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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人文永宁

每 期 一 句 黄 岩 话

参考书目：《黄岩方言汇编》

陈安宝，字善夫，清光绪十八年（1892）十二月十二日生
于浙江省黄岩县横街乡马院村（现属台州市路桥区）。他是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壮烈牺牲的首位军长，也是一位著
名的抗日爱国将领。

勤奋好学 少年立志
幼时的陈安宝聪颖伶俐，富有胆略，极得父亲宠爱，但

家境贫寒，无力上学，只得跟随父亲学习农事。
一日，当地作新小学的创办人罗惠国先生在田间偶遇

陈安宝，觉得他十分聪慧，若是好好培养，必将成器，于是极
力劝说其父送他上学。在罗先生的努力和帮助下，陈安宝免
费进入作新小学学习。入学后，他非常刻苦，遇有不懂的、难
理解的问题，必请教先生，非水落石出不肯罢休，所以学习
成绩优异。他平常与同学嬉戏，喜欢让大家排成行伍，而自
己为将师。同学中有不平事请陈安宝来调解，他必奋身援
助，以求其平。在学期间，陈安宝受班超、马援、岳飞、文天祥
等英雄事迹的熏陶，萌发了精忠报国的志向，把“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牢牢印在了心里。因此，陈安宝深得罗惠国先生
赏识。罗先生常对人说：“此儿非池中物也！”于是更加悉心
教授，亲如己子。

1911年，陈安宝以第一名的成绩小学毕业。毕业后，其
父认为自己务农为生，就要求陈安宝考入杭垣农专，但这并
非陈安宝所愿。又因当时家里困顿，负担不起上学的费用，
陈安宝只好辍学务农。此事被罗惠国先生知道，他深表遗
憾，但又无他法。这时，正值南京入伍生队登报招生，罗先生
看到后欣喜若狂，力荐陈安宝去江宁报考入伍生队。结果，
陈安宝被录取并以官费生入队受训。临别前，作新小学校长
叶延平赠言“精忠报国，体恤黎民”，此赠言激励着陈安宝的
一生。

浴血沙场 以身报国
陈安宝到入伍生队学习后不久，该队就并入湖北陆军

预备军官学校。在校期间，他学习更加勤奋，一直保持优异
成绩。毕业后，他再入保定陆军学堂第3期，专攻步科。1916
年，陈安宝军校毕业后到浙军第1师第3团任见习官，后转
入浙军第 2师。当时，军阀专权，国家动荡，陈安宝大失所
望，夜不能寐，常在深夜作刘琨舞，歌岳飞《满江红》以明志。
至1927年，军阀残余以次荡平，陈安宝喜不自胜，常以手加
额道：“待从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阙。”

1927年至 1929年，陈安宝任第 26军第 1师营长及第 6
师33团中校营长。期间，他先后参加了两浙、苏皖、齐鲁、豫
鄂诸省的北伐西征各役，共四十余战，都不负使命，所向克
捷。1930年春，陈安宝任33团团长；1931年10月，擢升17旅
旅长；1933年10月，调任第79师副师长；1935年，代理79师
师长；1936年1月9日晋升少将，同年1月25日任第29军79
师师长。

1937年抗战爆发，陈安宝义愤填膺，曾多次上书，请求
上前线杀敌。抗战军兴，第79师加入第一战区作战。是年10
月陈安宝率部南开淞沪，参加淞沪会战。11月 5日，日军在

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欲占平湖，切断沪杭线。陈安宝
率部星夜兼程赶到乍浦，在 80里海岸线布防，正面阻击日
军精锐部队，坚守阵地 10昼夜，完成掩护抗日军队西撤的
任务。11月15日晚，陈安宝奉令转移，扼守临平。月余间，敌
人虽屡次进犯，但终究没有得逞。1938年 2月，陈安宝率军
渡过富春江向侵占余杭的日军进攻。他采取“围城打援”的
战术，以部分兵力进攻余杭，集中主力袭击从杭州方面来的
援敌。取得胜利后，陈安宝又奉令深入杭嘉湖沦陷区，在敌
后开展游击战，屡挫凶锋，粉碎日军扫荡。

