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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麦点杯”全国青
年男子拳击锦标赛 7 月初在宁
海中学落幕，来自全国各地 37
支代表队的 300 多名拳击选手
进行了 10个级别的较量。这项
由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
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拳击协会主
办的大赛，已是第二次在宁海
举办，执行单位是宁海的搏星
拳击俱乐部。

比赛过程中，宁海搏星拳
击俱乐部理事长王必文一直忙
前忙后，用他的话说是“累并
快乐着”。他很乐意看到，通过
举办比赛，宁海的拳击氛围越
来越浓，拳击运动受到越来越
多人的喜爱。

比赛刚一结束，全国拳击
教练员培训班又在宁海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顶级拳
击教练参加了培训。培训班特
别邀请了 10 多位中科院博士、
博士生导师担纲授课，还邀请
了曾担任拳王泰森教练的汤
米·布鲁克斯为大家授课。宁
海县体育局和搏星拳击俱乐部
是该活动的承办方。

“青少年拳击技术的培养，
应注重基本功的练习，而基本
功的练习有赖于教练员的训练
水平，于是我萌生了承办全国
拳击教练员培训的念头。”王必
文表示，办培训班的目的，是
想进一步增强人们对拳击的认
识。他还打算创立全国拳击运
动员培训基地，举办国际拳击
高峰论坛。

一家县城的拳击俱乐部，
能够承办这样大型的全国性拳
击赛事和活动，这在全国都很
少见。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王必文对拳击运动有着特殊的
感情，可以说是拳击改变了他
的人生。

今年 48岁的王必文身材健
硕，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许多，这是他常年坚持拳击锻
炼的结果。很少有人知道，小
时候的王必文身材肥胖，这让
他自卑又自闭。“上学时全年级
跑步，我经常跑在一群女生后
面，遭到同学们嘲笑。”王必文
说。到了高一的时候，有一天
他莫名其妙遭遇校园暴力，被
几个同学打得后脑勺流血不
止，去医院缝了 7 针。这件事
对王必文刺激很大，他立志要
自立自强。恰好他的同桌在跟
着一位教练练习拳击，于是王
必文随同前往，得到了拳击教
练董克强的悉心栽培，进步很
快。

高中毕业后，王必文选择
去当兵，在部队期间，一直坚
持着练习拳击的爱好。转业
后，王必文进入宁海的一家银
行工作，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拳
击运动，他开始免费推广拳
击，业余时间都花在教别人练
习拳击上，还把积蓄花在场地
费、器材费等方面。

周围有一些人不太理解王
必文的做法，好在爱人一直很
支持他。“一开始只有几个人，
后来学的人越来越多，我每天

教，嗓子都要冒烟了。”王必文
笑着说。

几年下来，王必文培养的
学生在全国性的各类拳击比赛
中获得 10余项冠军，他还向省
队和体校输送了不少拳击苗子。

然而这项事业也让他负债
累累。怎么办？夜深人静的时
候，王必文陷入思考。后来他
决定辞去工作，下海经商，开
工厂做外贸。

王必文把练习拳击的劲头
用在了做生意上，生意越来越
红火。这时，他又做出了让不
少人感到意外的选择——从外
贸生意中抽身，把生意交给同
事去做，自己开办拳击俱乐
部。“我想轻松点，做自己喜欢
的事。”王必文如此解释说。

就这样，宁海搏星拳击俱
乐部成立，王必文希望通过俱
乐部的推广和培养，将来为宁
海打造一位拳击世界冠军。为
了发现好的拳击苗子，他还派
人免费到宁海的中小学校教授
拳击。

想要让拳击进入学校并非
易事。王必文还记得他第一次
去宁海一所小学，跟校长提出
免费开设拳击课的建议时，校
长当即回绝了他，理由是学校
里开设的体育运动项目已经够
多了。王必文没有放弃，他给
校长讲述了自己练习拳击的经
历，以及这项运动对练习者的
益处，校长听完后很感动，最
终决定把拳击运动引入校园。
目前宁海有一所小学和一所中
学开设了拳击课，搏星拳击俱
乐部的教练会定期免费授课。

打 拳 会 不 会 让 人 好 狠 斗
勇？王必文认为教拳更要教
人。“如果有小孩打架，我会跟
他说：‘要打去拳击台上打，一
个 不 够 安 排 五 个 十 个 让 你
打’。”对于那种特别顽劣的学
员，王必文会将其劝退。

