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碑平台周围是用花岗石铺设

而成的 1300 平方米广场，广场四周配有

大理石栏杆，至广场的 424 级花岗石台

阶两侧设有绿化带，沿途建有观景亭。

纪念碑正前方的花岗石台阶中央设有

基座，基座上刻有《革命烈士纪念碑碑

铭》，全文如下：

富阳袁古称富春遥 东指钱塘袁西望黟

山袁南引瓯闽袁北依天目遥 毗邻五县袁扼
吴越于要冲袁控三江之吞吐曰乃杭城西

南之屏障袁商贾交会之通衢遥 物华天宝袁
人杰地灵袁民风淳朴袁素为文化之邦遥

自秦皇嬴政置县二千余年袁伟烈之

士袁不乏其人遥 近世以来袁尤其在民主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袁 为祖国独立袁民
族解放袁富邦强国袁而前赴后继袁英勇奋

斗袁壮烈牺牲袁迄今可考之于县志者袁凡
五百二十有五遥 其英名与日月同辉袁功
业与山河共存浴

值此世纪之交袁 建碑于富春江畔袁
金家山巅袁以缅怀先烈袁激励后人遥 碑高

二十八米袁于公元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

二日奠基袁翌年四月竣工遥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浴

中国共产党富阳市委员会

富阳市人民政立

公元二〇〇〇年四月

碑文高度凝练了富阳悠久的革命传

统和波澜壮阔的近现代革命斗争历程。敬

读碑文，气势磅礴、可歌可泣的中国革命

斗争场景不禁浮现眼前，多少英雄儿女为

了新中国的建立，奋不顾身、血染山河，让

人不禁心潮澎湃、肃然起敬。

早在 1926 年，沈炳铨等 4 位富阳籍

党员，受中共杭州地委指派，回富阳创

建党组织。1927 年，中共富阳党小组成

立，富阳成为杭州地区第一个建立党组

织的县。

1930 年 4 月 26 日，中共富阳县委

在富春江洋浦口段江面船上举行会议，

决定组织“五一”武装暴动。4 月 30 日晚

10 时，参加暴动的农军共 2300 余人，统

一臂佩“农军”符号，手持土枪、梭镖、大

刀、木棍，分 5 路冒雨进入指定地点集

结隐蔽。由于泄密，暴动夭折。国民党当

局随即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农军骨干。

5 月 2 日，小源区委副书记兼大、小源路

农军负责人蔡九华于羊家埭大庙前被

国民党宪兵包围，虽奋力搏斗，终因寡

不敌众被捕。在严刑逼供下，蔡九华大

义凛然、坚贞不屈，被害于应家坞塔山

桥头，为富阳地方党组织的第一位革命

烈士。之后共有 6 名县委委员、20 多名

农军骨干被捕，富阳党组织遭到严重破

坏，其余领导人、骨干分子被迫秘密离

开富阳。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富阳的各界爱

国人士奋起反抗，积极投身于壮怀激烈

的抗日斗争。

从“五一”暴动中成功脱险的孙晓

梅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宣

传活动，并于 1940 年到苏南敌后抗日根

据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任中共镇

丹、武进县委妇女部长、中共长江工委

委员、镇丹中心县委民运工作队队长

等。1943 年 5 月，她护送干部过江后返

回，半夜途经营防镇附近，被日本宪兵

队特工人员抓捕。日本宪兵小队长立即

设宴“招待”妄图诱降，孙晓梅拍案而

起，严词大骂。日军恼羞成怒，将她押到

南京龙潭老虎山岙，孙晓梅坚贞不屈，

壮烈牺牲。

富阳籍的著名爱国主义作家郁达

夫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无产阶级革

命文学创作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郁达夫身负国仇家恨，以笔为枪，奋力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耻暴行和狼子

