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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德昭，字潜斋，化名昭洞。
少时的他，从父读书识字，又喜学
拳棒。16岁时，父亲病逝，为求一
家生计，不得已而辍学，由母亲送
其到油坊当学徒，满师后又转至一
家亲戚开的米行当职员。

其时，清政府假托立宪，余姚
县城举办地方自治讲习所，费德昭
矢志学习文化，日后报效祖国，遂
弃商进讲习所学习。毕业后回到坎
墩从事乡村教育，着手筹建保德小
学，并被推为校董之一。他曾带头
破除迷信，拆庵堂庙宇建校舍，并
在宗族祠堂办起农民夜校。这在当
时为不多见的新鲜事。

1911年辛亥革命事起，费德昭
对当时清政府的卖国媚外、腐朽无
能和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十分痛
恨，开始投身革命运动。

这年，费德昭与当地名人杜天
糜 （杜鹏展） 等相偕赴杭，与革命
团体光复会取得联系，共举革命大
义。他化名昭洞，招募家乡有识之
士在沪秘密制造土炸弹运往前线，
深受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器重。

然而，中华民国成立不久，政
权落入北洋军阀之手，陶成章遭暗
杀。轰轰烈烈的革命遭此厄运，费
德昭悲愤交集，几次欲报仇而未能
如愿，遂退居乡里，埋头教育事
业。

费德昭整顿学校教育工作，先
后出任保德小学、储德小学校长达
10年之久。缘其为人正直，乐于济
人扶危、排难解纷，深得当地群众
推崇。1922年，已过不惑之年的费
德昭被推举为保德乡自治委员和余
姚县议员。

为了百姓，费德昭敢和地主、
军阀斗。1923 年秋，姚北连遭大
雨，大批棉田受淹，盐坂被浸。百
姓生活无着，政府官员却置若罔
闻。灾民忍无可忍，结群去向廒
商、蓬长要求救济，谁知官商不但
不赈济灾民，反而唆使盐警向饥民
开枪，由此激怒了群众，引起械
斗。

其时，费德昭正在县城开会，
得此消息，星夜赶回坎墩，明言支
持灾民斗争，他一面警告盐警不得
胡作非为，一面呼吁各界、各乡联
名向省政府致电，控诉廒商暴行，
要求释放被捕灾民。这一斗争，历
时半月，最后当局慑于众怒，又恐

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不得不撤走
盐警，释放被捕灾民。

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迅猛
发展，北伐军前锋进抵江浙。

当时，盐场反动武装缉私营自
恃拥有武力，一再捣乱和阻挠革
命，缉捕革命志士。费德昭旗帜鲜
明地站到工农革命一边，与中共党
员竺清旦、国民党左派人士郭静唐
等取得联系，把原姚北水巡队重新
召集起来，并招募四乡勇士，配合
革命斗争。

1926年底，遵竺、郭之命，费
德昭率领队伍夜袭相公殿缉私营，
击毙缉私队长及盐警多名，缴获了
部分武器。驻庵东缉私营闻风丧
胆，仓促逃窜杭州湾。此后，根据
竺、郭意见，费德昭在姚北建立革
命武装——浙东人民自卫军，配合
北伐革命。不久，军阀孙传芳从江
西败退，企图据守浙江顽抗，加紧
对革命力量的血腥镇压。窜匿海北
的原庵东缉私营亦卷土重来，余姚
城乡顿时一片白色恐怖，革命力量
遭受挫折。

1927 年 1 月，费德昭重组浙东
人民自卫军，2 月 18 日，率自卫军
80余人，袭击浒山警察所，缴获了
一批武器，次日，又乘胜进袭余姚
县城，城内、城郊群众纷纷赶往配
合。其时，县长方允中已闻讯逃匿
宁波，驻城武装无心抵抗，浙东人
民自卫军顺利进驻姚城，从此结束
了军阀政府在余姚的统治。国民党
余姚县党部正式成立，浙东人民自
卫军改编为余姚县纠察队，费德昭
任队长，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余姚形势逆变，共产党员和进步人