淞沪会战后，陈安宝部受命庐山防务，在南浔一线（南
昌至九江）阻敌增援。1938年 7月，陈安宝因战功擢升为第
29军军长，兼79师师长。12月，他专任军长，79师师长一职
交由副师长段朗如继任。1939年 3月，日军越修河进犯南
昌，陈安宝率 79师从浮梁赶到东乡部署抚河及鄱阳湖防
务。4月上旬，敌 101师团佐藤旅团，南窜梁家渡，矛头直指
东乡。为了消除日军对浙赣铁路的威胁，抗日部队决定攻取
南昌，打击敌人嚣张气焰。4月21日，79师段朗如部归第32
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段朗如部负责攻袭南昌。4月
25日，段朗如率部开始行动，因指挥失当，至4月27日仍未
奏功。陈安宝心急如焚，赶往段朗如处从旁督促。4月28日，
陈安宝力促段朗如渡河指挥所部及 26师王旅（以旅长姓
称，下同）速向南昌进攻，并一再勉励。4月 29日，陈安宝接
到总部电讯，得知段朗如渡河后与敌人略事接触，就马上南
撤。开始，他不相信，待证实后，有多日没有进食。5月 3日，
陈安宝奉令指挥预5师、26师暨79师的237团攻击南昌，并
限是月 5日到达。因时间紧迫，不等集结完毕，陈安宝先率
一部到荏港指挥。同时，令预 5师迅速集结所部，自瑶湖经
红门桥，于 5月 5日突入南昌。陈安宝则率领 79师王团于 5
月4日晚继26师主力在荏港渡抚河，夜半已进抵抚河以西
支流。但因船只过少，又有敌机侦炸，至5月5日晚上11时，
部队才潜渡完毕。渡河后，部队抄着田间小路，从日军据点
间隙穿插前进。5月 6日凌晨 2时许，陈安宝率部通过铁路
抵达沙窝樟村，先头周团遭敌袭击，与敌人胶着于桐树庙西
北高地。同时，在军师部后的通信辎重排及王、谢两团被高
坊的敌人腰击截断。陈安宝即令周团速战速决，继续挺进，
并设法和后尾王、谢各部联络。凌晨4时许，王团绕道到达，
陈安宝即令驱逐高坊的敌人，俾与截断各部联络。至凌晨4
时 30分，因为敌人各据点工事坚固异常，所以前后各部均
无进展，只能与敌人相持在高坊北端一带。拂晓，日军不断
增援。空中 6架飞机轮番轰炸，地面又有猛烈的炮火轰击，
而地形又于敌有利，致使第 26师处于困难境地，伤亡十分
严重。陈安宝观察四周，知道日间不易突围，即命令各部沉
着应战，准备夜间冲破敌人包围向南昌挺进。当日下午 4
时，战况越来越激烈，部分敌军已侵入桐树庙西北高地，陈
安宝急率师长刘雨卿、参谋长徐志勖带身边仅有的特务排
向敌人发起反攻，终于将高地夺回。下午5时10分，左翼龙
里张方面的战斗非常激烈。陈安宝放心不下，冒着敌人猛烈

的炮火带着随从官兵前往督战，不幸在中途田径内遭敌飞
机空袭中弹，壮烈殉国，时 1939年 5月 6日下午 5时 15分。
陈安宝将军殉国后，遗骸在沦陷区内二十余日，后来设法迎
回，安葬在路桥横街凤凰山之阳。

魂归故里 名垂青史
陈安宝将军生前诚信所孚，与士兵同甘苦、共休戚，部

队纪律严明，兵行所至，秋毫无犯，上下爱戴。他两袖清风，
平时以国事为重，不计私蓄，虽从军二十余载，但家境仍然
贫困，家无寸土、片瓦。但是，对于朋友乡邻，他却视同手足、
慷慨解囊，每次回乡对那些贫困者都鼎力相济。陈安宝将军
牺牲后，军民哀恸。他壮烈殉国的噩耗传到黄岩，全县上下
为之愕然，家乡父老为失去自己的英雄而悲痛。1939年 6
月，黄岩县长得知陈安宝将军灵柩返乡，立即召开会议，成
立接灵委员会，并于6月19日发文，告知全县相关部门，俟
灵柩到县时，组织各机关团体、学校及沿途所有乡镇，举行
隆重的接灵祭奠仪式。灵柩返乡日，万人空巷，哭声载道，几
十万民众自发设祭接灵，沉痛哀悼。此外，中共黄岩地下党
组织“救亡室”夜校学生也结队到北门码头、大街等处迎送。
同时，举办义卖献金活动，慰劳抗战前线将士。

