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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

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第一

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

争。随着抗日战争发生年代的渐

行渐远，战争的残酷、战争的史实

正在淡出人们的记忆。让战后出

生的人们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

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是新昌县

新四军研究会一直在努力做的

事。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 77 周年之际，书写《新昌抗日烽

火》一文，目的是展示新昌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击日本侵

略者的历史，宣传抗日战争中新

昌儿女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

义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

1931 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九

一八”事变，迅速侵占了东北三

省，并加快侵华步伐。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各地掀

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新昌

沃洲天姥，响起了抗日的吼声。

一、新昌抗日救亡运

动

1.1935 年 6 月，上海美丰绸厂

工人石仲华回家乡新昌泉窝村。

他于 1933 年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

年团，回乡后，组织戒赌会、读书

组、抗日宣传队，在青年农民中教

唱抗日歌曲，阅读进步书刊，张贴

抗日标语，开展农村抗日救亡宣

传活动。1937 年 10 月，石仲华动

员妻子马英卖掉嫁妆作路费，赴

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青年训练班

学习。结业后，返回新昌开展抗

日宣传工作。

2.1935 年 7 月，新昌、嵊县一

批进步青年，通过《剡声日报》副

刊编辑部发起成立南鹿学社。学

社以“提倡文艺大众化，主张不分

阶层和派别，都来写抗日救国的

作品，为民众呼号”为宗旨，通过

“以文会友”，宣传团结抗日。

3.1936 年下半年，上海、杭州

等地一些失业回乡工人、失学回

乡学生和新昌当地一些进步青

年，由陈山、俞轶人、叶宗淦、俞

菊生、俞元亮、吕家振、杨雪筠等

人倡议，于 1936 年 12 月成立新昌

民众剧社，演出抗日话剧《秋阳》

《走》等。1938 年 8 月又排演田汉

的《回春之曲》等引起轰动。俞

菊生、叶宗淦、陈山、俞元亮以其

多才多艺被新嵊两县青年称为

“新昌四杰”。

4.1937 年 9 月 31 日，新昌县抗

敌后援会成立，刚从国民党监狱释

放回新昌的梁敏时（1933年在北京

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秘

书。1938 年1 月，县政府以民众剧

社为基础成立抗敌后援会战时服

务团流动宣传队，他们排练了大型

话剧《古城在怒吼》《张家店》《八一

三之夜》《刘翠娥》和街头剧《放下

你的鞭子》等，先后在镇、村多地演

出。流动宣传队每到一地，先绕村

一周，吹起响亮的军号，唱着高昂

的歌曲，吸引村里的青年和儿童，

把他们围成一圈。此时，队员们紧

张地忙碌开了：漫画组把几十幅画

贴出去；标语组寻找适当的地方刷

写抗日标语；歌咏组教孩子们唱抗

日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

去”，响彻了寂静的山村。晚上演

出是高潮，演出前先由梁敏时、叶

宗淦、陈山、俞元亮等作抗日救亡

演讲，接着，演出抗日话剧，剧情扣

人心弦，感情随着剧情起伏，演到

后来，演员与观众同仇敌忾，爆发

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声。

5.1937 年 12 月，倪寒若在前

良村，回乡工人竺邦运、吕再岳分

别在兰洲村、藕岸村成立乡村抗

日救亡协进会，开展抗日宣传活

动，张贴抗日标语，并组织抗日义

勇军，教唱《义勇军进行曲》，进行

军事训练，每天吹号操练，准备上

抗日前线。

二、新昌战时政工队

抗日活动

1938 年 3 月 1 日，新昌县战时

政工队成立，共产党员竺邦运、石

仲华、倪寒若、俞光裕、潘蔡经、魏

湘生等先后进入该队，并进一步发

展陈山、叶宗渔、俞菊生、俞月隐、

吕再岳、梁福祥、陈健中、倪毅飞、

吕福云、杨世华、陈平、孔晓飞、潘

雨琴、俞琦、俞渊平等队员加入共

产党。除兰洲、藕岸等地有一些共

产党员外，大部分集中在政工队

内，中共新昌县工委的 5 名成员，

有 4 名在政工队内，政工队成了党

的活动基地。1939 年9 月，政工队

民主选举正、副队长，将梁福祥和

竺邦运选为正、副队长。竺邦运是

中共新昌县工委书记，梁福祥是县

工委委员，这样，政工队的领导权

实际上掌握在了县工委的手中。

政工队一是宣传长期抗战，