士被迫先后撤离余姚。费德昭率领
纠察队武装继续坚持姚北。同年 6
月，省防军大批开到，敌我力量悬
殊，费德昭知坚持无望，下令将队
伍化整为零。6 月 29 日，省防军到
达坎墩，大肆搜捕。费德昭在群众
掩护下虽免遭其难，然家里被洗劫
一空，三子费永余亦被逮捕。次
年，次子永禄被驻军杀害。费德昭
只得带四子永思暂避上海。直至这
年 5 月，省防军撤离姚北，才得以
返乡。

1930 年 6 月，根据中共中央指
示，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计划在浙
东三北地区组织武装起义，并派党
员史济勋来余姚具体帮助指导。

接受任务后，史济勋立即写信
约费德昭赴上海会晤。费德昭接信
后，当天即派四子费永思赶赴上
海，二人相携而回。抵姚后，史济
勋与中共余姚县委取得联系，传达
了中央决议精神。县委决定由洪传
扃 （县委副书记）、胡尧田 （县委
委员） 前往坎墩，协助史、费组织
暴动，朱亚之 （县委书记） 等坚持
姚城，负责情报和物资供应。

史、洪来到坎墩费家，费德昭
已由永思告知赴沪情况，向史、洪
表示赞同暴动。不顾亲友的劝阻，
他一面邀集施若愚等大革命时期的
战友来姚汇合，一面招纳旧部，积
极进行暴动准备。与此同时，江苏
省总行动委员会派罗希三、王连
英、徐云千等携少量枪支、经费抵
达坎墩，协助暴动。

8 月，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接
到史济勋等关于姚北武装大暴动准
备工作情况的汇报，派代表带镰刀
斧头图案的军旗一面到达坎墩，以

总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这支队伍
为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费德昭为
师长，史济勋为党代表，洪传扃为
政治部主任。

红 一 师 下 辖 两 营 ， 计 100 余
人，长枪40余支，短枪若干，师部
设于坎墩六灶庵。为了扩大武装，
补充枪支弹药，红一师在党的领导
下曾两次袭击姚西黄家埠、慈西蜀
山蔡宅的地主武装。

凭着多年带兵经验，费德昭白
天将部队隐蔽于旷野，夜间出入村
市。他曾将队伍拉到宁波郊区三七
市、二六市等地进攻警察所。未及
二月，红一师活动遍及宁波市郊及
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北部地
区，军威日增。

红一师日益频繁的军事行动和
宣传活动，使地主、劣绅恐慌异
常。反动当局急忙搬兵镇压。

面对强敌，费德昭率领红一师
声东击西，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
圈，转战鄞西；又成功地袭击了黄
古林警察所，缴获长、短枪多支，
致使保安军第六团陈鹏举营不敢轻
举妄动。

红一师在艰难环境中坚持月
余，时值 10 月深秋，气候日转寒
冷，加之作物收尽，旷野已无藏身
之地，活动日趋艰难。为保存力
量，红一师决定暂缓暴动。红军战
士疏散，枪支弹药分头隐藏，目标
大的人员暂时退避上海。

费德昭变卖家产资助史济勋、
洪传扃等党的领导人先行离姚去
沪，然后自己也携家眷避居上海。

1931 年 6 月 29 日，费德昭在上
海法租界双桂里寓所被捕，先被羁
押“法公廨”月余。之后，浙江省反动
当局买通帝国主义，将他引渡到浙
江，囚禁于杭州浙江陆军监狱。

在狱中，费德昭遭到严刑审
讯，坚贞不屈。身陷牢狱的他，不
忘斗争，两次发动难友越狱，但因
事泄而未成。

余姚群众闻悉费德昭被囚，纷
纷签名请求保释。姚北四十村闾
长联名呈请当局，表示愿以身家
性命为之担保；绍兴等七邑旅沪
同乡会也电请省府，要求保释，
并 募 款 筹 集 援 助 资 金 。 这 段 往
事 ， 刊 载 在 1931 年 7 月 24 日 的

