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山岭钱王古道纵横交错、四通八

达，与缙云县白竹乡西施村森林古道、上

朱村古盐道相连，在舟山镇铜山村大秧

田自然村有着许多出入口。

寻访组第一站来到了大秧田自然

村。“这里是老红军程汝林的旧居，他是

红三团最早一批战士之一，当时还在团

里担任班长。”当地红色讲解员程宝山

的 一 席 话 ，吸 引 了 寻 访 组 人 员 的 注

意。大家站在程汝林的旧居前，倾听

程宝山讲述程汝林和红三团的故事，

众人的思绪也随之被带回到那段战火

纷飞的岁月。

1930 年 7 月，中共永康中心县委将

永康、缙云和仙居的游击队集中在方山

口村的徐公祠进行整编，宣布建立红十

三军第三团，简称红三团。铜山村与方

山口村相距不远，自然也成为革命的中

心，附近的村民纷纷投身到革命的洪流

中。除了程汝林外，还有程银生和程义

发等人也参加了红三团。

红三团成立后，参加的战斗有数十

次，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铜山岭大捷。程

宝山说，1930 年 7 月至 9 月，是红三团的

全盛时期。红三团有兵力 1600 余人，有

各式枪支 900 多支、土炮 4 门、手提机枪

4 挺，是红十三军 3 个团中武器装备最

为精良的一个团（红三团曾在方岩铜坑

秘密制造过武器）。敌人被红三团的节

节胜利震惊了，遂组织人马进行了疯狂

反扑。

1930 年 8 月中旬，敌人得知红三团

在铜山一带活动，立即纠集县保安团、古

山保卫团以及县城六里保安团数百人，准

备从独松方向扑向铜山。在铜山村民的

支持下，红三团提前得到了消息，决定在

铜山岭这个来敌必经之处设下埋伏。

8 月 22 日晚，红三团的两个大队和

一个独立中队占领铜山岭的三个制高点，

以逸待劳。敌人星夜翻山越岭而来，本想

偷袭红三团，不料却落入了包围圈。8月

23 日，战斗打响，敌人仓促构筑阵地应

战。红三团发动三面强攻，打得敌人晕头

转向。敌人以为红十三军全部人马都打过

来了，纷纷撤出阵地，落荒而逃。这一仗打

出了军威，成了红三团最经典的战役。

“后来，红三团因攻打壶镇失利，损

失惨重，程汝林也在一次围剿中被捕。”

程宝山说，红三团从成立到失败前后不

过数月，但仍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封建地

主势力。1935 年，红三团余部与中国工

农红军挺进师第一纵队会师，投入到新

的革命洪流中。

悠悠青山，霭霭白云。寻访组一行

走在钱王古道上，深切地感受到了革命

先烈的无畏精神，也更真切地感受到现

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一路上，红军

铜山岭之战纪念亭、红军战士雕像，仿佛

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革命

历史。

在本次寻访队伍中，记者还注意到

有四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们都是大路

任村山坞自然村村民。记者了解到，他

们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其中，一位名

叫俞德金的老人说，自家一位长辈就是

红三团攻打壶镇战役中牺牲的战士。

“当时，全村不到 400 人，有 60 多人

参加了革命队伍。”俞德金告诉记者，之

所以这么多人参加革命，是他们相信共

产党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事实果然

如此。如今，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仍在

铜山十八寮广为流传，铜山村也成了我

市的红色旅游景点。许许多多游客慕名

来到这里重温历史，瞻仰革命先烈，也为

山区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在老红军旧居前倾听惊心动魄的战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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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舟山镇
铜山岭钱王古道是
永康、缙云、仙居、
磐安等地百姓前往
方岩朝拜胡公，赶
集经商，出入劳作
的 必 经 之 道 。 如
今，这条古道凭借
浓厚的人文底蕴、
优美的自然风光、
良好的生态环境，
在“浙江最美森林
古道”评选中，位列

