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屹立在方岩桃花峰下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是前人留给我们不可多得、弥足珍
贵的历史遗产，是全国不多见的以省政府名义建造的抗战纪念碑。重建抗战阵亡将
士纪念碑，还其历史原貌，这对宣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对
教育子孙后代毋忘国耻、以史为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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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萧明德 郑苏芹

我们的父亲萧幼雄，

出生于 1910 年，原籍浙江

海宁。1927 年，17 岁的父

亲在上海神州医院学医，

1936年起在上海南京路徐

伟石诊所任助理医师。

1937 年 7 月 7 日，日

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中外

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火

迅速燃遍全国。8 月 1 3

日，淞沪会战爆发，徐伟石诊所开始遣散人员。父亲看

到 8 月 25 日杭州的报纸刊登招聘抗日医院医务人员

的消息，就与祖父商量，决定去杭州应聘，参加抗日救

亡工作。

父亲到杭州后，了解到招聘单位是陆军医院。该

院由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管辖，由于抗日伤员剧增，遂

设置浙江省抗日辅助医院 20 多所。当年 9 月 9 日，父

亲参加浙江省抗日第一辅助医院。父亲是第一个到医

院报到的救护人员，药品器械尚未运来，已有数百名伤

病员送到临时救护点（杭州潮鸣寺）。父亲看到抗战士

兵遭受枪伤的惨烈场面，和其他医护人员一起马上投

入抢救伤员工作。11月，松江、嘉兴告急，时局十分紧

张，上海抗日伤员每日来杭州的不计其数，民房里、街

道边都是伤病员，上级决定将省抗日第一辅助医院迁

往永康。当时钱江大桥已被炸毁，医院就从水路迁到

永康。由浙江抗日后援会安排医院设在石柱镇下里溪

村，收容伤员、难民，并服务当地民众。

一个月后，大量伤员转到永康，下里溪的 10 座祠

堂全部用来收容伤员，这时医院可收千余名伤员。其

时医院接收的伤员以北方部队和杭嘉湖一带弃笔从戎

的学生居多，也有新四军的官兵入院。由于交通中断，

药品和医用材料奇缺，有些伤员伤势严重，故常有死

亡。死后均以一人一墓安葬，墓前各立石碑，刻有姓

名、籍贯和任职情况，丛葬在牛筋岭南侧塘花村附近楼

园山一带，计有 200 多座。1945 年抗战胜利后，由慈

善人士发起，将所有骨骸拾移到牛筋岭北侧和尚山脚。

省第一辅助医院院长孙宾甫（原浙江医院院长）、

浙江省医专校长盛佩葱等大部分医师都是浙江医专毕

业的，不少曾去外国留学，当年都算得上是高级医师。

父亲在该院被聘为外科医师。他勤奋好学，业务水平

提高很快，在老百姓中声望很高。据永康政协文史资

料第十二辑记载：1939 年 3 月日寇飞机第一次轰炸永

康县城，倪梅英被炸伤压在泥墙下，经父亲救治脱险，

20 世纪 80 年代仍健在。1942 年上半年，前仓村一位

农民兄弟被日本鬼子用刺刀刺破肚皮，肠子流出腹外，

生命垂危。当时父亲正带领全家逃难到该地，立即在

简陋的民房里为这名农民动手术，把肠子复位缝合包

扎，挽救了这位同胞的生命。

1940 年，医院曾一度迁往宣平县（现属武义县管

辖）俞源村，约半年后又迁回下里溪，直到1942年5月

永康沦陷前夕，医院迁往龙泉县和云和县。当时院长要

求大家先将伤员转往后方，然后再转移医院物资，并指

定父亲最后护送职工家属离开下里溪。不料出发的头

一天晚上，石柱大桥被日寇炸毁，公路交通中断，日军已

到古山。父亲与一部分医院职工家属半夜逃出下里溪

村。第二天，敌人入侵下里溪村，医院很多物资和私人

物品被劫持一空。我们的小叔萧乔年转移至云和后不

久，被日寇飞机的炸弹击中，惨死在云和城关大桥下。

当时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无法步行去龙泉和云和。

父亲一头挑着家什，另一头挑了才六个月大的儿子萧正

德，身后跟着老祖父和叔叔姑妈，四处逃难流亡。村民

知道父亲是医生，要求父亲为他们治病，后来全家暂住

在前仓镇石雅村避难，并在荆州、后吴、前仓、界牌一带

流动行医。农历八月下旬，日寇撤出永康，父亲来城里

为友人看病。当时永康城里没有西医，在友人孔振奎的

动员下，1943年初，父亲开始在永康城里开设诊所直至

新中国成立。

(萧明德、郑苏芹分别为萧幼雄的长女、儿媳)

