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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拍摄于上塘

2013年10月7日拍摄于父亲病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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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最近，表侄西伍寄来《楠江赤子》书稿，全书介绍的是他父亲战斗的历

程，要求我为其作一序言。

我认真阅读了全稿，感触很深。本书内容丰富，叙事真实，充满感情，感

染力很强。这本书，不仅是我表哥人生战斗历程的真实写照，也是党史宝贵的

补充资料，是留给后人永恒的精神财富。

戴宝亮是我表哥，我的母亲是他母亲的亲妹妹，有亲密的血缘关系。我俩

都是独生子，关系就像亲兄弟。他比我大十二岁，我十岁读书时在他家住了三

年。姨父母和表哥对我非常好，直至我成年。表哥参军入伍后，我经常到他

家，还帮助农忙劳动。表哥在游击战争时期，来过我家三次。他从部队转业

后，我们联系更多，关系更加密切，亲情更加深厚。

表哥有智慧、有志气、有作为。他聪明能干，从小就学会了独立生活。在

恶势力的迫害下，他毅然离家外出寻找出路，在错综复杂的乱世中，走什么

路，干什么事，都是自己认真考虑选择。

后来找到中共地下党戴洪法同志，在他的教导指引下，表哥参加了革命队

伍。先在家乡参加武装保卫屿北的战斗。后在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任

第十四中队首任中队长，在括苍山、大洋山各县边区，打游击，发展党组织，

开辟新区，剿击土匪、叛徒、特务，镇压恶霸、消灭敌人“自卫队”，为解放

战争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连长，转业回乡后继续革命至

离休。

回顾表哥的战斗历程，既武又文，功绩较大。他是一个“当武官不怕死，

当文官不贪财”的好同志，思想好、品德高、作风正，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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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轻时，敢想敢闯，有气魄、有追求，想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就

是受他的影响，于194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进革命队伍。

他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军人，与敌人战斗，指挥有方，敢战强敌，从不怕

死，常打胜仗，威信很高，是一个真英雄。

他对党忠诚，坚守信念，毅力很强。面对敌人追剿、父母坐牢的恶劣环

境，他在与敌人生死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在凶恶的敌人面前，爱憎更分明，

斗志更坚强，坚持斗争，直至胜利。

他意志顽强，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勇敢面对， 在前进的道路上“知难”而

进，在困难中磨炼自己，增强信心。

他心地善良，诚实做人，与人为善，团结同志。在善良中体现人生价值，

在诚实中彰显魅力。

他精神乐观，笑对一生。在艰苦中求乐观，在烦恼面前不忧愁。

他厚德一生，一心为民。不讲名利，无私奉献，不讲职位高低，报酬多

少，积极工作，德高寿长，百岁寿终。

他敬老爱幼，是个孝子。在部队当连长，条件优越，但是考虑到父母妻子

在家为自己吃苦太多，心知欠家人的太多，决意要求转业回乡工作，与父母妻

子同甘共苦。

革命出英才，建设当模范。表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拼

搏的一生。他一心为人民，品德高尚，荣耀永恒。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二○一四年十一月

注：胡顺雷系平阳县原副县长、永嘉县原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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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2013年11月25日，父亲仙逝了，享年99岁。

父亲是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第十四中队的首任中队长，是浙南游击

队永嘉县武装斗争的领头人之一。

他长期驰骋疆场，英勇杀敌，置生死于不顾，为温州解放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

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对工作高度负

责，对同志友爱真诚。

他忠于共产党，不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只要是

党的需要，就是他奋斗的目标，党指向哪里，他就毫不犹豫地奔向哪里，勇往

直前，义无反顾。

他坚持原则，不计私利，从不考虑环境安危、条件优劣、职位高低、报酬

多少，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他谦虚谨慎，清正廉洁，团结同志，积极工作，任劳任怨，几十年如一

日，真正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和高风亮节。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父亲高尚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述自己在游击时期的故事，父亲传奇的经历，不

怕苦、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令我肃然起敬，并在我幼小的

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父亲九十寿辰前夕，我们兄弟三人，为了给父亲大寿之喜送上一份厚礼，

根据父亲的口述，整理了他当年参加游击斗争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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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了《我的战斗历程》一书，记述了父亲革命的经历。但是，由于时间仓促，

许多史实（如时间、地点、人物的姓名等）难做考证，存有纰漏，不尽如人意。

父亲自95岁患老年脑萎缩病住院治疗至仙逝期间，将其他记忆都忘记殆

尽，甚至连自己的子女都不认识。可当我讲起他过去打游击的经历时，他就饶

有兴趣地静听我讲述，不时插话，纠正有出入之处，有些经历的细节是父亲以

前从未说过的。由此可见，父亲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已铭刻在心，永不忘怀。

真实记述父亲的经历，是父亲的愿望。

父亲仙逝后，我与大哥戴春成、二哥戴西春商议，重写父亲经历的事，

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因此，我利用近一年的时间，沿着父亲当年战斗和

建设过的足迹，逐一进行调查、核实，对重要地域进行拍照，并认真进行整

理，重新撰写，编纂成书，拟定书名为《楠江赤子》，以此来表达对父亲的永

久怀念。

                                                  

