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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摄

幼年时，方华弟就喜欢端坐在五常堂的
大门口，听着叔伯们讲述村里的红色故事。

“方城顺是我的四爷爷。小时候就经常听我
父亲说，四爷爷自师范学校毕业后，就与方元永
等人经常到东河、上溪、柳青、后宅、曹村等地宣
传革命，在集市上发表演讲，慷慨激昂。”弹指间
便过去了一甲子，方华弟对儿时听父辈所讲的
故事仍记忆犹新，“因为四爷爷口才好、会说话，
大家都听得明白、听得进去，很鼓动人心。”

从清朝开始，上方村就是浦江至金华的
必经之地。每逢东河集市，从浦江、后宅等地
到东河赶集的人们便络绎不绝地穿过香溪、
路过五常堂，奔向集市交易。听父辈们讲着故
事，面对着远去的人群，方华弟曾站在香溪旁
暗暗发誓：“今后若有机会，将尽我所能，让上
方村的光荣历史和英雄事迹展现出来，为更
多人所知；我更是有义务，把上方的红色故事
讲给更多人听，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多年前，方华弟曾连任上方村村委会主
任。其间，他曾多次前往党史、档案等有关部
门和街道沟通对接，争取上级部门的政策支
持，又多次邀请文史界人士现场指导，将五常
堂打造成为上方村文化礼堂，建起了红色文化
教育传承基地。其中，以大量的图片和文字资
料，还原了早期共产党人在义乌从事革命活动
的红色故事，记录了令人动容的永恒瞬间。

“在文化礼堂的右边，是方元永事迹陈列
室，左侧是方城顺事迹陈列室。他们在义乌主
编了第一份革命报纸，培养了第一位从农民
中发展的共产党员，创建了第一批在土地革
命时期成立的党支部……”如今，方华弟又一
次站在了五常堂前的香溪旁，面对着一拨拨
前来参观的游客，激情满怀。这些留在义乌建
党史上的红色印记，如村旁潺潺的香溪水，永
远传颂着英雄的美名。

现在，上方村成了方塘村的一个自然村，
方华弟的身份也由村委会主任变成了一名红
色文化宣讲员。虽然已年近古稀，但他对传承
红色文化的痴情始终没有变：“我们村有这样的
红色人物、有这样的英雄事迹，我感到非常自
豪。让革命历史和英雄事迹被更多人所知，这是
一件非常紧迫的工作。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崇
高精神，让他们的事迹得到广泛传播。”

走进上方村文化礼堂，翻看着历史档案
中的红色印记，每一页都镌刻着革命者前行
的足迹，每一件都蕴含有一段感人肺腑的革
命故事，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铭记和珍藏。

一片培育英雄的热土

上方村地处义西北，距后宅街道办事处
约 5 公里。“始祖姓方，村坐落于山坡上，故
名。”这是《义乌地名志》对上方村名的注释。

尽管有香溪的百转千回、古道的纵横蜿
蜒、五常堂的古朴典雅，但多年来上方村最让
人关注的还是她的“红色故事”。村庄的四周，
有香山岭、雪封岭、戚宅岭、步墟岭、尖头岭、大
岭、将军岭等，让上方村有了“九岩十岭”之说，
可谓是山高路远水长。上方村得天独厚的地理
条件和自然环境，成为当年孕育英雄的摇篮。

“上方村落不大，但自古文脉绵远，能人
辈出。大家现在所处的位置名叫五常堂，由清
咸丰六年丙辰科（1856 年）武进士方聚星等
五个兄弟所建。而方元永、方城顺，则是在大
革命时期从这片土地走出的杰出代表。”每
次在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义务讲解时，这段解
说词都是方华弟必讲的。