1940年，南京国民政府追晋陈安宝为陆军上将。是年8
月15日，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为抗日战争英勇牺牲的张
自忠、陈安宝、郑作民、钟毅诸将军举行隆重的悼念大会。
会场内高悬毛泽东的“尽忠报国”、朱德的“取义成仁”、周
恩来的“为国捐躯”等挽词。追悼大会上举行了公祭，第 18
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等讲话，通过了致四将军家属的慰问
电。1942年 12月 31日，陈安宝作为第一批抗日殉国的高
级将领入祀国家忠烈祠。1943年 8月 28日，黄岩县政府在
县城兴建忠烈祠，至 10月 10日，举行忠烈入祠公祭典礼。
陈安宝、柯冠时、王卓、王禹九等 266人先行入祠。1983年
12月 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陈安宝为革命烈
士。1984年，在路桥横街凤凰山建陈安宝烈士墓。1995年，
陈安宝烈士陵园在
路桥横街凤凰山修
建 完 成 。2014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政部公布陈安宝
为首批抗日著名将
领。

陈安宝将军是
一位让人敬仰的抗
日英雄。为了国家的
独立，民族的利益和
尊严，精忠报国，战
死沙场。他的英雄事
迹将永远彪炳史册，
他的精神也永远值
得我们学习。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还是一位文学青年，正
是“书荒”年代的荒芜与国家开放初期蓬勃交织的时
期。有一天，我不经意地在学校图书馆读到了郁达夫的
一篇散文《故都的秋》。作品中神韵清绝、典雅质朴的意
象，故都“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
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引得我对北京心往神驰。
后来，我又读到了他的一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入
微的心理描写打动了我。我开始关注先生，才知其是中
国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位为抗日救国
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散
文家、诗人、革命烈士。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时序进入到2010年，我受命
筹备校庆。在一个雨丝飘飘的春日，我端坐在办公室
中，与一位耄耋之年的校友聊着陈年往事。他告诉我，
二十世纪30年代黄中师生在雁荡山秋游时曾与中国现
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相遇，留下了许多故事，希望我挖掘
挖掘。七十多年过去了，往事成了依稀的记忆。

2019年的春天，学校组织学生到雁荡山研学，我蓦
然想起老校友的嘱托，心怀愧赧。赶紧查找郁达夫的作
品，在阅读与多方考据后，才还原部分历史。

1934年 10月 27日到 29日，郁达夫与日本留学时
认识的朋友王文伯从杭州经天台到雁荡山游历，与黄
中师生不期而遇于雁荡山灵岩寺，之后写下了《雁荡山
的秋月》这篇游记。

《雁荡山的秋月》全文 5395字，从台州的天台写到
临海、黄岩、温岭等地方，用了800字的笔墨，如数家珍
写下了天台国清寺，临海的华胥洞，黄岩的摆渡、橘子
橘树等。有意思的是，他的笔墨中用两段 609字写下与
黄岩中学师生的相遇。

“在灵岩寺的西楼住下之后，天已经黑了。先去请
教也住在寺中、率领黄岩中学学生来雁荡旅行的两位
先生，问我们在雁荡，将如何的游法？因为他们已经在
灵岩寺住了三日，打算于明晨出发回黄岩去了。”

“约莫是午前的三四点钟，正梦见了许多岩壁，在
四面移走拢来，几乎要把我的渺渺五尺之躯，压成粉碎
的时候，忽而耳边一阵喇叭声，一阵嘈杂声起来了。先
以为是山寺里起了火，急起披衣，踏上了西楼后面的露
台去一看：既不见火，又不见人，周围上下，只是同海水
似的月光，月光下又只是同神话中的巨人似的石壁，天
色苍苍，只余一线，四围岑寂，远远地也听得见些断续
的人声。奇异，神秘，幽寂，诡怪，当时的那一种感觉，我
真不知道要用些什么字来才形容得出！起初我以为还