渐渐地，学员们体会到了
练习拳击的好处，有人减肥成
功，有人身强体健，有人健身
之余还结交了不少朋友。王必
文还告诉记者，有个学员的脑
袋之前曾被人用榔头敲了一
下，局部脑壳受损神经受到压
迫，时有癫痫发作，去医院治
疗没有明显效果。机缘巧合，
此人跟随他练习拳击，后来癫
痫竟不药而愈。

在教授学员拳击之余，王
必文喜欢喝喝茶、练练书法。
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
上面摆满了笔墨纸砚，看得出
来，他的书法功力不浅。“小时
候，父亲时常会拿来厚厚一叠
纸让我练书法，练完了才能出
去玩。”王必文说，近年来，书
法才真正成为他的爱好。

在17岁到37岁的漫长岁月
中，王必文基本上每天早上坚
持练习拳击或者进行各种体能
训练，从 5 点练到 7 点。这么
多年能持之以恒，他也很佩服
自己。“家长最好给孩子培养
一个运动爱好，然后每天坚
持，孩子会更有毅力，孩子结
交的朋友也会是健康向上的。”
王必文说。

王必文：

拳击推广的热心人

除了练习拳击，书法也是王必文的一项爱好 （姬联锋 摄）

王泰栋 周雅飞

17岁，英俊少年的他，参加
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27 岁，患有腿疾的他，参
加了恢复和重建宁波党组织；

80 多岁，到了黄昏之年的
他，念念不忘战斗中牺牲的战
友，希望留下自己的见证……

他，就是宁波籍革命老战
士竺扬 （竺良牧）。

在纪念建军 90 周年、纪
念新四军成立 80 周年之际，
为了再现竺扬的生动事迹，宁
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组织一
个摄制组，历时半年进行拍
摄。从奉化江口竺家、奉化
县城，到鄞南地区的朱家峰
观音庄、天王寺，再到四明
深山的壶潭村，凡是竺扬足
迹所到之处，摄制组一一造
访 ， 又 到 北 京 、 上 海 、 武
汉、南昌等地，寻访他的学
生、子弟。谈起竺扬，好些
人说“良牧是我的领路人，一
生不会忘记他。”

1926 年，竺扬在省立四中读
书，与沙氏兄弟沙文威 （史永）、
沙文汉以及陈修良和陈修良的母
亲、被称为“众家姆妈”的陈馥老
太太十分熟悉。史永当时是宁波市
学联主席，是团宁波地委的负责人
之一，竺扬是共青团员，市学联的
主席。1926 年，竺扬被学校开除，
回到奉化江口竺家老家，这期间他
干了两件事。他与哥哥竺一平发动
农民运动，组织农会、二五减租。
把他的阿婶与蒋介石的妹妹一同念
佛 的 庵 堂 也 封 了 ， 改 成 “ 养 老
院”。他还成立了党支部。当时中
共宁波地委负责农民运动的委员竺
清旦到江口检查工作，一边赞扬这
个稚气又莽撞的少年“农运搞得
好”，一边又委婉地指出其程序上
的不足。之后，兄弟俩正式加入中
国共产党，党支部也得到承认。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后，反动派通缉了一批党员、团
员，他们中的一些人迅速转移到武
汉。竺扬和同乡俞佩钦，还有宁波
手工业工会领导人柴水香等人也到

了武汉。7 月，武汉已经出现了汪
精卫和蒋介石合流反共的迹象，于
是，17岁的少年竺扬与俞佩钦、柴
水香等奉命参加贺龙的二十军教导
团当学生兵，投身八一南昌起义。

8 月酷暑，他们一路作战，一
路向南行军。江西会昌一战中，竺
扬亲眼看着俞佩钦倒下了，他自己
腿上也中了一颗子弹。但他还是坚
持跟着大部队走，一直走到汕头，
在过一条塞满尸体的河流时，伤口
感染了，生了蛆，他被抬到伤兵医
院。没有药物消毒，医务人员只好
拿干石灰撒在伤口上，用水一浇，
他痛得死去活来。无奈之下，他写
信向哥哥竺一平求援，竺一平闻讯
立马卖掉田产赶去，费尽心力把竺
扬拉回上海抢救。命算是救回来
了，可是他的腿落下终身残疾，在
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伤痛时不时折
磨着他。

