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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初，浙东地区
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我就
读位于鄞西的鄞县师范，因
撕毁了一张校方镇压进步
同学的布告，被追查。

4 月中旬的一个星期
天，借口去城里办事，我绕
道奔赴四明山，傍晚抵达
中共鄞慈县工委所在地翁
岩，遇见已参加革命的同
学杨炳，由他陪同报到，受
到县工委副书记韩毅同志
接待。因已是黄昏时刻，安
排我到山上一个“公馆”去
住宿。

我原以为“公馆”大概
是一幢富贵人家的像模像
样的房子，到了半山腰，才
知是在竹林里一间很普通
的略大些的草舍。进去一
看，地上铺着茅草，上面放
着几条破旧的棉被，已有
几位同志歇着聊天。

第一次在寂静的荒野
山林中，在简陋的草舍里
过夜，我感到异常兴奋紧
张，好久不能入睡，这就是
我游击队员生活的开始。

离休之后，在宁波市
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驻会工
作期间，我和一起担任副会
长的李坚同志，对四明山上
的“公馆”情况作了一番调
查研究，我俩都认为，在解
放战争时期的全国各个游
击根据地中，以搭建“公馆”
过游击生活的很少有，值得
记忆，也值得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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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9 月下旬，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新
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及大多数地方党政军干部
奉命北撤，只留下少数党员干部坚持原地斗
争。党组织全部改为特派员制。

国民党反动派向四明山根据地进行疯狂
“清剿”。留下坚持斗争的同志根据“隐蔽自
己，保存力量，树立党的旗帜，等待时机”
的方针，当敌人进山时，尽量避免暴露目
标，少进村，少接触群众，不能住村庄和群
众家。

当时陆埠区特派员鲍纯甫组织村党员干
部和积极分子，在杜徐村山上较为隐蔽的竹
林里搭建了大小两个草舍。四明地区特派员
刘清扬和南山县特派员陈布衣，带着电台工
作人员和特派员机关工作人员等一行 17 人先
落脚在那里，作为隐蔽联络点。再由鲍纯甫
负责对外联络，由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负
责安全保卫、送粮食等工作。

不久，形势更加严峻，这个隐蔽联络点
转移到位于上虞、余姚、奉化、嵊县四县交
界的屏风山。刘清扬等搭建了一个较大的草
棚住下，大家称之为“公馆”。“公馆”的美
称由此传开。

与此同时，分散在各县留下的同志也找
隐蔽处搭建“公馆”安身。

新四军浙东纵队留守处副主任、鄞县特
派员朱洪山带领 12 人，在孔岙村附近的陈岙
山露鸡岙山上搭了一个草舍，称为“露鸡山
公馆”，住在山脚下的群众陈林高经常给朱
洪山等人送吃的和报告山下情况。朱洪山在

“公馆”里领导大家学习整风文件，指导员徐
健教大家学文化，写自传。朱洪山写了一首赞
颂“公馆”的快板诗，充分表达了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深山密林小公馆，金毯铺顶金条围四
边。不动椅子自动桌，滑轮眠床沙发垫。长年
不断自来水，烧饭做菜不冒烟。不是无聊享清
福，只为革命做神仙。

朱之光同志带领十余人隐蔽在姚南左溪
乡七丘田附近几个山岗上的“公馆”里。

1945 年 12 月，反动派向四明山发动大规
模“清剿”“围剿”，甚至以“烧山并村”“雪天清
剿”“渔网战”“梳篦战”等狠毒手段妄图消灭
我们坚持斗争的同志。形势所迫，大家只好在
各地深山冷岙、茂密丛林中纷纷搭建“公馆”
隐蔽起来。

地点的选择，除了要隐蔽之外，还要考虑
生活、生存的必需条件，如要靠近群众基础好
的村落，要有一定的水源，有便于撤退转移的
途径等，而且要多建一些备用的“公馆”。经初
步计算，“公馆”有上百处。在红色堡垒村周围
山上基本建有“公馆”，如孔岙、余鲍陈、芝林
几个较大村的山上，各有 20 多个。

