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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化周刊
缑乡人物

口述 杨学斌 整理 娄新科

这是一张拍摄于 1983年 2月
28日的黑白照片，背面写着“在
梅花村会议召开36周年之际，原
浙东纵队顾德欢、张任伟、朱
敏、马青等领导同志重访遗址
时，白岭根村（即梅花村）干部
合影纪念”，照片前排右四是我
爷爷——离休干部杨朝铎先生，
前排左四是我奶奶陈彩珍女士，
他们都是解放前入的党，我从小
就听着他们的“红色故事”长
大。虽然他们早已作古，但他们
留下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红色故
事，依然记忆犹新，永不褪色。

“桑麻甩石器”可狙敌80米外
听爷爷说，1947年 1月 27－

28 日 （农历正月初七初八） 两
天，浙东工委在白岭根村梅园召
开了一次从隐蔽转向公开同国民
党进行武装斗争的重大转折会
议。上海局代表顾德欢、浙东工
委书记刘清扬、军事干部张任
伟，还有许少春等六人参加了会
议。当时正值梅花盛开大地飞
雪，雪厚达一尺有余，顾德欢同
志提议把这次重要会议定名为

“梅花村会议”，后来白岭根村也
因此改名为“梅花村”。作为早
就秘密入党的我奶奶，当时就在
做为会议烧水送茶的服务工作。
解放后的文革后期，顾德欢同志
在回忆梅花村会议时，印象最深
的有两件事。一件就是当时在梅
园开会喝茶的时候，一阵风过，
一朵梅花飘落杯中，真可谓“风
吹落花杯中藏，无意酿成梅花
茶。世上红花千千万，象征革命
数梅花。”第二件事就是，当时为
了对付敌人，地下工作者还用桑
麻编成甩石头子的工具。用手甩
石子只能达到30米左右，而用桑
麻编成的甩石子工具，却可以达

到 80-100 米，有力打击来犯之
敌。当时的梅园就是处于门后溪
即白溪水岸的一边，离对岸有七
八十米远，一旦发现敌人，一边
用桑麻编成的甩石子工具对付来
犯之敌，一边可以安排开会的同
志退到门前山上。可见，当时对
开会地点曾做过精心的研究和分
析，并做好了应对之策。

三寸金莲挪动200双军鞋
我奶奶加入地下党组织要比

爷爷早，而且对爷爷保密。小学
毕业的奶奶，她的文化程度可以
说是当时全村最高的。1947年 1
月底，梅花村会议后不久，她以
开小店为掩护，方便传送情报，
发动并收购村里妇女做的军鞋，
支援前线，小店就是当时一个继
葛希曾家之后又一个秘密情报
站。有一次，做好的军鞋堆在柴
房楼梯下面，至少有一二百双，
听说村里来了国民党兵，奶奶急
得团团转，那可怎么办？没办
法，只能几双几双用两手拿到前
面梅哥家园子的茶树弄里。可怜
奶奶的那双三寸金莲，一步一步
最后总算把草鞋全部搬到了茶树
弄里，此时的奶奶已经累倒在园
里，幸好等她醒来时已经安然无
恙了。

爷爷和哨兵拼刺刀
受奶奶的影响，我爷爷也倍

受感染。有一次，奶奶接到上级
一个重要情报，马上要送到四明
山游击队。爷爷自告奋勇接受了
奶奶的任务，出发时带上奶奶做
的麦饼，作为路上充饥的干粮，
把情报用绷带绑在小腿上，装扮
成打柴的山民，扛着铳杠柴绳。
从白岭根到四明山，爷爷一连奔
波了四天四夜，才把情报送到地
下党领导的手里，受到地下党领
导的高度赞扬，当时就加入了共

产党组织。回来的路上，由于麦
饼全部吃光了，一路上只好饿着
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才到一
户冒着烟的山里人家那里，要了
一碗粥充饥，谢过之后又沿着革
命的道路继续前进。就在半路上
爷爷看见一个国民党哨兵站在一
个村的路口。哨兵一边盘问爷
爷，一边用枪上刺刀挑衅爷爷。
爷爷也不示弱，他用铳杠和哨兵
对打了起来，由于爷爷有 1.83米
高大的身材，哨兵哪里是爷爷的
对手，结果被爷爷打趴下了，爷
爷就夺了他的枪，扔了铳杠。由
于带枪一来不安全，二来太重
了，就取下枪上的刺刀，扔了枪
身，径自回家了。这把刺刀就是
爷爷当年从国民党哨兵那里夺来
的原物，现在保存在梅花村
家里。