当时，兄弟俩是遭到通缉的，
他们只好在上海一边疗伤，一边暗
暗寻找组织。不久后竺扬由党组织
介绍到华南大学读书，在那里认识

了同乡朱镜我，朱镜我是鄞县人，
是一位大学者。不久，华南大学被
查封，竺扬又找到了沙文汉，沙文
汉刚从苏联莫斯科学习回来，沙文
汉安排竺扬在沪西区委印刷厂工
作，后来印刷厂又被查封了。竺扬
带了一些秘密印刷的党的文件、宣
传品回到家乡，家乡反动派仍旧要
抓捕他，他只好又逃回上海。与沙
文汉一起住在常德路一家煤炭店楼
上，办“上海学圆学校”，帮助安
排宁波一些逃亡的青年，他既当教
师又当管理人员，没有一分钱报
酬。“九一八”事变后，成立了沪
东教育界抗日救国会，组织剧团宣
传抗日思想，“左联”还派人来辅
导。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
战后，学校、剧团解散了，竺扬只
好再度回到宁波。当时，中共宁波
市委负责人杨仁梓叛变，交出了党
员名单，宁波党组织遭到极大破
坏。幸好杨仁梓并不认识竺扬，竺
扬继续在鄞南各个小学教书，不断
地向学生、青年宣传抗日救亡思
想。

摄制组不久前到南昌寻访，可
惜，见证竺扬参与南昌起义等辉煌
历史的知情人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他们不是牺牲，就是故去。

投身南昌起义 一路作战

1932年后，竺扬在鄞南几个小
学当校长、教师，期间结识了鲍浙
潮、陈秋谷、周鼎等大革命时期的
老党员。卢沟桥一声炮响，全面抗
战爆发。竺扬和几位年轻人投身抗
日救亡宣传，组织了“生活剧团”。

当时他27岁，还是青年，热血
沸腾，不过也时常感到没有主心
骨。当听说老师朱镜我被释回老家
金峨养病时，他非常兴奋，“还是
去找朱先生，他是老党员，向他谈
谈我们的想法。”

朱镜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说
“抗战是长期的，抗日救亡必须要
有一个核心领导，这就是建立党组
织，担当起历史的使命，我们一起
干。”朱镜我来到观音庄，成立了5
个人的中共浙东临时特别支部，朱
镜我当选为书记。他原本想叫竺扬
到上海找八路军办事处的潘汉年，
后来考虑再三，还是自己抱病去了
上海找上级党。

1937年10月，朱镜我从上海回
来，传达了三点意见：同意恢复朱
镜我、竺扬、鲍浙潮、周鼎、陈秋
谷等 5 人的党籍；撤销原自行组织
的“浙东临时特别支部”；正式成
立“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

“临特”成员，仍由原“临支”成
员 5 人组成，朱镜我任书记。“临
特”决定在鄞西洞桥天王寺举办游
击干部训练班，又称“飞鹰团”，
由鲍浙潮负责与鄞县县长陈宝麟联
系。飞鹰团团长由陈宝麟兼任，鲍
浙潮任副团长。政治课由朱镜我、
庄禹梅讲授。

竺扬在飞鹰团里恢复竺一平、
庄禹梅等老党员党籍，并发展了青
年学生秦加林、詹步行、陈冠商等入
党。国民党鄞县党部派来了军训教
官周镐，周成立了一个帮会。于是竺
扬也成立了兄弟会，秦加林、詹步
行、汪诚功（徐朗）、陈冠商都是成
员，他们团结一致，暗地里掩护朱镜

我等人，防止国民党反共分子捣乱。
从 1938 年起，竺扬把朱洪山、

王晓峰、胡华、竺宜俊 （蓝瑛）、
张林冬 （女） 等青年学生送去山西
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延安陕北公学
学习。之后，这些人有的在浙东从
事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如
朱洪山后来任新四军浙东留守处副
主任，解放战争时壮烈牺牲了。有
的如胡华已过世了，但是蓝瑛、张
林冬尚健在。在接受摄制组采访
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竺扬是
我们的领路人。南昌起义，他九死
一生，追随党，信仰不变。”

