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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年代，为鱼曹头村留下了宝贵、丰富的红
色资源，为其发展红色旅游打下了丰厚的“红色家底”。

如今，在绿色怀抱下的鱼曹头村早已恢复了安详宁静，在鱼曹
头村的文化礼堂里，却依然诉说着红军曾经的历史。文字无声，却
仿佛把人带到风声鹤唳、枪林弹雨的战场。而关于朱金则等人的
无数故事与传奇，至今在鱼曹头村口口相传。“我们的家乡是光
荣的村庄，抗击‘长毛’避祸端，鱼曹头村名从此扬，成立红军闹
革命，英勇事迹代代传……”采访中，村民们自豪地唱响这首《鱼
曹头之歌》。

为了纪念义乌第一支革命武装的创始人朱金则，2014 年，
鱼曹头村还建立了“金则讲堂”，用于上党课，讲述红色故事，传
播红色精神。去年6月，以鱼曹头革命武装成立旧址为基础的义
南红军指挥部旧址纪念馆正式开工。在“讲好红色故事，走好红
军路”的同时，大自然也以丰厚的收获回馈这片红色土地，依托
种植高山云雾茶、五指岩生姜等农特产品，不少村民们过上了
好生活。

“接下来，我们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红色文化传承积极谋
划项目，把鱼曹头打造成红色文化旅游地，助村集体经济发展。”朱
荣喜说，鱼曹头村的发展定位就是“红色沃土，绿色崛起”。

红色沃土 绿色崛起

鱼曹头村位于赤岸镇东南面，
海拔500余米，紧临永康县的金坑、
下位及东阳林村。由于地处偏僻，又
在崇山峻岭之中，两县国民党政府
对其管理鞭长莫及，1928年2月，中
共永康县委在鱼曹头村成立了党支
部，党支部的成立，给闭塞的山村带
来了光明和希望，也为偏安一隅的
古村打上了红色印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
产党员在国民党屠刀下惨遭杀害，党
组织受到重创。但鱼曹头村中共党员

朱孝云(又名朱雷云)，仍坚持革命斗争，
在该村发展党的组织。朱金则(又名朱金
宝，自少习医)就在此时，由朱孝云介绍
入党。随后又发展朱樟山等一批人入党。

1928 年 2 月，朱金则遵照永康县
委指示，在永康、义乌边界的鱼曹头村
创立中共鱼曹头支部，书记为朱樟山。
同时，在鱼曹头村组织一支20多人的
革命武装，对外称“红军”。革命武装成
立旧址为三进式砖木结构的旧式建
筑，建筑整体至今保存良好。

“鱼曹头的深山密林、崎岖山路，
都成了这支队伍天然的护身符。为了
保护种在山上的庄稼免遭野兽侵扰，
农户家中大多都会有土铳、鸟枪、大
刀、长矛等武器，不少人擅长打猎。”朱
荣喜说，这些都是义乌第一支革命武
装成型的“天然基础”，让鱼曹头率先
在义乌境内燃起武装革命的火种。

虽然没有正规的武器，也没经过
军事训练，但这支革命武装队伍，打土
豪、闹翻身却当仁不让，作战英勇，难

以追踪。这极大地“刺伤”了国民党反
动派的神经。敌人派出了数倍的部队
进山围剿，要把这支队伍扼杀在摇篮
中，但这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红军
队伍，面对强敌，无所畏惧，英勇战斗。
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他们还用民
歌“怀胎调”的形式，编了一首《送郎当
红军》的歌，鼓励士兵、群众参加革命。

1928年，从永康传来一个振奋人
心的消息：永康工农军成立了，在司令
吕思堂的率领下，接连击溃省保安队
及永康、武义、义乌数县的地方武装，
声势大振。随即，朱金则带领队伍正式
加入了永康工农军。

1930年7月，吕思堂联络各地武装，
集中800余人攻打缙云县壶镇，战斗因
山洪暴发失利。同年9月，吕思堂在上海
购买武器时，遭反动当局逮捕。10月2
日，被杀害于兰溪。吕思堂牺牲后，国民
党增派省保安团第三团和第七团来永康

“清剿”工农军，工农军仓促应战之中无
法组织力量抗御强敌，工农军被瓦解。

照进山村的曙光 第一支革命武装成立

工农军瓦解后，给革命带来了
重创。由于叛徒的出卖，红军战士和
家属被杀的被杀、被捕的被捕、逃亡
的逃亡，使朱金则悲愤难抑。面对被

“清剿”的红军队伍及得意洋洋的反
动派，他立誓要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而继续战
斗，朱金则决定第二次组建红军。