蜘蛛网骗过国民党兵
1948 年冬，我爸爸虽然年

轻，但也有十五六岁了，多多少
少受到过爷爷奶奶的影响。有一
天，我爸爸和爷爷奶奶三人共演
了一场惊险又精彩的“大戏”。

当时在我家二楼，也就是小店的
楼上，打地铺住着地下党领导顾
德欢。国民党兵听到消息后，进
村来我家搜查。我爷爷奶奶马上
跑到二楼，请顾德欢到隔壁房间
暂时躲避一下。随后，他们把堆
在旁边的柴禾搬到地下党员睡的
地铺上，并叫我爸爸把事先准备
好的一瓶花蜘蛛，撒在柴禾上。
不一会儿，蜘蛛一下子就在柴禾
上布满了蜘蛛网。结果哨兵上楼
一看，没发现异样，就下楼回去
了。第二天一大早，我爷爷陪着
顾德欢同志，通过前山脚一个小
庙，请了令箭，一直送他到前山
头，叫他沿着山岗转道山洋革命
根据地。我听后，真为爷爷奶奶
捏一把汗哪，又为他们的机智勇
敢竖起大拇指！

岁月悠悠，人事匆匆。决定
浙东工委命运重大转折的梅花村
会议，至今已有75周年，新中国
建立也有73周年。在幸福安康的
今天，我们不能忘记为建立新中
国做出重大贡献的老一辈革命
家。作为革命后代的我，有义务
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
相传！

那些不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徐孝冰

1271 年元朝建立后，统治者
推行民族等级制度，从而造成民怨
四起。宋末进士宁海县西乡人杨
镇龙看到受压迫的百姓生活艰难，
于公元 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二
月揭竿而起，受压迫农民踊跃加入
起义队伍。元朝政府得知这一情
况后，当即派兵镇压。宁海一带百
姓四处逃避。

为斩草除根，元朝浙东宣慰使
命令官兵对宁海西乡进行拉网式
的搜查。基于当时宁海海运发达
的实际，同样不放过对宁海东乡长
街一带的搜查。宁海东乡长街百
姓很是担心，但日子还得继续过。

话说青珠、黄珠两姐妹，她们
生活在宁海东乡长街。由于家里
缺乏青壮劳力，从小生活过得很艰

苦。人穷志不穷。她们向当地百
姓学习种稻、养蚕、纺布、捕鱼、晒
盐等技术，一学就会，样样精通，家
里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父母脸上
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多。虽然她们
没有上过私塾，儒家思想的做人理
念却深深扎根于心中。因此，她们
将自己的农作、晒盐等技术毫不保
留地教给长街一带百姓，还将她们
的劳动果实分给贫苦百姓。

东乡长街、力洋一带的大户人
家得悉青珠、黄珠两姐妹的善良聪
明，纷纷到她们家提亲。她们婉言
拒绝。原因很简单，家里没有兄
弟，一直是家里的主劳力、顶梁
柱。这样一来，青珠、黄珠两姐妹
的婚姻大事一再耽搁。转眼间，已
是二十出头人见人爱的漂亮女子。

二月中旬的一天，元朝官兵乘
船到达长街一带，准备搜捕起义

军。了解到青珠、黄珠两姐妹的真
实情况后，准备将她们献给浙东宣
慰使。于是，元朝官兵就守候在她
们家门口。

临近中午时分，青珠、黄珠两
姐妹载着满满一小船的海鲜回家，
远远看到一大群官兵出现在自己
家门口。她们立刻摇着小渔船离
开。这一情况被官兵发现，马上起
帆追击。当青珠、黄珠两姐妹逃到
长街东南方向两座山之间的大海
时，官兵船只将她们的小渔船紧紧
围住。面对此般情形，青珠、黄珠
两姐妹义无反顾只身跳入茫茫大
海之中。

心痛归心痛。长街百姓念及
青珠、黄珠两姐妹生前所做的好
事，就将她们跳海地方附近的两座
无名山定名为青珠山、黄珠山。青
珠山、黄珠山就这样叫开了。

青珠山、黄珠山的故事

孔林根

1955年 8月，由 60名队员组成
的青年垦荒队，在黑龙江荒原垦
荒，种植水稻、蔬菜等，取得成
功，于是河北、上海、浙江等省市
青年纷纷报名参加，拉开了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的序幕。1968年，毛主
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
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由此
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上山下乡”的
热潮。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到农
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先后
有 2000 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
户。他们怀着一腔热血，辞别自己
的父母亲人，卷起铺盖行李，到云
南、到新疆，到西北大草原，到陌
生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从 1966 年 9月到 1974 年 12 月，深
甽镇大蔡村就有来自上海、宁波、
宁海的 53名知识青年来安家落户，
开启走向农村的全新的生活。

