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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县旅人志>与大家见面了。“旅人”者，

顾名思义，是“客居在外的人”(《汉语大词典》)。

专为旅外人士编书修志。这在祁门是第一次。就是

在全国恐怕也是不多见的。说起这本书的创意，还

得益于旅外人士给我们的启示。

1991年，为了给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

《黄山市近现代人物》一书提供稿件，我们开始收

集旅外人士的资料，由此始与旅外乡友接触和联

系。此后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联系的乡友越

来越多，于是我们在1992年和1996年，先后编印

了《祁门县旅外人士传录》和《祁门县旅外人士通

讯录》。这两本书犹如在旅外乡友与家乡之间架起

了一座“金桥”，我们与旅外乡友的联系越来越频

繁，也越来越密切。特别是1999年县旅联会成立

以后，许多乡友把旅联会当作。乡友之家”：经常

给我们来信，有的还寄来自己的资料或回忆录，要

我们帮助整理和修改。这些文稿，有的虽然还比较

粗糙，但都是非常珍贵的史料，为了发挥它们资

治、存史和教化的作用，为重修《祁门县志)积累

资料，我们提出了广征资料，然后编印成册的建



议。这一建议得到了乡友们的拥护和支持，有30

多位乡友很快寄来了稿件，有的还随稿寄来了编印

费。可以说，这本小册子的创意起于旅外乡友，它

的最后问世也得益于乡友们的慷慨解囊。此外，汪

伯栗(原徽州地区行管局离体干部)、张仲林(原

中共南陵县委党校高级讲师)、胡婉芬(离休教

师)、王既端(安徽大学新闻系教授)、章素文(遵

义市商业储运公司离休干部)、汪维(原合肥水泥

厂厂长)、许永健(武汉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副教授)等乡友还汇来了赞助费。值此书脱稿付梓

之际，我们谨向支持此书编印的乡友们表示崇高的

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现在奉献给大家的是这本小册子的第一辑，收

入文稿35篇，按体裁分为“人物春秋”和“人物

简介”两部份，各按人物的出生年月排序。以后我

们将根据乡友们的来稿情况。继续编印第二辑、第

三辑⋯⋯

《祁门县旅人志>是广大祁门籍旅外乡友自己

的园地，我们自编自印，自己耕耘，自己收获，乐

在其中。冀望乡友们关心她，爱护她，支持她，多

提宝贵建议．，共同把她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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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的记忆一
——祁门解放前后+
的一段亲身经历

一

汪伯栗

一、参加游击队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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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朴素，待人以礼，和霭可亲。这是村民从来也没

有见过的。

我妈妈第一天听到宣讲后。当晚就对我说：

“我看他们是有政策的，将来是能成大事的!他们

的纪律、作风多好，说的都是人们心里要说的话。

过去国民党说他们这样不好，那样坏，那是在欺骗

老百姓。我家世代受苦、受欺压，你要靠近他们j

站出来，为村里贫苦人办点事。”白天听过马文杰’

首长宣讲后，我已心有所动，可没想到母亲比我接

受得还快，更有觉悟，更有见识，理想更远大，这

是与她身受旧社会的苦难分不开的。第二天，我就

专门去拜望了马文杰首长。首长平易近人，以礼相

待。我谈了我的感受和认识。谈了当时乡村的一些

情况。首长要我出来搞地方工作，组织通讯网，负

责地下通讯等事宜，并具体交待了任务和策略。从

此，我们就逐步加深了接触。

之后。游击队深人祁门老区舍会山及周边地

区，宣传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曾
先后打掉平里联防区署和乡公所，活捉联防署主任

兼乡长刘以柏(后教育释放)；打掉江西浮梁县陈

村大刀会，击毙疯狂反扑的顽抗分子数人；收缴了

地方散匪康栗子等人及地方财主豪绅、民团的枪支

弹药。至此，祁门整个下南乡。包括现在的祁红、

平里、贵溪、奇岭、倒湖、芦溪及浮梁、休宁边界

毗连的广大地区，都成了我们的游击活动区和根据

地。由于没有了平里联防区署和乡公所。加之县自

卫队不敢深入到下南乡来。匪霸敛迹，地主老财的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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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横气焰也有所收敛，不敢再欺压穷苦善良的百

