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永康的抗日战争，现在后人回忆、研究和口述的文章较多，但当时现场记录、
撰写和介绍的却较少。

据我所知，目前我市尚存比较可靠的有两件：一是八字墙爱国实业家胡钦海在日
军撤离八字墙据点后，拍下的7张据点照片。二是其兄胡庸当时所写的《倭灾记》及八
字墙受灾情况调查表（原件存于赤川村志）。现将胡庸其人及《倭灾记》介绍如下：

日寇先是占领上茭道，后又在八字墙建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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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史料见证抗战 ⑤

□通讯员 徐杲 整理

当抗战开始时曾向本坑人说，不要

以为山坑角落地方，倭寇不会来，一定

要来的来时随便什么东西都要拿去，甚

至山上树木也会不留一根，无论何人听

着一定不相信，一定要骂你痴癫，今也

如何？他们来了将山上树木有用的取

材料，不中用的做柴，不合做柴的拿来

烧炭或烧砖瓦，大如数百年之古木，小

至一拱把之松柯，已经一扫而光了。对

于这事，我们应当有两种警惕：一、你自

己的树，眼睁睁看他白折伐去，还要派

你替他运到指定地方，是可忍，孰不可

忍！而瘪瘪伏没有半个人敢说半个不

字！这样屈服于强权是一种奴隶的惰

情，万万不可再有，急宜痛切根除。二、

倭寇视我们中国人是一种最低劣的贱

民族，中国这块好地方不配我们享受，

对于我们所有物资只要他们用得着都

要拿去，不管你死活，你若因贫穷而加

速灭之，他更是巴不得的，我们应当引

以为奇耻大辱，发奋自强。本村的敌伪

在三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夜退到八字墙，

计三百四十七日。至五月十六夜，方完

全退到金华去，本坑沦陷时间计九百三

十日，在此期中受倭寇的一切损失我曾

加以调查，名之曰倭灾，兹将损失调查

统计表附后，以志不忘云。

胡庸（1880-1951 年）小名龙

灯，字俊卿，我市花街八字墙赤川村

人，系爱国实业家胡钦海的胞兄。

胡庸幼年聪颖好学，系清代末

科秀才，继后入省二级师范学堂速

成科修业，学成，由同窗好友吕公

望介绍给我国辛亥革命的重要人

物秋瑾，受秋瑾委托前往上海办

《女学报》，并加入光复会。1907

年秋瑾就义后，他返回永康从事教

育工作。辛亥革命成功后，永康成

立新政府，胡庸分管教育，担任劝

学所所长。当年的县第一所中学

堂及女子师范讲习所，均在他任内

创办。1915 年吕公望出任浙江省

督军，胡庸应召赴杭州任督军府监

印官。吕公望下野后，胡庸再次回

到家乡，担任永康自民国以来的第

一任教育局局长，达十余年。胡庸

在任教育局长期间，对全县教育事

业建树颇多，如设置县立小学、模

范小学，各乡镇开办中心小学，增

加县立中学和女子讲习所的经费，

充实教学设备，扩建校舍；改进公

共体育场所，设立图书馆，开办农

民夜校，帮助失学青壮年识字等

等，付出了许多努力。1930 年，胡

庸辞官回乡，担任溪头桥中心小学

校长。1939年，其胞弟胡钦海创办

了油桐初级职业学校，胡庸大力支

持并兼任校长，协助胡钦海培养了

大量的油桐种植专业人才。解放

初期，胡庸调任县城徐氏职校人民

小学校长，曾被选为浙江省第一届

人民代表。1951年1月因故离世。

胡庸既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教

育家，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爱国

者。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就积极组

织全校师生宣传抗日，率先在自己

的家乡赤川村组织青少年进行军

训。那时，天刚蒙蒙亮，“一二三

四”的操练声划破宁静的晨空，在

山间回荡。后来，与赤川相邻的横

岘、溪头、阔塘后等村，在赤川影响

下，也开始了军训。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庸回到家

乡，着手在三十里坑进行调查，填