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县区政工队

利用召开群众大会（保民大会）、

壮士集中训练、各类座谈会以及

“三八”“五一”“五四”“七七”“双

十”等纪念活动，巡回公演话剧，

教唱救亡歌曲，刷写抗日标语，散

发抗日传单，绘制抗日漫画，刊出

抗日墙报，进行街头演讲，控诉日

本帝国主义侵华史和罪行，宣传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举行《国民

公约》宣誓，发动广大群众投身到

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二是开展地方武装中的宣传工

作。1938 年底，县工委派共产党

员叶宗淦、俞菊生、吕再岳等到新

昌县自卫大队担任中队政训员，

给士兵讲日本侵华史和抗日英雄

事迹，教唱抗日歌曲，激发士兵的

抗日热情，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政工

队队员们心怀爱国热情，不管严

寒隆冬还是酷暑炎夏，头戴斗笠，

脚穿草鞋，跋山涉水，足迹遍及全

县各地。如在宁海境内的新昌

“飞地”张辽、逐步等地这些政府

人员从未涉足的穷乡僻壤，都留

下了政工队员的足迹。政工队员

到哪里，抗日救亡的道理和抗日

的歌声就传到哪里，为动员全县

人民抗战作出了贡献。

三、新昌各界的抗日

运动

中共新昌县委在加强对县政

工队工作的同时，还认真贯彻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动各界

抗日救亡运动，使全县的抗日救

亡运动呈现出空前高涨的景象。

1.新昌文化界抗日活动。在全

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新

昌县的爱国先进知识分子，成立了

许多抗日社会团体，以歌咏、舞蹈、

话剧、戏曲、版画、壁画等形式，进

行抗日文艺宣传。流动宣传队、先

锋剧社、救亡室等不断涌现，抗战

文化呈现空前繁荣。在党组织的

积极推动下，以各抗日团体名义，

出版了多种抗战报刊，如《新新》

（“新新”，寓改造新昌之意）、《新

生》《妇女阵地》《民众》《战区图解》

等。还在县城司巷弄 15 号开办了

新新书店，经销《抗日丛刊》《前线

丛刊》《浙江妇女》《老百姓旬刊》

《救亡手册》《论持久战》和《大众哲

学》《辩证唯物论》《西行漫记》《鲁

迅全集》《铁流》《夏伯阳》《母亲》等

进步书刊。

2. 新昌妇女抗日活动。妇女

是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

量。中共新昌县工委成立后，十

分重视妇女工作，通过政工队和

社会团体，举办妇女识字班和妇

女军事干部训练班，开展三八节

纪念活动，组织妇女宣传队，创办

妇女战时合作社等等，发动和组

织妇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培养

了一批妇女干部走上革命道路，

成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骨干。

3. 新 昌 中 学 的 抗 日 活 动 。

1937 年 10 月，俞元亮、俞菊生、叶

宗淦等组织新昌中学学生成立自

强话剧团，在城乡演出大型话剧

《八一三之夜》。1938 年 2 月，新

昌中学学生俞渭滨等成立它山学

社，组织同学开展抗日宣传和抗

日募捐活动。1938 年 10 月，孙锡

庚、王鉴标、金宝璋等成立中华民

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兴平会”，通

过开办识字班等方式，开展抗日

救亡活动。1938 年秋，周梦环、俞

若 南 等 也 成 立 了 新 中 读 书 会 。

1939 年 4 月中共新昌中学支部成

立后，抗日救亡活动更加活跃，根

据县工委的布置，学生们在教室

内散发抗日传单等，发动女学生

参加“三八”节纪念活动，还成立

读书会、游击小组等秘密组织，为

新中迁校乡间后继续抗日活动打

下了基础。1941 年下半年新中迁

校梅渚，共产党员俞菊生以职员

身份为掩护，在学生中开展读书

活动，演唱《黄河颂》等抗战歌曲，

排演大型讽刺剧《钦差大臣》。

4. 新 昌 少 年 儿 童 的 抗 日 活

动。早在 1937 年 12 月，五峰小学

老师叶宗渔就以抗敌后援会的名

义组织新昌县少年儿童救亡会，参

加的有五峰、陈氏、南明、吕氏等小

学的 60 多名学生，通过自制邮票

通信、郊游等，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38 年暑期，新昌中学学生

俞渭滨、金望平及政工队的俞菊

生、叶宗淦等联合举办暑期孩子

补习班，学习法国作家都德的《最

后一课》，教唱《义勇军进行曲》

《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组

织歌咏队上街宣传；成立晨呼队，

每天清晨在城墙上呼喊抗日口

号，高唱抗日歌曲。

1939 年 3 月，中共新昌县工委

为将失学少年儿童组织起来参加

抗日宣传，由政工队出面，俞菊生

负责，招收 50 多名城乡男女失学

少年，开办少年补习班。通过讲

日本侵华史，教唱抗日歌曲，开展

军事训练，激发抗日热情和爱国

思想。组织少年宣传队，上街唱

歌、演街头活报剧，在城隍庙公演

歌剧《囚徒》。在此基础上成立少

年剧社，开展印发传单、张贴标

语、出黑板报、抗日募捐等抗日活

动和传送情报等革命活动，后来，

部分人员还参加了共产党和新四

军浙东游击纵队。

5. 新昌农村的抗日活动。中

