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9月7日 / 星期一 / 责任编辑 / 夏盈瑜 / 编辑 / 林晓12 玉海楼

刘发清 13 岁在家乡青山为

红军送过信，当过小侦察员，还

在刘英同志组织起来的“戏班”

里学过戏，后被游击纵队收留为

小游击队员。1934 年 10 月，刘

发清跟随部队出发到闽浙交界

区去建立新区。

1935年3月，刘发清由闽浙

交界区调到刘英同志驻地——

福建苗人聚居处，粟裕同志也在

那里。10 多天后，刘英同志留

在闽浙交界区，刘发清所在的支

队奉命到江西东梁去执行任务，

在东梁住了八九天。这期间，同

敌军打了好几次仗。队长为歼

灭途中的敌人，战前派他单独潜

入虎穴，去敌人驻地侦察了 5

次。

部队到江西，他们会见了朱

德总司令，首长对他们进行了慰

问，给每个战士发五个铜板与一

套新军装，并告诉他们要过草地

到离太原八九十里的地方去执

行任务。由于长途行军 30 来

天，军粮吃光了，战士们五天吃

不上一顿饭菜，只好喝盐水，吃

野草，嚼树叶。当时又天天下

雨，淋得全身湿漉漉，战士行军

没力气，好多战士想站起来又晕

倒在路旁。

一天，队长告诉战士说：

“好消息！我红军主力已经到达

了目的地。明天我们要回去坚

持自己的地区——东山。”他们

这次出征来回行军一共花了 60

多天，路途上十分艰苦。

1936 年 9 月，队长告诉战

士准备要经福建、浙江、安徽去

找刘英同志。然而 ，未等他们

出发，刘英和粟裕两同志已带

着很多蛮好的短枪来了。战友

们见首长带新式武器来，个个

很欣喜。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

变后，举国抗日。1938 年 1 月

15 日，以刘英、粟裕同志为首的

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

在山门镇创办抗日救亡干部学

校，招收来自全省各地的学员

200多人，刘发清入校学习。

1940 年，新四军军部派干

部到浙东去，共 100 多人，其中

一师有 20 多人；何克希的二师

有 40 多人；谭启龙军部也有人

去。

当年年底，刘发清属第二批

干部进入浙东根据地。那时宁

波游击队已有200人，后逐步扩

大，与四明、天台、会稽等地接

上关系，于1941年四五月间，总

称为“三五支队”，队员有 500

多人。

一生从戎为保国
追忆刘发清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战斗故事

■郑育友

刘发清，又名刘玉清。1913

年 2 月 3 日出生于湖岭镇鹿木青

山村。

13岁，刘发清就为红军送信，

1934 年 1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6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部队曾先后担任：红军老四团一

营侦察员；新四军老四团三营八

连机枪班长、排长、副连长；新四

军一师七团连长；浙东游击纵队

警卫队队长、司令部作战参谋;浙

东纵队五支队三大队大队长;浙

东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第四支

队长，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

纵队副司令员;浙江第八军分区

警备团团长;浙江第九军分区人

武部副部长；浙江省荣军学校第

二分校校长等。

抗日时期，刘发清任新四

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直属警

卫营营长，他在浙东四明山地

区曾参加过以下四次主要战

斗。

刘发清生前曾多次向对女

儿刘建文讲东埠头（又称“洪

魏”，归属慈溪）的战斗故事。

他说，东埠头是宁波连接三北

地区的交通要塞，占据山顶，易

守难攻。1944 年农历三四月

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根据

区党委指示，动员群众，在三北

地区开展武装保卫秋收的斗

争。当时，新四军浙东游击纵

队司令部（包括刘发清的警卫

营）和五支队、三支队的两个大

队同驻在东埠头四明支队一个

大队。

我部在东埠头驻守达八九

天时间后，日本鬼子 60 名多人

偕同 300 多伪军，从浒山急速

出发对我东埠头围攻。当日，

还有一队鬼子兵从马岙气势汹

汹前来偷袭。何克希司令接到

军事情报后，决定痛打贺钺芳

伪军，实行三面围歼。命驻守

在东埠头的五支队、三支队的

两个大队都开赴东埠头配合四

明支队的一个大队歼灭日伪部

队。

是日，早上 8 时许，红日高

悬，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对敌战

斗开始。刘发清说，我警卫营

一连管见连长一马当先，率一

连战士冒着炮火先后三次冲入

日伪阵地，但由于管连长中弹

受伤，未能攻下小山堡。司令

部为打击日伪凶势，即改派营

部容副官代替出击。司令部再

三命令容副官一定要拿下日伪

驻点小山堡。容副官十分骁

勇，命战士用轻重机枪，手榴

弹 ，不停地向日伪阵地射击、

轰炸。经四次勇猛地冲锋，我

军和日伪军展开肉博战，敌军

才败阵退下，我军终于攻下敌

方阵地一小山堡。

据刘发清说，东埠头战斗

是我浙东主力部在三北地区与

日、伪军作战规模最大 、作战

时间最长的一次战斗。毙伤

日 、伪 军 100 余 人, 俘 虏 19

人。东埠头战斗取得胜利，不

仅鼓舞了浙东军民的抗日斗

志，也使日本鬼子三个多月不

敢出来扫荡东埠头。

此外，刘发清还参加蜻蜒

岗战斗、商量岗战斗和茶坑战

斗，当地群众竖起拇指称赞：

“三五支队实在了不起，敌人突

击营武器恁洋，也给三五支队

打得大败！”