野心。1938 年底，他应《星洲日报》邀请，

至新加坡任副刊编辑，积极宣传抗日救

国，悉心培养抗日干部。新加坡沦陷后，

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化名赵廉，开设

赵豫记酒厂，借以掩护抗日文化人士，

营救印尼人民和当地华侨，却因汉奸告

密被秘密监视。1945 年 8 月 29 日，日本

已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竟遭日本宪

兵逮捕，后被秘密杀害。

自全民族抗战以来，浙东游击纵队

金萧线人民抗日自卫支队（简称野金萧

支队冶）配合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积极

在富阳周边开展敌后武装斗争，两度接

应苏浙军区新四军南渡富春江，并配合

南渡富春江的新四军四纵十支队，攻打

驻守在沧洲的国民党富阳县自卫大队和

国民党“挺三”纵队。

金萧支队侦察参谋蒋忠，1945 年 6

月调任路西县大队参谋。新四军北撤时

留下坚持斗争，指挥大小战斗 69 次，多

次粉碎敌人“围剿”。1948 年 6 月 17 日

晚，蒋忠前往北坞村工作，途经村口时突

遭敌人偷袭，不幸壮烈牺牲。

1946 年 10 月，时任新四军第一纵队

第三旅第八团三营政治教导员的孙京良

率部参加鲁南马家楼战斗，在前沿阵地

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不幸牺牲。同年

12 月，为粉碎蒋介石对苏北、鲁南解放

区的进攻，江苏宿北战役爆发，时任山东

野战军一纵队三旅九团参谋长的俞慕耕

带领突击营英勇冲锋，猛插曹家集以西

地区，歼敌一个工兵营及一个骑兵营大

部，击溃一个炮兵连，突入国民党军整编

第十一师指挥所附近。由于孤军深入，

身陷重围，俞慕耕中弹牺牲。这些烈士

的英名，被永远地镌刻在富阳的史册里。

渊李昊翔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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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英名永驻富春江畔
———浙江富阳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中途岛海战是海军史上的著名战

役，也是日本海军在二战中组织的最大

规模战略进攻。在这场战役中，占绝对

优势的日本海军遭到重创，美国海军则

以少胜多取得胜利，中途岛海战因此成

为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激战之后制海权易主

中途岛位于亚洲和北美之间的太

平洋航线的中途，故此得名，与美国旧

金山、日本横滨相距均为约 2800 海

里，与美军太平洋舰队大本营珍珠港相

距约 1100 海里，是美国在中太平洋的

重要基地，更是夏威夷的前哨。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军偷袭珍珠

港，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日本相

继占领了太平洋上的诸多岛屿，取得节

节胜利。危难之际，切斯特·尼米兹出任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组织了只有 4 艘

航空母舰及若干护航舰的舰队，并于

1942 年袭击了中太平洋岛屿上的日

军，轰炸东京更是震动日本朝野。为了

报复美军的反击，同时获得在太平洋上

的前进基地并歼灭美军航母舰队，日本

海军军令部批准了名为“米号作战”的

中途岛作战计划，即先佯攻阿留申群岛

分散美航母舰队兵力，再夺取中途岛。

1942 年 6 月 3 日，日本舰队空袭

阿留申群岛荷兰港，企图诱使美军分兵

驰援，但早已通过密码破译获知日军作

战计划的尼米兹并未上当。5 日凌晨，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主力南云忠一中将

所率航母编队在中途岛西北方向派出

侦察机和空中战斗警戒机，同时下令

“加贺”号、“赤城”号、“苍龙”号、“飞龙”

号 4 艘航母派出 36 架俯冲轰炸机、36

架水平轰炸机、36 架“零”式战斗机共

108 架舰载机奔袭中途岛。50 分钟后，

南云部队准备对中途岛发起第二波攻

击时，收到侦察机“发现敌舰队 10 艘”

的报告，于是决定将第二波攻击的飞机

用于突袭美军水面舰艇，但此后又收到

侦察机“敌舰队后方伴随着似乎是航母

的大舰”报告，遂命令给飞机重新换上

攻击军舰的鱼雷。当完成鱼雷换装的第

一架飞机准备起飞时，“加贺”号、“赤

城”号、“苍龙”号航母突然遭到美军袭

击，相继起火。“飞龙”号因距离稍远而

未受袭击，在作战中击沉了美军“约克

城”号航母，后也遭美机轰炸起火。次日

凌晨，“飞龙”号与“赤城”号挽救无望，

由日方驱逐舰击沉。

最终，日军 4 艘主力航母全部被击

沉，损失飞机 332 架；美国 1 艘航母被

击沉，损失飞机 147 架。中途岛海战扭

转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战场的主动权

由日本转移到美国手中。

日军败于思想僵化尧临战失误

第一，“巨舰大炮主义”的战略思想

根深蒂固。1905 年日俄战争对马海战

的胜利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海军，使其确

立了“巨舰大炮主义”的战略思想，将主

力舰队的总决战作为击溃对方和取得

制海权的基本方法。此后，日本高度重

视大型战舰建设，先是提出“八八舰队”