在连续着做梦，这些月光，这些山影，仍旧是梦里的畸
形；但摸摸石栏，看看那枝谁也要被它威胁压倒的天柱
石峰与峰头的一片残月，觉得又太明晰，太正确，绝不
像似梦里的神情。呆立了一会，对这雁荡山中的秋月顶
礼了十来分钟，又是一阵喇叭声，一阵整队出发报名数
的号令声传过来了，到此我才明白，原来我并不是在做
梦，是那一批黄岩中学的学生要出发赶上大溪去坐轮
船去了！这一批学生的叫唤，这一批青年的大胆行为，
既救了我梦里的危急，又指示给我了这一幅清极奇极
的雁山夜月的好画图，我的心里，竟莫名其妙的感激起
来了，跑下楼去，就对他们的两位临走的教师热烈地握
了一回手；送他们出了寺门以后，我并且还在月光下立
着，目送他们一个个小影子渐渐地被月光岩壁吞没了
下去。”

八十五年过去了，个中的细节难以找寻。但我从先
生的行文中读出了他与黄中师生的相遇，给了他很大
的触动。先生写道：“雁荡山中的秋月！天柱峰头的月
亮！我想就是今天明天，一处也不游，便尔回去，也尽可
以交代得过去，说一声‘不虚此行’了，另外还更希望什
么呢？所以等那些学生们走后，我竟像疯子一样一个人
在后面楼外的露台上呆对着月光峰影，坐到了天明，坐
到了日出，这一天正是旧历九月二十的晚上廿一的清
晨。”

“这一天的傍晚，本拟上寺右的天窗洞，寺左的龙
鼻水去拜观灵岩寺的二奇的，但因白天跑了一天，太辛
苦了，大家不想再动。我并且还忘不了今晨似的山中的
残月，提议明朝也于三时起床，踏月东下，先去看了灵
峰近旁的洞石，然后去响岭头就行出发，所以老早就吃
了夜饭，老早就上了床。

然而胜地不常，盛筵难再，第二日早晨，虽则大家
也忍着寒，抛着睡，于午前三点起了身，可是淡云蔽月，

光线不明；我
们真如在梦
里似地走了
七八里路，月
亮才兹露面。
而玩月光玩
得不久，走到
灵峰谷外朝
阳洞下的时
候，太阳却早
已出了海，将
月光的世界
散文化了。

不 过 在
残月下，晨曦
里的灵峰山
景，也着实可
观 ，着 实 不
错；比起灵岩
的紧凑来，只稍稍觉得疏散一点而已。”

通篇 5395字仅有三小段 600多字写月亮，并把游
记取名为《雁荡山的秋月》，足见“秋月”是点晴之笔。就
像文中写道：“这一批学生的叫唤，这一批青年的大胆
行为，既救了我梦里的危急，又指示给我了这一幅清极
奇极的雁山夜月的好画图，我的心里，竟莫名其妙的感
激起来了……”

历史有时是由偶然产生的。黄中师生有幸与郁达
夫定格于1934年10月雁荡山的灵岩寺，郁达夫也有幸
在雁荡山的灵岩寺与青春少年交集。也许正是那一刻，
激发了先生的灵感，成就了其游记中的名篇。

与黄中师生在雁荡山的偶遇还没结束。回到杭州
的郁达夫把游雁荡的经历写成了《雁荡山的秋月》，
1934年 11月 9日定稿，在 1934年 12月 15日《良友》第
100期特刊上发表。

《良友》是一本什么样的刊物？我查阅了这本民国
时期上海出版的《良友》画报 1926年—1945年全集合
订本共计 172期，才发现这本期刊当年发行全球，号称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良友》画报。正如《良友》100期
纪念特刊上说：“《良友》无人不读：主妇，现代女性，工
人，巡捕，老头子，掌柜先生，戏院的顾客，茶店里的茶
客，学生；《良友》无所不在：在茶几，在厨房，在梳妆台，
在收音机旁，在旅行唱片机上，在公园里……”

在《良友》100期纪念特刊上发表《雁荡山的秋月》
后，这篇游记先后被编入《郁达夫文集》第三卷、《中国
现当代文学名著》《钓台的春昼》《郁达夫代表作》等多
个作品集中。

一次偶遇，成就了一段文学史上的佳话。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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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中师生与郁达夫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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