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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革命老区巡礼

近日，义乌市越剧联谊会
理事何金凤应金华市戏剧家协
会南苑分会邀请，在金华中国
婺剧院与国家一级演员、梅花
奖得主董柯娣同台，为戏迷观

众倾情献演传统经典越剧《五女
拜寿》。剧中董柯娣扮演杨继康、
何金凤扮演杨夫人，表演配合默
契，发挥自如，赢得阵阵掌声。

通讯员 何国华 摄

义乌越剧票友
与梅花奖得主同台演出

表演中的董柯娣表演中的董柯娣（（左一左一）、）、何金凤何金凤

“你们知道国际主义战士坂本
寅吉吗？”老人说，坂本寅吉参加了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最后牺牲在

了1949年1月淮海战役安徽萧县的
一次战斗中。

据了解，坂本寅吉的中国名字
叫蒋贤礼，1937年曾毅然参加日本
反战同盟会。被迫征召来到中国后，
最后义无反顾地投身坚勇大队。据
载，在攻打泰安城时，由于遭到重机
枪的压制，部队伤亡很大，部队首长
非常着急，问身为炮兵的坂本寅吉
能不能干掉碉堡。坂本寅吉坚定地
回答“没问题”，结果两发炮弹（也有
提三发炮弹）炸飞敌人碉堡，赢得了

“神炮手”称号。
聊起陈毅元帅，傅立仁满怀深情

地说，自己跟随陈老总7年，一直当
内勤警卫员（共有两人），直至新中国
成立后陈毅任上海市市长才离开。

“您当时怎么想到回故乡义乌
的呢？”面对记者的提问，傅立仁欲
言又止。我们不便多问，直到傅立
仁的儿子傅旭俊到来，才最终揭开
谜底。

“那完全是一次偶然的变故。”因
为到新岗位前随身携带的档案丢失，
傅立仁选择了叶落归根。他没有再去
寻求部队组织的帮助，即使家庭最困
难的时候，也未去找陈老总，担心增加
他们的麻烦……

历史的浓烟逝去，我们似乎无法
理解傅立仁当时的行为，但记住了他
的一句话：“比起牺牲的英烈，我算不
了什么，至少我还活着。”

同时，我们还记住了老人一段
难以忘怀的个人简介：1943 年参加

坚勇大队；多次参加打击日伪军的
战斗，如 1944 年与两位队员在大陈
镇合力杀掉三个日本兵；在大队长
陈福明的带领下，夜袭碉堡，俘虏了
十余个汪伪军。解放战争时期，在华
东野战军司令部给陈毅当警卫员，
参加过孟良崮战斗、鲁南战役、渡江
战役……

据说，1949 年参加渡江战役时，
坚勇大队共有 5 人参加，到现在只剩
下他一个人。

如今，傅立仁每月能领到政府发
放的3000元左右的补贴。

傅旭俊说，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疾恶如仇、宁死不屈。而傅立仁本人告
诉我们，“我就是这样的脾气和性格
——倔强，死不求人。”

曾给陈毅当警卫员 怀念战友坂本寅吉

傅立仁:难忘枪林弹雨的岁月

▢ 王曙光 左翠玉/文 吴优赛/摄

抗日战争是一段无法被世人遗忘的艰苦历程，涌现出了
诸多忠义之士，随着时间流逝，很多人都离我们远去，还在世
的抗战老兵大多已到耄耋之年。“七一”将至，我们随义乌市委
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王茂兴、义乌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员叶芝
山等老同志，赴革命老区村大陈镇杜门村，看望95岁的抗战
老兵傅立仁。

找到傅立仁家，老人正躺在沙发上休息，手上绑着绷带。傅
立仁的老伴告诉我们：“半个月前老头子不慎摔了一跤，把手摔
骨折了。”

“小时候，我的生活极为困难，8岁没了母亲，12岁时父亲
去世。没办法，13岁，我就去诸暨当裁缝学徒……”说明了来
由，老人断断续续聊起了自己的革命经历。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不
久上海沦陷，日本鬼子又打到杭州，
诸暨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在裁缝学徒中，只有傅立仁一
人还留在裁缝店里。为此，师傅很讨

厌他，经常打骂他，“别人家都有父
母，都接回去了，就你一个学徒还要
我养你供你。”无奈之下，年少的傅
立仁返回了杜门村。

因为父母都不在了，他只能跟
着奶奶生活。奶奶年纪大了，原本维
持生活就很困难，再养傅立仁更是
雪上加霜。“那时候我的要求很简
单，只要能吃饱饭就可以。”傅立仁
回忆说，他有个堂兄弟名叫傅志庆，
当时过来叫他参军当兵，就这样，他
加入了坚勇大队。

