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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微微

驮山是个革命老区，山上分布着 5 个村。改革开放以后，塘下各地制
造业飞速发展，由于居住在山上不适应于现代生产需求，驮山人从 1993 年
开始陆续搬迁到山下的官山垟片。

如今的驮山上，只剩下高高低低隐没在山林里的石墙老屋、陈卓如纪
念馆、农家乐以及零星几户人家。官山垟片则成为驮山人聚居的地方，不
少人在这里办起了鞋厂，并形成了一定规模。

时代变迁给驮山和驮山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变化，尤其是中青年一
代，他们有着抹不去的驮山记忆，也有着搬迁至官山垟后艰辛的创业历
程。

四面环山分布五村，红色故居美名远扬，特产“菜头”带叶贩卖，移居下山再创辉煌

一个革命老区的时代变迁
驮
山

生活在山上，交通不便成了驮山人最大

的发展制约。改革开放后，塘下各地工业蓬

勃发展，驮山人陆续下山找工作，逐渐移居

到工作的地方。

“真正让驮山人下定决心搬下山，是

1993年驮山上的学校不再办学。为了让孩

子方便上学，大家不得不搬。”陈超贤曾在上

世纪 80 年代担任中爿村党支部书记，对当

时搬迁工作可谓劳心劳力。

5个村近千户人家，搬迁到何处？陈超

贤说，他在 1990 年就开始一边动员村民移

居，一边联系相关部门推进相关事宜。最

终，通过规划设计，将驮山下官山垟 200 多

亩田地开辟建房。1993 年开始盖新房，

1995年官山垟的新房大致落成。

“驮山人是白手起家，全靠自己的勤劳，

把新房一点点盖上去，有些新房一直到五六

年后才结顶。”陈超贤说。

搬迁至一个新地方，驮山人明白，要适

应新环境，创造新生活。

“搬迁到官山垟后，是苦过来的，干过来

的，一点点打拼过来的。”回想搬迁之初的生

活，如今办有一家鞋厂的陈超强感慨万千。

陈超强清楚地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与驮山相近的花台村（如今为温州市瓯

海区仙岩镇管辖）办了几家鞋厂，村里不少

青年到那些鞋厂边打工边学制鞋，这样你带

我，我带你，官山垟的鞋业也逐渐发展了起

来。

“打工学了技术，就在官山垟办起家庭

作坊，找人设计鞋样，自己买材料做鞋，生产

完摆在商城里卖，或者摆到别人店里卖。”陈

超强说，那时候官山垟一带处处都是制鞋作

坊，到2003年鞋产业已形成了一定规模。

2006年，陈超强买下一家破产的鞋厂，

自己办起了企业。但是万事开头难，开办之

初没有资源没有订单，给其他厂家代加工却

又遭遇对方“跑路”。无奈之下，陈超强决定

先提高鞋子的质量，凭借官山垟集聚的鞋业

再谋发展。果然，质量提高后订单也随之而

来。如今陈超强的鞋厂内有120多名工人，

年产130万双鞋，主要做外贸订单。

“官山垟现有79家鞋厂，70%的住户以鞋

业为生。”陈超强说，鞋业成为官山垟主要行

业，原来从驮山搬下来的700多户人家已壮

大到800多户，还迎来了五六千位新居民。

在驮山中爿村，有一幢显目的红色房

子，这是革命烈士陈卓如故居。

83岁的老人陈超贤曾是陈卓如故居的

管理员，也是陈卓如的老邻居，对陈卓如的

革命事迹知之甚详。

据陈超贤介绍，陈卓如出生于驮山一户

显赫家庭，先祖是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陈

傅良。1926年，陈卓如在温州加入中国共产

党，这年冬天，他以办学为名，在家乡附近龙

溪小学任校长。他组织农民协会，提出“打

倒军阀贪官污吏，一切权力归农会”口号。

1927 年，陈卓如根据党的指示回到驮

山，在农村积极发展农会会员，并先后建立

了驮山、沙渎等中共支部。当时年仅 23 岁

的陈卓如参加领导白门秋收斗争，目睹手无

寸铁的农民兄弟遭到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反

动派的血腥屠杀，暗下决心，要发动农民拿

起武器积极反抗。