渊8 艘战列舰和 8 艘装甲巡洋舰为主力

的舰队）目标，又在 1930 年伦敦海军裁

军会议上提出日本主力舰与英美的比

例应为 7:10，甚至为发展主力舰于 1935

年退出了裁军会议。1937 年日本决定

建造每艘造价为 1500 亿日元（相当于

制造 1000 架飞机费用）的“大和”号和

“武藏”号巨型主力舰，其排水量远超当

时英美最大战列舰。

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海军

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航空母舰在海军作

战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日本在 1922年就

拥有了第一艘航母“凤翔”号，更是在偷

袭珍珠港中显示了航母的威力，但日本

海军内部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军虽然较

早发觉作战主力已经从战列舰转移到航

空兵，却还是在珍珠港事件中挨打。日本

因此陶醉于出乎预料的战果，仍将战列

舰奉为主力。中途岛海战前，尽管日本海

军内部围绕对美作战的战略战术存在不

同建议，以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为

首的日本海军高层却始终将巨舰大炮、

舰队决战视为制胜法宝。

为此，在中途岛海战中，南云忠一

率领的航母编队被部署在前，而“大和”

号等 7 艘主力舰则被编入主力舰队，在

距航母编队 300 海里处跟进。航母在

前、主力舰队在后的战略设计缺陷明

显。一是由于“大和”号等被编入主力舰

队导致航母编队中的侦察机数量不足，

南云部队在中途岛西北派出的侦察机

只够进行一层侦察，无法及时发现美军

航母位置。二是航母编队无法受到战列

舰的炮火掩护，暴露在美军攻击之下。

第二，日本海军临战指挥与战术失

误。一是使用航空兵力的方法不当。尽

管日军将奔袭中途岛的飞机分为两个

波次，但每个波次的飞机都是从各航母

上按比例抽出的，导致 4 艘航母起飞和

回收飞机都是同步进行的，即可能同时

丧失战斗力，无法有效应对突袭。二是

未能及时抓住战机。在发现美军 1 艘航

母后，日军在部分攻击队准备好的情况

下没有率先发动攻击，而是等待收回空

袭中途岛的第一波攻击机，在保证有足

够战斗机掩护、做好完备的攻击态势之

后再起飞突击，导致贻误战机。

不容忽视的技术因素

第一，日本在情报战中失败。日本

方面对情报不够重视，侦察不足。1942

年初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频繁使用无

线电联络，联合舰队发出的密码电报

中，约 90%被美军情报人员截获。因为

工作仓促，日本海军没有按规定定期更

换密码。反观盟军方面，尼米兹在珍珠

港事件后加强了情报机构建设，组建了

专门截获、破译和整理日本海军密码情

报的作战情报小组。同时，美澳海军情

报部门也加强了配合。战役之前，澳大

利亚海军情报中心提供了大量正确且

有价值的情报，美国海军情报小组破译

了日本海军“JN-25 密码”，使美军提前

获悉日军行动计划。在日美海军兵力相

差悬殊的情况下，准确的情报使美军有

针对性地制定了对日作战方案，取得了

作战主动权。

第二，日本在雷达等关键技术方面

落后。虽然当时日本海军的夜行潜望镜

具有一定优势，但雷达技术滞后。雷达

信号能够穿透浓雾、对敌机进行定位，

在预警方面较侦察机优势显著。在中途

岛海战中，日本海军未能使用雷达，只

能依靠侦察机。然而，由于飞机故障和

云层原因，日军侦察机未能及时发现美

军舰队，而美军侦察机却早于日方 2 小

时发现了日军舰队，取得了战场先机。

日本海军军事思想的落后，临战

指挥与战术失误以及技术原因共同导

致了中途岛海战的失败。此后，日本停

止了正在进行的大型战列舰建设，紧

急改建一些战舰船体作为航空母舰，

同时加紧发展雷达技术。海战结束 6

个月后，雷达技术才应用于其海军装

备。然而，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损失的

大量精英飞行员却无法在短期内弥

补。由于此次作战损失惨重，日军被迫

停止了在战略上的全面进攻，转而进

入守势，这对整个太平洋战争局势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渊朱晓琦冤

军史文物

中途岛海战：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

馆里，有一枚仅 3 厘米长的铜质子弹

头，它出自大柏地战斗遗址的土墙中。

这枚平平无奇的子弹头，被无数人称为

代表胜利的子弹头，并被鉴定为国家一

级文物。1929 年在瑞金一个叫大柏地的

山坳里，红四军用口袋阵的战术歼灭了

国民党军第 15 旅大部，取得了从井冈山

挺进赣南的首次大捷，拉开了创建中央

苏区的序幕。

1929 年 1 月 14 日，为打破国民党军

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 3600 余

人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一路上，红四

军在敌军重兵尾追和袭击下屡陷险境。

毛泽东后来向中央报告时说：“我们自

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

出路……曾三次与追兵接触，均且战且

