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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LONGYOU

行吟山水

沐尘畲族乡位于龙游县南部山
区，东北与大街乡、溪口镇接壤，西与
庙下乡相邻，南与遂昌县交界，距离
县城 27 公里， 乡域总面积 82.83 平
方公里。全乡有耕地面积 8702亩，林
地面积 75633 亩， 其中竹山面积
60684 亩，辖 10 个村，总人口 11852
人，其中畲族人口 3100 人，沐尘、双
溪、社里 3 个村为民族村。 沐尘乡域
原属设于唐代贞观八年（634 年）的
万善乡，治所庙下里。 至清代宣统三
年（1911 年），实行区庄制，设沐尘
区，1929 年始设沐尘乡。

1985 年 3 月， 改设为沐尘畲族
乡，成为衢州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

沐尘为龙游县南门户，也是“衢
州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明、
清时期，豪岭、赤津岭、上塘岭置有营
寨，每寨配备乡兵百名驻守。历史上

“矿寇”起事、太平军进攻县城、日本
侵略军进犯龙游，都从沐尘进出。 在
革命战争年代，沐尘更是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1984 年 11 月 1 日，金华地
区行政公署批准沐尘畲族乡为老革
命根据地乡。

建立龙南区委
群山连绵，又是衢处交通枢纽之

地，沐尘独特的地理位置为革命战争
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秘密活动提供
了有利条件。早在 1928年 5月，中共
南区区委成立， 以该乡金龙戴为驻
地。 1943 年成立的中共龙南区委在
沐尘及其周边地区发展党员、建立组
织，配合武工队开展武装斗争等革命
活动。中共龙南区委是龙游县内建立
较早、 存在时间最长的地下党组织，
领导龙游南部山区和遂昌等地的地
下斗争。

1940 年春， 遂昌被国民党列为
清剿重点县。中共遂昌地方组织为了
保存力量，把革命活动重点转移到国
民党统治力量较薄弱、交通不方便的
龙游南部山区，派遣湖山分区委代理
书记黄盛在庙下虹桥组织“同心会”。
1941 年 7 月，黄盛介绍“同心会”成
员涂根其、蓝日清、张玉生等加入共
产党。 1941年 9 月，中共遂昌县委书
记殷铁飞委派熟悉畲族风俗的原遂
昌旦田分区委书记周樟福赴沐尘一
带开辟新区。 沐尘地处龙游、遂昌两
县交界， 是畲族人口集居的山区，国
民党统治基础较为薄弱。“皖南事变”
前后，遂昌的中共党员蓝水财、蓝金
松、顾瑞成、雷水德等为躲避抓壮丁
来到沐尘，按照党的“长期埋伏，积蓄
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先后在沐尘
上夫岗、马鞍岗、高山等地居住下来。
周樟福（化名老黄）到沐尘后，即与蓝
水财、顾瑞成等人接上关系，商量组
织发展地下党员。 1942 年 12 月，他
们吸收马鞍岗的钟日荣入党，组成临
时党小组。 在此期间，县委书记殷铁
飞也常到沐尘一带，了解组织发展情
况，参加会议，布置工作任务。

1943 年春，遂昌白色恐怖加剧，
遂昌地方组织主要干部和骨干 20 余
人转移到龙南山区。周樟福等分别在
沐尘上夫岗、大畈、高山、油坞、西山
面、同坑等 10 多个村庄活动，数月内
发展了雷刘开、钟光荣、雷金连、包樟
发、雷光友、雷天富等 10 多名党员。
至 1943 年下半年， 在沐尘附近的坑
头、西山面、下街、大畈四片已发展党
员近 40名。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根
据中共遂昌县委指示， 1943 年冬在
沐尘建立了中共龙南区委，区委书记
为周樟福，委员有钟光荣、雷金连、包
长福，并划分金岭脚、西山面、大畈、

