织部部长关器如实汇报了福建城工部
发生的情况， 衢州地委依据福建省委
的意见， 宣布解散城工部衢州及各县
支部，所有成员接受组织考察和审查，
龙游临工委负责人被调离龙游。 从此，
方维永远离开了养育他的热土。

所谓“城工部事件”，后经公安部门
调查， 真实情况为：1948年 1 月 31 日，
担任闽浙赣区党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和
闽东地委书记的阮英平（福安县人，叶
飞战友）， 前往福州转赴闽北向省委汇
报工作途中遇国民党警察搜查，与警卫
员陈书琴（福建平潭人）走散，躲入宁德
县洋中北洋大窝村范起洪家。2月 3日，
阮英平离开范家，在去往福州的路中被
范起洪等 3名凶徒谋财而击杀。 福建省
委未经查实即认定阮英平是遭警卫员
出卖失踪，凭臆测将城工部定为叛党特
务组织，进而扩大范围，株连整个城工
部，导致包括陈书琴在内的百余名革命
志士蒙冤罹难。

“城工部事件”发生在闽北，但金衢
盆地的金华、武义、汤溪、龙游、衢州、开
化、常山、开化、江山，丽水地区的缙云、
遂昌，以及江西、福建等地的地下组织
数千名党员均受牵连，受到不公正的对
待，党籍不予承认。 解放后，干部群众强
烈要求对闽浙赣省委处理城工部的事
件进行重新审查。 中共福建省委经报请
中共中央批准，1954年 2月成立城工部
问题审查委员会，一年后认定“原闽浙
赣区党委对城工部案件的处理是完全
错误的”，属于冤错案。 1956 年 4 月 13
日，中共中央下文确认“城工部是我党
的组织”，但种种原因平反不彻底，直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福建省委和
浙江省委对“城工部事件”再次进行全
面审核，城工部地下党员的党籍得到了
恢复，方维的政治待遇最终得以落实。

回望故居，物是人非。 如今，方维故
居虽显简陋，但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
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艰难过程。
它时刻提醒人们，千万不能忘记那些曾
经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洒下汗水和鲜
血甚至献出生命的革命前辈。

走进方维故居
◎方冬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