“公馆”名称一般按地点来叫，如“大雷山
公馆”“直岙公馆”等。也有根据特点、特殊事
件或用途来取名的。如地处山角落的叫“山角
公馆”，水源特别充足的，叫“水公馆”，一个处
在红枫林中的叫“红公馆”。慈南白岩山上一
个刚搭建好的“公馆”，当天下雨漏水较多，便
叫“漏公馆”。有个刚建好，当晚住进去的一个
同志肚子痛，就叫“肚痛公馆”。1947 年初夏，
项耿等同志在大溪南面百丈岩上杉树林中搭
建了一个“公馆”，晚上入睡后颈部摸到一条
蚂蟥，于是就叫“蚂蟥公馆”。红岭村西北尖头
山 上 ，海 拔 500 多 米 的 山 腰 上 建 了 6 个“公
馆”，命名为“国际饭店”，似乎这是上海南京
路上的国际饭店。

为了隐蔽坚持的需要

敌人疯狂“清剿”下，隐蔽在“公
馆”的生活更加艰苦、险恶。寒冬腊
月，大雪纷飞，北风呼啸，白天大家把
单薄破旧的棉被裹在身上，晚上三四个
人一条棉被紧紧挤在一起。还要做到

“点灯不露光，烧饭不冒烟，行动无狗
叫，走路无脚印”。在敌人眼皮底下，
老虎嘴边，处处小心为上，断粮时只好
找些野果、野菜充饥。

当年的“公馆”都是依靠群众来搭
建，而且供给食品与安全保卫的任务也
落在他们身上。如果没有当地革命群众
的支持，“公馆”难以生存。

芝林岗顶的八猫头山上，原有一座
茅屋，住着一对老年夫妇与一个 20 岁
左右的儿子，茅屋主人孙金和是抗日战
争 时 期 的 革 命 积 极 分 子 。 1945 年 12
月，鲍纯甫和地下党员孙华德，为了给
隐蔽坚持的一些领导干部找个落脚点，
请孙金和父子俩在家附近再搭建几间草
舍，取名“茅公馆”。

从 1946 年初起，地、县、区三级
特派员和许多干部曾住在“茅公馆”。
孙金和一家为住“公馆”的同志送米、
送菜、送茶水，传递讯息，做保卫工
作。父子俩在八猫头山下地里一边劳
动，一边观察过往行人，凡见有陌生可
疑的人，立即向“公馆”报告，他的家
成了供应站、联络站，一家三口成了

“公馆”的通讯员、联络员和警卫员。
直 至 1947 年 夏 的 一 年 半 时 间 ， 这 个

“公馆”一直平安无事。
从 1947 年下半年起，敌人对慈南

进行“大清剿”，特务发现了“茅公
馆”，带领反动派军队到八猫山头拉网
式搜山，在“茅公馆”搜到几支破枪。
孙金和被抓去严刑审讯，后来，党组织
通过统战人士把他营救出来。

1948 年下半年，反动派军队又进
山“清剿”，再次把孙金和父子抓去严
刑拷打，父子俩坚贞不屈。敌人恼羞成
怒，放火烧毁孙金和 家 的 两 间 茅 屋 。
党 组 织 通 过 统 战 人 士 把 他 俩 保 释 出
来，暂时栖身芝林岗小庵。新中国成
立后，人民政府为孙金和在芝林村造
了 两 间 砖 木 结 构 楼 屋 ， 他 家 被 评 为

“红色堡垒户”。1952 年春节，浙江省
宁波地区革命老区慰问团到芝林村慰
问老区人民时，赠给孙金和一块题词

“支持革命斗争”的大红匾，悬挂在孙
家大门口上。

鄞西十八级岗上有个独户山厂 （草
舍），房主王阿庚，他按照鄞县特派员
陈爱中要求，在十八级岗的深山密林
中，先搭建了大小两个草棚，小的放电
台，报务员住，大的做集体宿舍，命名
为 “ 永 安 公 馆 ”（后 改 称 “ 永 安 公
司”）。接着又帮助搭建了许多“公
馆”，作为备用。