眠犬形、高山、上塘 6 个大组，蓝水
财、雷水德，顾瑞成、钟日荣，雷金连、
钟光荣，雷石清，蓝光林，包长福分别
为各大组的负责人。

龙南区委建立后，首先是发展党
员， 同时积极向群众宣传进步思想，
通过党员扩大党的影响。周樟福以打
零工、帮人种田、干杂事作掩护，逐步
吸收拥护共产党的贫苦农民入党。党
员进行活动以三人为一小组，采取单
线联系。 每个党员入党时须宣誓，熟
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 反对倒退”誓
词。 周樟福在 1945 年春夏之交派党
员雷石清到溪口眠犬形村发展党员，
雷石清在 3 年内发展了钟聚清等 10
多名党员。 其次是开展生产自救，建
立联络地点。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恶劣
环境中，党的活动区域缩小，而且地
处贫困的山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严
重匮乏。 根据上级指示，党员们组织
起来开展生产自救。 1944年 9月，龙
南区委以周樟福名义由钟光荣借钱
在油坞村办了一座砖瓦窑，党员们以
砖瓦窑为落脚点，常于夜间召开会议
交流情况、 商量开展革命斗争策略。
为解决经费问题， 从 1943 年起党员
们即“广开财路”，有的设摊，有的挑
货郎担。蓝金根卖过烟、煤油，蓝志福
卖过香、雪花膏等。 1945 年，从遂昌
来到沐尘的党员蓝彩银在沐尘桥头
大公殿还开过香店。 党员们做小生
意，也有利于探听、收集敌人的情报，
比如挑货郎担到处跑，甚至能出入于
国民党政府的机关住所，而香店则成
为了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 到 1945
年，龙南区委共有党员 94人。龙南山
区的党组织坚持开展革命斗争活动，
为龙游的革命斗争立下了不可磨灭
的功勋。

上塘岭战斗
民国《龙游县志》载有清代顺治

五年（1648 年）任龙游县教谕的黄涛
写的《上塘岭》一诗，诗云：“游山仍傍
水，水曲路穿山。鸟道凌空上，羊肠望
远攀。郫筒通绝涧，蜀栈补危湾。豺虎
影藏迹，荆榛近己删。 ”由此诗可见上
塘岭地势的险峻。 在上塘岭，发生过
中共龙南区委武工队与国民党警察
的一场激战。

1948 年农历四月间， 龙南区委
武工队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抓了大街
乡地主邹樟年为“财神”，要求其家属
交二千万元（旧币），约定农历五月十
二日晚在沐尘上塘岭下斗潭湾山路
上交钱赎人。但邹樟年家人暗中将此
事向国民党龙游县警察局作了报告。
国民党龙游县长周俊甫和警察局长
经过密谋策划，调动近百名县自卫队
员和警备班武装人员埋伏在上塘岭
下的老鸹滩， 企图一举消灭武工队。
殷铁飞和周樟福率领武工队在上塘
岭下山路上与周俊甫和敌刑警队长
秦树清相遇，双方立即开火，老鸹滩
顿时枪声大作。 为保存实力，殷铁飞
指挥武工队借地形和夜色掩护主动
撤离。国民党自卫队员和警察蒙在鼓
里，胡乱放枪到天亮，随后又在上塘
岭附近大搜山，结果一无所获。

五烈士
龙南区委和党员们开展的革命

活动使得国民党当局寝食难安，国民
党当局秘密安排众多特务暗探，企图
伺机消灭龙南共产党组织。 7 月 7
日，中共党员陈春贵被捕，供出包长
福、曾春祥、赖招奶、周根华、周樟福
等 5人。 7月 19日，包长福、钟光荣、
雷金连被捕， 次日雷天福等 11 名党

员被捕。 8 月 9 日，周樟福和通信员
祝石荣被捕， 当晚被押往沐尘乡公
所。 在荷花潭过渡时，周樟福挣脱敌
警跃入潭中。 警备班警员开枪，打中
周樟福手臂，周樟福未能逃脱。 11月
9 日，5 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县当局
在溪口黄泥圩对岸溪滩上杀害。 这 5
名烈士是：周樟福、钟光荣、雷金连、
包长福、祝樟财。