写了《倭灾损失调查统计表》，并写

了《倭灾记》一文，现节录如下：

胡庸——
民国永康首任
教育局局长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

本强盗公然侵略我国后，永康地方一

因省政府过来，一因渐渐变为大后方

的交通孔道，遂迅速地畸形地繁荣起

来。其时我在纂修县志筹备会，见社

会上一般人熙熙攘攘，为利往来之风

依然仍旧，丝毫未改。窃叹此非常之

时期，尚无非常之觉悟，言念前途，实

多杞忧，返家中静观世变。三十年五

月二十二日倭寇陷永康，自思既不能

死又不能逃，眼睁睁变为顺民心又不

甘，因发无聊之思于二十四日匿居于

箬坑山上。翌日晨起，登岗四望，听着

有人在叫，望之见背面隔两个山头的

山冈上，有许多兵在爬，后来才知道

这些兵是 21 师，自长乐败退日行山谷

中，今方到此。先二日，敌骑已过永

康武义进攻金华了，追者在前，逃者

在后，亦异闻也。二十六日程健樵到

我家看我，托家升到箬坑来叫我下去，

我说若倭寇不退去，我死也不下山来

了，不觉泪随声下也。健樵乃到山上

来，一宿去，我送他下山时，大约二三

步，即闻一声炸弹声，盖倭寇开始大攻

金华也。至六月二日，倭寇退出永康

而盘踞武义上茭道，三十里坑与之毗

连，心中已惴惴不安，果于十月三十

日，倭寇来据点八字墙并在附近山头

建筑碉堡——俗称炮台，材料随地征

发，人工每保二十名，各保长奉命如恐

不及，三十里坑沦陷矣。本坑系山乡

僻壤，毫无军事上、经济上之价值可

言。倭寇所以来者，一由于本地无知

愚民，苦于军队之抄扰，尤其游击队竟

有一班贱骨头到上茭道去欢迎。一由

日本兵驻扎上茭道，苦于豢养的物质

供不应求，视八字墙比上茭道为富裕

故也，倭寇在永康时，其势力未能及于

三十里坑，今则来了。

箬坑又不能一朝居了，乃于十一

月四日又避居于方塘上。我逃出时曾

叫钦海亦逃出，他顾家不听，后来他家

被敌伪围剿两次，又来拿他，拿不着则

烧屋，幸未成灾。章土、老丁、宝进、明

火四人同阔塘后陈章宝、章登哥弟两

个，在当年九月二十七日到武义籴谷，

不幸碰着倭寇，遂被拿去，把他们反剪

捆起来，仰置于门口豆田上，任太阳暴

晒他们。倭寇在门口把他们当目标投

泥块为乐，投中脸部则拍掌大笑为

乐。后因天雨移至屋内，夜间宝进将

捆手的梧桐树皮解出来，又将老丁、明

火、章土的都解去，一齐冲出逃走，惜

章土因年老，日间又曾被打手脚不大

轻便，未能逃出。章宝、章登因关另一

房间故未曾逃之，后来不知活活打死

还是活活饿死，章宝、章登先死，章保

还未死又被关在上茭道再死，盛以薄

棺委于山脚，不料章保又活转来，能

伸手棺外，被牧童看见，大骇惊叫，惊

动许多人回来看，章保还能说姓名和

住处，阔塘后有好义者扛他回家，到

家其妻已不能认识，因为他已不成人

形，只是一个骷髅外面包了一层薄薄

的皮罢了，不久亦死去。倭寇之残忍

竟如此！三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倭寇

又来占据本村并在后山尖筑一碉堡，

倭寇居于堡中，伪军居于钦海家中，

我的屋内他有伐木工 2 人，倭寇和伪

军俱要村人供应倭寇，尤难供应每日

要肉十斤、鸡蛋二十个，他物皆是一日

三点都要送上山尖去。

日军驻守碉堡，强迫百姓送鸡送肉

强征树木，破坏山区生态环境

爱国教育家胡庸当年写下爱国教育家胡庸当年写下《《倭灾记倭灾记》》
八字墙沦陷八字墙沦陷930930天天，，损失惨重损失惨重

日军八字墙据点照片日军八字墙据点照片

大木 24987根

中木 45297根

小木 83820根

毛竹 11715根

柴卦 51087担

谷 9600担

杂粮 1371担

牛 28只

猪 135只

羊 16只

犬 8只

鸡 2341只

棉皮衣 256件

夹衣 495件

单衣 1775件

棉被 357床

布帐 48床

鞋和袜 565双

布类 391丈

竹器类 623件

木器类 1119件

锅锄刀斧类 3482件

金银首饰等 159件

陶器缸钵罐等 1788件

瓷器盘碗等 4170件

杂项器具 900件

桐油 4920担

除上外其他物资估价 23464600元

勤派捐税和强抢法币 19542000元

强迫做工 206994工

倭灾损失调查统计表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