1928年，陈卓如等人在驮山建立农民武

装——浙南第一支农民赤卫队。赤卫队建

立之初只有 16 人，每位队员在腰间扎一条

七尺长的红布，以大刀、长矛、土枪等为武

器，同土豪劣绅展开斗争。陈卓如拿出家中

的银元，给每位队员做了一套黄色军装。白

天队员们换上便服，有时去种地、砍柴，有时

装扮成贩卖茶叶、生姜等驮山特产的生意

人，摸清国民党军警及地主豪绅的底细；夜

间执行任务时就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战斗。

这支农民赤卫队后来以驮山为中心，向

各地延伸发展。队伍由建立之初的 16 人，

发展到 50 多人。由于赤卫队武器装备太

差，大多是土枪刀矛，陈卓如筹集了 100 块

银元，派队员陈超济赶到温州，通过各种关

系买到 2 支勃朗宁手枪、40 发子弹。赤卫

队就凭这两支手枪起家，通过袭击反动派

势力薄弱的警察所、盐警，壮大自己的武装

力量。

武器装备改善后，赤卫队在陈卓如的带

领下，开展打土豪、建农会、抗租税、闹暴动，

给予反动地主和国民党地方政权有力的打

击。1929年8月，永嘉、瑞安地下党负责人

在陈卓如驮山家中开会，配合全国革命形

势，将驮山农民赤卫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

十三军独立第一团，陈卓如担任东区区委书

记、红十三军副师长等职务。

不幸的是，1932 年 2 月，陈卓如遭叛徒

出卖被捕，牺牲时年仅28岁。

陈卓如牺牲后，当地流传着两首纪念他

的民谣。一首为《驮山出了个陈卓如》——

“前山下雨后山晴，盼来了红军子弟兵；大旱

庄稼得了雨，驮山出了个陈卓如。”另一首为

《驮山人民热爱陈卓如》——“天上星星伴月

亮，林中鸟儿爱树林，河中鱼儿不离水，驮山

人民热爱陈卓如。”

浙南第一支农民赤卫队诞生于驮山

驮山菜头，个大味甜远近闻名

每年农历十月中旬之后，是驮山菜头成

熟的季节。当年，驮山上家家户户都会挑着

成筐的白萝卜，经由驮山岭古道到温州、瑞

安市区销售。

驮山菜头根茎大、味甜、水分足，远近闻

名。说起塘下驮山菜头，很多人都会顺口地

说出一句话来：“驮山菜头有名字，名字叫连

缨。”所谓“菜头”，是白萝卜的别称，音取“彩

头”。

如今，在驮山上种植菜头的人已经不

多。但是每到了菜头成熟季节，还是有人会

特意跑到驮山上，买上几斤菜头带回去。

“以前我们种菜头，有种说法，白露天前

种下，菜头根茎又大又圆。”杨光庆老人如今

还在山上种了一些菜头。他说年轻时，每到

菜头收获期，几乎每天都要挑着菜头走古道

到温州、瑞安市区一带销售。群众一听“驮

山菜头”的吆喝，都闻声而来。一般销售菜

头，是除去叶子的，但驮山菜头带着叶子卖，

群众依然抢着买。因此得来“驮山菜头有名

字，名字叫连缨”这句老话。“缨”，在这里是

叶子的意思。

驮山还有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

菜头个头壮硕，吃起来爽脆。据介绍，菜头

是温带作物，在阳光充足的环境中生长，植

株健壮，产品质量好；光照不足则生长弱，叶

片薄而色淡，根形小、肉质劣。驮山的农田，

都朝向东面，从早晨开始，菜头就吸收着源

源不断的热量。另外，驮山海拔较高，日夜

的温差有利于营养的累积和根部的膨大。

迁居官山垟，白手起家建设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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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环山，曾分布着5个村

驮山位于塘下西部山区，海拔

350 米左右，四面环山，南接温州市

瓯海街道。这里山林茂盛，水源充

沛，阳光充足，土地肥沃。出入经过

东南西北四大山岭，即沈岙、山根、

畔浦、上金四大山岭。

据驮山中爿村老党员陈超贤介

绍 ，南 宋 时 期 ，驮 山 片 称 为“ 固 义

里”。明朝时改名为驮山，据称是山

的形状远看像骆驼的头，因此称为

驮山。《瑞安市志》“民间道路桥梁”

