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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兵站“象泰行”秘事
——追忆沈家门地下工作者为解放舟山作贡献的真实故事

口述：蔡爱茜 整理：翁盈昌

口述者简介

蔡爱茜，女，1951年出生于沈家门西大街民济弄
籍贯：温州永嘉
系普陀塑料总厂职工，后退休。现家住沈家门街

道鲁家峙社区

人物名片

史中平：(1927—2004年)，小名史悠
枢，籍贯：浙江象山。1947年参加中国共
产党，任象山工委领导人之一，解放后历
任象山县大队副指导员，宁波军分区警
通连指导员、役科助理员，浙江省文化艺
术处组长，后任象山县图书馆副馆长，
1984年离休。曾与人合著《象山暴动》一
书。

杨颂理：(1929—2013年)，小名杨曾
官，籍贯：浙江嘉兴。解放前由史中平同
志直接领导，参加地下党交通员工作，史
中平系杨颂理姐姐杨梅保的丈夫。解放
后参军，任上海虹桥机场某空军部队团
级干部，1976年后转业到宁波重工局，
1989年离休。

蔡康慈：(1901—1969年)，小名蔡阿
财，籍贯：温州永嘉。早年来沈家门讨生
活。一直住在西横塘，解放前由杨颂理
直接领导参加地下秘密交通站侦察联络
工作。普陀搬运站退休。

引 子

2020年是舟山解放70周年，在这特
殊的日子里，我不禁想起解放前我老爸、
表哥和表姐夫在沈家门西横塘，以“象泰
行”杂货铺为掩护，搜集盘踞在沈家门的
国民党部队情报，为解放舟山做先遣准
备工作的艰苦卓越经历以及出色完成的
几件大事。

我的表姐夫史中平是浙东游击纵队
负责人之一，浙江余姚县委领导干部(离
休干部)。解放前，由上海外县工作委员
会周克同志直接领导。象山黄公岙有史
中平历史纪念馆。我的表哥杨颂理是沈
家门“象泰行”老板，浙东游击纵队联络
员之一。舟山解放后，组织安排我表哥
参军，曾任上海虹桥机场空军某部团级
干部。转业后历任宁波重工局、轻工局
某直属单位党委书记，直到离休。解放
前，由我的表姐夫史中平同志直接领导。

我爸蔡康慈，普陀搬运站退休。早
年来沈家门讨生活，一直住在西横塘，当
时是沈家门“象泰行”情报员之一，由我
表哥杨颂理同志直接领导。

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在沈家门西
横塘“象泰行”杂货铺建立地下联络点，
以史中平、杨颂理、蔡康慈为骨干，秘密
开展地下工作……

秘密派遣 组织地下联络点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
雄师胜利渡过长江之后，遵照毛主席“军
队向前进，解放全中国”“坚决将革命进
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先后解放了上海、
杭州、宁波等大中城市，大踏步逼近浙江

沿海。
1949年8月30日，61师接到7兵团

命令，归22军指挥，担负从舟山南线解
放普陀诸岛的任务，部队立即从象山半
岛行动，经过5天步行，9月9日前师主
力到达象山港口北侧昆亭、咸详街地
区。182团进到杨堤、横滨地区，进行渡
海作战准备，183团从宁海出发，急行军
到达梅山岛接受防务任务。

在这个背景下，表哥杨颂理受21军
189团首长派遣，于1949年下半年专程
到沈家门开展地下工作，专门搜集沈家
门军事情报，尤其是国民党军队的人数
配备、武器装备、暗堡设置等布防情况。

因为组织上知道表哥和表姐夫史中
平于1946年至1948年曾经在沈家门为
党组织工作过，了解他有娘舅在沈家门
定居，可以协助开展工作，也结识一批有
政治觉悟的热血青年，有一定的人脉。

负着党的重要使命，史中平从象山
来到沈家门，与他的娘舅，也就是我爸蔡
康慈，秘密商量如何开展地下工作。

两人决定在沈家门石灰道头租用一
间店铺，店名叫“象泰行”，经营柴、米、土
特产等杂货。这个位置特别适合搞地下
工作，门前是最闹猛的西横塘，后门是通
向港口的一条浦，当时所有粮食、柴草、
食品都是从这个浦码头装卸和批发的，
以店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极为有利。
零售兼批发，这样既能赚钱养家糊口又
能结识四方来客，有利打听敌方消息。
而且利用进货的机会（当时的货源都是
从象山进的）可以及时与上级领导取得
联系，既及时汇报工作，又能接受上级布
置新的任务。

为掩人耳目，店门口放着3个大桶，
装着三个品种的大米，里面放几个柜子，

摆放各种副食品，后门紧靠停靠船只的
浦，这样比较安全，若有紧急情况，有前
后门进出，还有过往船只做掩护，撤退也
比较方便。

当时的敌情信息都是经过后门那条
浦上的船只迎来送往的，同志们也是从
后门把上级的指示传递过来的。

深入虎穴 搜集沈家门情报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可如何深入虎
穴，搜集敌人的详细情况呢？又不能正
面打听，怎么办？“不入虎穴，焉得虎
子”。我爸和我表哥扮成脚夫，以送柴、
送米为名，进入敌人的驻地。

独木不成林。在我爸介绍下，表哥
结识了很多有志青年，向他们宣传革命
道理，散播革命种子。表哥集结了六七
个小伙子，以他们为骨干，做脚夫挑着粮
食，担着食品和菜蔬，以送补给为由，大
摇大摆进入各个敌人的驻地。