周樟福（1906 年―1948 年），又
名周樟发，化名老黄，遂昌县大拓人，
曾任中共遂昌县大田分区委书记。因
熟悉畲族风俗，1942 年由中共遂昌
县委书记殷铁飞委派，到沐尘乡一带
开辟新区， 发展党员， 建立党组织。
1943 年建立中共龙南区委， 担任区
委书记。中共龙南区委开展一系列革
命活动，组织发动党员、群众张贴革
命标语，掩护县委领导和武工队在沐
尘隐蔽和开展斗争， 发动农民开展
“二五减租”，打击地主恶霸等。

钟光荣（1907 年―1948 年），沐
尘乡大车村人，畲族。 1943年由雷金
连介绍加入共产党。中共龙南区委建
立后，担任区委委员，经常奔波于大
街、沐尘、溪口、北界等地，以判山揽
活为名，在为畲族兄弟求生谋衣食的
同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1943年春，
钟光荣出面向地主借钱筹办砖瓦窑
开展生产自救，砖瓦窑坚持生产直到
1946 年。 被捕后，国民党当局对他施
用灌辣椒水、踩杠子、上电刑、坐老虎
凳等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
党的机密。

雷金连（1907 年―1948 年），又
名金田、 德铭， 沐尘乡大车村人，畲
族。 194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
龙南区委建立后， 担任区委委员，积
极开展党的发展工作，先后发展党员
31 名。 雷金连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
威信， 被推选为沐尘乡农民协会理
事，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帮助贫苦
农民抗租减息。 他设法购置钢板、铁
笔、蜡纸、油墨、纸张，在深夜把上级
有关文件刻印成传单，分发各地。 因
叛徒出卖被捕后受尽折磨，但他始终
坚贞不屈。

包长福（1904 年—1948 年），沐
尘乡上塘村人。 因从小就驼背，人称
“包驼背”。 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龙南区委委员。 他以做裁缝为掩
护，穿行于龙南山区，收集情报，宣传
革命道理，开展革命活动，并为党组
织筹集活动经费。

祝樟财（1899 年―1948 年），又
名祝启贤，沐尘下街人。 1918年毕业
于省立第八中学（衢州中学）师范部。
曾任沐尘祝氏小学校长。 学校初创
时，困难重重，祝樟财将祠堂所属田
地出租，靠租金办学。 1936年 4月参
加地下党，任中共龙南地下区委联络
员，在龙南山区宣传革命真理，发展
地下组织。 1948年 2月，与中共遂昌
特派员殷铁飞取得联系，投入革命斗
争。他利用担任祝氏小学校长这一合
法身份， 积极宣传党的进步思想，组
织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为解决革命经
费，四处筹集资金， 1948 年 8 月，中
共党员身份暴露，在溪口大洪桥不幸
被捕。 在狱中受尽折磨， 毫不屈服，
同 10 月起草《控诉书》，组织、发动
15 名难友联名控告监狱看守雷迅，
进行不屈的斗争。

1980 年 3 月， 中共衢县县委委
托沐尘人民公社党委在沐尘凤凰山
上修建了“龙南五烈士墓”，自此周樟
福、钟光荣、雷金连、包长福、祝樟财
长眠沐尘，供人们凭吊、缅怀。

天是响晴的天。 高坪桥水库清亮得如一汪水
晶，有风拂过，涟漪微动，轻软可爱。 偶见一两根竹
笋芽露出水面， 可以想见水下依然蓬勃着青竿翠
枝。 大山顺着水岸伸展、环合，竹树叠翠，半山上的
檵木开着红的花白的花，丝丝袅袅地招摇。 也有杜
鹃灼灼，也有松枝抑或杉树枝斜垂到水里，好比姜
子牙无声的垂竿。水没有浪，山没有声，只是相环相
绕、相厮相守地美在一起，安详，空灵。 我们倚立在
双溪口大桥上，追视着这幅大水墨，一时如离尘出
世，不知何往。

