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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批革命志士从这里走出 一段段红色故事在这里演绎

古树群成雅庄红色历史见证者
沿雅庄村古驿道，走

上一段蜿蜒的石板路，两
棵 高 10 多 米 的 大 樟 树
映入眼帘。这是雅庄村
的古树群落，分布在村后
山、古驿道中央和前塘外
围，共 14 棵。数百年来，
这些樟树如同无声的见
证者，见证一批批革命志
士从该村走出。现在，它
们又像不知疲倦的讲述
者，数十年如一日地向过
往游客讲述雅庄的红色
历史。日前，记者与市自
然 资 源 与 规 划 局（林 业
局）专家一同踏访了雅庄
的古树群。

一段历史
植下雅庄红色基因

来到雅庄村，该村老书记李高明

拿出厚厚一沓红色书籍和该村的革

命历史手稿及复印件，向记者一行讲

述该村的革命历史。

雅庄村位于芝英镇西北角，西连

经济开发区，北靠象珠镇的村庄，三

镇（区）交界且远离镇（区）中心，再加

上当时文献描述的“青山环抱”，可谓

有优越的革命活动区位优势。抗战

后期，该村在浙东解放军第六支队第

七大队大队长李文华领导下建立了

革命根据地和党组织。

雅庄革命历史展示室《不屈的雅

庄村》写道，中共雅庄党小组由李文

华组建于 1944 年，当时有党员 8 名。

1946 年 6 月，应飞曾在雅庄村主持举

办一期6名党员参加的为期两天的培

训班。雅庄成为永康革命活动较为

活跃的地带。

《应飞纪念文集》中记载，应飞布

置李文华的叔叔李关韶（他的儿子李

超然参加金萧支队后随军北撤，儿媳

王慈慧是共产党员）出面竞选，担任

国民党乡长，游击队成为白皮红心政

权。李文华在雅庄村的家成为党的

联络站，负责安排膳宿、交通联络、提

供情报等工作，为营救应振山及 7 名

军属出狱做出了努力。

20 世纪 40 年代，永康大地处处

燃烧着革命的火焰。到了解放战争

时期，浙东解放军第六支队活跃在永

康的共有七、八、九三支大队，其中李

文华、第九大队副大队长李西京（又

名李方军）都是雅庄人。

1948年，李文华在大塘下战斗中

壮烈牺牲，时年30岁；同在此次战斗中

牺牲的还有雅庄村党员李其高，时年

18岁。革命志士的英勇事迹在雅庄人

心中烙下红色印记，红色基因从此根

植在雅庄村民的内心。沿着李文华革

命足迹，围绕无声的历史见证者——

古树群，记者梳理了该村红色故事。

一种担当 诠释深厚革命情谊
在过去，村民习惯集群而居，古

树群往往是村民较集中的地方。记

者在雅庄村看到，该村古驿道就在最

古老的两棵古樟树旁边，古驿道周边

是古色古香的古建筑。该村前塘的

古樟树，也是农房环绕，仿若一个通

信枢纽和集散中心。

1918年，李文华就出生在雅庄村

的一户贫农家中。时隔四年，李敦基

也在该村古驿道旁的樟树脚下呱呱

坠地。这对相差4岁的同村人成为小

伙伴，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古樟群成

了他们的嬉戏地“游乐场”，也培养了

他们深厚的革命友谊。李敦基 1942

年参加革命，1944 年入党，紧跟李文

华积极参加地下革命活动，演绎了家

喻户晓的“棺材藏烈士”等感人故事。

1948 年，舟山下前田自然村（现

舟三村）人、游击队员黄鼎生（化名黄

爱民）在象珠镇方山脚参与革命活动

时，被当地保长泄露，遭到国民党乡

联队、保安队的围剿，身负重伤被送

到雅庄村，藏在李敦基屋后的杂物房

楼梯脚。

彼时，李敦基的母亲已去世，他

的 父 亲 和 妻 子 共 同 帮 助 照 料 黄 爱

民。同村的李西京、李火旺在《英勇

斗士李文华》一文中回忆道，黄爱民

在雅庄养伤期间，李文华曾为此事特

地找李火旺说：“黄爱民是好同志，你

们党员同志一定要照顾护理好。有

困难，你随时来找我。”

没多久，国民党当局突然包围了

雅庄村，挨家挨户搜查。李敦基父亲

见黄爱民已陷入昏迷，情急之下，他

把黄爱民偷偷藏进寿材里（他提前为

自己准备的棺材）躲过了搜查，等敌

人撤离后再打开寿材盖。可能因为

伤 势 过 重 ，那 时 ，黄 爱 民 已 经 断 气

了。不得已，等到夜深人静，李敦基

家人和村里地下党员一起，埋葬了黄

爱民。黄爱民时年24岁，他的生命被

永远定格在了雅庄村。

要知道，革命时期，私藏共产党员

被国民党发现可是要被抄家的。雅庄

村党员和村民却毅然决然地为党员做

掩护，谱写了革命时代的温暖故事。

70多年后，黄爱民亲属来访，年近八旬

的李敦基之女李笑眉再次重温这则感

人故事，跨越时代的鸿沟，这群原本毫

无交集的人，心与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一份温情 点燃革命星星之火
记者在雅庄村看到，古驿道中央

