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年前，一位天台人去往浦江担任县长，时值抗
战，他与这座城市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在浦江的 4年零 5个月里，他创办县立战时补习
学校、县立卫生院、军属自生工厂，推行战时政治教
育，呼吁民众抗日。

离任之际，继任者送他两把椅子，拆解自一架日
军侵华战机，是浦江人民英勇抗战的象征。他很珍视
这两件战利品，将它们带回了天台老家。

他叫金平欧，是民国时期，浦江任职时间最长的
一位县长。

斗转星移，8月14日，金家后人将这两把椅子，从
天台又送往浦江，捐赠给了浦江县档案馆。在“侵华罪
证——坠浦日机飞行员座椅捐赠仪式”现场，浦江县
委常委、县政府党组成员陈鹏进为他们颁发了收藏证
书。两件文物，将收藏于馆内的浦江红色主题展厅。

“86年前的今天，一架日本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坠
毁在浦江县朱宅的一处山坳中，多年来，金氏家族三
代人用心守护，完整保存了当年坠机的这两把飞行员
座椅，并将它们无偿捐赠给浦江县档案馆，这个意义
非同寻常，对金华来说，这是至今唯一保存下来的侵
华日军飞机残骸。”陈鹏进说。

归去来兮，两把椅子，牵出一段抗战记忆。

一

朱雪龙女士，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金全才的夫人，
现年 76岁。两年前，她翻修天台县后洋陈巷 3号的金
家老宅时，发现了阁楼中的两把旧椅子。

这是两把奇特的椅子。上半部分由铝制成，椅身

接合处，有整齐细密的铆钉，显然是工业制品。下半部
分是木质的三脚底座，像是手工削制而成。人坐在上
面，椅身可以旋转。因年岁久远，金属面已锈迹斑驳。

朱雪龙记得，多年以前，她嫁到金家没多久时，就
曾看到过这两把椅子。她好奇地问婆婆：这椅子是哪
来的？

婆婆说，这是你们爸爸从浦江带来的。
婆婆名叫张振亚，原名张本，原浙江省立第六中

学（今台州中学）校长张炘之女，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今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一名
律师。

张振亚口中的“你们爸爸”，就是她的丈夫金平
欧，1938年9月至1943年4月，在浦江县担任县长。

1949 年 11 月，金平欧去了台湾，张振亚留在天
台，夫妻二人余生再未见面。这两把椅子，放在一间藏
书的小阁楼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一群人冲进了金宅，
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藏书阁里头的书卷、物什，都被
丢到露天场地，付之一炬。

两把椅子也被翻了出来，领头的人指着问，这是
做什么用的？张振亚回答，是剃头椅。领头的摆弄了一
番，发现椅子能旋转，确实像剃头椅一般，便不再追究。

这场浩劫中，两把椅子“幸存”下来。
椅子当然不是剃头用的。见儿媳问起，张振亚说，

抗战时期，一架日本飞机掉到浦江境内。两把椅子，是
飞机上的飞行员座椅，拆下来后，安上木头底座，成了
县政府的办公用椅。“后来，你们爸爸辞去了县长职
务，下一任县长就把椅子送给他。”

时过境迁，当年的新媳妇，如今已年逾古稀。老伴
金全才，也于2015年去世。当椅子再次出现在眼前时，
朱雪龙意识到这是两件珍贵的文物。她旋即与儿子金
树立商量：“要将这两把椅子，送回事件的发生地——
浦江县。”

二

金树立从未见过爷爷金平欧。1970年，他出生那
年，爷爷从台湾辗转香港寄来一封信，说男孩起名“树
立”，取自王安石“男儿少壮不树立，携此穷老将安
归”。名字里，有殷殷期盼，亦有谆谆教诲。

一年后，爷爷在台湾病逝，享年68岁。由于通信不
便，天台的家人过了许久，才得知这一消息。

关于“爷爷”，年幼的金树立只能通过老照片，以
及奶奶口中的只字片语，拼凑出一个模糊的背影。别
说他了，就连他父亲金全才，对自己的父亲也不十分
熟悉。毕竟爷爷远赴台湾时，父亲才9岁。

直到一位浦江文史学者的造访，才让爷爷，或者
说金平欧的形象，在他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这位学
者，是浦江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张解民。