如今的五常堂，彰显的不仅仅是进士之
门，更是红色之门、光明之门、信仰之门，是该
村的红色文化传承基地。

目前，义乌党史对上方村这两位红色人
物的定位是：方元永，最早在义乌本地从事革
命活动的中共党员之一，第一位国民党义乌基
层组织的负责人，主编义乌首份革命报刊《乌
喊报》；方城顺，领导建立义乌第一个党支部
——中共前洪村党支部，是义乌第一批党支部
的创建人，是中共义乌县委的首位筹建人。

讲好上方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各位游
客，现在你所处的方元永事迹陈列室，原本即
是方元永的故居。”站在五常堂的大厅内，方
华弟指着边上的两间房子说，“上方村是一片
培育英雄的热土，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传
统。”追寻着内心的红色信仰，游客们随着方
华弟的声音，穿越时空，仿佛回到了那个波澜
壮阔的革命斗争年代。

以教师身份从事革命活动

1926年春，方元永加入中国共
产党。那时，他还就读于浙江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
师”），在学校负责学生
工作，参与《杭州学

生报》等进步刊物的编辑出版。
五四运动后，位于大运河畔的“一师”逐

渐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针对“一师”
的国文教学改革和“离经叛道”行为，最终在
1920年爆发了“一师风潮”。受“一师”特殊的
斗争精神和校园环境所熏陶，方元永在校期
间接受了党的教育，树立了革命信仰，成为

“一师”的活跃分子，最后由共产党员季达才、
朱建民介绍入党。

方元永于1926年暑期自“一师”毕业后，
遵照中共杭州地委的指示回到义乌开展革命
活动，回义后即有在金华的共产党员朱建民
前来与他联系。他们原决定在金华筹办一家
青年书店，作为宣传革命文化、从事党组织活
动之地，但最终因资金不足而流产。当方元永
回到上方村后，组织了同村的方城顺、何麻车
村的进步青年何家槐等，一起学习阅读《创
造》《向导》《洪水》《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谈
论政治形势，探讨开展革命活动。

方城顺年长方元永4岁，两人都曾就读
于稠川小学，在辈分上是叔侄关系。但方城顺
因家境贫寒，由兄长节衣缩食供其读书，入学
时间较晚。此后，方城顺考入了设于金华的浙
江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接
受五四新思想的洗礼，至1926年暑假自该校
毕业。在这年的下半年，两个同村人又殊途同
归，一并任教于东河香山小学。

在方元永、方城顺回义乌时，正值第一次
国共合作进入关键期。1926年3月，国民党浙
江省党部在杭州成立，其中跨党的中共党员
占选出的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一半以上（1923
年6月，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
份加入国民党）。在这年下半年，北伐军相继
进驻了湘、鄂、闽等省，“打倒列强，除军阀”的
口号声响遍大江南北。

在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下，中国共产党反
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日益成为各族人民的共
同呼声。在香山小学，方元永以教师身份为掩
护，从事革命活动。在重阳节的曹村庙会上，
又组织散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土豪劣绅的
传单，引起了很大震动。

“香山小学教员方元永、方城顺、黄昌照、
刘学龙、刘逸天等秘密商议，预作响应北伐军
的准备。”方城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此
时，共产党员季外芳从杭州来到香山小学，由
他起草了欢迎北伐军的宣言和标语，口号有

‘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
‘实现三民主义’‘组织农民协会’等，并将这
些标语趁深夜秘密张贴于稠城，以及柳村、曹
村等村镇。”

为了迅速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发动各界
民众支持北伐，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高潮，中共
党组织和国民党省党部先后派员到金华各县
筹建国民党基层组织。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任命共产党员童志沂为义
乌特派员，负责义乌国民党左派的建党工作。

童志沂是义乌西门人，他既是国民党浙江
省执委会候补执委，又是中共杭州地委委员。
他来到义乌后，即与方元永取得联系，要求方
元永等人以国共合作名义，先组建国民党区分
部。在1926年10月间，义乌县国民党的第一个
区分部在香山小学成立，方元永为国民党香山
区分部的负责人。由于当时还没有成立国民党
义乌县党部，区分部直属于省党部领导。