的樟树根高出地面足足半米。原来，

在自然生长的情况下，樟树树根高高

裸露在外，就算没有板凳，村民们也

能坐在树根上乘凉、休憩，很容易让

人联想起那时的光辉岁月，在樟树旁

开展的讲学等活动。

李文华由于出身贫苦，对旧社会

政治黑暗深恶痛绝，进入社会后，很

快与地下党有了联系，于1939年加入

共产党。20 世纪 40 年代，从游击队

驻地返回永康时，李文华挑着一副特

制有夹层的箩筐，上面铺着农家的水

果蔬菜，夹层秘密地藏着新四军出版

的、毛主席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

产党》等小册子。

他灵活地应付了日军和国民党

军队的盘查，通过了一道道敌人岗

哨，把这些革命文献安全地带回了永

康，并在雅庄办起了“农民夜校”。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大樟树的掩护

下，他串联李章洪、李火旺等10余人，

以扫盲读书为名，组织学习毛主席的

文章和党的有关文件及马列主义知

识。

正是因为此类活动的开展，李文

华等人向群众灌输了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建立群众对党的信心，对革命的

决心，一点一点地在该村及周边燃起

了革命的星星之火。1947年，雅庄村

组建了解放战争时期的首届党支部，

是当时永康县11个党支部之一，党支

部成员有7人，全部参加革命，李文华

任书记。在七大队中，有12位队员是

雅庄村人，足足占了队员的两成。

就算没有入党，雅庄村村民同样

不遗余力地支持游击活动。有一次，

李文华母亲、爱人和弟弟等亲属被

捕，村民对李文华情况守口如瓶，敌

人拿不到半点把柄，只好给予保释；

1948 年 10 月，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

来雅庄“清缴”，村民李德益被捕一个

多月，受尽折磨，依然对地下党组织

和游击队活动情况只字不提；1948

年，永康游击队大部分军需给养工作

在雅庄村集散，做裁缝的村民李长法

等人，用缝纫机加工军用被服，完成

了那年冬天军棉衣的缝制，该村成为

六支队的重要后勤基地之一。村民

的无私奉献，为星星之火的燎原提供

有力保障。

一种信仰 将革命的火种带向远方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据不

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前，曾在雅庄

村革命活动的领导就有马青、应飞、

卜明等 8 人，该村曾参加革命活动的

领导有李西京、陈珠玑、李锦寿（又名

李锦秋、李嘉韶）、王慈慧、李火旺等 5

人。其中，陈珠玑是李嘉韶妻子，于

1926年入党，是金华地区最早的女共

产党员；在古樟树下长大的李西京兄

弟两人及妹妹都参加了革命。

1949 年 5 月 8 日，永康解放。在

中共浙江省永康县委党史办编著的

《永康的解放》一书《会师》一文中，李

西京写道，听到这（大军即将抵达永

康）振奋人心的消息，支队长应飞同

志立即把大家集中起来，决定在 5 月

8 日 12 时前赶到上茭道和大军先头

部队会师。

永康解放后，部分革命志士跟随

相关部队入杭州新疆等地，将革命的

火种带到全国各地。其中就包括李

西京的妹妹。

一个又一个世纪过去了，一群又

一群人离开了，唯有古树名木承载着

千年风霜雪雨，见证着历史的变迁。

正如雅庄村的古树群，记录着我市红

色历史，成为红色古迹，诉说着当年

的不平凡经历，成为有生命的文物。

近年来，不管是原农林局的“一

树一策”，还是雅庄村集体的资助，又

或是古树周围的村民，都不遗余力地

保护古树名木。长在村头那棵410年

树龄的古樟树原来枝丫伸展，亭亭如

盖，遮天蔽日，在那革命战争年代树

下曾留下几多革命者的足迹身影。

这棵古樟曾因新农村建设周边道路

硬化而无法呼吸新鲜空气，让干部村

民心痛一时，是市自规局林业专家及

时提出科学保护举措护得古树重焕

生机。当日，同行的林业专家当场对

古树保护进行指导。这样一来，红色

记忆得以很好地保存，同时警醒村民

和游客，要时时记住革命志士为解放

事业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党委书记舒红光说，百年

古树，见证峥嵘岁月，珍藏着红色记

忆，雅庄村的“红色”古树也时刻提醒

着我们感恩革命先烈，铭记使命，不

忘初心、继续前行。

现如今，党建依然是雅庄村一以

贯之的特色，“雅庄红”成为村庄党建

的一大亮点。雅庄村党支部书记、主

任李暾表示，该村致力将红色传承融

入美丽乡村、美丽经济当中，借助村

内古树群等载体，雅庄革命志士那永

不磨灭为革命勇于牺牲的精神，伴随

着绵绵不绝的传说长存于人们心间，

激励着后人不断开拓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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