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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到永祥扫荡，连杀三名无辜村民

我 1931 年出生在江南街道马岭下村，
我们村依山傍水、风光秀丽，百姓安居乐
业。但是这里的平静，在我12岁那年，日本
鬼子进村抢劫杀人那一刻被打破了。

记得那是 1942 年春夏之交

的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正

在吃早饭，突然远处传来“砰”的

一声枪响，我感觉不对，连忙喊：

“日本人来了，妈妈赶快跑。”我

放下碗筷，就和妈妈往后山跑。

妈妈是小脚女人，走了一段山路

后，就走不动了，坐在路边的草

地上，让我赶紧往深山里跑。我

恋恋不舍地看了看母亲，和其他

人跑到一公里外的山沟里躲起

来了，直到下午才回到村里。所

幸妈妈没有出意外，她比我早一

步回家。

这次，从武义过来的日本

鬼子途经鹫岭头到我村扫荡，

目的是搜查国民革命军抗日队

伍。由于没找到抗日部队，他

们就在村里乱枪扫射，还用小

钢炮往山上打。当时，村里大

部 分 村 民 都 跑 到 山 上 躲 了 起

来。一名叫杨银身的妇女，因

为忙于干活没有跑远，就躲在

对 面 山 上 离 村 400 米 远 的 地

方，她探出身子查看鬼子行踪，

被鬼子用枪打穿了手臂，当场

晕了过去。这一枪给杨银身留

下了终身的伤痛，直到 2008 年

去世。

我的伯伯杨春桃因为眼睛

不 好 ，就 躲 在 新 屋 内 没 有 逃

走。日本鬼子闯到他家，看到

大厅里停放着一辆黄包车，怀

疑这辆车子是抗日国民党官员

乘坐的，据此认定这里肯定有

抗日部队官兵驻扎过，就凶残

地将 70 多岁的春桃伯伯刺杀

在新屋旁的小溪边。我回村里

的时候，看到春桃伯伯蜷缩在

溪边一动不动，溪水被染成淡

红色。其实那辆黄包车不是我

伯伯的，是一名拉黄包车的逃

难人寄存在他家的。

日寇扫荡了我村，之后向

县 城 方 向 而 去 。 一 路 烧 杀 掠

夺，无恶不作。在勤丰村，一名

叫王成基的老阿公因为腿脚不

便，跑不快，被鬼子一枪打死

了。在永利村，一名年轻妈妈

抱 着 3 岁 的 小 儿 子 因 逃 跑 不

及，也被鬼子开枪打死。小男

孩在妈妈怀里痛哭不止。小男

孩名叫蔡秋凡，此后刻苦学习，

长大成了人民教师。蔡秋凡时

时教育学生勿忘国耻，要为振

兴中华做出贡献！

口述 杨正林 整理 记者 徐庆丰 通讯员 曹妃妃

我今年93岁，出生在八字墙方村。贵报
7月1日15版刊登文章，讲述爱国教育家胡
庸当年写下《倭灾记》，反映了八字墙沦陷
930 天，损失惨重的情况，并附上倭灾损失
调查统计表。70 年前，我曾参加胡庸先生
组织的倭灾损失调查统计工作。

