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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年华似水袁岁月如歌遥 俯仰之间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有 63 个

年头了遥 为重温和了解历史袁象山县政协文史委秉承野存史尧资政尧团

结尧育人冶之宗旨袁编辑出版了叶象山百人说百事曳一书遥 书中记录了从

抗日战争至改革开放这段时期象山大地上的人和事遥这些回忆文章以

作者亲历尧亲见尧亲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袁生动地再现了一段难忘的历

程遥 有的记述了象山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袁例如当年的抗击

日寇尧海岛剿匪袁今日读来袁仍是那样的动人心魄曰有的尽管只是记述

了一件并不十分重大的事情袁但一滴水可以反映大千世界袁这些看似

琐细之事袁在人们的记忆里却是刻骨铭心的曰有的以自豪的笔触叙述

自己有为的人生和有成的事业袁证明了野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冶的道

理袁反映了半岛象山的人杰地灵曰有的怀着感恩之心抒发自己作为远

离故土的赤子对家乡象山的深深眷恋袁字里行间流露着浓浓的乡情与

亲情袁这种可贵的恋乡之情正是他们战胜困难尧奋发有为的精神支柱曰

有的事件则告诫我们袁单凭主观愿望和一腔热情袁违反规律尧漠视科

学袁是办不好事情的噎噎这些珍贵的史料袁前后跨度长达 50 多年袁它

是反映中国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一组掠影袁它是昭示时代潮流曲折

前行的一串浪花袁它是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曲乐章遥

遗憾的是袁有的作者邮来稿件后不久就告别了人世遥由此袁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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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感到这批史料的价值袁也感到抢救野三亲冶资料的紧迫性袁编辑这本

书确是一件适时应世之好事遥

当我们以文字及部分图片再现渐行渐远的事件袁带来的应该是时

代的回味袁历史的借鉴遥当今的年轻人袁对于这些事件可能会有些好奇

和陌生遥 我们期待袁这些文章能让年轻人明白老一辈人走过了一段怎

样的路袁从而能认真梳理尧认识和研究这一段历史遥

过去的事对今天而言都已成历史袁历史每时每刻在不断地厚积袁
我们要有宽广的襟怀去包容历史遥丰年稔岁袁太平盛世袁色彩斑斓的现

代生活袁更容易使一些年轻人忘却历史袁忘记前辈的筚路蓝缕遥 当然袁

我们了解历史袁不只是为了知晓过去袁更重要的是能以史为鉴袁使我们

未来的路走得更好遥 让我们静下心来袁认真倾听过来人所诉说的往事

吧遥

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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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 员怨源猿 年冬天，那年雪下得特别大，漫山遍野白茫茫的一片。

就在这白雪积得厚厚的一天，象山历史上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阻击

战：国民党象山县的自卫队在黄山岭、洋心一带，与日本鬼子展开了血战。

当时的自卫队副队长是王孝南，一足有点跛；坐镇指挥的是定象二县县

长兼自卫队队长苏本善。

那时的形势是：日本鬼子侵占丹城后不久就退兵了，留下一支小部队侵

驻茅洋，在那儿构筑碉堡，开采砩矿（绿石矿）。原留驻的汪伪和平军一个团

也从丹城撤走了。而国民党象山县政府则在西乡关山、牌头一带，丹城成为

黄土岭之战

..............................................................................................................................................................................................................................................................................................................................................................冯象贤

冯象贤，员怨圆远 年生，象山县丹城镇十字巷人。

员怨猿苑 年入象山佛教孤儿院，后由院方出资，先后

毕业于象山县初级中学、宁波中学。19缘园 年在宁

波市公安局工作。19缘圆 年被保送到上海华东师范

大学学习，19缘远 年分配到北京通州地质部干部学

校任教研组长，19远圆 年调到象山中学任教研组

长，19愿源 年任教于县教师进修学校。多次被评为

县先进工作者、优秀班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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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间地带。苏本善得到情报，有一小股日寇在某日想到九顷一带活动，

