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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五老”的崇高风范

林伯渠 1885年 3月 20日出生于
湖南临澧，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长征时，林老任红军总
供给部长，主要任务是负责筹粮
筹款。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匹马，
可他却很少骑，总是把文件和警
卫的背包驮在马背上，自己则拄
着一根从瑞金带来的棍子，高一
脚低一脚地步行。

每次行军时，林老总是提着一
盏小马灯，站在险隘难行的路口，照
着让队伍通过。进入草地后的一天

深夜，林老从卫生队回来，看见警卫
员小黄正往暖瓶里灌开水。他命令
道：“灌满水后把它送到卫生队去，
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别再把暖瓶
拿回来了。”小黄知道这暖瓶的来
历，那是红军打遵义时缴获的，小黄
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长征途中，
首长泡干粮、吃药都得靠它。小黄
舍不得，但又不得不服从命令，将暖
瓶送到了卫生队。

1944 年春节，延安边区政府门
前的墙报吸引了很多人，一个高个

子外国记者挤在人群里，认真地抄
写着一篇题为《我的生产节约计
划》的文章。原来，这是边区政府
主席林伯渠写的。林老的生产节
约计划使大家赞叹不已，那位外国
记者也很受感动，就怀着好奇、敬
仰的心情，采访了林老。记者来到
林老的住处，只见窑洞里只有一张
炕，炕上的被子打满了补丁，一张
破旧的小方桌，桌边放着几把半旧
的椅子。此时，林老坐在椅子上，
埋头缝补着一条旧裤子。外国记

者提出要看看他种的菜地，于是林
老便拄着根手杖，带他来到了延河
边的一块滩地上。外国记者蹲下
身来，抚弄着地里嫩绿的秧苗，赞
不绝口：“你们共产党的干部，不仅
发动群众干，还自己带头干，说到
做到。真是了不起啊！我要把这
里的一切告诉全世界。”他紧紧地
握 住 林 老 的 手 说 ，“ 谢 谢 主 席 先
生！我在陕北这块土地上，看到了
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据《天津日报》）

1937 年 1 月至 1947 年 3 月，中共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将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
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即分别称谓徐老、吴老、谢老、董老、林老。

“延安五老”均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早在1933年中央苏区根据地时，他们就担任了党和苏区政府的
领导工作。1934年10月，除了吴玉章同志被党派到国外工作外，其余四位均参加了长征。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他们五位继续
担任了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以雪鬓霜鬟朝气蓬勃地投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之中。

“延安五老”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以
其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矗立起了一座又一座丰碑。

徐特立 1877 年 2 月 1 日生于湖
南长沙。1927 年夏秋之际，当中国
革命陷入低潮之时，他毅然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从而大大地激励了共
产党人的士气。1934 年 10 月，徐老
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是红军中最年长的人。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
平建设时期，徐老始终把自己当作
一名普通公民，从不因为年纪大、地
位高、贡献大而居功自傲，搞特殊。
1957 年 1 月，徐老去长沙出席湖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有关
领导建议说：“您老都八十高龄了，
为了您的健康，小组会就不用参加
了。”徐老却说：“我这次回来，正是
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好机会，我虽然
年纪大了，但仍能听、能记、能思考，
回京以后还要整理材料向党中央、
毛主席汇报，不参加会议怎能行！”

就这样，每次小组会议他都提前 10
分钟到，认真听，认真记。

徐老的长子徐笃本，大革命时
期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不幸
被捕遭国民党杀害，牺牲时年仅 22
岁。小儿子徐厚本，1938 年奔赴延
安，在陕北公学毕业后，被党组织
派到湖南从事地下工作，不幸患病
去世。徐老怕妻子伤心，一直瞒着
她，时常嘱咐身边工作人员代“儿
子”“写信”来安慰她。直到 1960 年
徐老夫人去世时，她也不知道小儿
子已经不在人世了。

1949 年进城后，组织为徐老配
备了专车，可他却不大乘坐，经常是
步行外出，有时还乘坐公共汽车。
1968 年 11 月，在弥留之际，徐老把
多年的积蓄交给了组织。他对孩子
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
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徐特立：“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财产”

吴玉章 1878 年 12 月 30 日出生
于四川省荣县，参加过辛亥革命和
中华民国的创立。1925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46 年，担任中共四川省委
书记的吴老深感对干部加强革命
气节教育的必要性，于是把毛泽东
的一些文章和党中央的文件，编印
成一本名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
际》的小册子，供大家学习。他还
为大家作演讲，讲到激情处，声泪
俱下，听者为之动容。