记载，“1946 年，全境共有桥梁 711

座，其中建桥时间最早的为唐贞观

间（627-649）建的驮山中爿村半山

亭湖基桥（已废）”，这表明了驮山建

村历史之久远。

在 1993 年之前，驮山人还未搬

迁 到 官 山 垟，5 个村村民住在驮山

上。虽说是住在山上，但驮山山体并

不陡峭，山中有多处平地。5 个村由

东至西分别为东爿村、中爿村、梅林

村、岩头村、西爿村，各村相互交错，

房屋前后高低排列着，每户人家之

间，均有一条精致的石头路相连。

“山上有 300 多亩水田，700 多

户人家，每三四户人家就有一口水

井，驮山上的水源是很充沛的。”如

今偶尔还会回驮山住几天的杨光庆

老人说，当时驮山上人口集中，各种

设施齐全，医疗、学校、供销社、菜市

场 等 都 有 。 早 前 驮 山 属 于 横 山 乡

时，乡政府就设在驮山，是一个极为

热闹的地方，且山上东南西北四个

方向可通往温州、瑞安市区以及塘

下等地，农贸产品交易走的就是驮

山岭古道。

5个村庄，生活着5个姓氏

驮山 5 个村有 5 个特别的名字。

最近正潜心撰写《驮山志》的陈超贤

老人介绍，东、西、中爿村村名是按山

上的位置起的；梅林村据称因当年村

内种有一棵大梅花树得名；岩头村因

村里出产一种名为虎头松的岩石得

名。

“驮山有5个姓氏，陈、杨、翁、贾、

潘，其中陈姓为大姓，5 个姓中有 4 个

从福建迁到驮山。”陈超贤翻阅了我

市各个姓氏的族谱，找出了驮山 5 个

姓氏的来源。据记载，中爿村陈姓、

岩头村和梅林村贾姓、岩头村潘姓、

西爿村杨姓始祖均来自福建长溪赤

岸，分别于唐贞观年间、唐天宝年间、

唐天宝年间、元至元年间搬迁于此。

而东爿村翁姓始祖于元至治年间由

四川避乱搬迁至此。

驮山古道，串联塘下和瑞安、温州市区

从驮山脚下，沿着弯曲的山路盘

旋而上，经过近6公里约10多分钟的

车程，来到驮山中爿村位置。据中爿

村党支部书记陈义弟介绍，驮山昔日

的热闹已经不再，留下破损倒塌的老

房子、越来越光滑的石头路以及隐没

在杂草中的驮山岭古道。但仍有个

别村民把老屋重新装饰，过上了种

田、放羊、酿酒的田园生活。

陈义弟今年 40 多岁，1993 年举

家搬迁到官山垟，2008年又上山办起

了农家乐，如今他经常住在山上。

“那个祠堂当年是学校，我小学

就在那读，路边这房子原来是一个小

卖部，小卖部边上不远处就是菜市场

……在这么窄的道上做生意，村民也

能往来自如。”陈义弟带着记者穿梭

于驮山 5 个老村庄，边走边回忆，学

校、供销社、菜市场往昔的热闹场景

仿佛又出现在他眼前。

“这可是村里当年的‘豪宅’，一

位华侨回来盖的，现在还保存得比较

好。”沿着一条石板路往最西边的西

爿村走，只见一道高高的围墙将四五

间房子围成一个独立院子，围墙用打

磨好的岩石砌成，表面没有青苔。推

开院子大门，眼前是一个大院子，房

子按照传统的方式建筑，2层楼，左右

建有厢房。

陈义弟介绍，这样“豪华”的老房

子在驮山并不多，如今这户人家后代

均住在国外，偶有回乡。据同村80多

岁老人杨光庆介绍，该房子建成至少

有50年时间，可能是村里最早一代华

侨盖的房子。

穿过西爿村，沿着厚重的石阶来

到驮山岭古道。因鲜有村民来往，现

在两侧树木茂盛，路几乎隐没在山林

中。“我们小时候春游，经常走古道到

瑞安看电影，带上自家制作的饼和零

用钱，早上出发，下午回来。”陈义弟

说，如今虽常住在山上，但是这条古

道他也不常走了。

驮山岭古道，是塘下最有名的一

条古道，将塘下和瑞安市区、温州市

区串联。古道始于塘下镇罗凤驮山

社区，终于锦湖街道飞云江畔的前垟

村，海拔高度约350米，全长8公里。

古道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

12世纪。在山顶北侧，有一座石构城

墙，城墙所在村落叫李山寨(原为瑞安

地界，现归属瓯海)。

根据《瑞安市志》卷二十三“古寨

堠”篇记载：“宋宣和二年(1120 年)瑞

安知县王公济为拒方腊义军，令境内

筑关隘 10 处，并在全县征乡兵 4 万，

分守。”其中就记载有驮山岭古道旁

的李山寨——“李山寨，在今仙岩镇

西李山上，沿南塘驿路(温瑞驿路)通

温州。”

在这条古道上，千百年来，塘下

人曾肩挑背扛运送商品，维持生计；

屯兵扎寨，修筑军事要塞；建立红色

根据地……

山上的老房子

陈卓如故居

村内最早一代华侨回乡后盖的房子

驮山菜头(摄于去年)

原驮山片的菜市场

搬到官山垟后，村民纷纷办起鞋厂。

搬到官山垟后，村民盖起一排排房子。
驮山岭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