恢复历史原貌 缅怀抗战英烈
方岩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重建纪事

□通讯员 胡俊

市关工委牵头，4名老干部参与重修工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八·一三”上海淞沪之役，杭城告急。1938年1

月，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决定将省临时政府迁至

永康方岩，并在此主政达 4 年半时间，永康方岩成

为战时浙江省政治中心和抗战指挥中心。

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在抗日战争防御阶段

（1937 年 7 月——1938 年 10 月）各大战役中为国

捐躯的30多万名阵亡将士，唤起民众共同抗日，浙

江省政府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7 月 7 日在方岩

桃花峰下，建起一座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建成后，前往凭吊者络绎不绝。

可惜在“文革”前夕极“左”思潮影响下，纪念碑横

遭厄运，于 1965 年 1 月被拆毁。1990 年 8 月曾由

方岩镇党委政府主持重修，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

重修后的纪念碑和历史原貌相差较大。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我们深深怀念在

战争中英勇捐躯的抗战阵亡将士，不断有社会各界

人士发出要求重建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呼声。

当年 5 月，市关工委主动请缨，向市人民政府提出

重建“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请示，得到了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5月28日，本人履新关工委副

主任，关工委办公会议确定本人为全权负责纪念碑

重建工作的人选。

2005 年 6 月，纪念碑的再次重建工作开始，当

年 9 月 18 日碑体建成，次年 6 月完成浮雕、碑记及

纪念碑周围景观建设。

这次重建工作，在市委、市政府重视支持下，由市

关工委牵头，主要由4名老干部完成，他们是：组长胡

俊（市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成员胡伟能（市府办退休

干部）、胡龙福（市物资局退休干部）、钱永泽（时任方岩

镇关工委主任），年龄最大的胡伟能已79岁。

父亲加入
抗日医院救死扶伤

纪念碑高9.18米，寓意纪念“九·一八”事变

忆及 10 年前的重建纪念碑工作，攻克两大难

点成为完成这一政治任务的关键：其一是申报并获

取批文，其二是如何“修旧如旧”。2005 年 4 月，国

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访问大陆，“胡连会”成为国共两

党的破冰之旅。在中共金华市委台办的鼎力支持

下，我市将重建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一事，逐级上

报直至中央台办，得到中央台办的同意。7 月 28

日，我们收到金市台办［2005］38号文件，同意永康

市修复“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认为此举对于宣传

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对于教育下一代都具

有积极的意义，并指出修复工作应注意历史文物

“修旧如旧”的原则，相关问题可参照南京“总统

府”、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模式处理。

我们按照上级要求以“修旧如旧”的原则，按历

史原貌重建，必须及时准确搜集纪念碑原始资料，

为设计图纸提供可靠数据。在遍寻沪、杭及本市馆

藏资料及电询台湾永康同乡会均无果的情况下，本

人又与李康明同志一道，遍访纪念碑周围村庄的老

者，特别是参与拆毁纪念碑的人员。后来，我们找

到散落在橙麓村村庄和田间的几块带“抗”“阵”字

样的残缺原碑石料，从而推算出碑的高度为 9 米

（原碑的正方形碑体尺寸仍保留可测），故把重建后

的碑高定为 9.18 米，寓意纪念“九·一八”事变；碑

体台阶原为 3 级，改为 7 级，寓意纪念“七·七”卢沟

桥事变。原碑体正面题字者为余绍宋先生，时任省

临时议会副议长，系龙游县人士。本人电话询问了

龙游县诸多部门，才在该县博物馆馆长的帮助下获

得余绍宋长孙余子安（省图书馆退休干部）的信

息。时任市关工委主任吕振挺亲自上门，从余子安

处获取原碑题字的真迹。

2005年7月14日，市委书记吴彩星在听取市关

工委主任吕振挺关于修复纪念碑有关问题请示后，做

出了纪念碑修复工作由市关工委牵头的指示。至此，

纪念碑修复重建工作正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纪念碑碑体选用东阳市西营青石料，采用钢筋

混凝土内柱钢挂结构。施工人员在施工期间克服

了“麦莎”等5次台风袭击的影响，经过一个多月赶

工，于 9 月 18 日前完成碑体建筑任务，省人大、政

协领导及有关专家教授参加揭碑仪式。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重要时刻，

不忘国耻，铭记英烈，是我们子孙后代永恒的历

史责任。

(作者系市关工委副主任)

左起左起：：钱永译钱永译、、胡俊胡俊、、胡伟能胡伟能、、胡龙福胡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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