坚勇大队是第八大队和金义
浦根据地的一批党政军骨干、部分
武装力量抽调成立的。1943 年春，
中共浙东区党委要求八大队在巩
固发展金义浦抗日根据地的同时，
积极开辟诸义东游击根据地，以打
通金义浦根据地与四明山根据地
的通道。

当年8月，党组织派崔洪生（陈
福明）等人带短枪队，以义乌北乡党

组织基础较好的溪后、长府为立脚点，
逐步建立义东北工委情报站、游击小
组。8 月初，八大队由江征帆、楼觉等
率领二中队60余人，从义西挺进到义
北八都坑石漕头，攻打楂林的日、伪军
据点，在取得胜利后，顺势打出“陆军
坚勇大队”的旗号，简称“坚勇大队”，
下编一个中队。当年 12 月，坚勇大队
除留在诸义东边区一个短枪组外，其
余人上升到金萧支队的主力部队，编
入第二大队，开赴四明山。

“我到坚勇大队的时候，是陈福明
当大队长的。陈福明逝世后，他的骨灰
就是我们从杭州带回来的。”那段岁
月，老人印象深刻。

在坚勇大队，傅立仁多次参加打
击日伪军的战斗。日伪军占领大陈镇
后，就在大陈、楂林修建炮楼、据点。在
一座山头上，日伪军有一个排的兵力，
修筑了炮楼，挖了战壕，还布置了三层
铁丝网。1944 年的一天，坚勇大队主
动出击，打掉这个日伪军据点，被打死

的主要是伪军。
1944年，傅立仁和另外两个坚勇

大队队员合作，在大陈镇杀死了三个
日本兵。“那时候，我们在大陈镇有一
个搞地下工作的裁缝，他将三个日本
鬼子引到店里后，我们一起动手，把三
个鬼子都干掉了。杀死以后，我们把日
本鬼子的尸体埋到裁缝家的地底下。”

在大陈、楂林，傅立仁和战友们
平时主要打的是伪军。日伪军在苏
溪、大陈、楂林之间的八里岭背造了
一座碉堡，派一个小队驻防。那时，
村民们到苏溪、楂林赶集都要经过
八里岭背。伪军像拦路虎一样，不管
什么人经过，都要搜查，不但把值钱
的东西拿走，还要对女的动手动脚，
老百姓对此极为痛恨。

1944年的一天，在大队长陈福明
的带领下，坚勇大队夜袭碉堡，把还在
睡梦中的十几个伪军俘虏了。谈吐中，
傅立仁老人思路清晰，我们感慨之余，
十分惊讶他的记忆力。

加入坚勇大队 多次抗击日伪军

历史不会忘记这些英雄历史不会忘记这些英雄

儿子傅旭俊儿子傅旭俊（（左左））和父亲坐在一起和父亲坐在一起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近期，我市大元村四份头
十三间民居、齐山楼裕珍堂、凰
升塘下底厅、第二房、上新屋十
八间、雅端村容安堂等 6 处古
建筑修缮完毕。

市文保所工作人员表示，古
建筑是体现一个城市文化内涵的
重要标识，对其进行保护与维修
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与利

用。加强古建筑古文化的保护与
管理，秉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是
打造城市未来发展的坚实底色。

本次完成修缮工作的雅端
村容安堂为清代建筑，2011年
1 月 7 日公布为浙江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2017年公布为浙江
省传统古村落保护单位，2019
年容安堂作为雅端古建筑群的
重要组成部分，被选为国家级
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容安堂等6处古建筑
保护修缮完工

▢ 全媒体记者 柳青

近日，时尚作家、明星造型
师朱小川的都市爱情新作《世
界那么大，只有我和你》出版，
获当当网强力推荐，销势喜人，
七 天 已 进 入 新 书 排 行 榜
TOP10。

据悉，朱小川同时为旅游
卫视《美丽俏佳人》《众筹来了》

《女人风尚志》等栏目特约专

家，以及《时尚芭莎》《服饰与美
容》《男人装》《世界时装之苑》

《瑞丽》等时尚杂志撰稿人，著有
畅销书《我让女人更美丽》等。

此次上市的《世界那么大，
只有我和你》为朱小川历时3年
创作的治愈情感故事集，书中收
录了12个故事，书写了12种人
生，均围绕伟大又渺小的隐秘
爱情展开。此外，他还在新作中
为读者送上了独家变美妙招。

朱小川新作出版
12个温情故事书写人生

95 岁 高 龄
的傅立仁，精神
矍铄。

▢ 通讯员 缪文中

为缅怀《共产党宣言》的首
译者陈望道，深入挖掘陈望道
走过的革命历程。6月19日，义
乌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北苑街
道拥军社区在春盛小区（原前
洪义合村），举行了一场“沿着
陈望道先生的足迹继续前进”
的座谈会。