                                                                     二○一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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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苦农民受欺压　被迫反抗捍尊严

我 父 亲 戴 宝

亮 ， 字 瑞 耀 。

1915年3月29日出

生在永嘉县岩坦

乡八房高屋（现

为永嘉县岩坦镇

坦一村）。我家

祖辈都是面朝黄

土 背 朝 天 的 农

民，祖辈们天天

黎明出门，日日

披星而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期如此。无论他们如何辛劳耕种，生活仍

然穷困潦倒，苦不堪言。

我家连续三代，本都有兄弟姐妹多人，均因贫病交加，无钱医治，先后多

人被病魔夺去生命，仅留有一男丁传宗接代，延续香火。

曾祖母因病无钱医治，英年早逝。曾祖父虽经人撮合续弦，但仍日夜思念

善良贤惠的发妻，整天郁郁寡欢，后终因劳累加忧郁，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年仅56岁。

曾祖父亡故后，续弦的曾祖母不久也离世，只剩尚未成年的祖父和小祖

父，兄弟俩似孤雁，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后来，小祖父跟一位小五金师傅学艺，不久患上咽喉病，无法吞咽食物，

岩坦八房老宅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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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无钱医治，竟活活饿死他乡。

小祖父死后，我祖父孤单一人，万般无奈，只得帮富人打短工，苦度

光阴。

后来，祖父长大成人，在一位好心人的撮合下，娶了我祖母。此后，祖父

振作精神，上山下地，早出晚归，辛苦耕种，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贤惠善良的祖母，十分体贴祖父。她勤俭持家，不仅上山下地帮助祖父干

农活，还经常代人纺纱织布或做针线活，赚些微薄报酬，以补贴家用。

父亲从懂事起，就跟随着我祖父上山砍柴，下地干活，闲时，还帮助我

祖母做些家务事。生活虽然清苦，但全家团聚，其乐融融、无限温暖。

父亲十三岁那年，发生了一场房族之间的纠纷。势力强大的四房，在恶霸

地主戴宇行的挑唆策划下，妄图霸占八房坐落在猪头岩的滩林。

八房是一个有气节的房族，面对强大的四房，毫不示弱，大家团结一致，

同仇敌忾，誓死保卫祖业。

强夺与捍卫，令双方发生了一场恶斗，结果双方均损伤了数人。

戴宇行等人见八房如此强硬，意识到不可胡来，便暂时收起强取豪夺的野

心，再度策划，等待时机。

这一次房族之争，富人欺侮穷人，想强取豪夺别人财产的事实，在我父亲

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恶霸地主戴宇行之子戴鲜尖、戴鲜亚两兄弟，依仗其父是“国大代表”之

威势，横行乡里，寻衅滋事，再次策划谋夺猪头岩滩林一事。

那时，我父亲正年轻力壮，又上过几年私塾，认得一些字，聪明能干。同

时，曾多次投军，练就了胆识，而且为人热情和气，在房族内算是一位年轻有

为的场面人物，房族内的不少事情，大多由我父亲出面或领头酝酿。尤其是反

对戴鲜尖一伙人的欺压和掠夺，就是我父亲带的头。因此，戴鲜尖等人将我父

亲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他们认为，要制服八房，夺得滩林，继而令八房听从他们的号令和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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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制服我父亲。因此，他们动脑筋、想办法，千方百计想征服我父亲。

他们先是引诱、收买，继而威胁、恐吓，最后是打击、镇压，妄图置我父

亲于死地而后快。

在多次引诱、收买无果后，戴鲜尖一伙处心积虑、阴谋策划，设下一个阴

险毒辣的陷阱——强迫我父亲当保长，妄想以胁迫的手段，让父亲就范，企图

离间族人与父亲的关系，拉我父亲下水，为他们办事，为国民党效劳。

一天，担任保长的戴鲜快（戴鲜尖的走狗）来到我家，父亲正坐在房前的

石坎上。他将保长的印鉴塞到我父亲的怀里，仰着头，眼睛朝天，高声说：

“鲜尖讲了，从明天开始，就由你做代保长。”

我父亲知道，这是戴鲜尖搞的借刀杀人之诡计，妄图置自己于不仁不义之

地。看穿戴鲜尖诡计的我父亲，当然不会就范，坚决不答应当保长，将戴鲜快

塞进来的印鉴，抛到石坎下面。鲜快又拾了回来，硬塞给我父亲，并涨红着脸

厉声说：“鲜尖说了，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说毕就扬长而去。

保长的印鉴，虽抛给了父亲，但他根本不屑一顾，更没有干一点保长所干

的事，反而，更激起父亲对四房这股恶势力的憎恨和反抗情绪。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经反复考虑，认为消极怠工仅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