当陈爱中与鄞江区特派员王圣章等
住进“公馆”隐蔽时，王阿庚为“公
馆”买米、菜和食盐等，收集传递情报
讯息，接待来“公馆”开会的各地干
部。

从 1946 年 3 月搭建“永安公馆”，
至 1947 年 5 月四明地区重建主力武装，

开展游击战争的一年多时间里，曾有
30 多 名 地 、 县 、 区 领 导 干 部 先 后 来

“永安公馆”隐蔽、开会、学习，研究
整个地区的斗争决策等。由于王阿庚的
精心掩护，“永安公馆”始终平平安安。

1947 年春末，由于叛徒出卖，陈
爱中在宁波被捕，叛徒向特务报告十八
级岗上有“永安公馆”，反动军警把王
阿庚关进监狱。酷刑逼供下，王阿庚坚
贞不屈。后经中共鄞慈县工委通过统战
人士，花了 5000 斤稻谷把他保释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王阿庚被推举为鄞
县革命根据地代表，出席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一周年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接
见，并被评为“红色堡垒户”。1952 年
2 月，宁波专员公署赠他题有“甘冒危
险 支持革命”的大红匾，表彰他对革
命的贡献。王阿庚后又被选为省、县政
协委员。

罗爱菊被称为“慈南革命妈妈”。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姚慈县委宣传部长
章文君 （女） 住在她家。罗爱菊是个小
脚女人，没有上过学，在章文君同志引
导下，积极参加抗日工作，送儿子参
军，自己加入了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其子孙华德按组织决
定未跟部队北撤，很快与其他留下坚持
隐蔽的同志接上关系。母子俩和村里的
党员、积极分子，在村周边直岙、八猫
头山、川坑山、黄雾岗、清石坑、小股
山、老鹰岩台、落夹岙等 11 处山岳、
山岗上，搭建了 17 个“公馆”，供坚持
斗争的领导干部和武工队员安身。

依靠群众 扎根群众

1947 年 4 月，上海党组织派来浙东
指导工作的顾德欢同志，直接来到慈南
孔岙大草地山上毛竹林中的一座“公
馆”。这是当时最漂亮的“公馆”了，
不仅顶上盖着厚厚的稻草，四周也围着
稻草扇，里面摆着一张方桌子和几把靠
背竹椅子。之前，“公馆”从未放过桌
椅，全部用稻草盖的“公馆”也是很少
见的。“公馆”的变化，象征着四明山
地区斗争形势的转变。

当年 5 月，党组织动员外出躲避的
党员回来参加斗争，动员各村青年积
极分子参军入伍，组建区中队和乡游
击 小 组 。 5 月 11 日 ， 顾 德 欢 、 陈 布
衣 、 朱 之 光 等 领 导 同 志 在 孔 岙 山 上

“公馆”讨论决定立即恢复四明游击根
据地。5 月 15 日，在余鲍陈村北山上
的 草 茅 庵 召 开 重 建 四 明 主 力 武 装 大
会 ， 成 立 了 小 型 主 力 部 队 ， 番 号 是

“三支队二大四中队”。
同年 12 月，以顾德欢为书记的中

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 （简称“浙东临
委”） 成立，并决定在 1948 年 1 月召开
浙东临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四
明、会稽、台属、三东 （鄞东、慈东、
镇东和舟山） 四个地区的党和军队领导
人共 200 多人。会期较长，负责会务工
作的鲍纯甫组织党员、积极分子在孔岙
村山上搭建了 23 个“公馆”。为了防备
敌人突然袭击，又在相隔 5 里路的余鲍
陈山上搭建了“公馆”，作为分会场，
保证了为期半个月的临委扩大会议顺利
进行。

不久，浙东临委机关搬迁到芝林村
作为驻地，芝林村、余鲍陈村的党员和
积极分子又为临委驻地在芝林渚石坑的
密林里搭建“公馆”三四十个，代号

“新新公司”，供临委机关使用和来往人
员住宿。在当地基本群众和武工队的保
卫下，直至 1948 年 12 月浙东临委南下

迁往台属地区的 8 个多月时间内，临委
驻地一直平安无事。

临委机关转移后，只留下少数几个
同志负责接纳从上海、宁波前来四明山
参加革命的学生和青年，其中李玲花

（李坚在山上化名） 一人在“公馆”里
就接待过数十人。

“公馆”不但作为领导机关的驻地
办公处，而且还用作电台、报社办公
房，连后方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都
放在“公馆”里。

