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6岁的沙村村民沙武国告诉记者，
沙村地处半山区，当年算是穷乡僻壤，但

“穷则思变”，当时村里外出学手艺的人
不少，看过外面的世界，更容易受新思
想、新思潮影响。

裘古怀的侄孙，奉化区委党校讲师
裘是说，新文化运动中，宁波进步知识青
年的思想获得解放，并意识到要把新思
潮、新思想普及到工人、农民中去，启发
他们的觉悟，而在当时的农村，识字、有
文化的人颇受人尊敬，在群众中更容易
一呼百应。

2016年，松岙镇党委政府开始着手
筹建裘古怀纪念馆，裘古怀的后人积极
参与其中。历时五年，纪念馆在位于奉
化区松岙镇大埠村的裘古怀故居旧址落
成。

史海淘沙，在对尘封已久的历史的
梳理中，一个生动、鲜活、丰满的裘古怀，
一群同样生动、鲜活、丰满的年轻人渐渐
出现在裘是面前。

“当初家里本不想让叔公读书，没想
到叔公展现出过人的学习能力和定力，
更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宁波省立第四
师范学校。”

裘古怀在担任叶挺独立团宣传大队
长、二十四师政治部少校宣传科长时，不
仅努力做好宣传工作，更是英勇作战，被
叶挺誉为“虎胆英雄”。

裘古怀1929年遭捕，关押在浙江
陆军监狱期间，还在狱中建立党组织，组
织狱友开展斗争，被狱友称为“来自铁军
的硬骨头”，直至英勇就义。

裘是说，裘古怀和和沙文威是同学、
挚友，和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同为当年
的学生领袖。

裘古怀和卓恺泽也有很深的交往。
他们不仅是同乡，还是同龄人，志趣相
投，时不时有书信来往，交流思想。

“如今看来他当时的眼光是很超
前的。”裘是说，“我想这大概就是信仰
的力量。”

正如裘古怀纪念馆展厅进门处的
那段醒目大字：“因为我们有极坚强
的信仰，世界才能在黑暗中拥出太
阳”。

（特别感谢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
室、宁波市档案馆大力支持）

记者 石承承 实习生 姚诗雯
通讯员 李贤君

从奉化松岙到鄞州塘溪：

大革命时期活跃着一群引导农运的年轻人

2月3日，记者来到奉化区松岙
镇海沿村，村里的东祐庙正门上挂着
“中国共产党松岙支部·松溪乡·农民
协会会址”的牌匾，沙文汉、卓兰芳、
卓恺泽、裘古怀……一连串名字镌刻
其上。1926年，中共奉化松岙支部在
松岙成立，该支部是宁波最早建立的
农村党支部。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在奉化松
岙、鄞州塘溪蓬勃发展，都和这些年
轻人有关，如今他们的故居改建成了
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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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沿村，乃至松岙镇，曾经当
过兵的李则龙是孩子口中“很会讲打
仗故事”的龙爷爷。每逢“七一”“八
一”，他都会到卓兰芳纪念馆“讲故
事”。

一提起卓兰芳纪念馆，海沿村原
党总支书记李则龙脱口而出的是“兰
芳”。

卓兰芳纪念馆建于2004年，于
2013年进行大规模修葺、提升。纪
念馆一角是卓兰芳故居。历经风雨，
故居的石板地长出了一层青苔，见证
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成长和初心——

11岁那年，卓兰芳被父亲送到慈
溪锦堂学校小学部，之后考入宁波省
立第四中学。在那里，他接触到新兴
的革命思想。

1923年，卓兰芳遇到他的同乡，
同时也是宁波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1923 年并入四中）的校友卓恺泽。
当时的卓恺泽已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并于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卓恺泽算是卓兰芳投身革命的
“引路人”，让他坚定了想要改造旧
社会的决心。1924年，卓兰芳加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
共党员。

1926年 1月，中共宁波地委成
立，卓兰芳出任工运委员；同年，他被
派到松岙指导开展农民运动，其间，
组织成立中共奉化松岙支部。

1928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在
革命最困难时期，他出任中共浙江省
委书记，先后领导诸暨农民暴动、浙
西暴动。

1930年10月5日，他壮烈牺牲，
年仅30岁。

在松岙镇，在海沿村，后人不只
是记得卓兰芳，更是将他视作前行的
一盏明灯。

坐拥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海沿
村在“党建+旅游”上更是做足文章，
实现党建与旅游经济的双赢。

在“兰芳精神”指引下，2017年，
海沿村成立奉化区第一个村级退役
军人服务站，建立奉化区首支村级退
役军人志愿服务队。2020年，该服
务站获得首批省“枫桥式”退役军人
服务站荣誉称号。

1926年，当卓兰芳在松岙组织发动农
民暴动时，往北20里外的鄞州区塘溪镇沙
村，比他小4岁的沙文求受中共宁波地委
委派，到家乡开展农民运动，成立沙村农民
协会。

同年6月，中共沙村支部成立。这也
是宁波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

“我能临阵，临阵而亡，我且不悔。”挂
在沙氏故居墙上的十二字，出自沙文求之
口。“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沙文求的一句话。”
鄞州区塘溪镇政府工作人员戚翘楚说。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在上海读书的
沙文求参加了示威游行。事后，他在写给
弟弟的信中说：“我在游行喊口号时，热泪
不禁夺眶而出，群众的革命爱国热情实在
令人太兴奋了。”

中共沙村支部成立后不久，国民革命
军誓师北伐，沙文求奉命离开故乡前往广
州支援根据地建设。

这一走，便是永别。1928年8月，沙文
求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利诱，他视
死如归，牺牲于广州市红花岗，年仅24岁。

2月2日，记者在采访时看到，前来沙
氏故居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吸引游客的，不仅仅是沙文求，更是沙
氏五兄弟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

沙氏五兄弟中，除了老大沙孟海，其余
四人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弟沙文汉17岁入党。在沙文求前
往广州后，他接任沙村支部书记。1926年
10月，中共鄞奉部委成立，他任组织委员，
与卓兰芳并肩作战。1927年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后，他领导发动芦浦暴动，打响宁波
地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向国民党反动
派的第一枪。

四弟沙文威16岁就开始职业革命家
生涯，曾于1926年前往和丰纱厂组织发动
罢工斗争。

五弟沙文度受兄长影响，自幼就在家
乡参加革命斗争，1927年参加共青团，参
加卓兰芳、沙文汉领导的奉化暴动。

在戚翘楚看来，沙氏一门豪杰，跟他们
的母亲有很大关系，“他们的母亲虽未读过
书，却很有见识和胆魄，十分理解和支持兄
弟几个从事革命活动。”

“深厚的红色基因和文化底蕴孕育了
一批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志
士。尽管时代在变，从事的领域在变，但忠
心报国、吃苦钻研的精神本质从未改变。”
戚翘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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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多方努力，裘古怀烈士纪念馆落成。 记者 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