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身贫寒 孕育志向

蒋子瑛出身于雇工家庭，家境贫寒。努力
学习的他，在接受进步思想教育后，萌发出为
劳苦大众呐喊的意识，树立起刚正不阿、改革
时弊的雄心壮志。

蒋 子 瑛 （1922 － 1945）， 祖 籍 浙 江 温 岭 ，
1922 年生于宁波慈溪县庄桥镇 （现江北区庄桥
街道）。

蒋子瑛的父亲是一家豆腐作坊的雇工，家
中仅靠其微薄的收入，在母亲的勤俭操持下过
着贫苦生活。在苦难的童年，蒋子瑛目睹了社
会不公、世态炎凉，从小就养成了坚韧不拔、
勤奋好学的习惯。

因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父亲省吃俭用送
蒋子瑛去镇上的集成小学读书。这所学校是慈
溪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成立处，有着光荣的历
史传统，老师很多是党的地下工作者。蒋子瑛
在这里接受知识的启蒙，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
接受新思想，心里埋下了“刚正不阿、改革时
弊”的种子。

1936 年夏，蒋子瑛高小毕业。此时，家中
已无力再供他升学读书。经人介绍，15 岁的蒋
子瑛只身赴上海当学徒。彼时的上海，虽是

“冒险者”和富人的天堂，但于普通老百姓来
说，生活依旧艰难。蒋子瑛到上海闸北的一家
中药店做学徒，一面忍受着压迫和剥削，过着
艰苦的学徒生活，一面对旧社会的种种积习深
感愤忿却又无从宣泄。

国难当头 投身革命

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侵占上
海。蒋子瑛所在的药店被迫停业，这让他更加
坚定了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回到家乡，蒋子
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接触到许多共产党人，
受到了马列主义思想的启迪。

蒋子瑛和许多因战争失学、失业的青年人
一样，从上海等城市回到了家乡庄桥。面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侵略，当时的江北，从城
区到乡村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蒋子瑛和这些回乡青年们一道，纷纷投入这场
运动之中。

1938 年春，宁绍特委派人到慈溪建立党组
织。同年 5 月，中共慈溪县工委在慈东洋墅 （今
江 北 庄 桥） 成 立 （翌 年 1 月 改 为 中 共 慈 溪 县
委）。县工委建立后，积极在基层开展党的组织
建设。1938 年秋，县工委所在地慈东 （庄桥）
地区洋墅、上宅、旧宅等村首先建立起党支
部，领导当地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共产
党人的帮助下，蒋子瑛很快成长起来，一面投
身革命工作，一面加强理论学习。这年冬，他
由县工委组织委员金如山、党员邵立之介绍，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 年 2 月，中共庄桥支部建立，年仅 18
虚岁的蒋子瑛任党支部书记，在支委屠祖全、
杨照诚等的密切配合下，领导了庄桥地区的抗
日救亡运动，开展了打击贪官、奸商的具体工
作，尽力保护底层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们还以
进步的失学失业青年为骨干，组成“庄桥战时
青年服务团”（简称“战服团”），开展形式多
样的宣传活动。

尽管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和繁重的工作任
务，但蒋子瑛始终把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知识
素养放在重要位置，也使他在革命大潮中得
以快速成长。写文章、谈问题精辟深刻，能

文能武的他成为当时庄桥地区的骨干力量之
一。

为民保粮 舌战敌顽

1939 年，庄桥地区闹起粮荒。经过细致调
查，蒋子瑛发现有官商勾结、哄抬粮价现象，
及时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赢得粮价平稳，安
抚了民心，也树立了共产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
象，为更有力地开展庄桥地区革命工作奠定了
扎实的群众基础。

1939 年宁波地区大旱，农作物严重减产，
发生大饥荒。庄桥地区虽素有“粮仓”美誉，
却也不能幸免闹起粮荒。一边，群众少粮缺
粮，一边，奸商囤粮居奇、运粮资敌，全镇粮
荒日益严重，人心惶惶。

因无法在境内高价牟利，庄桥米商李涌丰
依仗有警察所的庇护，企图把 600 余石 （每石
150 斤） 大米连夜偷运出庄桥，被党支部组织力
量查扣。有了人证、物证，蒋子瑛连夜找到副
镇长、共产党员邵慕云等人，周密商讨斗争策
略。

第二天上午，镇政府召开紧急镇务会议。

下午，在庄桥薛将军庙召开镇民大会，当众处
理奸商偷运大米资敌一事，到场群众 5000 余
人。支部委员杨照诚现场揭露官商勾结、运米
资敌、坑害人民、大发国难财的汉奸行为，提
出扣下大米、没收济贫的主张。国民党慈溪县
政府派来处理的民政科长褚保鑫却竭力为李涌
丰开脱，会场内群情激愤，双方剑拔弩张，大
有一触即发之势。为免遭不测，蒋子瑛同意让
褚离开会场，继续考虑。此后，蒋子瑛一面派
代表向当局请愿，一面继续拦阻偷运大米，并
通过“战服团”在壁报上揭露国民党庄桥警察
所长朱启桢勾结奸商、用过期护照放行大米走
私的真相。