据时任 《新华电讯》 报务员乐子型
同志回忆：在“公馆”，坚持电台的报
务工作比一般同志遇到的困难更多。新
闻台是一台装配起来的三灯收报机，虽
不大，但工作时，一是要架天线，二是
要有工作台，三是晚间工作要点灯。下
雨了，“公馆”常漏水，只得在工作台
上打雨伞⋯⋯后来转移到鄞奉交界的十
八级岗“永安公馆”，总算平平安安住
了一二个月。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浙东敌
后武装不断扩大，浙东临委于 1948 年 4
月决定把 《新华电讯》 改为 《四明简
讯》。在陆埠北面杜徐后山“公馆”（号
称 “ 文 化 公 司 ”）， 正 式 出 了 报 纸 。
1948 年冬，浙东临委决定筹办 《浙东
简讯》。“文化公司”的 20 多位同志随
临委机关转移去天台、路东地区后，徐
炎、邹清等同志在四明地区继续编辑出
版 《四明简讯》。“文化公司”的同志在
转移途中坚持收抄电台讯息，编印出版

《浙东简讯》。12 月份到达新昌县境岭
区称子坑南山上，搭起“公馆”，这里
经常听到老虎吼叫声，故名“老虎公
馆”，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这两份在

“公馆”里办的“简讯”报纸一直办到
宁波解放为止。

1948 年 7 月，四明后方医院在大岚
山上王村附近山岙里的“公馆”正式建

立，由史东帆任院长。为了避开敌人的
“清剿”，后方医院经常转移。

在敌人不断“清乡”“清剿”下，
又有坏人告密，隐蔽在深山密林里的

“公馆”也不是绝对安全的。虽有基本
群众事先报告敌情，大家警惕性又高，
大部分情况下能及早转移，但还有几次
遭到了敌人的袭击。

1945 年 12 月中旬，鄞西大雷乡骑
马坡村旁大坑山顶的“竹公馆”遭反动
派军队袭击，鄞县特派员机关党支部副
书记吕云洲同志因身患疥疮行动不便，
未来得及撤走而被枪杀。

陆埠镇附近的梅岭墩山上，有作为
《四明简讯》 办公用房的“考验公馆”。
1949 年 2 月 22 日中午，十多名报社工
作人员紧急撤离，从上海新来参加工作
的刘超、丁千两位同志，走避不及，不
幸被敌人枪弹击中身亡。

1949 年 2 月 24 日，位于鄞西庄夹
岙的“桃湾公馆”遭敌人包围，中共鄞
慈县二区区委委员陈辉与民运干部徐角
方二人被捕，3 月 11 日，与同时期被捕
的朱敏、肖章两位同志，在中村对面毛
竹山里被活埋。

四明山游击根据地以“公馆”来隐
蔽自己，这既是坚持革命斗争的需要，
也是保护村庄、保护群众的最好办法。
解放战争中，四明山的革命武装力量能
够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成立浙东
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直至最后胜
利，“公馆”的作用功不可没。

曾经在四明山游击根据地战斗生活
的同志，都为自己有过居住“公馆”的
经历而自豪。时任中共四明工委委员、
宣传部长薛驹有 《咏四明山竹》 一首：
满山竹林满目青，竹杖扶我登四明。暮
行不怕蛇豸扰，晓倦常卧公馆中。无镬
便烧竹筒饭，有菜多是盐笋丁。最能令
人舒心事，夜听陕北电讯声。

“公馆”派了大用场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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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平 文

③③

②1985 年春，宁波市部分老同志在四
明山余鲍陈村山上的一个“公馆”旧址，
畅谈当年隐蔽坚持斗争的生活。

③当年曾作为慈南后方医院院所的
“庙公坑公馆”。

①2005年由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在
陆埠钟山红色主题公园内仿建的一个“公馆”。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