但要想知道敌军的情况，必须要进
入敌军内部，与里面的人搞好关系，这样
出入可以方便点。

“老班长，辛苦啦，一点小意思，请笑
纳。”表哥嬉皮笑脸一边与敌军老班长
搭话，一边观察军营动静。“听口音，你
不是本地人吧，远土远乡的，出来当兵
真不容易……”“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想
家呀……”趁送粮食的时候，表哥他们用
小恩小惠贿赂炊事班，建立“友好”关
系。因为和里面的人混熟了，敌军的防
备也松懈了。表哥他们几个混作脚夫的
小伙子，眼头活络，旁敲侧击，趁机摸清
每个驻地的人员配备、武器装备等等情
况。有的通过目测，回到店里偷偷的记
下、画下来。又根据每天送的粮食多少，
来判断敌军的人数。

对于暗堡和战壕，他们实地调查、侦
察。调查结果，当时沈家门沿海一带的
暗堡有中沙潭、白虎山嘴、龙眼、荷叶湾、
半升洞、城中有土地庙附近（现在的宫
墩）等几个。

搜集到情报后，他们暗地绘制了沈
家门海岸、码头、港口、山上的敌军兵力、
工事草图，及时向上级汇报，为解放沈家
门提供了必要的第一手军事资料。

海上练兵“绿眉毛”突然失踪

为积极准备解放舟山群岛，扫除敌
人在浙东沿海的最后据点。我军借用船
只，动员船工当师傅，开展海上练兵。

可是，一时谣言四起，说什么：“解放
军打舟山用的是人海战术，借去帆船打
兵舰，抓去船工打头阵，好比鸡蛋碰石
头，白白送死。”表姐夫史中平在协助大
军练兵中，遇到很多困难。

“我看这里有鬼!”史中平说，“定是
‘海角大王’在作怪。”因为这个人是有名
的渔霸匪首，住东海边，狗腿爪牙很多，
还指挥潜伏各地的匪特进行破坏活动，
妄图阻挠我军解放舟山群岛。造谣破坏
我军海上练兵，也就是他的一招。

部队首长听了表姐夫汇报后分析
道：“不过，我们现在还拿不到确实的证
据，先得从他私藏枪支这件事入手。”

“对。”史中平表示同意，当下带领一
班战士直奔“海角大王”家，劈头就向他
提出：“我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规定不
得私藏枪支，你必须马上交出全部私藏
枪支、弹药。”“海角大王”百般推诿狡
辩。但在上级暗中帮助下，当场抄出冲
锋枪、步枪和子弹等，逼得“海角大王”无
法抵赖，不得不认错请罪。

“海角大王”的反动气焰受到打击，
害怕自己的狐狸尾巴被我军抓住，不敢
再公开造谣破坏了。我军又向群众进行
耐心说服动员，借得船只，雇到船工，海
上练兵开始了。

可是，过不了几天，练兵中的事故不
断发生。一个夜间，向“海角大王”借用
的一只“绿眉毛”大帆船，竟连同守船的
5名解放军战士突然失踪了。这下，部
队陶团长心里十分着急，对史中平说：
“老史，我们练兵的帆船和5位同志突然
不见，这里边一定有鬼!”接着又说，“近
来有个紧急任务，必须摸清沈家门、登步
岛敌军兵力和布置情况，请你找个合适
的同志去一趟，同时查找一下这艘帆船
和解放军同志们的下落。”

史中平立即找到杨颂理，把我军征
用的一条绿眉毛船和5名解放军战士失
踪消息告诉他，令他务必协助找寻。

探清内情 当场铲除害人精

重任在肩，杨颂理，购得大米，装上
米商生堂伯的小钓船，直奔沈家门而来。

当时沈家门敌军戒备森严，舰艇严
密封锁港面，飞机到处盘旋侦察。但因
岛上大批敌军麇集,粮食奇缺，对米商另
眼看待，只要有镇上熟人，就允许进港。
我表哥杨颂理就是经营粮米的，有特别
通行证。运输中也有特别的暗号。

运粮小钓船驶近六横岛洋面，突然
有一架敌机俯冲下来，用机枪扫射，生堂
伯急令下帆。杨颂理不解，生堂伯说：
“只要一落帆，敌人就知道我们船上装的
是大米，勿会怀疑我们是共产党啦！这
是我们装米去敌占岛屿的秘密。”果真，
敌机再次俯冲下来时，就不扫机枪了，拐
了个弯盘旋而去。

杨颂理上岸找到他的娘舅和联络点
的青年，告知这次前来的任务。

于是，大家分头侦察。就在这时，忽
听泰来道头岸上锣鼓喧天，响起一阵“噼
啪!噼啪!”的鞭炮声。只见许多国民党
官兵列队在码头上，欢迎一艘靠岸的三
道桅大帆船。

生堂伯眯着眼睛道：“喔，老杨，这勿
是‘海角大王’的‘绿眉毛’吗?不会就是
我军征用的那条绿眉毛船吧。”

正好敌军团部（当时国民党的团部
设在泰来道头的八闽会馆）要开庆功会，
摆酒席需要脚夫挑食品，杨颂理和他的
娘舅就抢着要做这趟生意，就这样又一
次和娘舅混进敌人内部打听到实情，原
来敌人是在为“绿眉毛”投敌而开庆功大
会的。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
费工夫！”就这样把这个重要的情报向首
长汇报，并连夜逮捕了恶霸“海角大
王”。

经审核，由“海角大王”指使手下匪
徒，杀掉5名解放军战士抛尸大海，并把
“绿眉毛”大船开到沈家门，投靠沈家门
敌军团部，以获取名利。情况核实后，当
场把匪首镇压了。

海上、陆上的各股匪部顿时失去了
联系和统一指挥，在我军的有力打击下，
迅速土崩瓦解，为解放舟山又铲除了一
个危害，保证解放军于1950年5月17日
顺利解放定海、沈家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