张解民是研究浦江近现代史的专家，著有《浦
江百年人物》（2002）。2008 年，他开始编纂《回望抗
战——浦江战时实录》一书。在查阅浦江县档案馆内
3361册民国档案、采访抗战亲历者过程中，他发现“金
平欧”这一名字，与浦江抗战历史密不可分。

“民国时期，浦江有28位民事长、知事、县长，其中
以金平欧任期最长，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所表
现出的台州式硬气、知识分子的气节，着实令人敬
佩。”张解民说。

于是，他多方找寻，终于联系上了天台的金全才
一家。双方聚在一起，互通信息有无，将金平欧的一生
串连起来——

金平欧，原名金梁汴，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生，
天台城关人。他出生于教育世家，祖父金文田，是晚清
进士，天台中学堂（今天台中学）的创始人；父亲金衡
峰，廪生出身，由清政府公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
历任福建仙游、永泰两地知县。

1924年，金平欧从南洋路矿学校土木工程科毕
业，到詹天佑的工程队里做设计师。没干多久，工程队
就因资金短缺，就地解散，工资一分钱没有，只发给他
一套西服。

失业后的金平欧，到武汉一家民办报纸当记者，
写文章揭露官员的贪腐行径，被迫离职。他回到天台
县文明小学当教员，在一场政治风波中，受人诬告，与
校长许杰（文学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建系主任）一
同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1927年，金平欧与张振亚完婚，两人打小认识，金
张两家亦有婚约。同年，金平欧考上国民党中央党务
学校，次年毕业，是该校的第一期学生。

1935年 5月，金平欧任浙江省武义县县长；1938
年9月，调任浦江县县长，时年35岁。

三

“我的爷爷在浦江时，办了一所中学，这是他担任
县长期间，最为人所称道的事。”金树立说。

彼时，浦江无中学。有条件的家庭，都送孩子去沪
杭甬读书，或在就近的省立中学深造。

1937年 7月，抗战全面爆发，北京、上海、杭州相
继陷落，许多在外的学子回乡避难。县里无学可上，青
少年只好辍学在家。

兴许是受祖辈影响，抑或自己当过教员，金平欧
对县内青少年的教育甚为关切，甫一上任，即决议筹
办学校。他通过县抗日自卫会成立筹备会，募集资金，
勘察合适的地点。不久，就确定以浦阳镇城南白佛寺
赵氏宗祠、孔庙为校址，对建筑加以修缮和添筑。

1938年10月4日，《浦江民报》刊登消息，“失学青
年救星——县政府筹办战时初中补习班”，轰动全县。

10月 28日，战时初中补习学校招生计划正式公
布。学校计划招收初中一年级新生 100名，男女兼收。
报名时间定于1939年1月5日至19日，报名地点设在
浦江县府教育科，考试地点设在县立浦阳小学内，考
试科目分国语、算术、常识（社会自然）三门。报名那
日，应试者近 600人，其中不光有浦江县内的青少年，
一些邻县的学子也闻讯赶来。

1939年 2月 1日，浦江历史上第一所由政府设立
的中等学校——县立战时初中学生补习学校（以下简
称“战中”）正式开学。金平欧兼任该校的校长，聘任了
十余名教职人员。该年两度招生，第一学期在校生有
245人。

为了适应抗日救亡需要，“战中”师生除了日常上
课，每周还定期举行歌咏、募捐、兵役等宣传活动。自
开学以来，至是年10月，师生们募捐救国金86.8元，慰
问抗战出征军人家属。由“战中”学子组成的童子军，

协助县教育科举行识字活动、演唱抗日进步歌曲等，
《黄河大合唱》《红缨枪》等歌声响彻浦江城乡。

1940年 2月，金平欧辞去“战中”校长职务，由张
源（河北武清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接替。

后来，“战中”数易其名，至1956年11月，改名浙江
省浦江中学。该校以“为邑树人”“作育英才”“文武通达”
为宗旨，弦诵相闻，蔚成风尚。校园内，立着金平欧的
半身铜像，上书“首任校长”。日前，我们跟随金家后人
到校园寻访，见铜像旁植一棵石榴树，枝头硕果累累。