姓，连赌博、吸毒都没有了，这片土地一时成了当

地人民群众的乐土。

年底，皖赣、皖浙赣、黄西三个工委合并成立

皖浙赣大工委，在祁南成立祁休浮县工委，下设祁

休、祁浮两个区和武装独立连。祁浮边区区长由张

可钦担任，祁休浮县工委书记马文杰兼任区政委，

任命我为区政府征粮组长。我们合家欢喜，妈妈更

是高兴地说：。这下好了。过去我们见人都要矮三

分，你要好好干，天下穷苦人还多，要叫他们都出
头!”我从此正式脱产，参加了游击队。

二、预征公粮

1949年1月，快讯“号外”传来北平和平解

放的喜讯。军民雀跃欢呼，奔走相告，广为宣传。

工委、区政府驻地拜堂石、棕榈等处举行了小型庆

祝会、座谈会。大家欢欣鼓舞，斗志昂扬，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全国解放，指日可待。

以后，为支援大军渡江，我奉命到平里预征公

粮1万斤。平里是个大村子，距塔坊只有20华里。

水陆交通两便。塔坊驻有祁门县自卫队第三中队

100多人，军火足，力量强，经常骚扰邻近村庄。

对平里威胁很大。到平里征粮又非找到该村大地主

章梅轩不可。章自去秋我们打掉平里联防区署和乡

公所后，多数时间都是住在祁门城里，不大回家。

因此。预征工作有一定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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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长马文杰亲自为我具体筹划，并派人刺探章

的行踪。一天探听到章梅轩已回家．首长令我立刻

前往。我当即改穿便衣，急行数十里，到了平里，

直人他家。章正一人在家捧着水烟筒在抽烟。见面

后，我把区政府命令给他，他看后吓得直抖。镇静

下来后，他试探地问： “要粮好搞，你们怎么来

拿?”我知他是在故意发问，便说，自古征粮你们

不都是自己去交的。他沉吟了一会说：“那要派夫

子．派夫子就不是我可以办得到的了，那要找保

长。”我说，你看着办吧。其实，保长是听他的，

他叫怎样就怎样，这只不过是在耍花招。故意作难

罢了。但我想到派民夫也是个问题，为了顺利完成

这项任务，不使事情发生变卦，必须把所有问题都

解决好。看到他桌上有部电话机，未及他开口，我

就说，那你就摇个电话，叫保长来，我们当面谈

谈。他说好，马上起身摇电话，我跟上掏出手枪对

准他说，只叫他来一下，不要多说。电话摇通后，

一会儿保长章品行来了。他头戴礼帽，身穿长袍，

手拄拐杖，走进大门。章梅轩让他坐下。给我们作

了介绍，把区政府命令递给他说：“找你来是要和

你研究一下派夫送粮的事。”保长看过命令后哆嗦

着说：“这么多的粮，哪来这么多的人送?”我说，

不是叫你们一下子送去。给你们10天时间，每天

派10个人，上下午各送一趟，每担60斤(约合现

在市秤35公斤)，8天多时间就送完了。路不多，

过了程村碣(平里对河)进坞十几里就到了，我们

有人在那里接收。你们要派些可靠的人，每人发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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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条白毛巾，叫他们进了坞就缠在右手腕上，作

