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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一地，自古以来人杰地灵。浙江民众素来刚毅强
悍，对于外来侵略者皆能奋起反抗，不获胜利誓不罢休。故
前贤有言：“越地乃报仇雪恨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明代
嘉靖年间，名将戚继光专门招募彪悍勇武的义乌人，组成义
乌戚家军征战福建，连战连捷，把骚扰东南多年的倭寇一扫
而空。四百多年后，英雄的义乌人在北金山这个小山村中再
次上演了奋勇消灭日本侵略者的传奇故事。

在浙中金衢盆地东北角，会稽山余脉的崇山峻岭中，有
一座邻近三县市（诸暨、义乌、浦江）的高峰胜景，名曰“湖山
屏”，山中有一座千年古刹——瑞云寺。此寺庙曾是抗日武
装“金义联队第八自卫大队”的根据地。

1942年春，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进义乌，从此义乌人
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反抗。离瑞云寺六七华里的大陈镇鸡
头山上高高地筑有日本鬼子的两个碉堡，这里驻扎着一队
日本兵，经常到北金山一带烧杀淫掠，从此民不聊生。

1942年7月，金属地区党组织在义乌柳村会议上决定
建立抗日武装“金义联队第八自卫大队”，第八大队建立后，
燃起了义乌人民抗日的熊熊烈火。

7月下旬的一天，第八大队负责人江征帆一行三人化
装成便衣，来到北金山荷西塘、古塘洪、里楼、殿后等自然
村，登上了湖山屏，观看了瑞云寺。他看到湖山屏是诸暨、义
乌、浦江三县的交界点，离大陈的日本据点又近，居高临下，
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实乃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决定在此山
中建立一个地下抗日根据地。

江征帆又深入北金山附近农家，当得知许多村民房屋
被日本兵烧尽，老百姓个个义愤填膺，对日本兵恨之入骨，
毅然决定在北金山一带发展抗日武装队伍。他接触的第一
位村民就是房屋被日本鬼子烧毁的陈沛易。当陈沛易得知
能与日本鬼子对着干，欣然同意，成了一名抗日战士。在江
征帆的指导和帮助下，他进步很快，又动员自己的伙伴陈洪
三（今年100岁，仍健在）、陈沛友参加第八大队。他们三人
成立一个小组，名曰“第八大队义北小组”。他们经常以上山
砍柴的名义上湖山屏，传达上级指示，讨论如何唤起民众投
入抗日斗争。

金义联队第八自卫大队不断壮大，下属的义北小组成
员也不断增多，在陈沛易等人带领下，仅北金山村内又有楼
洪有、楼贤寿、楼金生、骆荣寿、郭君泗、陈洪呈等6人加入
了第八大队，成了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部队中的一支劲旅，
大大打击了大陈区块的日寇和顽军的嚣张气焰。

那是1943年6月的一天,从大陈据点出来了三个身带
刺刀和手雷的日本鬼子，想抢掠百姓财物，捞点油水。当他
们走近荷西塘村口时，被第八大队义北小组战士楼贤寿发
现，他随即悄悄地报告给了陈沛易，两人又分别通知其他在
家的队员和村民。

三个鬼子兵看见村口内一只母鸡，三人正想围扑上去
时，陈沛易一声大吼“打鬼子啰！”顿时，埋伏在四周的第八
大队的战士和村民一拥而上，拿着长矛、扁担、木棍，跟在手
中握着驳壳枪的陈澄树（当时只有一把枪）后面。手握驳壳
枪的陈澄树拢着双手慢慢向三个日本兵靠近，大约相隔40
米时，他对准其中的一个鬼子扣响了扳机，是紧张还是鬼子
晃动没打中，又打了第二枪，子弹卡壳了。说时迟，那时快，
跟在陈澄树后面的战士高喊：“打日本鬼子啰”！这时荷西塘
自然村村民杨国宝、陈勤主，古塘洪自然村的陈维荣、陈鸿
海等人也闻声赶来，把日本鬼子团团围住。三个日本鬼子听
到枪响和呐喊声，知道是活动在义北一带的第八大队的游
击队来了，吓得魂不附体，慌不择路，一个个跳入水田中。