据介绍，陈家和前洪义合
缪家祖上就已交好，陈望道与
缪家二子缪启愤是同学。在非

常时期，为摆脱敌人的追捕，陈
望道曾在缪家隐藏了半个多
月。期间与同窗好友促膝而谈，
相互交流。因缪启愤英年早逝，
陈望道还为其写下《缪君启愤
行状》，从这篇行状里可以看
出，义合留下了陈望道先生的
革命足迹，他和缪家几兄弟结
下了深厚革命的友谊。

会后，大家一致认为，要铭
记这段历史，传承并发扬红色
文化，让信仰的味道历久弥新，
以此激励后人奋勇前进。

义乌市委党史研究室
举办座谈会怀念陈望道

▢ 通 讯 员 张 珂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为倡导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
6月17日，稠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组织开展“义集·阅夜阅精彩”全民
阅读活动。活动现场共设置“夜·书桌”

“夜·书摊”“夜·分享”三个环节，通过
持续阅读、旧书置换、新书惠卖、阅读
分享等形式，解锁“夜读”新玩法。

当晚 6 点，提前通过公众号线上
“预订”书桌的20名读者准时签到后，
来到自己的专属书桌前落座，放下手
机，捧起书本，开始静心阅读。

相对于“夜·书桌”这边的安静平
和，另一边的“夜·书摊”就是另一番热
闹场景了。义乌市新华书店和 4 名阅

读爱好者在现场支起书摊，读者可以
在这里以极低的折扣买到新书，也可
以用自己的旧书置换。遇到投缘者，摊
主们更是不计利润，把心爱之书一一
赠送，双方气氛融洽。

在随后的“夜·分享”环节，60 余
名读者围坐在一起，就这次“夜读”活
动做了简单的心得交流。“现在的生活
节奏快，养成阅读的好习惯能够舒缓
压力、净化心灵。白天工作没有什么时
间，晚上非常适合阅读。”一名年轻居
民坦言，他平时缺少阅读，以后在这方
面要加强。

“白天，人们总是忙着工作、忙着
生活。到了晚上，通过阅读可以感受到
城市充满安静又向上的能量。”稠城街
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工作人员表示，

举办此次“夜读”活动，是与“稠城夜间生
活节”做联动，更是希望发动更多的读者
前来畅读畅谈、共话文明。

接下来，稠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将继续推出丰富多彩的“夜读”活动，
为读者们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打通公
共阅读的“最后一公里”，形成独具特色
的全民阅读新风尚。

畅读畅谈 共话文明

稠城街道解锁“夜读”新方式

▢ 特约记者 王曙光

“让此华川流泛泛，几回思
云濯长缨”……6月17日下午，
市政协文史委、市文联、市社科
联、市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主办

《义乌宗谱山水村景诗词选》分
享会，我市20多位作家和文史
作者聚集一堂，对留存于义乌百
多种姓氏宗谱的村景诗展开评
析，并就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及
文史研究工作等进行研讨。

与会作家和部分文史工作
者认为，《义乌宗谱山水村景诗
词选》所辑录的作品，为各姓氏
宗谱卷帙浩繁的一部分，是对
义乌山水田园的自然赞歌，是
对乡土风貌的深深回忆，是一
方土地珍贵的美景遗韵和人文
印记，读出义乌人的自信和骄
傲，对进一步研究传承地方文
化有一定的价值。

据悉，《义乌宗谱山水村景
诗词选》是《佛堂镇志》办主任、

佛堂镇作协主席王春平编注，
市政协文史委主编，并由中国
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
收录义乌33个姓氏71部宗谱
及2部县志所载的77组625首
山水村景诗词。义乌作家协会
原主席骆有云的评价是：“该书
所选诗存因景入诗，融合历史
人文；雅俗共赏，大胆抒情言志
……”我市资深作家和文史工
作者刘俊义，赞誉其书村景诗
为“平民诗”，大多记景描物，也
不乏情景交融之作。虽比不上
名作名篇的格调与文采，但借
物抒发心底之志，流露真性之
文比比皆是。

“再现旧时旧人旧事旧景，
风土人情跃然纸上”……来自基
层一线的部分作家和文旅专家
亦发表了自己独到看法，认为作
品为我市正在开展的美丽乡村
建设和旅游开发增添厚实的历
史素材；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
提供古老而悠远的家乡之歌。

追溯美景遗韵和人文印记

众作家评赏《义乌宗谱山
水村景诗词选》

全民阅读 书香义乌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