要 求 惩 办 贪 官 的 斗 争 持 续 了 近 一 月 。 最
后，当局慑于群众的强大舆论，被迫将朱启桢
记大过，调离庄桥。走私米商被罚了款，拦下
的大米全部平价卖给群众。粮荒暂时缓和后，
蒋子瑛通过党支部发动党员和进步人士支持钟
一棠 （爱国名医） 当选庄桥镇镇长，成立平粜
委员会，向外筹募部分资金，使庄桥粮食平粜
维持数年之久。

武装斗争 勇敢沉着

1942年7月，中共浙东区委开辟敌后抗日根
据地，蒋子瑛领导慈东地区武装力量，与敌、
伪、顽展开武装斗争，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
势，勇敢沉着，该斗争坚决斗争，该利用就大
胆利用，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局面。

1941 年 4 月 19 日 ， 日 本 侵 略 军 在 镇 海 登
陆，宁波、庄桥相继沦陷。庄桥一带先后撤走
了一批身份暴露的干部，蒋子瑛的工作环境更
加艰苦复杂。他改变工作方法，将庄桥一带党
组织转入地下，采取单线联系。

同月，中共宁属特派员王文祥指示蒋子瑛
在慈东组建抗日武装，明确提出必须采取灰色
隐蔽方式发展抗日武装。蒋子瑛和几个骨干商
议后，决定请国民党慈溪县政工指导室干事、
在慈东有一定声望的胡家骥出面，向慈溪县政

府要求建立抗日武装，由胡家骥任大队长。此
举很快得到了县政府的批准。蒋子瑛陆续把一
些党员输送到游击队。短短时间内，慈东游击
队 （为不暴露部队面目，后又定名为慈溪县庄
桥区战时工作大队） 成为一支比较有纪律、有
战斗力的部队。

他的发展壮大也引起国民党地方部队的恐
慌与不安。7 月初，国民党镇海县警察大队第三
中队姚华康部来偷袭，被击溃。不久，国民党
庄桥区长、慈溪国民兵团第十三中队长杨峰部
队窜入慈东，妄图并吞工作大队，又遭有力反
击。9 月，日军和国民党地方部队加紧了对庄桥
战时工作大队的进攻，大队处境十分艰难。为
保存这支新生的武装力量，在王文祥的领导
下，蒋子瑛与部队骨干一起，把武器集中装入
棺材，用伪装运柩出丧的办法，从水路运往镇
海江南王贺乡。

1942 年 7 月，中共浙东区委为开辟敌后抗
日根据地，将镇海县的甬江以北、慈溪县的姚

江以北地区组成慈镇县，建立县工委。慈镇县
工委派蒋子瑛负责通讯联络和敌情工作。他利
用父亲生前的社会关系，在庄桥镇成新桥下开
了一爿烟纸杂货店，作为党的联络点。以经营
烟纸店为掩护，蒋子瑛踏遍慈镇的山南山北，
往返于宁波、镇北之间，为上级党组织提供敌
情，传递指示。

同年 9 月，浙东区党委和三北地委作出开辟
慈东、慈西新区的指示。同月，慈东办事处、
慈东区委先后成立，蒋子瑛任慈东区委书记。
同年 11 月，驻慈东的国民党慈溪县特务大队大
队长宋清云乘三北游击司令部集结主力于姚北
准备自卫反击战之机，率部对慈东办事处进行
突袭，抓走税务、民运工作干部多人，并杀害
税卡副主任张宝善。办事处被迫撤出慈东，慈
东区委也停止活动。

慈东区位于宁波、慈城之间，是三北敌后
抗日根据地的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3
年 3 月，浙东抗日武装力量重新开辟了慈东抗日
游击根据地，建立中共慈东 （庄桥） 区委，蒋
子瑛任区委宣传委员，后任区委书记兼区常备
队指导员。他经常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
会、妇女会、雇工会、自卫队 （民兵），实行减
租减息、保障雇工实际工资不下降 （工资由纸
币改为稻谷折实）。这些工作，为巩固、发展慈
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奉命留守 坚持斗争

1945 年 9 月，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蒋
子瑛受命于危难之时，奉命坚持隐蔽斗争。面
对恶劣的环境与白色恐怖，他积极开展革命工
作。

1944 年夏，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失利。为挽
救失败的命运，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加紧各项工
事。敌伪活动非常猖獗，党员、基层干部和群
众接连遭到摧残，慈东地区又处于白色恐怖之
中。

