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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观海卫镇昌明村宓家埭

街 18 号，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宓大昌大屋所在地。

78 年前，中共浙东区委在此

成立。

中共浙东区委的成立，使浙东

地区抗日斗争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

核心，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巩固和发展，并取得浙东抗战的最

后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年。在 9 月 3 日抗日战争胜利

纪念日来临之际，我们一起重访这

处重要纪念地，回顾浙东抗战的重

要节点，讲述一系列重要事件，缅

怀这段伟大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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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周小军 陈益萍 方湘敏

宓大昌大屋，原是清代中叶在杭州
经营烟叶的宓彰孝旧宅。大屋四周民宅
毗邻，西距杜湖百余米。

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抬梁雀替，
腰墙花窗；院落园园相连，进进相通，
是一座具有江南独特风韵的口字型四合
院。

就是这座江南院落，见证了中共浙
东区委的成立。

时间回转到 1941 年。皖南事变后，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在华中的战
略部署作出新的安排。1941 年 2 月 1 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陈毅等，指出“沪
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
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

同年 4 月，日军发动宁绍战役，杭州
湾以南、杭甬线两侧绍兴、诸暨、镇海、宁
波、慈溪、余姚等地沦为敌占区，创建浙东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时机到来。

4 月 30 日，毛泽东、朱德等在给刘
少奇、陈毅、饶漱石的电报中指出：“敌
占 宁 波 、 奉 化 、 温 州 、 福 州 ， 如 系 久
占 ， 你 们 应 注 意 组 织 该 各 地 之 游 击 战
争”“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

“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可以
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华中局和新四军
军部在接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后，
决定将开辟浙东任务交由新四军第六师
师长兼政委、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
责实施。5 月 16 日，陈毅、刘少奇、赖
传珠致电谭震林：“诸暨、绍兴、余姚、
宁波已沦陷，该地群众基础很好，你们
应抽派军政干部去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展
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新
四军军部的指示，江南区党委决定将中
共淞沪中心县委扩建为路南特委，并明
确 路 南 特 委 的 工 作 重 点 由 浦 西 转 向 浦
东，组织力量为开辟浙东作准备。

5 月下旬，中共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
召开会议，全面分析日伪将在浦东地区
全面“清乡”和浙东大部分地区沦陷的
形势，决定抓紧“日军占领浙东不久，
统治尚未稳定”的有利时机，及时将浦
东武装战略转移到浙东敌后，开辟三北
敌后抗日根据地。

会后，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一面向
谭震林汇报请示，一面组织部队采用灰
色 隐 蔽 方 式 分 批 南 渡 杭 州 湾 到 浙 东 三
北。6 月初，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明确指示
谭启龙具体负责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
谭启龙随后到上海分别会见中共路南特
委和中共浦东工委及淞沪游击队第五支
队的相关领导人，具体研究南渡浙东开
辟抗日根据地的问题。

从 1941 年 5 月起，在路南特委和浦
东工委的领导下，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与
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所掌控的伪军
第五十团中的武装，分批南渡杭州湾到达
三北。这支 900 余人的队伍，是开辟三北、
四明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它和党领导的
浙东地方武装成为以后组建三北游击司
令部和浙东抗日游击纵队的基础。

浦东武装到达浙东后，立即开展抗
日游击战争。6 月 18 日和 25 日，“五支四
大”在“宗德三大”的配合下，于崇寿
相公殿先后两次成功伏击日军，毙伤敌
各 8 名，打响了三北敌后抗战的第一枪，
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拉开了我
党创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序幕。

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941 年 7
月至 10 月，“五支四大”“暂三纵”先后
在慈东、镇北和虞北、姚北各地设立办
事处，部队办事处由部队和地方党组织
派出的干部组成。这些办事处主要负责
宣传抗日、组织和武装群众、发展抗日
力量、征收抗日捐税、解决部队给养等
任务，开始部分执行政权机关职能。10
月，中共江南区委批准成立中共浙东军
分会，书记吕炳奎，统一领导党在三北
的抗日武装，并划分了“五支四大”和

“暂三纵”的活动区域。中共浙东军分会
和各地办事处的设立，标志着三北抗日
游击根据地初步形成。

1942 年浙赣战役后，整个浙东成为
敌后，“温州事件”中浙江省委遭到破
坏，为了加强浙东领导工作，进一步开
辟地处东南沿海前哨的浙东敌后抗日根
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华中局和
新 四 军 军 部 指 派 谭 启 龙 到 浙 东 主 持 工
作。5 月 31 日，陈毅、曾山致电新四军
一师师长粟裕，“请速与启龙商讨向浙东
发展的具体步骤”，并电令谭启龙“应立
即去浦东转浙东主持工作”。