三个日本鬼子连滚带爬逃到荷西塘自然村横亭塘池塘
边时，游击队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先把逃到最后那个鬼子
一阵棍棒狠打，顿时就被打得一动不动。另外两个亡命鬼子
看见同伙已打倒，想回救可已寡不敌众。两鬼子背靠背进行
顽抗，其中一个鬼子从村民手中夺走了一支长矛，声嘶力竭
刺向冲在最前面的村民杨国宝，杨国宝防备不及，被刺穿肚
子，肠子外翻，血流如注。可杨国宝仍受伤不下火线，与游击
队员及村民一起猛打鬼子。看见杨国宝受伤，村民们更加愤
怒，一齐围打刺伤杨国宝的鬼子，把这个鬼子打成肉浆，命
归黄泉。第三个鬼子趁大家打第二个鬼子间隙，转身想溜。
可送上门的“日货”，怎能轻易让他溜走，村民陈维荣用锄头
猛敲下去，鬼子“哇”的一声，应声倒下，在旁的游击队和村
民又一阵猛打，鬼子血肉模糊不清，一下毙命。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游击队员碰了头，陈沛易简单总结
了这次打日本鬼子经验后，一再强调说：大家要统一口径，
三个鬼子是第八大队游击队杀的；村民要严守秘密，参与者
绝不承认自己和打死鬼子有关。让大家先回家安排一下，天
亮之前都要登上湖山屏，鬼子可能要来报复扫荡。临走前在
一个鬼子口袋里放上一张纸条：“打死鬼子者八大队”。

天有不测风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打死的第一个鬼子，
在水田里泡了三四个小时后竟然“死而复活”，乘夜色爬出
了水田，刚好遇见后畈村汉奸张朱彩（后被游击队枪杀）。张
朱彩想邀功领赏，把还有一口气的鬼子连背带拖送到大陈
日本鬼子的据点。

更疯狂的报复扫荡开始了，大陈据点从诸暨调来一大
队鬼子兵，抬着奄奄一息的那个日本兵，先来到荷西塘自然
村，闯进杨勤林临时搭建的草棚内。当时杨勤林已躲在山
上，草棚内只有59岁的老妈、33岁的老婆和三个分别7岁、
5岁、3岁的女儿。当鬼子问及昨天是谁打死了日本兵时，两
个女人都摇头说不知道，凶残的日本兵就把一家五口人全
部用刺刀刺死，房屋内血流成河。

抬来的鬼子死在了担架上，鬼子兵又把另两位日本兵
尸体从水田中抬了上来，当看见“打死鬼子者八大队”时，日
本鬼子，更是凶相毕露，再一次穷凶极恶地采取了三光政
策。北金山所属的里楼、古塘洪、殿后三个自然村786间房
屋全部烧尽，连同之前烧掉的荷西塘自然村，共四个自然村
片瓦不存。见人就杀，杀死未出逃村民25人；见女人就奸，
奸淫未出逃妇女 24 人。但日本鬼子始终不敢上湖山屏一
步，害怕高山密林中的游击队将他们消灭。

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更激起了北金山人的仇恨，1943
年12月，义乌大畈召开军政委员会扩大会上，在总结抗日
战争战果时，曾提到北金山打日本鬼子一事。会议后，成立
了坚勇大队，北金山村内义北小组9名游击队战士编入了
坚勇大队，又吸收了十余人参加。坚勇大队曾多次去大陈鸡
头山日军碉堡下面侦察，想摧毁这两个碉堡，但因弹药不
足，未能如愿以偿。随着坚勇大队的不断强大，大陈据点的
日本鬼子只能龟缩在几个碉堡内，再也不敢出来作威作福。
后来坚勇大队战士也随部队北撤编入新四军。

解放后，湖山屏一度曾被老百姓视为圣地，凶狠的日本
鬼子在北金山受到重创。驻扎在湖山屏的游击队员和部分
老百姓始终安然无恙，未受到任何攻击和侵害。

回顾历史，1942年义乌北金山村民的抗日杀敌壮举，
正是抗日洪流中一朵奇特的浪花，激荡飞溅，名扬后世。

金山

革命老区村
——北金山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文/摄

入袂轻风不破尘，玉簪犀
璧醉佳辰。精致的发簪自古以
来便与女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或是簪于鬓发之间，或是藏于
柜匣之中，它都是中国女子心
中明媚的一抹温柔。一支支发
簪在工匠手里反复打磨，精雕
细琢，最后才能成为万千云鬓
上的点睛之笔。

在义乌就有这样一位女
子，她用灵巧的双手打造出一
支支簪花钗环，挽起女子的三
千青丝。她就是黄晓雅，一位
“90后”簪娘。

簪娘制作一支发簪，最耗费的无
疑是精力。一支出彩的发簪，不仅仅需
要巧妙的设计，更要了解发簪背后的
文化，否则它就是一副空皮囊，没有传
统文化底蕴支撑，就失去了灵魂。