退。二月一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之罗福

嶂停脚一天，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

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

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2 月 8 日，红四军到达瑞金城西乌

石垅，随即派出小分队突入城内侦察敌

情。贺子珍趁城内守敌空虚，来到瑞金

城内邮局收集了大量报纸。毛泽东通过

阅读报纸，分析出红四军此时的尾追之

敌为国民党军第 15 旅刘士毅部的两个

团。刘士毅部在遂川曾被红四军打败，

战斗坚韧性不足。通过阅读报纸查明敌

情，对此后大柏地战斗的战略部署极其

有利。对此，毛泽东曾回忆道：“在湘赣

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

不到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

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

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

2 月 9 日，红四军经黄柏进入大柏

地，当晚夜宿于此。大柏地位于瑞金北

部，距市区 30 公里，素有“瑞金北大门”

之称。从隘前、麻子垇到大柏地，是一条

南北走向、长约 6 公里的峡谷。两旁山

高林密，一条曲径绕行谷底，直通宁都，

是打伏击的极好场所。于是，毛泽东、朱

德敏锐地抓住战机，随即在大柏地王家

祠召开了红四军排以上干部会议，部署

大柏地战斗，决定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

形与刘士毅部“决一死战”。具体部署

为：红 28 团二营为前哨，在敌人来路上

诱敌进入伏击圈，并在杏坑（即前村）附

近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前进，掩护

主力展开；一营从右翼向敌侧后迂回，

断敌退路，使整个阵地形成口袋状；三

营在牛寮坑东侧高地占领阵地，担任正

面阻击任务。红 31 团和军部特务营担任

向敌左翼侧击的任务。独立营和直属队

为预备队，随军部行动。

10 日，红四军各部队按照战略部署

进入指定位置，严阵以待。2月 10日下午

2 时，追敌刘士毅第 15 旅先头部队与红

28 团二营接触，战斗打响。二营佯装败

退，将敌人大部队诱入预设伏击圈。随后，

他们依托有利地形阻挡敌人前进。当晚，

红军紧缩伏击圈，与敌对峙。11 日，红 28

团三营迂回到杏坑南侧的茶亭岽，歼灭了

敌军指挥部，截断了敌人的退路。上午 9

时许，敌人全部钻入红军的口袋。霎时，红

军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敌人，于正午时

分，取得大柏地战斗的胜利。红四军歼灭

了刘士毅旅两个团的大部，毙伤敌 300 余

人，俘虏其团长肖致平、钟桓及以下 800

余人，缴枪 800余支。

大柏地战斗是绝境求生的关键一

战，是红四军下井冈山挺进赣南的首次

大捷，鼓舞了士气，大振了军威，使红四

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对红四军以后的胜

利和发展影响深远，为开辟中央革命根

据地拉开了序幕。陈毅在向中共中央《关

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指

出：“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

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

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

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

战争。”

惊险的战斗之外，还有一个历史的

插曲。当红四军到达大柏地时，村民因对

红军不了解，已躲避一空。此时正是农历

除夕，红四军连续行军缺衣少食、饥寒疲

乏，为补给部队，红军先借用了村民的粮

食物品，并留下借条，允诺奉还。1929 年

5 月中旬，红四军重返大柏地，兑现承

诺，用银元偿还了大柏地战斗前红军向

群众所借粮米、用物之费。宋裕和在《大

柏地战斗前后的情况》中回忆：“由于大

柏地战斗时我们的给养还很困难，当时

还向当地老俵借了很多吃的用的……在

大柏地圩上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群众

大会。先开会，后发钱。由他们自报，报多

少、发多少，一共发了三千五百块钱。”红

四军言而有信、借粮还款的行动赢得了

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红军自取得大柏地战斗胜利后，一

路红旗招展。1930 年 10 月到 1931 年 9

月，红军接连三次获得反“围剿”战争的

胜利，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正式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