四

任职县长期间，除了创办“战中”，金平欧还筹设
卫生院（1939年11月），创建出征抗敌军人家属自生工
厂等，这些都是浦江近现代最早的县立医院和工厂。

在《三年来之浦江县政》一文中，金平欧写到，浦
江“民间风气相当强悍，严而公则易治，宽而和则难
治。其人怀德畏威，则未尝不可治也”。

当时浦江县赌风盛行，为了整顿恶习，金平欧下
令全城禁赌，抓到有赌博者，军棍拷打之。一时间，社
会风气改良许多。

战争年代，日军除了军事侵犯，亦有“政治进攻”
的种种引诱、煽动与扰乱。为此，金平欧首创了浦江县
政情展览会，以推行战时政治教育。

1940年 12月 25日，县政情展览会在浦阳镇中心
学校举办。展览分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特种陈
列室五部分，共计展品 1575件。展会举行了 2天，有
34000余民众观展，盛况空前。

通过政情展览，民众对政府推行政令有了更深刻
的了解，如政府为何要实施粮食管制、为何要实行经
济封锁、为何要禁售敌货等等。

1942年5月，日军大举南侵，浦江县城三度沦陷。
日军烧杀抢掠，犯下无数反人类暴行。个中史料，至今
翻来，不忍卒看。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县政府只好迁移。金平欧迂
回多地，在距离大畈西北9公里的黄家村（今浦江县大
畈乡黄丰村）落脚为县政府机关临时办公驻地。

沦陷后的浦江，县城被日伪政府所占，原县政府
部分科长竟选择为日伪工作。危险、诱惑，笼罩在小小
的县城上空。“从当下的视角看，即便在最艰难的时
刻，金平欧依然固守于县内，作为‘父母官’，他没有叛
逃，有始有终。”张解民说。

1943年4月，金平欧辞去县长职务。离别之际，后
一任县长魏思统送给他两把椅子，以作纪念——就是
上文所述的那两把。

此后，金平欧一直在国民党中央任职；1949年去
了台湾，在“交通部”工作。

一湾海峡，阻挡了回家的路，孑然一身的金平欧，
只能以书信跟妻儿联络，有时，他会向老家寄一些药
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研究政治学，著有《三民
主义与各种学术》（1968）、《国父哲学思想》（1969）。
1971年去世后，葬在台北交通大厦附近的公墓。

五

“回家”，是在 2013年。金全才与女儿金晓立前往
台湾，将金平欧的骨灰带回天台，与张振亚合葬。

而金平欧的遗物——两把日军飞机座椅，10年后
也回到了浦江县。它们的到来，为浦江抗战史提供了
有力实证。

这架日军飞机到底是什么来头？它为什么会掉落
浦江？

故事要从日军一场失败的空袭说起。
1937年 8月 14日，中日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

下午2点50分，日军鹿屋及木更津航空队18架九六式
陆上攻击机，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他们分成两队，一
队空袭杭州笕桥机场，一队空袭安徽广德机场，目的
是破坏摧毁中国空军力量和机场设备。

傍晚6时许，9架日军飞机飞抵笕桥机场，展开轰
炸，由于受当时台风天气影响，天空乌云密布，能见度
低，轰炸的准确率并不高。

时任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临危不惧，驾驶
霍克-3战斗机腾空迎战，从云层上摸索到云层下，占
据有利位置，瞄准敌机开火。一阵短暂而激烈的空战，
高志航等人共击落日机3架。我方则无一伤亡，这是中
国空军抗日首次空战的胜利。

与此同时，日军飞往广德的空袭队中，有一架敌
机因迷失方向，坠落浦江县北朱宅（今浦江县虞宅乡
新光村）附近的山间。

傍晚6时许，一阵突如其来的巨响，惊动了宁静的
村庄。村民们抬头望向天空，只见一朵“云彩”缓缓飘
下，落在了村边田地上。大伙蜂拥而至，原来是一个跳
伞的日军飞行员，系着安全带，坐在一把座椅上。他着
地后几分钟一动不动，可能是受到了惊吓，或四肢麻
木难以动弹。

有一位村民见到日本士兵，怒火中烧，举起锄头
想锄死对方，但被多数围观村民拦了下来。大伙将日
本兵押解到村庄，先置于保长朱宝书家中，晚上又将
其关到诒榖堂，安排村民看管，并将此事上报县政府。

