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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当地贤达捐钱在蟹钳

山上建了一座陵墓。173 个抗日阵

亡将士的遗骨被放置在一个个用砖

石砌成的石格里，全部移葬到陵墓

里，并立下了“抗日阵亡将士陵墓”

纪念碑。方忠星说，当时还请来了

一些戏班子，做了“水陆道场”，仪式

非常隆重。

潘茂威一家离陵墓最近，成了

守墓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抗日

阵亡将士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前来祭奠的人越来越少。潘茂威一

家足足为这些忠烈守了60多年墓。

2009 年，城西新区因工业新区

建设需要，抗日阵亡将士公墓被迁

移到了现在的城西陵园。173 名阵

亡将士被合葬在一个大墓里。守墓

人也从潘茂威最终变成了杨一洪。

站在陵墓前，记者看到，这个合

葬大墓面朝偏南方，一个半人高的

圆形墓地前立着一块“抗日阵亡将

士陵墓”大碑，近3米高。

杨一洪正在清理杂草，打扫陵

园。他告诉记者，墓内部有三层，分

别装着抗日阵亡将士的遗骨。

从城西陵园向外看去，当年将

士们用鲜血保卫的土地，如今已经

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工业区。

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附近

村庄纷纷盖起了新房，一派欣欣向

荣的景象。“如果这些将士还活着，

看到现在大家的生活变得这么好，

肯定也会很高兴吧。”杨一洪说。

如今，这个抗战阵亡将士陵墓已

被编入了《永康市志》，他们为国捐躯

的精神也将永载史册。

抗日部队驻防永康守卫浙江省政府，多次击退日军

173名抗日将士为国捐躯令人敬仰
3 日一大早，城西新区木长降村 64 岁的杨一洪，带着锄

头和扫帚来到城西陵园（当地称乌牛山背）的一座墓碑前，抚
摸着墓碑，准备祭奠。

墓里埋葬的人与杨一洪非亲非故，但是，他每一次来到
陵园，都会怀着满满的敬意，为“他们”守灵。这是原国民党
抗日部队 30 师的 173 名阵亡将士合葬大墓，杨一洪默默为
这些抗日忠烈守墓已有四年。