《申报》上。
然而，反动当局不允交保，并

将费德昭判处死刑。1932年 6月 25
日下午 2 时，费德昭被枪杀于浙江
陆军监狱，时年56岁。

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的暴动虽
然失败了，但为 20 世纪 40 年代中
共领导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浙
东开展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群
众基础。

2017年12月，《中国共产党浙
江省象山县历史》第二卷（1949—
1978）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
版。这是一部记述象山党组织领导
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和自身建设历史的著作。

该书编写历时十余年，共 4
编，19 章 60 节 179 个目，36 万

字 ，全 面 反 映 了 1949 年 7 月 至
1978 年 12 月象山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各方面在不同历史阶段
的发展轨迹，热情讴歌了全县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
斗、发愤图强的精神风貌，是一部
对全县党员、干部、群众进行党
史教育的教科书。（吕国民）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象山县历史》
（第二卷）出版

NINGBO DAILY

政治纵深
9-12

9
2018年1月15日 星期一

党史·方志

电子信箱/49071052@qq.com

责任编辑/王佳

“四民”中的工匠是古代宁波
手工业、建筑业等发展的主要实
施者，也是技术创新的承载者。
尚存四明大地甚至海外的各类雕
刻、家具以及桥梁、祠庙、民居
等，凝聚着历代匠人匠心的接续
与传承。

在宁波旧志中，有工匠分类
的记载，如乾道志 《重修朝宗石
碶记》 记有石工、铁工、木工；
开 庆 《四 明 续 志》 有 药 工 、 石
工、军工、民工之分；民国 《鄞
县通志》“博物志”乙编“工艺制
造品之部”记载了除机械土木之

外“甬上百工”情况。亦有名工
匠事迹的记述，延祐 《四明志》
卷第十六“释道考上”，“在城寺
院”“天宁寺”目记录北宋建隆年
间，工人王百艺“极雕刻之巧”，
作品神妙处，“鼠雀不敢近”。

那时的“工匠精神”，旧志中
着墨颇多。开庆志卷一“讲义”
归 纳 工 匠 行 业 的 特 点 ， 强 调

“ 工 ” 因 “ 有 售 否 ”， 与 “ 农 ”
“商”均受制于“天”“人”两个
主客观条件。而甬匠特别重视工
艺上的“精兜巧雕”，追求精益
求精，同时“义利兼顾”。宁波

老话讲“木匠不用学，榫头拷准
足”，木工活最难的是做榫头。
民国志载有“小木作”目，记有

“甬匠于斗榫 一 项 犹 能 守 古 法 ，
近 年 外 埠 匠 人 竞 仿 欧 制 率 舍 榫
而 用 钉 ， 工 事 虽 较 便 利 而 成 器
不 固 ， 独 甬 匠 能 不 趋 时 贪 便有
可称者”。

近年来研究表明，古代宁波
工匠远渡重洋赴日本等地利用家
乡石材开凿了一批具有唐韵宋风
的 石 狮 、 石 塔 、 造 像 等 ， 成 为

“东方文明之都”的历史见证。
（高曙明）

旧影旧志中的工匠

红色记忆

1

1 月 4 日，市委党史研究室
召开 2018 年第一次理论中心组
扩大学习会，传达学习中央八项
规定实施细则、全国地方志机构
主任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市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重点学习讨论了

“红船精神”。
“红船精神”诞生于中华民

族内忧外患之际，承载了为人民
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
命，承载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信
仰。中国共产党从红船启航，带
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
的征途中取得了一个个举世瞩目
的成就。与会人员表示，在新时
期继承发扬“红船精神”，就是
要结合实际工作，不忘为党写
史、为民修志的初心，牢记传承
红色基因、讲好党史故事的使
命，多讲奋斗，敢于担当，埋头
苦干，力争使我市的史志工作步

上新台阶。
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红

船精神”在新时代的意义。开天
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
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
神，在当下仍具有鲜活的现实意
义，要增强学习弘扬“红船精
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使