要路过黄土岭。于是苏本善亲自带领一些湖南兵，并命令王孝南率自卫队在

某日于黄土岭一带伏击敌人。这天刚好雪后放晴，王孝南率部在黄土岭、洋

心一带预先埋伏，而苏本善亲自在南门城墙上架起一架重机枪坐镇丹城。

那时，我在通源布庄当学徒，亲眼看到苏本善穿着草绿色哔叽军装，手

戴白手套，威风凛凛的样子，至今印象深刻。

上午八九点钟，战斗打响了。

日本鬼子的小分队趾高气扬地从茅洋溪口出发，以为可以弄些横财，不

防有自卫队伏击。当日本鬼子爬上黄土岭山腰时，自卫队士兵居高临下开枪

射击。冷不防，鬼子蒙了，就伏地还击。苏本善带来的湖南兵与自卫队骁勇善

战，凭手中的中正式步枪，与小股日寇展开激战。日本鬼子人数不多，又处下

风，兵力弱，而自卫队人多，力量大。经过几个小时的时打时停，鬼子终于寡

不敌众，夹着尾巴溜回茅洋去了。下午打扫战场，自卫队捡回两个日本鬼子

的尸体。

下午，当自卫队抬着两个日本鬼子的尸体回到丹城时，丹城沸腾了！消

息不胫而走，丹城万人空巷，老百姓一是庆祝战斗的胜利，二是都想看看日

本鬼子的真实模样。两个日本鬼子的尸体被放在西门东岳宫前的空地上。我

也去看了，两个鬼子都矮矮胖胖，外穿军服，内穿棉毛衫裤，绿色的司惠脱，

脚穿反毛皮靴，年龄均在四十上下。

为了慰劳抗日官兵，丹城镇长及商会会长胡志乔、桑宝璋等让人杀猪宰

羊、放鞭炮，大大地庆祝了一番！

这是象山人民值得纪念的日子，是苏本善县长及自卫队的功劳，象山人

民是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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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象山，祖祖辈辈都是象山人，所以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象山人。

我在象山待的时间并不长，抗战胜利那年我初中毕业，就随父母全家迁

往宁波市，从此告别了故乡。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立三中学

上初中的那三年，带给我的是战乱、恐惧、苦难、困惑和压抑，还亲身经历过

日本飞机的轰炸、机枪扫射及鬼子扫荡时的逃难，所以当时的我不知道什

么是“福”，“福”在何处？

那时，家乡沦陷，日本鬼子一支小小的“护矿队”就可如入无人之境，居然

珠山庙求学记

..............................................................................................................................................................................................................................................................................................................................................................史庭惠

史庭惠，1929 年 12 月生，象山县南庄九顷

人，中共党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获国务院

专家津贴。曾任航天工业部直属国营晨光机器

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等。荣立航天部一等功，获

航天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及航天部工艺工作突出贡献奖等。编著有《内孔

拉削工艺》、《不锈钢切削》、《不锈钢螺纹加工》

等。1985 年被航天部任命为香港天坛大佛工程

总设计师兼副总指挥，并赴港负责现场安装施

工。1993 年退休后被聘为无锡灵山大佛工程总顾问、总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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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了大半个象山县，使之成为人间地狱。当时，我父亲当律师，随当局法院

全家迁往西周，我一个人随学校迁往东乡一个半山腰的珠山庙里。那是一个

“三不管”地区，既非沦陷区，也没有政府军队的踪影。珠山庙是一座没有和

尚管理的被废弃的小寺庙，整个学校就落脚在那里。面积最大的大殿，就作

为我们男生的集体宿舍。除了大殿中间还供有几尊泥塑菩萨以外，两旁的空

地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在泥巴地上铺上一层稻草，就成了我们的床位，而

且是一个紧挨一个，中间不留空当，就是所谓的“通铺”。庙里稍大一点的房

子，就作为我们的教室。

宿舍条件差些倒也罢了，最让我感到“揪心”的还是大殿中间那几尊菩

萨，形貌怪异，令人望而生畏。尤其是到了晚上，我们点的都是煤油灯，风吹

来时火光摇曳不停，忽明忽暗，显得格外阴森可怕。每逢星期六、星期日晚

上，家住附近村子的同学都回家和家人团聚去了，只留下我们少数几个离家

远无法回去的孩子，就格外害怕，生怕那几尊菩萨半夜会起来走动。愈害怕

还愈要往那个方向多看几眼，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为了防止日本鬼子突然来袭，学校还组织过几次“逃难演习”，半夜里突