步摇是深受古今女子喜爱的发
饰，它的制作颇有讲究。《释名·释首
饰》曾记载，“步摇，上有垂珠，步则动
摇也。”黄晓雅介绍，步摇的概念，始于
两汉时期，最初用于贵族礼服。其形制
多为凤凰蝴蝶类，或缀有流苏，随着佩
戴者走路而摇曳生姿，故名步摇。随着
时代的变迁，步摇的花式愈加繁复，渐
渐衍生出伏卧状的鸟兽花枝等形态。
为贴合现代需要，又不失传统，目前簪
娘们制作的步摇多为花枝、龙凤主题，
镶嵌玛瑙玉石，坠之珍珠流苏，整体造
型轻盈飘逸，晶莹辉耀。

有时，黄晓雅也会模仿一些出土
文物题材，加之时代审美来创作。她曾
仿制过极负盛名的“李静训镶珠宝金
项链”，这条“金镶玉”造型的项链，取
材珍贵，制作精巧。链索由二十八颗镶
有珠宝的金珠构成，上端装有扣钮，扣
上镶有刻着鹿纹的蓝色宝石 ；项链下
端是一组制作华美的坠饰，共分两层，
上层以金镶宝石制成花朵，下层系一

块镶有金边的滴露状玉石。
如今，这种珠光宝气的项链并不

少见，反映出了中国古代传统审美特
质，十分值得借鉴学习。“不断尝试新
的事物，人生才会更有意义。”黄晓雅
表示，自己的簪娘之路还很漫长，除了
现在掌握的技巧之外，还将尝试学习
中国传统的烧蓝、点翠等发簪制作技
巧，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出一份力。

传统美学支撑现代作品

一件首饰从最初的灵感到完成制
作，大概要花两周的时间。每当看到喜
欢的样式，黄晓雅都会忍不住想要创
作，但从“想到”到“得到”，中间还有一
个“做到”。用什么材料，搭配什么样的
素材，使用什么样的工艺，如何将思维
碎片组织成完整的作品？这都需要漫
长的实践。

金银铜器、玉釉珍珠、玛瑙翡翠
……制作传统首饰的材料多达上千
种，如何才能展现出最美的搭配？当然
要从结构框架、材质统一、色彩搭配上
入手。其中一件飞凤发簪是她的得意
之作。当初，为了能更生动形象地展示
凤凰发簪的飞舞状态，黄晓雅找寻了
多种长羽鸟类飞行时的图片资料，用
了一周时间初步构思出凤凰的身形姿
态，再经过多次模拟勾画，才最终确定

了飞凤发簪的整体造型。这只镀金铜
制的凤凰约手掌大小，身上分出五支
尾羽，每一片羽毛形态各异，但细节制
作又和谐统一，由铜丝拧成，羽毛顶部
镶嵌着红色玛瑙石，熠熠生辉。每一片
羽毛至少需要两小时来勾勒，整只飞
凤发簪的制作，需要不下两周时间。

从生活中找寻灵感

所谓“簪娘”，其实便是做发簪以及
各类传统汉服配饰的姑娘，她们用最细
腻的心思，将铜丝铁片撵揉，饰以珍珠宝
石，制作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想要制
作发簪的念头始于2018年初，在一场汉
服游园会上，黄晓雅与众多穿汉服的姐
妹一同参与活动。其间，女孩们相互讨论
着各自的发钗发饰，交流搭配钗环首饰
的心得。不同风格的服饰要搭配不同的
配饰，每个姑娘手中都攥着一大把风格
迥异的饰品，却时常觉得没有合适的首
饰搭配衣服。“我为什么不自己试着做一
个发饰呢？”说干就干，第二天，黄晓雅便
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采购，开启了她的
簪娘之路。

“一开始入门的时候是很盲目的，并
不明确自己想要什么。”黄晓雅说，这是
一个大批量生产的快消费时代，比起一
针一线的慢工细活，人们更愿意追求高
效与迅速。但是制作发簪是一项快不起
来的工作，从挑选素材，到搭配色调，再
到器物定型，每一步都精密、繁琐。

“这件作品，看似小巧普通，仅仅是
将米珠串联这一项制作工序，就需要花
费一整天以上的时间。”黄晓雅手中的这
串饰品名为“软璎珞”，在搭配汉服时功
能颇多，既可以当作装饰颈部的璎珞项
链，也可以作为装饰发型的“围髫”。雀蓝
色的珠子在阳光下折射出蓝绿两种光
泽。据介绍，这是一种进口材质的玻璃米
珠，形如米粒，中间有细孔，常用于制作
珠花或项链。

通过鱼线将4000余颗雀蓝色米珠编
织成网状，并适当点缀红色米珠，一件软
璎珞才堪堪成型。“制作普通饰品只需要
一台机器，运转一天可以产出成千上万件
成品。”黄晓雅说，一件手工发饰，却需要
簪娘用一两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悉心制
作，每件作品都凝集着簪娘的一番心血。

“快不得”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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