据地。1933 年夏，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再次来

到大柏地，诗兴大发，写下这首脍炙人口

的《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

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

山，今朝更好看。”这也是毛泽东在中央

苏区创作的 11 篇诗文当中唯一一篇记

述一次战斗的词作。由此可见大柏地战

斗胜利的重要性，以及在毛泽东心中沉

甸甸的分量。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护、管理和利

用中央苏区革命文物遗产，瑞金革命纪

念馆工作人员来到大柏地开展革命遗址

调查时，经过多番调访，查阅大量文献资

料，访问数百名苏区老干部后，终于找到

了当年大柏地战斗的遗址，遗址土墙上

的弹痕依然清晰可见，巧合又必然地呼

应了“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的著名

词句。意外的是，工作人员在土墙中竟发

现了 1 枚打进砖内的子弹头。此后，这枚

子弹头被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收

藏并陈列展出，以“亲历见证”的方式向

世人讲述着当年转败为胜的故事。

渊钟军 苏春生冤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一枚见证大柏地战斗胜利的子弹头

胡煌：从“小先生”成长起来的革命烈士
胡煌渊1909要1936），又名胡华、胡胄

玉，浙江慈溪浒山上傅村（今慈溪市浒山

街道上傅家社区）人。他 8 岁时入学，品

学兼优，深受老师器重。有时老师缺席就

叫他代课，同学们称他为“小先生”。

1921 年，胡煌毕业于浒山三山小

学，后因家庭困难无法升学，就在家自

学初中课程，主修英语。1923 年，越过初

中阶段，他直接考入上海澄衷中学高中

部，中途又因家贫辍学回慈溪，在白沙

河角小学任教。1925 年，在“五卅”反帝

爱国运动影响下，胡煌开始向往革命，

积极追求真理。1926 年，他与同县进步

青年施若愚等一起赴宁波，在培英中学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积极

投入农民运动。他们在柯东乡开办农民

业余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开

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年 11 月，胡煌离

甬赴沪，在中共领导的济难会从事营救

受难同志的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胡煌

从上海转往武汉，在救护队工作。由于

有一定的学识，又能讲一口流利的英

语，他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在莫斯科中

山大学半工半读，并于 1928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31 年，胡煌回国，经哈尔滨到

上海工作。次年，“一·二八”事变爆发，

他参加了淞沪抗战。战后，胡煌继续坚

持革命活动。为避开国民党特务追踪，

他极少公开露面，每次外出都要经过化

装，将帽沿压低，机智巧妙地通过关卡。

1933 年初，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成

立新的红十军，急需干部。胡煌奉调赴苏

区，任闽浙赣红十军政治部秘书长，后调

任中共闽浙赣省委组织部部长、共青团

闽浙赣省委书记。1934 年 10 月，胡煌奉

命留守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 年，国民

党军进占闽浙赣苏区，胡煌率部转入艰

苦的游击战。1936 年，胡煌赴上海办事

后返回江西途中，因叛徒出卖，经过杭州

站时在火车上被捕。他受尽酷刑，坚贞不

屈，被杀害于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

渊赵镭饷冤

中华英烈

富阳革命烈士纪念碑坐落于浙北富春江畔、福善山北侧、金家
山之巅。纪念碑碑体由 3 块高低不等的单体大理石组成，寓意着土
地革命战争、全民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3 个不同革命时期，三块石
碑仿佛 3 个巨人，俯瞰富春大地这方曾浴血奋战的水土；又如 3 柄

利剑，直插云霄，昭示历
史的悲壮与沧桑。主碑高
28 米，象征着富春江风
帆，正面镌刻着张爱萍上
将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
不朽”8 个大字。碑后竖
立 8 块大理石刻，内侧
为 525 名革命烈士英名
录，外侧为 8 幅不同革
命时期人物刻雕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