国共合作在义乌的形成

国民党香山区分部成立后，童志沂被调
任严属地区特派员。方元永约请了在金华的
共产党员马新超回义乌工作，以便共同筹建
国民党义乌县党部，响应北伐军进驻义乌。这
时，共产党员丁有容、左派国民党员刘逸天
（青溪人）也分别从杭州、严州（古代地名，位
于浙江西部）回到了义乌。方元永与他们反复
商议，决定先成立国民党义乌县党部筹备
处。在筹备处的积极推动下，畈田朱、
柳村等区分部先后成立起来。

1926年11月，共产党员赵
平生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中
共党团书记潘念之的派
遣，从绍兴回义乌从
事革命活动。赵
平生任教于
绍 兴 女
子

师范学校，回到义乌后经与方元永等联络研究，
在这年的12月于稠城阜亨酱园孟允庆家成立了
中共义乌阜亨酱园联络站。这是一个党的秘密
联络点，规定对外通信联络的代号为“袁当甫”，
负责人为赵平生。不久，即发展了孟允庆、孟荷
珠、何朗然等一批中共党员。

至12月下旬，国民党义乌县党部正式成
立，赵平生为常务执委，方元永任执委兼宣传
部部长，在县党部的七名执行委员中就有五
名共产党员（即赵平生、马新超、方元永、丁有
容、毛宗骈），另两位执委为国民党左派刘逸
天、刘家泽，实现了义乌县第一次国共合作。

国民党义乌县党部成立后，由马新超接
管了县立第一小学并任校长，方城顺也转到
了第一小学任教员，但他在该校任教仅月余。
1927年1月，赵平生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指
派方城顺到杭州“浙江省党务人员养成所”学
习。这个养成所是 1926 年北伐军攻克杭州
后，由国民党省党部创办的，但实际是共产党
掌握的训练机关。

由于当时形势紧张，第一次国共合作到了
破裂的边缘，养成所告知方城顺不要去了（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养成所被背叛革命的国民
党右派接收），改到成立不久的杭州总工会去
维持局面。杭州总工会设在杭州城头巷，义乌
籍的季达才、季外芳是杭州总工会的执委，也
是方城顺在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学习时的同学。

方城顺来到杭州总工会后不久，由季达
才、季外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
他担任杭州总工会秘书，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任省委交通员，转入
地下斗争。

“清党”后开展隐蔽斗争

1927年2月，由方元永负责主编的《乌喊
报》创刊。该报以打倒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土
豪劣绅为己任，宣传党的减租减息、废除苛捐
杂税等政治主张，为大革命的兴起推波助澜，
鸣锣开道。该报为4开2版，单面石印。不过，
该报仅刊出了2期，到当年4月份因国共第一
次合作全面破裂而停刊。

4月上旬，杭州总工会派季达才向义乌
县党部通报了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的相关情
况。中共党员、县党部常务执委赵平生立
即在阜亨酱园联络站召开了紧急会议，
研究对付国民党右派进攻的应变之举。
季达才到会作了指导，要求开展隐蔽
斗争。

4月11日，杭州反动军警大肆逮
捕共产党人，对革命势力进行疯狂
反扑。同一天，由义乌国民党右
派、土豪劣绅组成的反革命势力，

雇佣了一批流氓打手冲击了县党部
和县政府。因县党部早有准备，相关人

员纷纷离义“避风头”，没有造成损失。县
长徐洪出面阻拦，竟遭殴打。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义乌全县已
有13名共产党员。5月底，仍留在县里的共产
党员秘密商议，决定发动前洪、柳村、东河、畈
田朱等地的农民协会会员，对土豪劣绅的反