共兰洲村支部成立后，吸收抗日义

勇军队员，组织读书会。为解决经

费困难，发动青年开荒种田，将沙

地改为水田，利用其收入到新新书

店订购进步书刊供会员阅读。

中共藕岸村支部成立后，利

用铜刀会、大旗会、巡畈会等原

有 群 众 性 组 织 ，以 交 朋 友 的 方

式，团结贫苦农民，传播抗日思

想。为抵制乡保长在征兵工作

中的营私舞弊，藕岸党支部组织

三、四、五联保征兵协会，让共产

党员吕再琴担任该会主任，将原

巡畈会所存 60 元基金作为该会

基金，受到了群众的拥护。1939

年至 1940 年间，共产党员钱爱珍

和陈士标利用上北乡抗敌后援

会的便利，在征得乡中心学校和

各 保（村）校 校 长 、教 师 的 同 意

后 ，每 两 周 轮 流 在 各 校 聚 会 一

次，将《新华日报》、新四军《抗敌

报》上的重要文章和县政工队发

下的兵役、减租、种冬麦等材料

油印发给教师学习，学唱抗日歌

曲，组织学生分片宣传。抗日歌

声村村都有，大会小会都会唱，

抗日救亡活动热火朝天。

随 着 抗 日 救 亡 运 动 的 蓬 勃

开展，无论是热闹的集镇，还是

偏僻的山村，到处都飞扬着抗日

歌声，墙上刷写着抗日标语，张

贴着抗日标语和抗日漫画，“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成为新昌人民共同

口号和行动。百姓们将一批批

军鞋、毛巾、寒衣、粽子、年糕等

物资源源不断送往钱塘江南岸

抗日前线。“好铁要打钉，好男要

当兵”，7941 名子弟慷慨出征，无

数将士血洒疆场，仅钱塘江南岸

保卫战中牺牲的新昌籍官兵据

记录在册的就有 77 人。

四、新昌的抗日武装

斗争
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为

建立抗日武装创造了条件。1942

年 7 月起新昌县城被日寇占领三

年。在此时期，我党的抗日主张和

行动，深得人心，抗日游击根据地

和浙东游击纵队武装逐渐扩大，中

共嵊新县委建立，我县许多爱国志

士、热血青年，如孙平、杨世华、袁

志平、吕倩如、王逸林、王超等人，

相继入党和参加革命队伍，为增强

抗日民主政权、扩大地方武装努力

工作，或直接参加部队打击日寇疯

狂气焰，遏制敌占区的延伸扩展。

新昌刘门坞青年吴显超，满腔爱国

热诚、奋起组织抗日武装，袭击敌

寇，不久他本人加入了共产党，他

率领的部队成为我党领导的武装，

在新昌组织了多次战斗，如兰沿伏

击战、青石横沿伏击战，袭击西门

岗哨、石演路廊杀敌，打得日寇晕

头转向，不敢轻易出城。又如有爱

国志士潜入城内击毙日伪侦缉队

长吕三阳，震慑日寇和汪伪汉奸；

有的在日军西山驻地安放炸药进

行爆炸；农民潘和铨在儒岙近郊路

上徒手拦腰抱住一名因奸淫妇女

而掉队的带枪日寇，与同伴用木棍

将其打死。新昌有几位很有声望

的上层人士，不为敌寇所用；俞隐

民、吴三茂等还支持了抗日武装的

发展，以上种种，反映新昌人民同

仇敌忾、抗御外侮的决心和坚强行

动。使日军孤立龟缩于新昌城关

和西山等几个点线和邻近狭小的

区域。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

路军、新四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

下，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抛头

颅、洒热血，坚持抗战到最后胜

利。在四明山地区，逐步形成了

为全国 19 块解放区之一的浙东抗

日根据地，当时参加新四军的新

昌人就有近 300 人。抗日战争的

胜利来之不易，在残酷的战争年

代里，许多爱国青年为国捐躯，壮

烈 牺 牲 ，创 造 了 可 歌 可 泣 的 业

绩。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 77 周年之机，我们重温这段英

勇悲壮的历史，缅怀抗日战争中

牺牲的军民和烈士，感慨很深。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战争，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日军铁蹄所涉之处，烧杀抢掠，无

恶不作，毁灭了无数文化遗存，

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日军

的侵略，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

抗日怒潮，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

国主义民族精神，同仇敌忾，取

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毛

泽东曾英明指出：“战争教育了

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

平，又赢得进步。”历史已经充分

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要进一步利用好，宣传

好新昌人民抗日精神谱系，进一

步讲好红色故事、弘扬好铁军精

神，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县提供

精神动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新昌县新四军历史研

究会副会长）

严小平

新昌抗日烽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