之策。于是，他去与有私交的岩坦乡乡长商议，乡长说：“目前时局不稳，党

国抽壮丁火热，如果你不想干，可推给地方上儿子多的人接替，这样就可保护

其儿子不受抽壮丁的威胁。”此刻，我父亲反问乡长：“这样做行吗？”乡长

说：“有人愿意接就可以。”

从乡长那儿回来后，父亲去房族中找族人戴祥滔商量，叫他接任保长。父亲

分析说：“你家有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了，眼下国民党抽壮丁猖獗，如果保

长是别人当的话，你的两个儿子肯定难逃被抽壮丁的厄运。反之，你可保护儿子

不受威胁。”

祥滔听了我父亲的分析后，认为言之有理，于是接受了保长之职。而我

父亲为躲避戴鲜尖等人的纠缠，逃离了家乡。至此，戴鲜尖精心策划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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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又破产了。

戴鲜尖等恶势力，见恐吓、威胁都没有使我父亲屈服，就决定采用更强硬

的手段——武力镇压，扬言要炸毁我家的房子，杀掉我全家，血洗八房。

他们在扬言的同时，竭力购买枪支弹药，并在他们的楼窗（正对着我家的

房子）上构筑工事，将攻击的目标直接对准我父亲。

八房是一支有骨气、不甘屈辱的房族，大家为了不使自己的祖业无故被人夺

走，决心奋起抵抗。特别是一些和我父亲一样血气方刚的青年，更是无法忍受戴

鲜尖等人横行乡里的强盗行径，个个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发誓要与他们拼个鱼

死网破。

于是，八房召开了族人大会，商议如何抗衡恶势力、保护祖业不受侵犯的

大事。

在会上，我父亲详陈了戴鲜尖等人最近的恶劣行径，同时，强调了作为儿

孙应有保护祖业的义务，指出软弱害怕的危害和加强保卫房族安全的意义，极

力鼓动族人与鲜尖等人进行坚决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会议最后决定：组织护族队，筹集武器，与四房决斗；并推选我父亲和戴

岩德、戴纪怀、戴庆本等人为负责人。

此时，父亲正与戴岩德合伙开设草药铺。白天父亲开门卖药，晚上就带领

房族内的一些青年人，到亲戚朋友家和交情深厚的邻村借火枪、火药。

父亲等人筹备了数天，只借到10多支火枪，最后，父亲毫不犹豫地将自己

家的稻谷卖掉，再买了2支火枪，做好与戴鲜尖一伙进行武力抗衡的准备。

同时，与对方针锋相对，父亲带着大家在自家门台口（该门台直对鲜尖房

子的窗口）也垒起了石墙作为工事。

箭上弦，弹上膛，双方决斗一触即发。

一天，八房的年轻人，都集中在我家的楼上，研究与戴鲜尖一伙斗争之事。

忽然，族人戴志康老人找上楼来，看到八房的年轻人都在，他突然一跪，跪到纪

怀（他的孙儿）跟前，在场的年轻人全给吓蒙了。只听到老人用颤抖的声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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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求大家不要打。”我父亲连忙扶起老人，并叫他有话慢慢说，于是，戴志康

将自己的想法向大家解释。他认为：戴鲜尖的父亲戴宇行是“国大代表”，正权

势冲天，如果将四房人打死，官司会输；反之，八房的人若被打死，会白死。并

再三劝说大家，放弃与四房拼命的念头，要从长计议，另想办法。

由于志康在房族中是位有威望的人，又是戴纪怀的爷爷，故大家都听其劝

说，放弃了与戴鲜尖等恶势力武力抗衡的举动。

与此同时，已移居温州的老恶霸戴宇行，得到儿子鲜尖要血洗八房的信息

后，与几位知心朋友商议此事。其中一位有识之士认为：“霸占他人祖业本来

就是不光明正大的事，以武力镇压强夺，就更加不妥，这样做势必引起广大民

众非议，带来极大的社会负面影响，有损威望，得不偿失。”

戴宇行经人提醒，对此事进行再三斟酌，认为朋友的意见有道理。以自

己的声势，如若为霸占别人的产业，用武力镇压对方，造成人员死伤，势必

带来极坏的社会影响，确实得不偿失。并且，他获知八房已筹集了武器，众

心一致，同仇敌忾，为保护自己的祖业，必将决一死战。他意识到众志成

城，众怒难犯，众人的力量绝不可忽视。再者，一旦开战，双方都有伤损，

到那时就更不好收场了。

他权衡利弊，再三斟酌，认为还是不以武力镇压，等待机会，再想其他

办法图之为上策。于是，戴宇行火速派人，令其儿子戴鲜尖取消血洗八房的

计划。

房族利益之争，戴鲜尖的恐吓、威胁，始终没有征服我父亲，但父亲在带

领族人自强自立，与四房恶势力的斗争中，增长了不少见识和处事能力，得到

了很好的锻炼，逐步走向成熟，为房族男女老少刮目相看。从此，族人不论大

小事，都喜欢找我父亲商议，叫他替他们想办法、出主意，渐渐地父亲成了族

人中的主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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