个记号。我们沿途都设有军事哨，免得发生误会，

出了事。你们是要负责任的。他俩听我这么一说，

就满IZl答应说：“我们保证做到，决不误事。”说好

后．我就叫他俩一起跟我到程村碣去一下，我还有

事要你们办。他俩踌躇着，但不敢不跟我走，我让

保长在前，我左手挽着章梅轩并肩走在后面，右手

插在胸前长衣襟里握住手枪，到了渡口，我看没有

什么问题，就放开章梅轩说，你们送到这里就可以，
了。回到驻地后．我向首长作了汇报，首长表示满

意，称赞我干得不错，并立即布置了具体接收工

作。
。

随之．我去接收地大坞察看，见东西山头各有

几户山棚人家，地形很好，利于接收。随后我们的

接收、转运、警戒人员很快到位，平里方面也如期

按规定把粮送来。在接收这批预征公粮时，因未来

得及印制正式收据，是我化名杜玉开给收条的，并

标明秋后凭此条抵缴应征公粮。后据了解，是年秋

征大多数收条已结算抵缴，尚有少数未能收回。顺

利完成这批预征公粮，这是平里人民对当时支前工

作作出的贡献。

三、成立祁门县政府

当预征公粮任务尚未结束时，接到首长来信，

叫我马上去闾头村，这里的收尾工作交由留下的同

志办理。待我赶到阊头村时，得知是开筹建祁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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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预备会，很是高兴。会议决定让我跟查春负

责大会总务，会址定在塘坑头村。会后我们即去塘

坑头村进行筹备，经过一番工作，军民配合。很快

就绪。

1949年4月9日，这是祁门全县人民的一个

大喜日子，祁门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大会如期在塘

坑头村胜利召开。大会宣布马文杰任县长。调我任

县政府文书。大会发布安民布告，宣布了罪犯名

单，有国民党祁门县县长洪一鹤等10人。安民布

告是我用大红纸书写的，张贴在大会场门前。发布

的战争罪犯命令是在大会结束后转移到休宁流口。

由我刻印300多份分发各地张贴的。大会共开了三

天，还演了三天戏。各地来宾不少，包括祁门各

乡、休宁、黟县、贵池、石埭乃至江西浮梁、景德

镇、婺源等地。送来的锦旗就有108面，上书“劳

工神圣”、“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民主万岁”

等，会后我都记录成册，连同锦旗交存。大会期

间，上级派来机枪连作警戒。塘坑头村距离驻有县

自卫队的塔坊不远，我们只在山头设哨，沿途布上

侦察网，道路不封锁，人们来往自由，畅通如常。

大会开得很成功，军民沉浸在一片欢欣喜悦之中。

这是塘坑头自古以来都没有过的盛事，村人感到骄

傲自豪。人生能经过这一盛况，确实是件大幸事。

就是现在想起来，我仍感到兴奋不已。

大会结束后，我们转移到休宁流口等地小驻，

旋即返回驻地老榨里、拜堂石等地。在此期间，县

人民民主政府发出书面命令，限期驻塔坊的县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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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第三中队前来缴械投降，我们也做好了接收和攻

打两手准备。次日，由县参议员余源巨(塔坊响潭

庵村人)代表第三中队前来接受命令，愿意缴械投

降，但以尚须做好下属工作为由，乞求缓期一星

期。首长考虑后。予以同意，并告诫他说，如有反

复，后果自负。到期，果不见动静。是夜，我们全

队出发，约六七十人，加上地方村民武装共百余

人。山间小路，黑夜难行，遇有险处我们就手拉着

手前进．疾行数十里，待到距离塔坊还有五华里的

黄金坦，首长命令停止前进，布哨，就地休息，埋

锅做饭。饭后，天将拂晓。正准备整队出发，忽闻

前面枪声响起，我们以为是第三中队顽抗反扑，与

我前头哨兵发生冲突．首长急令跑步前进。待到岭

头，我哨兵严守未动，只见塔坊那边炮火连天。且

向我方缓慢蠕动。小钢炮在前开路，炮火猛烈。我

们判断这不是自卫队，而是城里敌军退出，首长命

令分散上山隐蔽，伺机出击。事后得知是敌九十六

军被我二野渡江大军击溃逃出祁门县城，至塔坊分

两路南下，一路随河直下走平里去江西，一路过河

到塔坊挟走县自卫队第三中队，由闾头经婺源去浙

江。敌军连续行进两El，在阊头等地歇了一晚，沿

途丢下不少枪支弹药，过后为我军收捡。由于敌我

力量悬殊．不宜出击，我们只在山头尾随监视。待

敌军退完后，才各自下山返回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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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城接收

