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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抗日战争处于相
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一边消
极抗日，一边疯狂反共。当时
在闽北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面
对敌人的围剿，活动非常困
难。为了尽快打开局面，省委
遵照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的
重要指示，作出了省委机关南
迁闽中山区的战略决策。

时任中共永（春）德（化）大
（田）特派员的吴天亮，承担起为
省委寻找在戴云山区落脚点的
重任。此时，他已以毛厝为据
点，在周边建立了 10多个秘密
联络点，发展了一批党员，为省
委南迁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吴天亮为省委选中的地点
是坂里。1949年前，坂里属于
毛厝保。

今年94岁的陈家咸是坂里
人，他至今忘不了 1943年春的
一天，他在一个亲戚家见到一
个陌生的年轻人。“穿长衫戴毡
帽，显得英俊潇洒，”陈家咸说，

“大家看起来都很尊重他，叫他
许仔。”

过了一些天，许仔要陈家咸
带他去坂里村西北的一条叫“落
狗坑”的山沟看看。走了一个多
时辰的路后，许仔在落狗坑四周
转了转，看到山沟里的竹子已被
砍伐殆尽，不禁惋惜地摇摇头，
说：“不合适，不合适。”

中午，许仔就留在陈家咸
家吃饭。他端着碗走到陈家咸
家门前的岩石上坐下来，边吃
边瞄着周围的山峰。突然，他
用筷子指着屋后的山头说：“后

山上那片林木茂密的地方叫什
么？那地方大不大？”陈家咸顺
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说：“那地
方大着呢！叫牛寮沟。”“那上
面有没有水？”“没水怎么养
牛？山上有泉水流下来，以前
我家祖上就在那里盖了许多牛
寮，养了很多牛，所以那里才叫
牛寮沟。”许仔听了眼睛一亮，
说：“快吃！吃完我们到上面去
看看！”

吃完饭后，陈家咸带许仔
直奔牛寮沟。当看到沟里竹林
遮天蔽日，泉水淙淙流淌，陈家
咸发现，许仔脸上露出一丝笑
意……

此后，许仔到坂里的次数
明显比往常多了。这一年的年
底，他带十几个人住进牛寮沟，

还动员一些村民到山上帮忙搭
盖竹寮……有一天晚上，陈家
咸从家里挑饭到山上给大伙
吃。饭后许仔讲了话，陈家咸
才知道许仔是一名共产党员。
他也才明白，许仔带他到牛寮
沟勘察的目的。而直到新中国
成立后，陈家咸才知道，许仔的
真实姓名叫吴天亮。

“如果不是吴天亮，我们坂
里不可能成为省委机关驻地；
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如今
也不会引来这么高的关注度，
迎来这么多的游客。现在村里
发展红色旅游，村民日子越过
越红火。我们坂里人是真心地
感谢吴天亮，可惜他看不到这
一天……”说着，陈家咸的眼眶
湿润了……

寻找烈士吴天亮
报告文学

1921年7月2日，他出生在
晋江的内坑，如果还活着，今年
刚好一百岁！可惜，“天亮”之
前，他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生
命永远定格在25岁。

他叫吴天亮，是一名有着
坚定革命信仰的中国共产党
人。艰苦岁月里，他与德化县
毛厝、坂里结下的隆情厚谊，至
今还在被人们传颂。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日子里，我从烈士的
故乡出发，追寻着他的足迹，去
探求那不屈不挠为民族解放和
人民幸福而奋斗的革命精神。

吴天亮到底是在哪里牺牲的？他被埋在哪
儿？新中国成立后，寻找烈士遗骸，成为摆在当
地政府和吴天亮家人面前的头等大事。

吴天亮的弟弟、吴辅群的父亲吴天图，找到
了吴天亮生前的一些战友，询问了原来国民党
旧政权的一些军警，最后确定吴天亮牺牲的地
点是莆田东山报恩寺。

1965年3月10日，吴天图来到了位于莆田
东岩山的东山报恩寺。一位叫常圆的寺僧告诉
吴天图，1946年 2月 23日下午 5时许，在东山
报恩寺后殿，国民党反动军警再次动用酷刑，吴
天亮被折磨得昏死过去。敌人强迫常圆提来一
桶冷水，浇到昏倒在血泊中的吴天亮身上，让他
苏醒过来。当常圆回身走到殿外时，不一会儿，
就听到一阵呼喊：“共产党万岁！”吴天亮就这样
被敌人杀害了。

常圆带着吴天图，在东山报恩寺后山找
到了吴天亮的遗骸。就地火化后，烈士骨灰
被带回晋江，安葬在晋江内坑革命烈士陵
园。吴天亮魂归故里，见证着晋江这数十年
来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如今的晋江，成为