1931 年 2 月，朱金则重新组织
了一支农民武装。由于纪律严明，他
们以“减租减息、惩恶扬善、济困扶
危”作为宗旨进行扩军工作，深受广
大穷苦百姓的支持，所以红军队伍
很快发展壮大，成了一支上百人的
队伍。他们以东田、水竹坑为中心进
行革命活动，范围涉及义乌、东阳、
永康三县相邻的边界地区。

红军队伍的迅速发展，让国民
政府官员十分恐惧。1931 年秋，驻
赤岸的国民党保安团排长斯银岩，
多次对这支红军队伍进行血腥镇
压。他们一方面不断出动军警搜
寻、抓捕红军队员，另一方面大搞
反动宣传，进行攻心战术，引得一
部分红军叛变。好在红军凭借熟
悉的地形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经
历了抱塘岭头战斗、双尖寺反“围
剿”战斗、蒋坑战斗、高岭头战斗等
多次战斗，却无一伤亡，且队伍越来
越壮大。

1931 年 12 月 13 日夜晚，朱金则
率部奇袭东阳南马保卫团。在他的指
挥下，战斗不到半小时，击毙保卫团团
长及团丁数名，缴获长枪三支、木壳枪
二支、子弹一百余发。料到保卫团随后
会进行反击，战士们埋伏在密林深处，
凭借茂密树林和漫漫迷雾，专等敌人
到来。等到敌人踏进红军的火力圈，一
声号令，枪声四起，保卫团被打得晕头
转向，连滚带爬逃下山去。

同年12月24日夜，朱金则率部一
夜间镇压了鱼曹头、金坑、下位等 20
余名土豪劣绅、国民党走狗、叛徒等社
会余孽，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大大激励了群众的革命斗志。

事后，驻赤岸、唐先的国民党保安
团，配合省防军对这支武装进行大力“围

剿”，叛徒金开标引路。朱金则率领红军
进行了有力还击，打得英勇顽强。最终
因敌我力量悬殊，不得不撤出东田。战士
朱有元和大金(永康人)被抓牺牲，被悬首
于佛堂浮桥头。武装部队在东田、水竹
坑、西天门的房子全部被烧。东田战斗
失利后，部队转移到一个老虎洞里隐
藏。为保存革命力量，1932年2月，朱金
则决定将这支武装队伍暂时解散。

至此，义永边区的红军斗争遂告
终结。1932 年，朱金则以补鞋修伞为
名，在汤溪县一带发展党员，并建立党
的联系点。1935年，他随刘建云(刘英)、
粟裕领导的红军队伍到浙南和福建进
行革命斗争。1937年，朱金则任宣遂汤
工委委员，在汤溪、宣平、武义、遂昌一
带工作至1949年，1969年病逝。

第二次崛起 再建红色武装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文/摄

进入柏峰水库后，驱车
沿着蜿蜒山路前行至倍鱼线
的终点，便来到了这个红色
的革命小山村——赤岸镇鱼
曹头村。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
我村的义南红军指挥部旧址
纪念馆正在修复，预计6月
份可以开门迎客。”4 月 20
日，踩着青苔覆盖的石板小
路，绕过爬满古藤的石墙，赤
岸镇鱼曹头村党支部书记朱
荣喜向记者讲述起了鱼曹头
村“点燃义乌武装革命星星
之火”的历史。

1928年2月，鱼曹头村
活跃着一支叫“红军”的革命
武装队伍。这是义乌历史上
第一支革命武装，创建人是
义乌鱼曹头村共产党员朱
金则。这支队伍由受压迫、
受奴役的农民组成，他们势
单力薄，外无援兵，内无后
勤保障，孤军作战，打起仗
来却掷地有声，战绩斐然，
历经两起两落，在义乌革命
早期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
革命壮歌。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用此句形容鱼
曹头村，我想并不为过。

暮春时节，鱼曹头村就像一个天然的氧吧，目之所及皆是
翠绿。沿着历史的台阶拾级而上，一棵500多岁的红豆杉树，
像一位老者述说着光阴的故事，传承着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不
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仔细端详鱼曹头村文化礼堂外墙上展示的鱼曹头村平面
布局图，一个昂首挺胸迎风行走的“战士”形象跃然纸上，似乎
寄托着村民向往美好生活奋力奔跑的愿景。

英雄虽已故去，但青山巍峨依旧。鱼曹头革命军的历史虽
然短暂，却在义乌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即使敌我
力量悬殊，各种物资极为匮乏，战争形势极为残酷，但，革命先
烈们面对压迫，英勇无畏、顽强抵抗的革命精神，也鼓舞着一
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党和人民事业英勇奋斗！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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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纸岭挂纸岭为了纪念义乌第一支革命武装的创始人朱金则而建立的金则讲堂为了纪念义乌第一支革命武装的创始人朱金则而建立的金则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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