1945 年春节刚过，冒着刺骨寒风，蒋子瑛

带领区武工队，穿插于各乡镇，指导乡镇党支
部和武工小组活动，同时做好上层人士统战工
作，向各乡保长开展“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的形势教育，及“中国人民大团结”的爱国主
义、民族主义教育，要求他们在经济上对敌伪
实行封锁，保证完成抗日军民的财粮供应任
务。

庄桥镇据点的伪军，平时横行乡里，搜刮
民脂，无恶不作，庄桥人民恨之入骨。2 月的
一天凌晨，蒋子瑛率领武工队向第一个打击
目 标 —— 驻 有 伪 军 的 庄 桥 镇 敌 堡 发 起 突 击 。
在当地党支部的配合下，人枪全部收缴。撤
离时，武工队一把火烧毁了敌人碉堡。周围
其他据点的敌人，一时情况不明，吓得丧魂
落魄。区武工队首战告捷后，各乡镇武工小
组四面开花。经过蒋子瑛和同志们半年时间
的艰苦奋斗，慈东 （庄桥） 地区的抗日活动出
现了新的转机。

1945 年夏，党组织决定送蒋子瑛去四明山
梁弄浙东区党委党校学习。8 月 15 日，日本宣
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参加党校
学习的同志，在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组成临
时工作队，跟主力部队赴四明山、三北等地的
敌伪据点受降。蒋子瑛被分配在鄞西、鄞姚等
地执行这项任务。

抗 日 战 争 胜 利 后 ， 为 避 免 内 战 、 争 取 和
平，9 月底至 10 月初，浙东游击纵队和地方党
政干部奉命北撤，仅留下极少数同志坚持斗
争。蒋子瑛服从党的决定，留下来担任中共慈
镇县特派员。

身陷火海 壮烈牺牲

1945年 10月 22日，由于叛徒告密，蒋子瑛
与其他武工队队员在洋墅大袁陈被包围，身陷
火海，壮烈牺牲。

主力部队北撤后，浙东地区形势剧变，留
下来坚持斗争的任务非常艰巨。蒋子瑛秘密上
四明山，找到四明山地区特派员刘清扬，接上
了组织关系，并按上级党组织指示，带着精悍
的武工队于 10 月 20 日从四明山秘密渡过姚江，
返回慈东 （庄桥） 地区开展活动。

22 日深夜，蒋子瑛等行至洋墅大袁陈村宿
营。因敌保长王兴宝告密，第二天上午，国民
党顽军何九峰部队的一个大队兵力包围了宿营
大屋。面对重重围困，蒋子瑛毫无惧色，沉着
机智地命令大家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并立即将
党内文件全部烧毁。

蒋子瑛率领武工队奋勇反击，准备突围。
敌人疯狂地用手榴弹、步枪、机关枪齐攻大
屋，战斗十分激烈。敌人不知蒋子瑛究竟带了
多少兵力和武器，打了数小时，不敢冲进大
门。顽军头目何九峰恶念横生，命令匪军将房
子周围堆拢稻草，浇上火油焚屋。蒋子瑛等奋
勇抗击，誓死不降，最后，除陆林法突出重
围、裘维新因事外出未归外，蒋子瑛和范祥
飞、袁均法、林舜琴全部壮烈牺牲。

树碑立传 缅怀英雄

1951 年春节，宁波行政专署敬授“中华好
儿女”光荣匾，在蒋子瑛的家乡庄桥兴建烈士
纪念碑。

蒋子瑛牺牲时年仅 23 岁，把自己的青春和
生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

全 国 解 放 后 ， 为 表 达 对 烈 士 的 崇 敬 和 怀
念，宁波专员公署派慰问队慰问烈士亲属，并
敬送了写着“中华好儿女”的光荣匾。当地政
府在蒋子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镇海河头乡
修建了烈士墓，在他的故乡庄桥镇兴建了烈士
纪念碑。

朱虎是蒋子瑛在抗战期间参加庄桥常备队
时出生入死的战友。他离休回到家乡后，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到蒋子瑛位于河头乡的坟墓前
祭扫。同为常备队战友、现居沈阳第十六干休
所的离休干部王皆康，看到 《浩气长存》 一书
中关于蒋子瑛烈士的名字与事迹时，感动万
分，对其子女说，“我们一起战斗过，这才是真
正的英雄。”

蒋子瑛祖籍温岭的乡亲也为有这样的英雄
而感到自豪。解放后，温岭地区专门派人到江
北收集整理他的英雄事迹。

牺牲有时，怀念无限。蒋子瑛烈士的革命
精神永远被后人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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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25 日，是蒋子瑛烈士 100 周年诞辰。为了更好弘扬革命烈士的精神品

质，我们重新挖掘、整理了蒋子瑛从参加革命到壮烈牺牲的相关材料，以此纪念并表达对

他的深切怀念。

蒋子瑛

蒋子瑛烈士牺牲处

蒋子瑛、朱洪山、陈爱中烈士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