“晋江经验”发源地，县域经济实力连续 20
多年居福建省第一。吴天亮当为此感到欣
慰和自豪！

在烈士陵园，我与吴辅群一道，向烈士敬献
花圈。吴辅群说，吴天亮把自己短暂的一生，全
部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他没有婚配，因而也
没有留下子嗣。吴辅群作为吴天亮的亲侄子，
按照闽南风俗，被过继给吴天亮。每年的清明
节和吴天亮的忌日，吴辅群和其他一些亲人，都
要来到这里，祭拜吴天亮。

革命烈士纪念碑下，我们深深地鞠了一
躬，向吴天亮烈士致敬！一种信仰，如火焰般
升腾；一股力量，在内心深处激荡。寻找吴天
亮的过程，就是一次对百年党史刻骨铭心的重
温与学习，更是一次精神洗礼、一次思想升华、
一次行动感召！

晋江市内坑镇白垵村是吴天亮的故乡。他
的故居就在村口大路边。看到故居墙上挂着的
一幅吴天亮遗像，陪我前来探访的吴天亮侄子
吴辅群眼眶有点湿润，他细心地擦拭起来……

吴辅群告诉我，吴天亮从小受投身革命的
大哥吴烟腾影响，1932年当上白垵儿童团团
长，1934年加入共青团，1938年5月1日加入中
国共产党；这一年秋天，吴天亮受党组织指派，
离家进行革命活动。

1946年2月1日，正是一年一度的除夕，吴
天亮回家了！这是他离家8年后第一次回家和
家人吃年夜饭。他的母亲希望他这次能住几
天，可是吴天亮表示，当晚就得离开。

吴天亮和妈妈有说不完的话儿。晚上9时
许，还在和妈妈拉着家常的吴天亮，忽然听到屋
子外面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还夹杂着“呼伊
死”（闽南话：让他死）的吼声。他急忙转身，想
上楼，从阁楼上脱身。但来不及了，门很快被敌
人撞开。吴天亮极力挣扎反抗，但寡不敌众，被
敌人打昏架走。

原来，偷偷回家的吴天亮，早被盯着吴家动
静的本村叛徒郑某发现。郑某马上报告国民党
保安队。敌人当晚调来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
将吴家团团围住……

吴天亮被捕后，党组织多方查询其下落，设
法营救。但敌人好不容易抓住吴天亮这条“大
鱼”，岂能轻易放手。他们对吴天亮进行严刑拷
打，妄图从中获取我党重要情报。吴天亮以威
武不屈的革命气概，经受住敌人的各种酷刑，保
守党的秘密。

1946年 2月 6日，也就是吴天亮被捕 5天
后，吴天亮的弟弟吴天图前往泉州监狱探望哥
哥。吴天亮此时已被敌人折磨得遍体鳞伤、面
目全非。他无限感慨地对弟弟说：“人生总有一
死，死对于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我不能看到大
家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吴天亮鼓励吴天图要
能经受住打击，要更加坚决地同敌人继续斗
争。几天之后，吴天亮的母亲去探监。看到眼
前的儿子浑身血肉模糊，她心痛得几乎快晕过
去。吴天亮说：“儿子不孝，未能报答您养育之
恩，还让您受尽种种苦难。相信不久之后，你们
会过上好日子！弟妹们会代我孝敬您的。”说
着，这位平时从不轻易掉眼泪的汉子，泪如雨
下。母亲抖索着双手，将一个布包递给吴天亮，
说：“孩子，妈妈能给你的只有这几块番薯了，你
吃吧！”这是母子间的生离死别，也是吴天亮和
生死与共的战友的诀别。

1946年2月21日，吴天亮被敌人押解至莆
田。23日，吴天亮惨遭杀害，壮烈牺牲。

坂里是德化县水口镇昆坂
村的一个自然村。在村中央，
建有一座中共福建省委旧址陈
列馆。这里被列为福建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和福建省国防教
育基地，每天来参观学习、接受
革命传统教育的人很多。

陈列馆里，陈列着众多反
映当年省委南迁历史的文物、
图片。这其中，铭刻着吴天亮
的诸多历史功绩……

1943年 10月，省委指示吴
天亮，探索一条从德化通往大
田的安全路线，把中共闽中工
委书记林大藩在大田县武陵
垵建立的游击队接到德化，以
充实加强省委机关安全保卫
力量。

吴天亮带着毛票等人化装
成商贩，冒着生命危险，按照不
同路线，两次前往大田。他们
一路上不仅要观察地形，还要
想方设法通过国民党设置的重
重关卡。在德化赤水客栈过夜
时，国民党警察突然来查夜，吴
天亮不慌不忙地说：“我老家一
位亲戚的老婆，跟一男人跑了，
我们要去找人……”警察信以
为真，就放行了。这事让毛票
特别佩服吴天亮的胆大心细、
机智果敢。