到大蔡插队的知青，大部分有
祖父母、外公外婆和叔叔伯伯在这
里，他们是寻亲插队。大蔡村群众
在没有任何优惠政策的情况下，无
私地接纳了他们，把本来就紧缺的
粮食省下来给他们吃。公社和大队
的干部十分重视，关心知青的生活
和劳动情况，关注知青的思想动
态，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帮助，让
他们安下心来适应农村生活。除了
几个自己和生产队联系好的，女知
青和部分男知青都分配到林业队，
让他们在一起方便管理，由副队长
专门负责安排他们劳动，有技术员
专业指导。这些十五六岁刚读初中
的懵懂少年，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
来到贫穷落后的农村做农民，初来
乍到，什么都不习惯。那时农村没
有电灯，没有自来水。知青们学农
村人打理生活，每天起早挑水，跟
农民到山上捡柴，乡亲们帮他们把
柴捆起来，用冲担穿好，挑到相对
平坦的地方让他们挑回家。有一
次，一个近视的女知青挑着柴禾，
柴把上缠绕着一条蛇，她却浑然不
知。刚好过路的农民看到了，叫她
别动。用棍子把蛇挑开了才告诉
她，让她后怕不已。土灶烧饭非常
难，终于点燃了柴禾，不一会又熄
灭了，几次三番也烧不好饭菜。热
心的大妈看着心疼，耐心地教会知
青怎样生火做饭，有时会拿点烧好
的菜来。冬天，凛冽的寒风吹得人
瑟瑟发抖，江南湿度大，0℃以下
就会冷到骨子里，知青们还在垦荒
造林。夏天骄阳似火，把人晒得面
红耳赤，晚上恼人的蚊子在耳边嗡
嗡地叫，让人难以入睡，好心的群
众给知青拿来艾蒿点燃驱逐蚊子。
在田间、山路会碰到蜥蜴、蜈蚣、
蛇，树枝上到处有毛毛虫，经常会
吓得尖叫起来。学做农活，锄头都
握不好，不知道怎样使劲，是乡亲
们手把手教会握锄头的姿势。拔
秧、插秧，双脚浸泡在寒冷的水田
里，不一会就腰酸背痛，站立不起
来。尤其是插秧，农民叔伯可以插
得整整齐齐，知青们插起来东倒西
歪，溃不成行。有经验的社员教他
们眼睛看好第一行秧苗，双脚后退
的时候要直，脚印弯了行距就歪
了。经过多次的练习和实验，插好
的秧苗看起来总算像点样子了。林
业队采茶还好点，春天虽然阳光也
强烈，但还不至于灼热。摘果子只
能站在地上摘低矮的，长在高处的

不敢攀爬，只有让林业队其他社员
们去摘。知青还参加了曹坑造水
库、造长洋至大蔡公路、西店围海
造田等工程，大娘岗、前山后山庙
子山都留下了知青们的足迹。农忙
的时候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出工，因
为农活是有季节性的，尤其是“双
抢”的时候。每天夜晚，知青们都
要聚集到生产队，复核一天的工
分，接受队长分派明天的劳动任
务。农村的道路崎岖不平，黑灯瞎
火的让人害怕，尤其是年纪小的女
知青，夜里不敢独自走路，有时乡
亲们护送，有时年纪大的知青陪伴
年纪小的，等点上灯、关好门才离
开。如果是夜里做茶叶，则由林业
队负责人指定人员护送回家。每天
早晨和午饭后，知青们都在大蔡供
销社门口集中，时间长了，和附近
供销社的职工、医院的医生都熟悉
了，有些成了朋友。为了丰富知青
的业余生活，还组织了文艺小分
队，业余时间学唱革命样板戏，如
《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
山》等，在大蔡公社甚至到隔壁奉
化县的几个乡村演出。几年下来，
知青们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学会了挑
水、砍柴、翻地、锄草、插秧、栽
种茶叶、草药，学会了制作茶叶
……手上磨出了老茧，脚底经常起
泡，身上到处有蚊叮虫咬、刀割刺
拉的伤疤，但他们克服了劳动和生
活的困难，强忍着对父母亲人的思
念。没有退缩，没有沉沦，他们在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虚
心学习，拜农民伯伯为师，不怕苦
不怕累，锻炼了意志和体魄，为自
己青涩的年华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
卷。《宁波日报》《浙江日报》《解
放日报》《文汇报》相继报道了他
们的先进事迹。

农村劳动报酬是每天记工分
的，根据能力的大小，从每天 2分
开始，最高记10分。由于知青们没
有劳动技术，女知青底分从 2分开
始，慢慢加到4分、4.8分；男知青
最高也能评到 8分、9分。夜里制
茶是不记工分的。如果劳动报酬不
够买口粮，知青的家长会寄钱来补
足口粮钱。

随着招工返城政策的落实，知
青们陆续离开了大蔡，有些回到大
城市，有些做了农村教师，弥补了
大蔡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不足，为推
广和普及普通话做出了贡献；有些
到乡镇当了干部，有些做了医生，
有些进了企业……他们都有了自己
的事业和家庭。但这段苦涩的岁月
谁也无法忘怀。知青们回城市后，
会经常聚在一起参加政治学习，热
心的知青会组织聚会，以上海知青
为主，宁波、宁海的知青也会赶过
来。插队三十年后相聚大蔡，大家
到老书记胡未庚坟前培土、献花，
表达哀思。2019年 5月 17日，在知
青插队大蔡五十周年的时候，大家
又一次从上海、宁波、宁海及海外
赶来相聚大蔡，重拾在苦难中磨练
的深刻记忆，感恩父老乡亲的关
怀。

如今的大蔡已今非昔比，知青
们生活、劳动过的地方也变了模
样。为了纪念知青在大蔡的这段经
历，深甽镇大力收集知青们的照
片、使用过的工具和生活用品，打
造一个知青之家，让知青们经常回
来看看自己生活、劳动过的地方，
让我们的后代拂去尘埃，了解这段
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往事。

知青在大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