刘发清在革命战争年代，

不怕流血牺牲，英勇作战，曾参

加和指挥过大、小战斗有 70 余

次，7 次光荣负伤，被定为二等

甲级残废军人。可是他从未吃

老本，仍说自己是人民的一位

普通勤务员。

1993 年 6 月，刘发清被司

法 部 授 予 一 级 金 星 荣 誉 章 ，

2001 年 3 月 20 日逝世，享年 89

岁。刘发清一生是革命的一

生、战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

生。

（此文根据刘发清女儿刘

建文口述整理）

随刘英转战闽浙边界区

抗战时期参加浙东战斗

关公帝“显灵”
■沈洪保

近来，我根据89岁族兄沈夏淦的讲述，整理出一段

往事，以还原历史。

1941 年 ，抗 日 战 争 进

入了非常艰难的境地，日军

疯狂地进攻沿海各大小城

市。

4 月 18 日夜，日本兵舰

开进飞云江，其陆战队登陆

攻陷瑞安城。4 月 19 日，瑞

安县城第一次沦陷，即“四·
一九”事变。

那夜凌晨三时四十分

许 ，县 前 钟 楼 突 发 紧 急 警

报 ，枪 声 炮 声 四 处 接 连 响

起，大街小弄都有人惊慌高

喊：“日本人登陆了！日本

人打来了！”全城百姓在睡

梦 中 被 惊 醒 ，这 突 发 的 事

变，使很多人乱了方寸，纷

纷仓皇出逃。

当时的城里百姓，只有

一 条 路 可 逃—— 北 门 。 道

路窄，夜色暗，逃难的人多，

争先恐后，甚至有踩死、踏

伤的，更有的想涉河而过、

被河水淹死的。逃出北门

后，有的投亲靠友，而大部

分人无栖身之所，只得暂时

滞留在离县城稍远的集云

山上。

日寇占领县城后的第

二 天（即 4 月 20 日），他 们

登上隆山，用望远镜观察城

里城外的情况，他们看见北

门外的集云山上人影幢幢，

于是派出三辆坦克车，计划

出城显摆威风，吓唬百姓。

瑞安旧城的街路不阔，

又都是砖头路、石头路，坦克

车跌跌撞撞往北门驶去。北

门瓮城边有座关帝庙，关帝

庙边有座石板桥，要出北门

必须要经过这石板桥。

当第一辆坦克驶上石

板桥时，刹那间轰的一声，

石板桥断了，那断头像刀切

了一样，坦克一头栽进了石

桥洞中，淹没在深深的河水

里。

由于老式坦克的圆形

车门在车的顶部，车顶正好

卡在桥墩下，车门怎么也打

不开，那些岸上的日本兵无

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车里

的坦克兵淹死在车里。这

时日寇慌成一团，叽哩呱啦

乱叫，到处强拉有力气的青

年人，威胁强迫，要求帮其

将坦克拉上来。

折腾了整整一天，才将

那落河的坦克拉上岸。并

且 随 即 找 些 木 料 ，浇 上 汽

油 ，将 那 淹 死 的 坦 克 兵 焚

化。日寇本想显摆威风的，

反而损兵折车，落得狼狈不

堪。百姓都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并且有人说这

是桥边的关公帝保佑百姓，

惩罚日本鬼子。

很快就有传言四出，说这

是关公帝“显灵”，日寇坦克驶

上石桥一刹那，关公用“青龙

偃月刀”将石板砍断，请看庙

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为砍

石桥刀头都断了半截。一传

十，十传百，为此群众都说关

老爷是多么的神武，那大刀的

威力是多么震撼。

由于瑞安军民竭力抗

击日寇。5 月 3 日，日寇就

蹲不住了，退出瑞安城。接

着，许多百姓就涌向北门关

帝庙，烧香磕头，感谢关帝

“显灵”，保佑百姓平安。那

一段时间关帝庙的香火之

盛，前所未有。

70 多 年 过 去 了 ，现 在

瑞安城里的八九十岁的老

人，或许还有的记忆犹新，

能够绘声绘色地叙说此事。

血战到底 李浙平/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