6 月下旬，谭启龙与连柏生、张席珍率
五支队一大队 100 余人从南汇乘木帆船渡
杭州湾，在慈北古窑浦登陆。登陆后，立即
与中共浙东军分会的吕炳奎等会合。

谭启龙等到三北后，根据华中局指
示，成立中共浙东行动委员会，谭启龙
任书记。其间，为了解三北地理地形和
风土人情及部队各方面情况，谭启龙设
法与浙东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相继会
见了宁属特派员王文祥、绍属特派员杨
思一和定海特派员王起。

对浙东情况初步了解后，谭启龙认
为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时机已经
成熟。6 月 30 日，谭启龙通过粟裕向华
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作了“浙东敌情和发
展浙江敌后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方
针及组织领导等问题”的汇报。

7 月 1 日，华中局作出《浙江游击区
的决定》，8 日发出电报：“特派谭启龙、何
克希两同志来浙江工作，谭任浙东区党委
书记，负政治上的责任；何任区党委军事
部长，指挥浙江敌后党的武装”。

7 月上旬，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一
师所派的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张
季伦等一批党政干部陆续抵达三北。谭
启龙在慈北宓家埭与何克希等会合。

1942 年 7 月 18 日，浙东敌后第一次
干部扩大会议在慈北宓家埭宓大昌大屋
内召开，刚来浙东的干部和已在浙东工
作的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参加了这次重
要会议。

谭启龙在会上作了 《目前国内外形
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
据地的方针》的报告，传达了中共中央、毛
泽东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华
中局对浙江敌后游击区工作的基本方针
和决定；分析了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
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基础和条件；提出
了发展浙江敌后工作的各项具体政策。这
次干部会议是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动员
坚持浙江敌后抗战、创建浙东敌后抗日根
据地的一次重要会议。

10 天后，即 7 月 28 日，华中局正式
批准中共浙东区委由谭启龙、何克希、杨
思一、顾德欢 4 人组成，谭启龙任书记。中
共浙东区委的成立，使浙东地区抗日斗争
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为浙东抗日根
据地的建立、巩固、发展，并取得浙东抗战
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中共浙东区委成立后，根据华中局
的指示和浙东的实际情况，确定了“独
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敌后游击
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寇，争
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总方针，规定了实

行总方针的各项基本政策，包括巩固和
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发展党领
导的武装力量、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
息、加强党的建设，等等。中共浙东区
委工作总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的制定，
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指明了方向。

为了贯彻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
会 议 精 神 ， 加 强 党 的 领 导 ， 着 手 恢 复
地、县、区党的委员会制度，中共浙东区
委又先后建立了三北、会稽、三东、四明、
浦东等 5 个地区级党的工作委员会，各个
地区分别建立县委、区委和支部。

随着党组织的建立健全，根据加强
和扩大现有武装力量这一基本方针，为
了适应军事斗争形势和统一浙东部队领
导，1942 年 8 月 19 日，华中局批准成立
浙东军政委员会，由何克希、张文碧、
刘亨云、连柏生 4 人组成，何克希任书
记 。 同 日 ， 根 据 华 中 局 和 新 四 军 军 部

“尽量做到灰色隐蔽、不要过早暴露目
标”的指示，中共浙东区委决定使用国
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的番号，
组建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
部 （简称“三北游击司令部”）。

8 月中旬，三北游击司令部在慈北鸣
鹤场金仙寺成立，何克希 （化名何静）
任 司 令 员 ， 连 柏 生 为 副 司 令 ， 谭 启 龙

（化名胡志萍） 为政委，刘亨云为参谋
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

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把浙东主
力部队统一整编为三、四、五支队和特
务 大 队 、 警 卫 中 队 、 海 防 中 队 （简 称

“三五支队”）。9 月 1 日，又在金仙寺组
建了第一期教导队。整编后的主力部队
指战员 1510 人，拥有轻重机枪 36 挺、长
短枪 878 支。三北游击司令部是新四军浙
东游击纵队的前身，是开辟浙东抗日根
据地的主力和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中共浙东区委于 1942 年
7 月把“五支四大”总办事处改组为三北
总办事处。这是部队办事机构向带有正规
政权机构演变的过渡形式。中共浙东区
委、三北游击司令部和三北总办事处的建
立，标志着以三北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
地已初步形成。三北开始成为浙东敌后抗
日根据地的前期领导和指挥中心。