吴天亮最终确定建立了一
条从德化毛厝到大田武陵垵的
地下交通线，并在沿途设立多

个秘密交通站，从而打通了我
党闽中与闽西北的联络。就是
沿着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吴
天亮将林大藩带领的游击队安
全接到了毛厝。

1944 年 3 月，省委机关人
员从永泰青溪转移到德化坂
里；5月，省委武装主力与先期
到达的各武装力量在坂里会
师。至此，中共福建省委顺利
完成领导机关南迁闽中的重大
任务。

坂里，这个位于大山深处
的小村庄，成为福建省委领
导全省抗日反顽斗争的指挥
中心！

在坂里后山牛寮沟的竹林
里，每天清晨，伴着红旗的升
起，都会响起激昂的歌声：“我
们的红旗就是战旗，为着红旗
扫荡杀敌，千万条臂膀高高举
起……”一百多名省委机关人
员和游击队员，在这里认真地
进行整风学习、军事训练……

因为会讲闽南话，方便与
群众沟通，吴天亮承担着联系
坂里以及周边群众、做好安全
保密和后勤保障的工作。至
今，这里一直流传着吴天亮等
人与群众歃血为盟的故事——

有一天深夜，闽中特委书
记黄国璋与吴天亮、刘祖丕三
人，代表省委机关，与坂里全村
22户 22名代表，在村民陈存星

家立下生死盟约，表示：要拥护
共产党；要保密；要帮助采购粮
食……所有人均按传统习俗一
口喝掉鸡血酒，并在盟书上逐
一按下手印。这段佳话为省委
机关南迁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毛票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
时深有感触地说，省委机关在
坂里住了四个来月，指挥着全
省抗日反顽斗争，在此期间不
失一兵一弹，队伍又能吃饱饭，
这和吴天亮苦心经营这块红色
的热土是分不开的。

1944年 6月 23日，福建省
委机关离开坂里，转移到永泰
东湖（现属仙游）。吴天亮仍坚

守在戴云山区开展工作。1946
年 1月，眼看春节要到了，隐蔽
活动在德化毛厝一带的福建省
委游击支队缺衣少食，十分困
难。吴天亮奉命回晋江，为游
击队筹集衣物和经费。

毛票记得，在送吴天亮回
晋江的路上，吴天亮对毛票说：

“春节过后，正月初九我到南
斗，初九没到十五一定到，你还
要来接我。”然而，等到农历正
月初九，毛票依约赶到德化南
斗，一直等到天黑，还是看不到
吴天亮的身影。正月十五再
去，吴天亮依然没出现。

后来，毛票才知道，吴天亮
早在除夕就被敌人逮捕了……

巍巍戴云山脉，有“闽中屋脊”之称。石牛
山为戴云山脉第二高峰，海拔 1782米。德化县
水口镇毛厝村位于石牛山腰，这里梯田层叠，翠
竹连绵，绿浪接天。在一个小山坡上，一排绿树
掩映着一栋土木结构的双层楼房——岐山堂。
它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如今是德化红色交通
线纪念馆。

岐山堂曾是德化一个重要的革命据点和红
色交通站，它犹如一颗火种，点燃了戴云山区的
革命烈火。当年，吴天亮奉命从晋江来到德化
开展革命活动，就住在这里。

毛厝位于德化、永泰、仙游三县交界处。这
里山高林密，便于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42年
初，平时少有外人涉足的毛厝，来了一个收购香
菇的年轻商贩，他就是吴天亮。此时，吴天亮担
任中共泉州临时工委书记，肩负着在戴云山区
开辟革命新区的重任。

吴天亮找到了岐山堂的主人毛票，住进了
他家……

吴天亮成了毛票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岐山堂也成为他们秘密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的重要据点。毛票生前曾回忆：吴天亮初来毛
厝，晚上经常与他一起睡，给他讲了很多革命道
理，鼓励他走上革命道路。有一天晚上，吴天亮
问他:“要不要参加共产党？”毛票答道：“只要是
为穷人的党我就参加。”

几天后，吴天亮叫来毛票、毛声足、毛美桥
三人。他们就在岐山堂前的一间土房子里，点
亮了一盏油灯，展开了一面党旗，举行了一个简
短而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

中共毛厝支部成立了！
这个党支部，在此后的福建省委机关南迁

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省委机关驻留
期间，正是毛厝党支部发动群众，为省委机关提
供了粮食和各种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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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山堂，吴天亮曾住在这里。

1940年，吴天亮（左）与战友合影。

吴天亮侄子吴辅群向烈士敬献花圈。

吴天亮烈士遗像

位于坂里的中共福建省委旧址陈列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