高坪桥水库，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动议建造到如
今“一库清水润万家”，时光轴线上已串联起三十多
个春秋，承载了龙游人的期盼和奋斗。 而分布在库
区的五百六十多户人家、一千四百多位移民，搬离
故土家园仅历时八十二天。他们收拾起所有的家当
行囊，行行复行行，山重又水复，满含热泪，告别老
屋的鸡犬炊烟、石桥翠竹，生离临溪浣洗的日子，回
望绿水漫过高山厚土， 漫过岁月垒起的白墙黛瓦，
水上，碧波澹澹，水下，是绵延千年的香火和村庄。
那种连根拔起的痛与不舍， 只有山里的风知道，只
有故乡的人知道。

山外，是崭新的家园———坪湖村，道路平旷，排
屋俨然，绿树掩映着红墙。移民们在新的天地里，把
心安放好，重启新生活。

年逾八旬的徐志进老人，平静地跟我们絮说着
从前的村子和日子，说着搬来新家园的新鲜事：

“运气倒是危险好噶，我们连上、红光、大公三
个村混合在一起，三百多户人家抓阄，结果抓到的
阄我跟儿孙们的三套新屋都会排在一起，在老家四
代同堂，到这里来还是四代同堂。 ”

“真真奇怪嘞，很多叔伯、兄弟、同个村乡亲的
新屋都连在一起，等于住在原来的村里一样！ ”

“想想也不奇怪咯，大家手上有血脉、有亲气的
哪！ ”

我们问他对现在的生活满意不满意，他赧然地
笑笑：

“买东西是比山里方便多了，嬉的地方也多，这
里有幼儿园、活动中心、灯光球场，以后还要造文化
综合楼……就是没有泥土，没地种很不习惯，一身
没劲。 ”

“您老人家辛苦一辈子， 现在可以享享清福
了！ ”

“嗯，从山里迁出来，我家分到三套安置房，
而且每个月有养老金，交了统筹，吃住勿愁，着实
享福了。 ”

“国家也是为了解决龙游人的吃水问题，反正
总是为老百姓好，我们凭着自己良心就好了。 ”

“凭着自己良心就好了”，这种朴素的价值观和
骨子里的与人为善，让这淡淡的话语发散着温暖的
力量。

敦厚良善是会互为感染的。 一人实诚，人人实
诚。移民们与生俱来的淳朴，不会说什么大道理，心
量却宽阔如江海。 提及搬迁之事，都说支持国家建
设是应该的。“再说，假使自己到城里买房，一套房
就要一百多万嘞！这样好的小区，这样好的排屋，国
家都帮我们安置好了，心也要平平啦！ ”

在坪湖村慢慢走，慢慢看，慢慢聊，我们的心时
时被温暖着，感动着。 老吴家门口的大石头是老家
的山溪里淘出来的， 上面晾晒着有故土香气的笋
干，他爽快地招呼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到他家吃了
刚出锅的特别好吃的笋块；老李家还用着山里搬出
来的老旧的木器，都是当年结婚时置办的，用了几
十年了，舍不下。 是啊，怎么舍得下呢？ 碗橱门上镌
刻的勤俭持家的字样， 樟木箱柜上烫绘的松鹤牡
丹，每一道纹理，每一丝木香，都藏着他们一辈子柴
米油盐的爱情，装盛着一家人的四季冷暖。 他们的
岁月就隐在这些木器的缝隙里，榫卯相连，时光相
接，古朴、温柔、绵长，多么好啊。

涓涓细流，容纳着汇合着，汇出一库好水；一代
代人一颗颗心，奉献着夯筑着，筑成千秋功德。坪湖
村里，春色集结，阳光照在人家门口新栽的豆苗、辣
椒、美人蕉以及圆头圆脑的罐子上，宁和又贞静。女
主人倚着门，说着“再来嬉哇”，那般养耳动听，甚觉
山青水暖，人生有情。

沐尘，遍布红色印记的土地
◎雷伟斌 山青水暖

人生有情
◎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