连续一个月从方村走到八字墙统计倭灾损失
口述 陈登友 整理 通讯员 柯高军

我曾就读于胡庸先生任校

长的溪头桥小学。高小毕业后，

经亲友介绍，我到缙云县城的布

店当学徒。1942年，日寇侵占缙

云后，布店关门，我回乡务农。

在家乡，我亲眼看见日寇在三十

里坑犯下的种种罪恶行径。

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好，胡校

长对我印象很深。1945年，日本

投降后的一天，胡庸先生派人找

到我，请我去八字墙他开的义和

南货店一趟。原来，胡先生已着

手三十里坑倭灾损失调查工作。

我的算盘和笔头好，胡先生让我

做统计汇总工作。

这项工作刚开始，在三十里坑

很有名望的胡先生就召集20多个

村的保长开会，要求他们对本村的

倭灾损失进行逐户登记，并限定日

期将登记材料集中到胡家。

出于对日寇的深仇大恨，

各 村 的 登 记 工 作 开 展 得 很 顺

利。统计的物资有 27 种，连大

小木头、毛竹、棉衣、夹衣、单衣

等东西都统计至个位数。这么

详细的统计，在当时交通、通信

落后的山区是一项相当繁杂的

工作。近一个月里，我每天一

早从方村走路到八字墙，胡家

管饭，傍晚回家。各村保长交

来登记材料，胡先生都要亲自

过问，有的村登记的物品欠全

面，他就派人去核对补充，所以

连损失的竹器、木器、鞋袜、瓶

瓶罐罐、碗碟都有详细的统计。

我清楚地记得，统计汇总

的单位有 29 个，除了 20 多个村

外，还有乡公所、学校，以及桐

油榨油坊等单位。有人提到三

十 里 坑 为 何 损 失 那 么 多 桐 油

（4920 担）？因为胡庸兄弟不仅

是爱国人士，而且是很有眼光

的实业家。兄弟俩早年引进桐

子种子，号召乡亲们种植桐子

树，还在武义上茭道办起桐油

厂并贩销桐油，让农户增加收

入。倭寇入侵三十里坑后，到

处掠夺桐油往外运。农民们损

失惨重。

如果当年胡庸先生没有对

家乡的热爱，对日寇的深仇大

恨，是不会开展倭灾损失统计

调 查 工 作 的 。 此 义 举 意 义 重

大，这些活生生的材料，告诉人

们要铭记历史，不忘国耻，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不久陆续传来上海、南京等

地沦陷的消息。当时省政府搬

到永康方岩办公，永康一度成了

抗日战争的中心和重要地区。

1942 年，日本鬼子侵占永

康县城后，日日出城烧杀抢掠，

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听到日本

人来了，老百姓四处逃难，我家

共有 5 人，都逃到岩塔头山坳

里，过着提心吊胆、日晒雨淋的

日子。

我们村的盛宗公祠，也叫大

常祠堂，始建于明朝 1438 年。

由 于 年 代 久 远 破 损 不 堪 ，在

1934 年，由村里长辈发起，村民

齐心协力拆旧重建，是我们村里

引以为傲的标志性建筑。却在

1942 年四月初八（5 月 22 日），

被日军烧毁。

记得那天早上八九点钟，一

大批凶神恶煞的日本鬼子肩背

长枪，腰夹手榴弹，从县城大摇

大摆来村里抢财物。不知道他

们从哪里得知我们村祖祠内存

放有上百吨桐油（祖祠是省政府

存放桐油的仓库），不由分说就

往祖祠里扔了好几颗燃烧弹。

顷刻间，祖祠成了一片火海。躲

在山坳里的村民们眼睁睁看着

祖祠被烧，咬牙切齿咒骂日本鬼

子是强盗。

这把火，持续烧了三天三

夜，冒着味道难闻的油烟，未烧

尽的桐油变成黑色的液体，温度

还很高，从祠堂内流淌出来。桐

油流进池塘里，鱼虾全部死光；

流过稻田，水稻全部烫死，颗粒

无收。桐油流过的稻田连续三

四年无法耕种。

日寇烧毁我们祖祠，还挨家

挨户翻箱倒柜搜寻财物。他们

抓走了鸡、鸭、鹅、猪、狗等家禽

家畜，还扔燃烧弹烧毁了几十间

村屋，其中一幢 28 间是金朝金

兄弟的，一幢 5 间是金时民的。

这一烧，使得村里几户人家无家

可归。

日军临走时，还将来不及逃

走的金朝银和金建昌两位老人

抓起来当担夫。可怜两位老人

怎么能干得动重活。后来，金朝

银幸运生还，金建昌则殒命他

乡，全村老幼无不感到悲痛。

日寇洗劫皇渡桥，祖祠烧了三天三夜

1929 年，我出生在江南街道皇渡桥
村。我们村有座盛宗公祠，是我们祭拜先
祖的祖祠。1942 年 5 月 22 日，村子遭到
日军的洗劫，祖祠被日军放了一把火烧
毁。那时我虽然年少，但那天的场景我始
终无法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