1947 年 2 月 27 日深夜，国民
党军警百余人包围了中共驻重庆
联络处，吴老闻讯披衣急起，正气
凛然地呵斥国民党军警。随后几
天，吴老给同志们讲革命故事激
励斗志。他表示，他向党中央负
责，向同志们负责，只要他活着，
一定要使每一个同志都安全撤回

延安。 3 月 8 日，国民党重庆警备
司令和一个连长同吴老坐在一辆
小汽车里，“护送”他到飞机场。
当吴老看到只备有 2 架飞机时表示
坚决不走。后经了解，另外几架飞
机没到确系气候原因，次日即可到
达。同志们也劝吴老不必担心。这
样，他才上了飞机。第二天，其余
的同志也都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吴老在艰苦朴素的作风方面也
为后人作出了表率。他在大革命时
期用的一条毛毯、一个文件箱以及
延安时期用过的一套粗呢衣服和一
件羊皮袄，一直用到他去世。平时
接待宾客，需要衣着整齐一些，而一
回到家里，他总是只穿旧便服。他
的内衣、袜子大多是补丁加补丁；一
条毛巾用得实在无法再用了，仍舍
不得更换。至于饮食更是简单，用
他自己的话说，有饭吃就行了。

吴玉章：“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

谢觉哉，1884 年 4 月出生于湖
南 宁 乡 。 1925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长征时，已经 50 多岁的谢老，
凭着顽强的意志，克服了比年轻人
更多的困难，胜利到达陕北。

1942 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康生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想把兰州
地下党组织打成“红旗党”的特务
组织。有一天，康生突然找到谢
老，盛气凌人地对他说：“根据某某
人的交代，他父亲是个老特务。看
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
旗党’。你这个兰州办事处的党代
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谢老听了
毫不含糊地反驳道：“那可不见
得。兰州地下党是西北局派去的
同志组成的，省委书记孙作宾同志
也是西北派去的，怎么能说兰州地
下党是‘红旗党’，全都是特务呢？”
谢老略顿了一下又说，“至于有个
别坏人混进兰州地下党，这也是可
能的，因为那是在白区，条件所限，
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审查得那么透

彻。”谢老最后说：“我不同意你的
看法，你这样认为是不对的。”可是
康生一伙仍不罢休，一会儿来软
的，说这是为了“抢救”失足者；一
会儿又来硬的，说谢老在庇护特务
组织。谢老也毫不退让，坚持原
则，据理力争。

“文革”中，康生仍不罢休，又
旧账重提，逼着谢老写材料，欲把
兰 州 地 下 党 的 同 志 们 都 打 成 特
务。当时谢老的处境也很困难，加
上已 80 多岁的高龄，又重病在身。
谢老对来者说：“我瘫痪了，写不了
材料。你们硬逼我写，那我说，你
们记，记完我左手签字。”来调查的
人以为目的即将得逞，赶紧找来纸
和笔做记录。只听谢老斩钉截铁
地说：“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
织。那批地下党员不是特务，而是
好党员。”来者得不到符合他们意
愿的材料，只好悻悻而去。就这
样，谢老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一大
批同志。

谢觉哉：“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

董必武在“延安五老”中年
龄排第四位，1886 年 3 月 5 日出
生 于 湖 北 黄 安（今 红 安）县 。
1911 年参加辛亥革命，同年加入
中 国 同 盟 会 。 1920 年 秋 在 武 汉
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 7 月
参加党的一大。

1935 年，董老出任中央党校
校长。虽为校长，他却将待遇定得
很低，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
一条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抗战
爆发后，为了方便在武汉做统战工
作，他“奢侈”的花钱买了一块怀
表。这块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
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可董老
却乐观地说：“反正快慢不超过半
小时就行了。有会议时，表快了，
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这样不
就准了嘛。”

董老曾于 1945 年、1954 年和
1958 年 三 次 出 国 访 问 ，访 问 期
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
外 汇 都 上 交 给 了 国 家 。 这 三 笔

钱共计 2600 多美元，在当时堪称
一笔巨款。

董老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
老”而自居，不谋私利，不搞特权。
他常说“新功未建惭高坐”“甘为民
仆耻为官”，他还题写了“民生在
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
廉”，作为座右铭自勉。

董老对子女和亲戚也是严格
要求。 1969 年春，为响应党的号
召，董老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
良翮送到河北晋县农村去锻炼。
在良翮下乡前，董老题词谆谆嘱
咐他：“到晋县农村去，要好好学
习毛泽东著作，努力劳动，争取当
个好农民。”1970 年，董良翮入了
党 ，后 来 又 担 任 了 村 党 支 部 书
记。董老马上写信告诫儿子：“一
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
尝辄止’。”董老去世前对夫人何
连芝说：“良翮是晋县的人了，由
晋县组织上去安排，我们不必多
操心了。”