攻倒算进行反击。他们利用县城集市机会，汇
集了上千名农会会员进城，冲击此时被国民
党右派掌握的县党部和县政府，然后在街上
游行示威。

6 月初，浙江省清党委员会派员到义乌
“清党”。赵平生、马新超、方元永、丁有容、何
廉等24名骨干成员遭通缉，县党部被改组，
领导权落入国民党右派之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浙江党组织遭到严
重破坏，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各地的革命力
量，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浙江省委，浙江党
组织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1927年8月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
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创建义乌第一批农村党支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浙江省委指
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去，领导农民
运动。遵照“八七会议”精神，省委派遣方城顺
回到义乌，从事党组织创建工作，由此拉开了
他在家乡开展党组织创建工作的序幕。

1927年10月，正值国民党疯狂进行“清
党”的白色恐怖下，在义乌的中共党员大多外
撤，党的活动几乎空白。阜亨酱园联络站被暴
露，孟允庆的母亲被捕受刑，方元永此时已转
入农村继续开展党的工作。方城顺临危受命，
回到义乌后首先与同村的方元永取得了联
系，向他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明确建党
对象以工农劳动群众为主，重点放在农村。方
元永则向方城顺汇报了国民党的“清党”情
况，同时告诉方城顺，县党部曾在前洪、柳村
一带组织过农民协会，前洪有个叫吴溶品的，
表现很出色，可以找他谈谈。

根据方元永的介绍，方城顺第二天赶到
前洪村，找到了吴溶品面谈，并将党的性质、奋
斗目标和斗争纲领都向吴溶品做了详细的介
绍。经过对吴溶品的启发教育，提高了吴溶品
的认识和觉悟，方城顺也十分欣赏吴溶品的进
步思想、政治表现，认为吴溶品已接受了革命
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
最终将吴溶品吸纳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中。

吴溶品也是方城顺带着省委指示精神培
养的第一位农民中共党员。吴溶品入党后，很
快就把前洪一带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并培
养和吸收了一批青年农民积极分子入党。
1927年11月，方城顺即在前洪建立了义乌县
第一个党支部，书记为吴溶品（1928年12月
当选中共义乌县第二任县委书记，1930年10
月壮烈牺牲）。

方城顺平时就与王前山的黄昌梧、黄昌
桐两兄弟相熟，加上兄弟俩都是知识分子，工
作认真细心，思想要求进步，再经过一番了解
后，即把他俩发展成为党员。而他们又在当地
发展了杨尊山、季敬芝等人入党。

为了发展组织，方城顺继续走亲访友。青
溪村的刘世达，1927年3月在建德模范小学
入党，回义乌后在青溪小学任教。方城顺得知
后即去找他，两人相谈甚欢，认为要发展党组
织，必须和农民多接触、多联系。于是，俩人就
一起来到柳村，找柳浒小学校长杨友应交谈
沟通。双方在谈到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横行不
法、农民受尽欺凌、灾难深重时，都深感气愤。
经过了一番会谈后，思想活跃、要求进步的杨
友应深受启发，更激发了他参加革命的热情。
看时机成熟，方城顺、刘世达即将杨友应发展
为党员。这期间，他们还经常找柳浒小学的教
员谈话，并发展学校教员俞春铎为党员。

杨友应入党后，与方城顺就如何进一步
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进行了研究。他们在
柳浒小学办起了俱乐部（又称锣鼓班），以自
导、自演、自唱、自娱的形式，通过一边唱戏，
一边宣传革命道理，由此揭露农民贫困的原
因和土豪劣绅地主的罪恶，提高群众的思想
政治觉悟，并涌现了许多积极分子。

杨友应是文化教员，在从事宣传工作时，
他主动承担了书写宣传标语的任务，写的主

要内容有“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等，写好
后再交给杨兴海、杨可秋等俱乐部成员去张贴，
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鼓动作用。1927 年冬，
由方城顺、杨友应介绍，又将杨兴海、杨可秋、杨
小湖等发展为党员。