4月30日上午．我们正在驻地拜堂石开展工

作。洪华同志(马文杰爱人)接到首长来信，说二

野渡江大军4月26日夜解放了祁门县城，根据上

级指示，他已迸城做接收工作，让我带上一个助

手，立即去县城。大家昕到这一喜讯，高兴无比。

洪华同志叫我准备一下。吃过午饭就走。我说不用

准备，也不等吃午饭，马上就走。她说那也好，我

们也要去程村碣，就一起走。于是我们一同出发。

到程村碣时已过中午。在一户群众家做饭吃过后．

我即与小王(严潭村人)奔赴县城。

到了侯潭，天色已黑。碰上向明(山东烟台

人)等10多位同志。他们是从倒湖接到命令赶去

县城的。正在路边茅棚里打火堆烤衣、做饭，就留

我俩一起吃了晚饭。是日虽然下雨，且是长途跋

涉，但我们一个个还是神采飞扬，不知疲劳。待我

们进城时已是晚上九十点钟了，只见路边睡的都是

解放军。他们不住民房，不进商店，枕枪荷弹蜷睡

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满身尘土。我心想只有在共

产党领导下才能有这样的军队。有了共产党。有了

这样的军队，何愁天下不归心，何愁取不得天下

呢?我们找到县支前委员会，首长有事，让先休

息，明天见。支前委安排我们在府前街一家商店店

堂地上睡了一晚。

次日，县支前委把我安排到县商会会长许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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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马文杰首长同住在一起。上午，首长主持会

议，对接收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会后，大家分头进

行，一是召开商界和各界各阶层人士座谈会、居民

小区群众会以及万人大会；二是上门宣教原县政府

的旧职员，特别是工商、田赋、财税金融管理等部

门的旧职员，让他们出来清理移交档案。当时这些

人都已逃之一空，一般当地的小职员也因不了解党

的政策，躲藏在家里或亲友家。经过一番宣传教，

育，他们都很快出来，接收工作尚属顺利。在这期

间，支前委和县商会以及一些进步人士、开明士绅

都做了大量工作，出了大力。广大群众更是拥护和

支持。一个多星期后，我们住进了旧县衙，正式挂

起了“祁门县人民民主政府”的牌子。景石村民主

人士李醒凡先生受民主政府邀请，出任县政府秘

书。随后，区乡镇政府相继成立，整个社会秩序转

入正常，人民生活安定，商店开业，治安秩序良

好。

时隔不久，还是五月，赵剑峰率干部南下到达

祁门。会师后，县长改易赵剑峰，我仍任县府文

书。并在原祁休浮工委基础上成立了中共祁门县委

员会，书记马文杰。随即举行了党公开大会。我被

作为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吸收参加大会。祁门县人民

民主政府改名为祁门县人民政府，并相继建立起各

科室。党委、政府职能部门逐步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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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乡剿匪

7月间。祁门西乡发生仇兆田、李少友两股土

匪作乱。7月10日，县人武部部长王瑞等3人在

文堂被土匪杀害。11日，闪里第五区政府又遭土

匪袭击，区委书记赵银波等6人遇害。这两股土匪

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打掉历口第六区政府，搞得

人心惶惶。为了保卫革命胜利的成果和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县委书记马文杰率领县大队前往清

剿。我亦奉命随县人武部及有关部门的武装深入文

堂、闪里等地，配合清剿土匪，开展宣传教育工

作，处理匪乱善后事宜。此时土匪慑于我威力。已

消声匿迹，潜藏隐伏，转出外线，不敢露面。经过

一番工作，人心趋于安定，区政府工作恢复正常。

马文杰继续率队深入边界地区清剿，我们即回至第

六区政府驻地历1：3，白日去周边村庄宣传发动群

众，晚上回历121守防。直至9月徽州军分区独立营

及第三野战军独立团入祁清剿土匪，我们才奉命回

城。从此．祁门各地日处升平，再没发生武装匪

乱。

以上一些经历，过去50多年了，犹如昨日，

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实属难忘。

部。

作者简介：汪伯菜，中共党员，黄山市委办离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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