1937年10月，“浙东临特”刚恢复
时，党员仅20余人，到1941年4月宁
绍特委分开时，党员发展到875人。这
些党员后来成为创建浙东敌后抗日根
据地和新四军浙东纵队的骨干。

今年 5 月，摄制组赶到武汉采
访。96 岁的张林冬老人，80 多年前
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了。武汉有关
部门获知这一情况后，说“宁波对抢
救革命老人口述史料很重视”。而对
蓝瑛同志录音录像后不久，这位 96
岁老人就住进了重症病房，他的子
女说：“宁波对革命史料抢救很及
时。”

今年 7 月 20 日，骄阳似火，摄
制组来到朱镜我烈士故居朱家峰。
追溯当年革命者的行踪，摄制组同
志深有体会地说：“1937 年七八月
间，竺扬拖着伤腿步行40公里找到
他的老师；朱镜我不顾大出血的危
险赶到观音庄，再到上海，重建了
宁波党组织。老党员们身上体现了
怎样的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一息尚存，对党忠贞。”

恢复和重建宁波党组织 呕心沥血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宁绍特
委改成宁属特委和绍属特委，竺扬
因为已有所暴露，组织上决定将其
转移出去。他先撤退到上海，找到
了沙文汉，当时沙文汉是江苏省委
宣传部长，隐蔽在上海巨籁脱路

（现巨鹿路）、“众家姆妈”出资购
买的一幢房子里。而东南局书记饶
漱石在皖南事变突围后，由江苏省
委书记刘晓安排在“众家姆妈”家
隐蔽了 4 个月。沙文汉找饶漱石汇
报了竺扬的情况，饶同竺扬谈话，
建议他去苏中。当时竺扬腿伤复
发，饶指示由组织出钱先在上海治
伤。几个月后，竺扬带着大儿子竺
振放前往苏中如中县，竺任县委组
织部长。到了 1942 年夏，谭启龙、
何克希在浙东成立区党委和三北游
击司令部，竺扬又回到浙东。谭启
龙派竺扬担任宁波城区特派员，竺

扬把妻子、女儿和侄女都带到宁
波，建立秘密联络站。现竺振放已
故，但竺扬的女儿、小儿子、侄
女等还健在。

1945年，竺扬腿伤复发，在四
明山后方医院一边治疗，一边做指
导员。有一次他坐船来宁波城区途
中，被两个叛徒认出，关到宁波宪
兵队。谭启龙立即命令丁公量通过
埋伏在日军驻宁波宪兵司令部的四
〇〇反间谍小组的周迪道 （也是
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 加以营
救，周迪道假意让竺扬去四明山搞
情报，骗过日军，于是竺扬脱身回
到四明山。

1945 年 9 月，他随军北撤，在
华东局党校学习几个月后，分配在
山东工商局工作。1949年随军南下
回到上海，在华东财委下的新建公
司工作，又筹建利民运输公司，担

任这两家公司的经理。“三反”时
竺扬被错误处理，以至牵连到哥哥
竺 一 平 。 但 是 ， 他 的 学 生 胡 华、
秦加林都很关心这位革命的引路
人。时任驻外大使的秦加林，只
要一回上海就来看望他。党史专
家 胡 华 教 授 ， 也 多 次 为 竺 扬 叫
屈。“文革”中，无数次批斗将这
位老革命摧残得耳朵都聋了，但他
绝不低头。

晚年的竺扬一直记挂着昔日的
战友和烈士。他念念不忘与他一起
参加南昌起义而牺牲的俞佩钦烈
士，他为俞写了证明，并积极寻找
联络另一旁证人。他说：“我如果
不证明这段历史，可能以后没有人
会知道俞佩钦。”烈士的血不能白
流，竺扬为此无怨无悔地奔走。

1994 年 4 月，他在上海病故。
正如文献纪录片 《无名英雄》 主题
歌中所唱：藏在心头的记忆，一段
无悔的业绩，默默无闻又何妨，留
下正义在心里。我的心，我的爱，
洒遍大地和山脉……

铭记当年战友 初心不改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群雕前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群雕前，，竺扬的孙子竺松民竺扬的孙子竺松民 （（左左）） 接受采访接受采访 （（龚国荣龚国荣 摄摄））

9696岁高龄的张林冬老人岁高龄的张林冬老人 （（左左）） 接受采访接受采访 （（龚国荣龚国荣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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