□记者 王导

杨一洪守墓的重任是从城西

新区下宅方村村民潘茂威手里接

过来的。那时，这些阵亡将士的遗

骨，就被埋在下宅方村的蟹钳山

下。

下宅方村地处 330 国道边，是

个不大的村庄。1938 年，浙江省

政府从杭州迁到我市方岩，原国民

党30师就驻扎在我市负责守卫。

期间，30 师官兵与日军展开

了多次的浴血奋战，几次粉碎了

日军进入我市城区扫荡的计划，

但自身也伤亡惨重。其中，驻守

部队的一个临时营地就设在下宅

方村的“柱国特祠”里(见上图）。

“部队就住在祠堂里，其中一

个小房间被改造成住院部用来安

置伤兵。而村里两间稍大一点的

民房被改造成了医院。”83 岁的方

忠星对那战火纷飞的岁月依然记

忆犹新。

“当时我家还住过一个姓张的

医生。他晚上喜欢躺在床上抽旱

烟，经常拿着烟杆在床边敲烟灰，

有一次被子烧坏了，我马上把自

己的被子给了他。”方忠星说，张

医生对他讲了不少故事。

当时医疗条件差，药品和器

械非常缺乏，祠堂里的小房间很

快就住满了伤病员。营地里每隔

几天就会有伤兵死亡，他们的遗

体就被埋在离村不远的公路边。

柱国特祠成为
部队营地和伤兵住院部

刚开始，每个死亡的士兵都会

立一个木牌，写着哪里人叫什么名

字。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四川人最

多。”方忠星说，“他们当中的不少人

我还接触过，有的看起来也就比我

大几岁，还一起玩过。”只是后来这

些木牌慢慢就不知所踪了。

大约是 1942 年的春夏之交，日

军攻进了下宅方村。国民党抗日部

队随即撤离，村里的年轻人也早已

逃到了附近的山上。当时仅有十几

岁的方忠星与其他留守的老人小孩

都被赶进了村里的大厅房。这里原

本是村里有喜事时聚会宴请的地

方。

方忠星很害怕，趁几个日军开

门走进大厅引得大家一阵慌乱之

际，他壮着胆子从侧门溜了出去，在

池塘边躲了起来。而从池塘向村口

望去，方忠星正好能看到曾经被作

为营地和住院部的柱国特祠。

躲在草丛中，方忠星看到几名

日军从祠堂里面陆续拖出了几个还

没来得及撤离的伤兵，随后一个个

被残忍杀害。

“日本人杀了人之后就走了。

我们村里的大人就偷偷去把这些尸

体葬在了附近的山坡上。”方忠星

说，只不过，这些死亡的士兵就没有

立牌了，因为大部队撤走后谁也不

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

日军进村，未及撤离的伤兵一个个被杀害

修建陵墓，173名阵亡将士合墓共葬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火

迅速燃遍全国。8 月 13 日“淞沪会战”

爆发，国民革命军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

将军率领下奋起抗敌。大批爱国将士

受伤，杭州所有的中外医院人满为患。

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朱家骅为

弥补中央医疗机构的不足，立即召开省

府会议，决定组建“陆军伤兵医院”，并

将此事交给不久前从日本回国参加抗

战的孙序裳、毛鉌振等人筹办。

9 月 7 日成立的浙江省第一临时辅

助医院（俗称陆军伤兵医院），院址设在

杭州市望江门外海潮寺。省政府委任

孙序裳为该院院长，毛鉌振为副院长。

该院云集了一批知名医学专家、教授和

回国参加抗战的医学生。我父亲毛焕

清跟随堂叔毛鉌振参与了该院的组建

工作。刚成立时，全院有职工 100 人左

右，其中医学专业人员约占三分之一。

当时医院刚成立还没有门诊，也缺

医少药，救治对象主要是从淞沪前线救

下来的受伤将士。医院成立两个月就

收治了受伤将士一千多人次。

11 月中旬，日本侵略者逼近杭州，

为保证伤员的安全，伤兵医院奉令立即

撤离杭州。12月初，医院撤至永康下里

溪村。此时，医院仅有住院部。

12 月 24 日，日军侵占省城杭州，省

政府撤至永康方岩，省照料受伤将士办

事处设在永康城内。永康成为当时全

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抗日救亡中

心，也是最大的难民收容地。

1938年1月，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下

令各辅助医院扩大收容范围，向老百姓

开放门诊。伤兵医院于次月成立了门

诊部。据我父亲回忆，当时医院的绝大

部分医务人员借住在下里溪村民家里，

住院部设在下里溪村城隍庙、松常公祠

等祠堂内，医院门诊部设在村北门的敬

亭公祠内。

因药品供应紧缺，将士死亡也常有

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伤兵医院驻在下

里溪期间有三四百名抗战将士死亡，没

有人认领的，由医院组织慈善人士安葬，

一人一墓，墓前各立石碑。死亡伤兵绝

大部分安葬在村北楼园小坟山荣军公

墓，约有墓葬300座，因多种因素现已基

本损毁。后荣军公墓移到和尚山。

1942年5月，日本侵略者为掠取军

需资源，特别是优质萤石矿藏，发动了

“浙赣战役”。在形势的逼迫下伤兵只

好再次撤离下里溪。6月初医院在云和

汤侯门村尚未安置妥当，就接收了从

“浙赣战役”中送来的伤员 300 多人。

因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该院又转迁到

龙泉安仁、查田、丽水等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抗战结束；9 月 14 日，该院转

移到丽水县城，准备迁回杭州。后经

丽水官员争取省政府同意，将该院永

久定点丽水，改称为浙江省立第五医

院。后又几经易名，成为现在的丽水

市人民医院。

抗战伤兵医院
与荣军公墓
□通讯员 毛里强

杨一洪凝视墓碑，表情肃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