董必武：“争取当个好农民”

林伯渠：“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

在清代以前，中举、入仕是每个
读书人，也就是相当于现在学生的目
标，但是考试和试卷都和现在完全不
同。这份清代光绪年间的试卷就很
清晰地告诉我们，当年的试卷是什么
样的：高 25.5 厘米，宽 15.5厘米，共 3
页 7面，竹纸。封面中间上端一长方框
内竖排着“松林书院”四字，下方有一圆
圈，再下有毛笔字迹:“益都廪贡邱端
玉”，右侧竖排“第超等第二十八名”，其
中“超”、“二十八”为毛笔手写，“二十八”
用的是繁体写法。

试卷主人邱端玉字锦方，号星
岩，清代益都 (现青州 )人，光绪八年
举人。这份试卷就是邱端玉成为举
人前，在青州府学松林书院的考卷。

试卷的内容是一篇八股文章，
题目是《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试卷
打有红色暗格，每行 25 字，每页 9 行，
除去题目一行，共约 911 字。字迹比
较工整，大多数字旁有圈点。

廪贡是什么功名呢？就是指府、
州、县的廪生被选拔为贡生。

在明、清时期，举人考试为三年一
科，正式的名称叫“乡试”，雅称为“乙
科”，考上的即为举人。乡试的考场，称
为贡院。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挑选出
来的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
子监读书，称为贡生。初进学的秀才，
称为附生，附生升廪生，廪生升岁贡生
(含恩贡生)，都必须经过岁试，依次递
补。廪生出贡，有一定年限，依序出贡
的贡生，便称为“岁贡”。假如出贡的年
份，朝廷恰有重大庆典或喜事，则这年

的岁贡，便称“恩贡”，恩贡有一项岁贡
所无的特权，即非有重罪，学政不能呈
请革去科名。正途出身的贡生，另有

“拔贡”“优贡”“副贡”三种。正途五贡
之外，又有“准贡”“廪贡”“增贡”“附贡”

“例贡”等名目，都由捐纳而来，视其身
份，而名目也不相同。

松林书院建于北宋仁宗年间，
最初时因院内对植古松二株，干矮枝
阔，故名“矮松园”。明正德年间，才
更名“松林书院”，沿用至今。据《青

州史话》记载，宋仁宗曾御赐“矮松
园”五经四书一宗，并诏示各州效仿
青州，办儒学，以为朝廷造就人才。
明宪宗成化五年，青州知府李昂将府
治仪门之左的“名宦祠”，移建于矮
松园，并改称“名贤祠”，以祭祀宋代
13 名德政显赫的青州知府，其中包
括寇准、范仲淹、欧阳修等政要文
人。明正德十年，青州知府朱鉴又移

“乡贤堂”于此，以祀王曾、石茂华等
当地名士 56 人。

清光绪二十七年，清廷谕令“各
省、府、州、县，大小学堂一律改为高
等、中等、小学堂……”青州知府曹允
源于次年将青州松林书院改为青州府
官立中学堂。至民国三年又改名山东
省第十中学，校园扩建到书院以外地
域。教育总长蔡元培曾亲题“勤朴公
勇”牌匾作为校训，高悬门上。

新中国成立后，再改名山东省
立青州中学。此后数易其名。1986
年，正式定名青州市第一中学。

（据《齐鲁晚报》）

清代科举试卷什么样?

“长虹万丈跨卢沟，胜地流传七
百秋。桥上睡师今渐醒，似知匕首已
临头。”这是王冷斋组诗《卢沟桥事
变纪事诗》中的一首。王冷斋何许人
也？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炮制“卢
沟桥事变”时，王冷斋正是宛平县
长，他用一组七言绝句记录下事变的
始末与个人的心情。

若论卢沟石桥的历史，它已不
止“流传七百秋”。早在战国时代，
卢沟渡口即是通往华北平原的南北
要津，曾有木桥架设在永定河上。金
建中都（今北京）后，于大定廿九年
（1189 年）营建石桥，明昌三年（1192
年）完工，距今已有 828 年历史，石桥
完工时，它的名字还不是卢沟桥，而
被称为广利桥。元代来华的大旅行
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描述过卢沟
石桥，以至在西方它被称为马可波罗
桥。他盛赞卢沟石桥“也许是世界上
无与伦比的大石桥”，他也用“气贯
如虹”来形容石桥。

在卢沟桥事变中，石桥上曾发
生战斗。卢沟石桥桥头坐落着宛平

城。日军企图强力进入宛平城，中国
军民奋力抵抗，日军未能强入。1937
年 7 月 28 日，日军向北平发动总攻，
第二天北平沦陷，驻守卢沟桥的军队
也撤出了。王冷斋在诗中记录了自
己的心情：“与城愧未共存亡，人庆
更生我独伤。国步方艰应有待，此身
终合向沙场。”诗后自作的小注中，
王冷斋自述守城二十多天虽屡逢危
难，但竟能不死，有人为此感到庆
幸，而他却认为自己不能与城共存
亡，实是不幸也。