“浙江十大人文古
道”之首。

为进一步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红
色血脉，4 月 1 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林业局）、市
委党史研究室、市
融媒体中心联合舟
山镇党委、政府开
展寻找舟山镇古道
红色印记活动。当
天，寻访组一行前
往方山口村、铜山
村、大路任村山坞
自然村等革命根据
地和森林古道，挖
掘舟山古道的红色
革命印记。这也是

“寻访永康古道红
色印记”活动的第
一站。

“寻访永康古道红色印记”活动首站走进铜山岭钱王古道

惊心动魄的岁月 弥足珍贵的记忆

红军屋、红军洞见证当年战斗的艰辛

高寮自然村是铜山的另一个重要革

命根据地。很多年前，该村位于永康与

缙云交界的高山密林深处，海拔 520 米，

人口不足百人。该村有段 20 余公里的

千年古道，为红军战士提供了安全的战

略场所。

该村一些村民介绍，1929 年冬，中

共地下党在四十四坑（原新楼乡方山口）

发动群众武装革命时，就经常在高寮活

动，晚上就住在冷岙山上的岩宕里。如

今，在古道深处，还保留着两间红军屋和

两个红军洞。

红军屋、红军洞是什么样的？怀着

好奇心，寻访组一行在该村红色讲解员

徐金龙的带领下，走入了这条布满红军

足迹的千年古道。

“当时，高寮自然村大多数人都参加

了农民协会，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走

在山路上，徐金龙一路为寻访组讲解该

村和红军队伍的革命历史。

1935 年 4 月，由于邻村的伪保长告

密，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了舟山、俞溪头、

芝英、下溪田、黄溪滩等地的保卫团数百

人，大清早就包围了高寮自然村，幸亏被

该村妇女夏玉宵及时发现，并报告了驻

村红军。驻村红军当即安全转移，从而

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但是，高寮自然村

却遭到了浩劫。

当时，高寮自然村只有 30 多个人

口，就有 6 人被国民党反动派以“藏匪”

“通匪”等罪名抓去坐牢。尽管国民党

反动派对村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是

大家没有被吓倒，坚持为地下党组织送

情报，并为红军指战员安排膳食住宿。

时至今日，当人们望着满山的翠绿，依

然能够想象到当时笼罩在这座村庄的

白色恐怖。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后，寻访组

抵达冷岙山上的红军屋。眼前的红军

屋只剩下三面残破不堪的黄泥墙，一面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中间迎风飘扬。“这

幢房子原本住着缙云县白竹乡黄弄坑

村村民陈永和一家。在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这里成为秘密联络点，是党和红

军创建浙东游击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徐金龙介绍，1934 年，中共东阳中心县

委建立浙西红军游击队，开始创建浙东

游击根据地，这里成为游击队主要机关

驻地和指挥中心。1935 年，浙西红军

游击队扩编为浙西工农红军独立团，这

里成为独立团主要机关驻地和指挥中

心。1936 年春，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第

一纵队余部与浙西工农红军独立团部在

黄弄坑会合，陈永和家继续成为红军开

展浙东地区游击战争的主要指挥中心。

1937 年，陈永和一家被国民党军队

抓走，陈永和的儿子陈长生被杀害，家里

的房子也被烧毁。如今，村民保留了房

子当年的原貌，只有房顶根据原样作了

重修。

离红军屋不远处，就是红军洞。与

想象中坚如堡垒的防御洞不同，这仅仅

是两个宽不足 2 米、高不足 1 米的小山

洞，而红军战士们就是在这个局促的场

所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寻访组成员弯着

身子挤入红军洞，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革

命先辈当年参加战斗时的艰辛。

如今，高寮自然村已从大山深处搬迁

到山后水坑地段，建成了新高寮自然村。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村中大多数年轻人

已外出就业。“这里夏天气候特别凉爽，是

一个避暑胜地。今后随着山区旅游业的

发展，新高寮自然村必将成为环境优美、

经济富裕的新农村。”谈及未来的发展，徐

金龙自信地说。

融媒记者 吕鹏 通讯员 程基进

冷岙山上的红军屋 革命烈士后代在红军铜山岭之战纪念亭前合影钱王古道上的红色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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