“红船精神”常学常新、历久弥
新，为全市史志干部提供丰厚的
精神滋养；要以“红船精神”为
指引，认真履职。重点做好两个

“突出”，突出抓好主业，增强紧
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只争
朝夕的精神全力推进二轮修志、
党史三卷编写等工作，突出抓好
队伍建设，把思想作风建设作为
长线工作来抓，进一步营造团结
和谐、正气干事的良好氛围。

（王益）

市委党史研究室理论中心组
专题学习“红船精神”

中共东山头支部成立处旧址
（锦堂学校） 位于慈溪市观海卫
镇锦堂职高，是浙江省文物保护
单位。

1938年 5月，中共慈溪县工
委建立后，就在基层积极开展党
的组织建设，三水地区的党组织
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为在观城
地区建立党组织，1938 年 8 月，
县工委派委员邵明以锦堂师范附
设农民教育馆干事的公开身份到
慈北开展工作。经县工委书记周
朴农介绍，邵明与锦堂师范校
工、党员王惠良和锦堂师范附设
民教馆长、党员王鲁戈接上了关
系，3人在锦堂师范校内成立了
中共东山头党支部。邵明任党支
部书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慈北

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
1938年 9月，县工委又派朱

洪山到慈北加强工作。12 月，
慈北战时任务大队成立，邵明和
朱洪山分别担任正、副大队长。
支部以这个合法组织为依托，领
导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党组织。
1939年1月，中共慈溪县工委改
为中共慈溪县委员会。3月，朱
洪山调离后，慈溪县委派詹步行
以慈北区委书记名义 （实际区委
未建成） 协助邵明开展党的组织
工作。后邵明、詹步行先后调
离。战时服务大队在 1940 年春
遭顽固派的破坏而解体，支部活
动趋于隐蔽。后东山头支部改为
东山乡支部，一直坚持到浙东游
击纵队北撤。 （张伟杰）

中共东山头支部成立处旧址

日前，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
公室组织编纂的第 21 部综合年
鉴——《宁波年鉴 2017》 由宁
波出版社出版。

该部年鉴全面反映宁波市
2016 年全市上下凝心聚力、抢抓
机遇，积极作为、克难奋进，各项
工作再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实
现“十三五”良好开局的历史过
程。其中，《专记》栏目记述全面深
化改革、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情况、宁波地市合并以

来行政区划调整历程、五水共
治、中山路综合整治、二号桥市
场变迁等6项特色内容。

《宁波年鉴 2017》 采用分类
编辑法，设栏目、分目 （副分
目）、条目等三至四个层次，有
正 文 栏 目 36 个 、 附 属 栏 目 6
个 ， 分 目 285 个 ， 条 目 1591
个，表格 80 个，随文插图 182
幅，总字数 130万。该部年鉴首
次制作 U 盘版，方便读者查阅
使用。 （高曙明）

《宁波年鉴2017》出版

近日，由奉化区委党史研究
室编纂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奉
化历史专题集 （一）》出版。

第一册专题集共收录 26 个
专题，近 30 万字，反映了 1978
年 12 月至 2002 年 12 月期间，奉
化市委、市政府及市人民法院、

公安局、信访局、科技局、国土
资源局等部门单位在经济与精神
文明建设、思想作风建设、反腐
倡廉工作中的经验积累和执政规
律。该书的出版，为党史资政和
党史三卷编写积累了史料。

（卢桂娟）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奉化历史专题集
第一册出版

费德昭与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费德昭与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

滚滚钱江潮，坦坦三北地。就
在这片红色热土上，88年前，浙东
工农红军第一师成立。师长费德
昭，正是姚北坎墩人 （今属慈溪
市）。

红一师成立后频频出击，屡获
胜利，威震三北。浴血奋战的三个
多月里，师长费德昭毁家纾难的家
国情怀，战士前仆后继的革命精
神，为浙东历史谱写了一首光辉赞
歌。

岁月无疆，英雄不朽。适逢费
德昭诞辰140周年之际，位于慈溪
坎墩街道坎东村的浙东工农红军第
一师师部旧址纪念馆即将开馆。

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这位师
长的足迹，走进那段历史。

本版图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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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师师部旧址红一师师部旧址

志说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