王冷斋随军撤出后，在军中听
到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对 时 局 的 看
法。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也
就是 1937 年 7 月 8 日，中共中央向
全国同胞疾呼：“平津危急！华北
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
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王
冷斋写下了《卢沟桥事变纪事诗》
的最后一首：“延安奋臂起高呼，合
力前驱原执殳。亿万人心同激愤，
山河保障定无虞。”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王冷斋与卢沟桥

沈兹九（1898-1989），浙江德清
县人。她是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先
驱者之一，历任全国妇联常委及宣传
教育部部长等职，主持妇女宣教工
作，还担任《新中国妇女》（《中国妇
女》前身）月刊的总编。

1932 年夏天，沈兹九经朋友介
绍进入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任《时
事类编》助理编辑，翻译日本新近在
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料，接受
了许多日本进步人士的思想。1934
年初，她结识《申报》总经理、开明人
士史量才，就托人征询是否可以在
《申报》开设一个妇女周刊。史量才
慧眼识英才，随后决定将《自由谈》
星期天的版面改为《妇女园地》，聘
请沈兹九担任主编。

1934年 2月 18日，《妇女园地》第
一期出刊。1934年 11月，史量才被暗
杀在苏杭道上，几天后，“园地”就被
压缩版面。沈兹九意识到，“园地”被
禁是迟早的事，她要有所准备。

1935 年春天某日，沈兹九邀请
来的杜君慧、罗琼等上海妇女界的
进步精英聚会，商讨开辟一个新的
园地——《妇女生活》月刊。7月 1日，
《妇女生活》创刊号与读者见面了。

《妇女园地》于同年 10 月被勒令
停刊。由于《妇女生活》连续报道了
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的相关情况，发表
了《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宣言》和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言》等内容，
一时上海 24 个刊物被禁，《妇女生
活》也“荣登”榜上。

抗战全面爆发后，当局加强了图
书杂志原稿的审查，《妇女生活》步履
艰难。从创刊起，《妇女生活》经历了

“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八·一
三”抗战到全面抗战，刊物从上海迁
到武汉，再迁移到重庆，其间经历的

“劫难与苦斗”只有沈兹九自己最清
楚。1940 年，《妇女生活》改由他人主
编，皖南事变后被查封。

（据《人民政协报》）

妇女先驱沈兹九的一段办报历程

黄埔 23 期于 1948 年 6 月到 7 月
间，在成都通过考试向各地招生，12
月 1 日正式开学。这时解放战争的
整个形势已经很清楚。

1949 年 9 月初，黄埔军校三名有
进步思想的军官，即黄埔三期学生、时
任教育处陆军少将处长李永中，特种
兵少将总队长肖平波，陆军少将肖步
鹏。他们与共产党西南工作组秘密取
得联系，于 9 月 8 日悄悄地达成协议：
即军校将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

1949 年 11 月初，蒋介石第二次
来军校。 7 日蒋介石召集军校全体
官生讲了话，说要迁校，却没说清迁
到哪里。这时李永中、肖平波准备扣
押蒋介石后起义，但肖步鹏把计划预
先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坐机仓皇
逃走。接着张耀明、吴允周也坐机逃
离成都。迁校事宜安排给李永中以
代理教育长兼迁校行军总指挥的名
义 。 11 月 中 旬 ，全 校 开 始 行 军 南
下。李、肖二人为实现“九·八协议”，
采取了让、拖、等的办法。

12 月军校继续北上至温江西，
这时北面军校生已和解放军接上了
头；西面是罗广文的一个军，已经宣
布起义；东面是胡宗南三个兵团的
国民党军。 23 日，时机终于等来。
在温江西临时指挥部内，由李、肖二
人召集各队队长和学生代表会议，

讲了形势和前阶段同中共的协议
等，学生都愿意起义。 25 日队伍至
郫县，在北门外一个开阔地特种兵
总队开全体会，由李永中宣布军校
起义。接着由解放军代表讲话。他
表示欢迎军校起义，介绍了其他五
位解放军代表。并宣布军校保持原
编制不变，名称暂叫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野战军军校。干部不变，六
位解放军分别是总队和各大队的军
代表。任务是担任西侧警戒。

至此黄埔军校重新回到了人
民的怀抱。黄埔军校 23 期学生总
数为 3000 人，全部设施装备，交还
于人民。 （据《人民政协报》）

最后一期黄埔军校学生起义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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