然响起哨子，进行紧急集合，然后排队集体爬山逃跑，绕一个圈子再回校。这

样做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也是必要的，可是大家害怕、紧张的程度也就大大

增加。幸好日本鬼子从来不曾真的向我们方向来过，以后也就不再进行这种

“演习”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呢！但是，各种不同性质的恐惧

却因此始终潜藏在我的心灵深处，令我时常在梦中惊醒。

除了睡觉，吃饭是更大的难事、苦事。吃饭不仅限“量”，每人一碗，而且

限“时”，记得好像只有十分钟，有专人吹哨子，哨子一响，没有吃完也得立即

放下筷子，停止进食。我因为牙齿不好，吃饭一向较慢，因而就从未吃过一顿

饱饭。再加上小菜特别差，长期缺乏营养，好几个学期里我都出现了浑身浮

肿，放假回家几个星期后才不药而愈。

当时卫生条件也特别差，我和多数同学一样，都患过疥疮、癞痢头等恶

疾，受尽病痛折磨。至于长虱子、跳蚤等，更是司空见惯，人人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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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苦难的经历，是现在的青年学生所无法想象的事。其实这还只是生

活上、健康上的一些磨难，更让人终生难忘的还是心灵上的压抑和折磨。我

现在仅举一个小小的实例，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那是一个学期即将结束的前夕，有不少同学由于不满校方的某些举措，

决定下学期转学象中。为了表示惜别，同学之间相互题写临别赠言，后来又

有人建议干脆油印成册，以便人手一册，作为留念。为此，同学们一起动手，

有的在《交际大全》里摘抄现成的名言，如“大雾弥漫，日出必散”、“有志者事

竟成”、“失败是成功之母”等等；有的用钢板刻蜡纸，有的负责油印。为了抢

时间，这些工作都是在夜里悄悄进行的。我由于当天感冒发烧，浑身冒汗，连

晚饭都不曾吃，就独自在大殿的通铺上睡觉，没有参加大家的活动。可是半

夜里，我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在我耳边哭泣，还哭得很伤心，把我从梦中惊

醒，这才发现是睡在我右侧的梁同学在哭泣。他比我大两岁，为人忠厚老实，

是我最要好的同学。我忙问他为什么哭？他哭着说：“不得了了！明天我们要

被押送到关山（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去枪决了！”我听后也大吃一惊，赶紧

问为什么？他说：“我们在连夜偷印纪念册的时候，被校长发现逮住了，他说

纪念册里内容十分反动，什么‘大雾弥漫，日出必散’，这不是明摆着对现实、

对政府不满吗？这个‘日’是指‘日本人’还是指‘共产党’？‘有志者事竟成’，

你们有什么‘志’？要成什么‘事’？是成‘日本人’的事还是‘共产党’的事？你

们老实交代。你们想翻天吗？那好，明天就送你们到关山去，让他们查一查到

底是汉奸还是共产党？反正都够挨枪子的了！”我听了以后就劝他说：“别害

怕！就写了这么几句就成了汉奸或共产党，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他这是吓

唬吓唬你的，别害怕！好好睡觉。”话虽然这么说，其实我心里也是很害怕的。

因为当时的象山，社会是相当黑暗的，不仅县长是“土皇帝”，可以草菅人命，

就连一个小小的区长都可以操生杀大权，他们真要让你死的话，你就别想跑

得了。不过学校当局想必还不至于此，真的把学生枪毙了，他们的脸上也不

光彩。

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还是找语文老师最好，因为他是我们的级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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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我们班的事他应该管，而且他又是校长的亲哥哥，校长不能不买他的面

子。于是在第二天上语文课的时候，我就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说：“老师，我们

以后作文、日记都无法写了，怎么办？”他问：“为什么？”我向他简要地汇报了

昨夜发生的事，然后说：“抄写一句‘大雾弥漫，日出必散’，就可以把‘日’字

理解为‘日本人’或‘共产党’，那么如果在日记里写‘近日很好’，是不是也可

以理解为‘近日本人很好’或‘近共产党很好’呢？”他没想到我小小年纪会提

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就大发雷霆，还忍不住用手掌猛拍

讲台，大声吼道：“我们早就知道是你在背后捣鬼，组织同学和学校唱对台

戏，你就是他们的‘参谋长’！”狠狠地骂了我一顿。事情虽然也就这样不了了

之了，毕竟我们都是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孩子，无法真的上纲上线，但是

“参谋长”这顶帽子却从此戴在我的头上，并且还成了我的外号，因此处处得

到校方的格外“关注”，直到一年后初中毕业为止。

初中三年这些刻骨铭心的艰苦磨难，其实也并非完全都是坏事，它至少

可以让我在今后的人生征途上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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