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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岩镇铜坑村地处方岩山
东北隅，目前村民主要分为三
个姓氏：施氏、杨氏、胡氏。

在流经铜坑的乌江溪畔，
耸立着一座施氏宗祠，由施氏
族人于百年前修建。每逢春
节，施氏一族的长辈还会在此
向当年有新生儿的家庭分发
麻酥。

上世纪 30 年代，中国工
农红军曾在这里建造过土枪
土炮。80 多年过去了，施氏
宗祠门口那块“中国工农红军
土枪土炮厂址”的木牌（见图
2）早已褪色，但关于它的故
事正一代代流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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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氏宗祠门口，挂着一块“中国工农红军

土枪土炮厂址”的木牌。1930 年，中国工农红

军第十三军第三团在永康建立，并在施氏宗祠

造大刀、长枪和土枪、土炮。武器生产基地的选

址也很有讲究，铜坑村周围都是深山老林，非常

隐蔽，施氏宗祠旁边就是乌江溪，为造武器提供

了方便。

铜坑一带五金工匠众多，给刀枪土炮的制造

提供了人员和技术上的保障。时至今日，施氏祠

堂前厅里还留存着不少五金工具，如：打铁用的

铁墩、风箱，照明用的汽灯等（见图5、6、7）。

今年 95 岁高龄的施仁山老人亲眼目睹了

当年的场景。他介绍，当年铜坑村造的地雷炮

很有名，爆炸时地动山摇，声音能传到七八公里

开外，非常有杀伤力，对敌人的威慑力相当大。

除了在施氏宗祠生产武器之外，铜坑村的

不少村民也加入红军的队伍中。在红军攻打壶

镇战役中，牺牲了好几个铜坑村籍战士。

80 多年后的今天，施氏宗祠宁静祥和，关

于红军在这里造武器的故事会一代一代流传下

去。

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三团在永康建立

铜坑施氏百年宗祠曾被用作兵工厂

每年大年初一施氏族人在祠堂里拜祖宗、分麻酥

“一百多年前，施氏太公主持，施姓家族出

资平摊费用修建了施氏宗祠。”铜坑村土生土

长的村民钱美君介绍，当时村里正兴起造祠堂

的风气，施氏、杨氏、胡氏都造起了本族祠堂。

施氏宗祠占地约 500 平方米，分前、中、后

三个厅，建筑风格简约，空间宽敞，采光充裕。最

大的特色是，宗祠内的几十根立柱都是由石头

打造而成（见图1），每根柱子10余米高，不少石

柱上刻着先祖留下的对联（见图4），可惜由于年

代久远，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了。钱美君说：“选用

石头立柱，可能与铜坑村位于大山深处，石头取

材方便有关。柱子上的对联大意是希望子孙后

代昌盛发达，德才兼备。中厅上原来挂着不少

荣誉牌匾，但在上世纪70年代都损毁了。”

施氏宗祠里没有牛腿木雕，也没有精致的

壁画，结构简单非常实用，宗祠百年来屹立不

倒。如今，施氏宗祠已成为铜坑村老年协会所

在地，每天都有十多位老人在此下棋、聊天、看

电视。

施氏族人还保留着一个传统，每年大年初

一，本族长辈都会召集施氏族人，在祠堂举行

拜太公、太婆仪式。仪式结束后，当年有新生

儿的施氏家庭还会分到麻酥。“在以前，哪家有

人读书，就要给乡邻分麻酥；若是有人考上秀

才、举人，那就是大喜事，更是要向全村家家户

户分麻酥。”村里的施氏老人告诉记者，麻酥是

一种吉祥如意的象征，在祠堂里分麻酥能得到

先祖的佑护。

红军在施氏祠堂内造土枪土炮，现还留存部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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