飞机的坠毁地点，在一处名叫木弗尚的山谷，离
村约有三四里路。许多村民赶去看个究竟，发现飞机
残骸已散落一地，飞机主架在燃烧，还有6具尸体。

浦江县抗日自卫队独立中队分队长洪邦基与县
警察局的警察，去木弗尚实地察看，寻捡了一些飞机
铁，又雇民夫把飞机残骸挑到县政府。

日军飞行员俘虏，则被押解到县城，自上大街至
下大街沿街示众。这个俘虏名叫恩地五郎，后递解至
浙江省第四区专署（驻地兰溪）。据时任浙江省第四区
行政专员阮毅成事后回忆，恩地五郎是淞沪会战开始

后第一名日本空军俘虏。
这起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坠落事件，无疑是浦江县

乃至浙江省抗战史上的大事件。我们很好奇，在事件
发生地，是否还有当年的亲历者。

8月 13日傍晚，我们来到浦江县虞宅乡智丰村。
幸运的是，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找到一位 94岁的老人
朱耀相，他是当年侵华日机坠毁事件的目击者。

老人家正在村养老中心吃晚饭，见我们来，收拾
好碗筷，走到门堂前，正襟危坐。他穿一件深蓝色衬
衫，双目有神，说起86年前的往事，一口浦江方言滔滔
不绝，仿佛发生在昨日。

那年朱耀相 8岁，飞机掉落那天，下着雨，他在村
口的溪埠头玩耍。忽然一声爆裂的巨响，他吓得双脚
从台阶上踩进了溪水里。抬头看去，一架燃烧的飞机
冒着黑烟，从远山掠将过来，往村西北面飞去。接着又
一声巨响，应是飞机坠毁声。

此时，天空有个“小白点”飘落，慢慢变大，他看清
楚了，是一个飞行员戴着降落伞。后来，村民把飞行员
抓了起来，关在了厅堂。那一声爆炸后，许多金属残骸
从天空落下，掉在村民房屋顶。

“我跟着村民，跑到坠机地看热闹，大家都在捡拾
铁片，我年纪小，没有上去捡。”朱耀相说。

浦江县虞宅乡新光村村委会原主任朱玉堂也聊
起了他父亲的一段经历：“我父亲叫朱祖南，1908年
生，飞机掉下来那天，他与其他三位村民跑到现场，将
飞机尾巴抬回来，摆在诒榖堂。后来，这些飞机残骸全
交给了政府。”

往事已矣。当年的日机残骸，大多湮没于历史的
尘埃。两把日机座椅，却在离浦江百余公里外的天台
县重见天日。人证、物证俱在，日军侵华的罪行，铁证
如山！

六

两把日机座椅，见证了天台金氏的家史，见证了
浦江县的抗战史，也见证了中华民族面对强敌入侵
时，浴血奋战的家国史。两件文物也如同桥梁，连结起
台州、金华两地的文史记忆。

无独有偶，抗战期间，也曾有架日军飞机掉落台
州。1945年 3月 17日，日军“晴空”号水上飞机落在椒
江葭沚老道头（老码头）附近，机上的日本海军第四南
遣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山县正乡命丧当场。如今，
这架飞机的主体残骸，仍深埋在椒江沿岸滩涂 9米以
下的淤泥中。

14年抗日战争，有多少侵华罪证，遗留在中华大
地？又有多少志士坚决与日军抗战到底？

折戟沉沙铁未销。这些“折戟”时时提醒着我
们——勿忘历史，吾辈自强。

谨以此文，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8周年。

参考资料：《回望抗战——浦江战时实录》/张解民

图片由台传媒记者林 慧、吴世渊拍摄
感谢金树立、张解民先生提供部分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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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在“侵华罪证——坠浦日机飞行员座椅
捐赠仪式”现场。从右到左，分别为金家后人金树立、
朱雪龙，浦江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成员陈鹏进，浦江
县档案馆馆长张伟文。

▲浦江中学内的金平欧半身铜像

▲浦江县政府机关临时办公驻地旧址

▲侵华日机坠落浦江事件目击者朱耀相

▲在浦江任县长时的金平欧

▲金平欧、张振亚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