开办农民夜校，是方城顺回义乌后保持与农
民接触和联系的主要通道，也是发展党员和建立
党组织的主要抓手。在柳村、山口傅、前洪一带，他
们在夜校除了教当地农民学文化，还讲时事、讲
政治、讲革命斗争的故事，号召农民开展革命活
动。在《杨友应传略》中对这段往事有这样的描述:

“他们研究要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必须和农民多
接触、多联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办民众夜校，很
快就在柳村的上车门、新屋里、田里办起来，在柳
浒小学办起了民众俱乐部，又称锣鼓班，大多是
本村活跃分子，涌现了许多农民积极分子。”

1927年11月间，方城顺在县城街上适遇县
教育局长冯鹤。冯鹤在政治上同情革命，与方城
顺本就相熟。方城顺向冯鹤提出给他留个“位
子”，冯鹤即委任他为义北区教育委员。方城顺
以教育委员的身份作掩护，到义北各小学宣传
革命道理，向老师和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并在学
校中发展党员。

刘家泽是畈田朱肃田小学负责人，曾当过
国民党义乌县党部的执委兼组织部长，思想新
潮，追求革命。当时他正与大土豪朱鹤寿展开激
烈的斗争，影响很大。方城顺与方元永一道找他
交流沟通，又发展刘家泽入党，并将在当地创建
党组织的工作交给他负责。

方城顺回义乌的这一年来，是他最忙碌的
时光。他总是马不停蹄地奔波于义乌农村，忙于
对建党对象的考察，发现有进步人士和适合建
党的对象，便逐个吸收入党。而通过这些新党
员，又相继介绍一些符合条件的人加入共产党，
至条件成熟时，再分别建立党支部。

在方城顺的领导下，至1928 年初，中共前
洪支部、中共王前山支部、中共山口傅支部、中
共柳村支部、中共畈田朱支部等相继成立，义乌
第一批基层党组织应运而生。

负责筹建中共义乌县委

义乌党的基层组织正在稳步发展中。1928年2
月，方城顺到杭州向省委汇报了他回义乌后的建
党情况，得到了省委的肯定，省委又任命他为筹建
义乌县委负责人，指示他回义乌继续发展和壮大
党的组织，并伺机建立义乌县委的领导机构。方城
顺折回义乌后，又以义北区教育委员的身份进行
活动，发展了在吴店村校任教的吴璋为党员。

至 1928 年 7 月，又有杨村、苏界、鹤田、上
方、义合、畈东、仓里、吴店，以及城区分别建立
了党支部。从1927年10月至1928年10月间，全
县先后建立了14个党支部（另有鱼曹头党支部
由永康县委建立），有党员98人。

在方城顺的领导下，通过积极发动农民，宣
传农民，在全县数个区域掀起了反封建、反劣绅
的农民运动，如柳村反对地主做道场、做庙会的
斗争及反封建迷信的斗争，前洪反对恶霸地主
的斗争，畈田朱反对地主朱某某的斗争，可谓此
起彼伏。所有这些，都为中共义乌县委的建立奠
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28年9月，省委派遣王章有来到义乌开展
工作，与方城顺就义乌是否举行暴动产生了分
歧。最终，方城顺服从组织的安排，离开了义乌。

1928年10月，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卓兰芳来义
乌指导工作，在上连树村方六月家召开党员骨干会
议，选举产生了以朱鸿儒为书记的中共义乌县委。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75年前，义乌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
斗争，受住了种种考验，终于迎来了胜利与新生。
抚今追昔，作为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时期从上方
走出的方元永、方城顺等人，从此也有了一个新
的称号——助燃义乌星星之火的“红色双英”。

作为义乌的革命老区村，如今的上方村已
成为义乌市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金华市红色
文化教育基地，成了后宅街道的一道红色风景，
引起了市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

“红色双英”：助燃义乌“星星之火”

上方村五常堂全景上方村五常堂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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