浙赣战役爆发后，日、伪、顽加强
了对以三北为中心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
地的“围剿”。1942 年 9 月，中共浙东区
委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坚持向敌
后发展的方针”精神，在慈北鸣鹤盐仓
基召开会议，具体分析三北和四明地区的
情况，研究下一步工作方针，作出了《关于
长期坚持浙东斗争的决定》，制定了“坚持
三北，开辟四明，在四明山完全占领后，再
争取控制会稽山”的工作方针，决定向南
开辟四明、会稽地区。

在司政机关和主力部队向南转移的
过程中，三北游击司令部采取机动灵活
的 运 动 战 ， 抓 住 有 利 战 机 ， 通 过 阳 觉
殿 、 竹 山 岙 、 宓 家 埭 、 周 家 路 、 登 州
街、黄家埠、谢家塘、小越等大小 30 余
次 战 斗 ， 粉 碎 了 日 伪 军 对 三 北 地 区 的

“扫荡”“清乡”图谋，取得了浙东第一
次 反 顽 自 卫 战 的 胜 利 。 这 次 战 斗 的 胜
利，使三北这块西起临山、东至澥浦，

东西长 100 公里、南北宽 30 公里的抗日
游击根据地得到巩固，也赢得了一个相
对稳定的环境，为 1943 年初主力部队南
进 四 明 山 、 会 稽 山 区 创 造 了 有 利 条
件。

1943 年 4 月 22 日，三北游击司令部
兵分三路奔袭梁弄，23 日梁弄解放；8
月，中共浙东区委、三北游击司令部先
后进驻梁弄横坎头和小源和，梁弄成为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1943 年 11 月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
爆发后，浙东抗日武装结束灰色隐蔽，
公开树立了共产党的旗帜，正式编为新
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由于日伪顽军的封锁
和“清剿”，特别是 1944 年 2 月前方村战斗
失利后，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为艰
难时期。中共浙东区委及新四军浙东游击
纵队司政机关、三支队、教导大队等被迫
战略转移三北，三北宓家埭、五磊寺、洪魏
沿山一线由此再度成为浙东敌后抗日根
据地的领导和指挥中心。

这一时期，浙东军民根据中共浙东
区 委 “ 坚 持 四 明 、 巩 固 三 北 、 分 散 游
击、向敌后发展”的总方针，运用积极
灵活的游击战，及时粉碎了日伪顽军对
三 北 等 根 据 地 的 “ 围 剿 ”“ 扫 荡 ”“ 蚕
食”，使浙东地区的党组织和广大军民经

受住了严峻考验，不仅保存了部队有生
力量，而且在艰险复杂环境中得到了锻
炼，为迎接浙东游击纵队的大发展与巩
固和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夺取浙
东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4 年 9 月 25 日，浙东首届军政会
议在慈北洪魏召开 （10 月 9 日会议移至
慈南袁马继续举行），这标志着浙东敌后
抗日根据地渡过最艰苦时期，开始重新
走上大发展阶段。1944 年底，浦东抗日
游击根据地建立；1945 年 6 月，上虞县
城解放后，三北、四明、会稽 （金萧） 3
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浙东敌后抗日根据
地最终发展成拥有 4 个地区级政权、16
个县级政权，面积 1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
400 余万的解放区；武装力量由南渡时的
900 余人壮大到 1.5 万余人。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华中
局 和 新 四 军 军 部 关 于 北 撤 的 命 令 和 指
示，1945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9 日，新四
军浙东游击纵队和党政机关、地方干部
约 1.5 万人在三北沿海东起慈北高背浦、
西至泗门大丁丘的各个渡口分批北撤，
边战边撤，开赴苏北。

自 1941 年 5 月浦东武装南渡三北至
1945 年 9 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的 4
年零 4 个月的时间里，浙东党政军领导机
关在三北地区的活动时间先后长达 2 年零
3 个月；4 年多的时间里，浙东共发生大小
战斗 643次，有 200余次战斗发生在三北地
区，占整个时期战斗总数的三分之一。三北
不仅是浙东敌后抗日的前哨与主战场，也
是浙东军援战略物资的主要供给地。作为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三
北为浙东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风雨过后，一切归于平静。
宓大昌大屋，如今被辟为“中共浙

东区委成立处纪念馆”。在近 500 平方米的
展厅内，陈列着翔实、丰富的史料，再现当
年的战争岁月；院中，翠竹森森，绿意可
人。作为省级党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每年吸引不少党员干部、群众和
学生来到此处，重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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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慈溪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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