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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 5月，新四军第一支队第六团 500余人在团长
叶飞、副团长吴焜等率领下东进，与梅光迪、何克希领导的
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三路汇合，组成江南抗日
义勇军总指挥部，由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何克希、吴焜
任副总指挥。六团改编为“江抗”第二路，由吴焜任“江抗”
第二路司令员。

此后，吴焜率领“江抗”第二路进入锡澄公路以东，沪
宁铁路两侧的平原水网地区，一面开展抗日斗争，一面发
展人民抗日武装，并相机创建游击根据地。5月 30日，由吴
焜率领“江抗”第二路主力部队王营春的第一营和廖政国的
第二营，在肃清了常熟东乡十多个日伪军据点及匪伪武装
后，宿营在黄土塘镇东南方不足 500米处的小成上村子里。
5月 31日早晨，新四军一名炊事员来到黄土塘镇上采办货
物，发现有日军乘船“扫荡”，于是火速赶回驻地报告敌情。

吴焜得到报告后，立即指挥一营和二营分头迎战。一
营营长王营春立即指挥部队火速进入小成上村河堤阵地，
准备打击进犯的敌人。

不久，敌人向一营阵地发起冲锋。敌我双方在相距不
到两百米的地方展开了一场激战。

激战至中午，日军援军带着大批伪军赶到，在炮火的
掩护下再次向一营据守的阵地发起猛攻，很快突破了一营
守卫的桥梁，向一营阵地扑来。一营指战员英勇抵抗，和
冲进战壕的日伪军展开了白刃格斗，危急关头，二营营长
廖政国率部赶到，以机枪、手榴弹向冲到近前的敌人猛打，
很快收复了阵地。

正当新四军部队与日军奋力激战之际，国民党顽固派
的“忠义救国军”派出 1个支队，从侧后发起偷袭。“江抗”
部队临危不乱，立即组织力量予以反击。在新四军的猛烈
火力打击下，顽军迅速溃败。

“江抗”部队经数小时激战，给日军、顽军以重大
杀伤，毙伤日、顽军近百人，并迫使日军、顽军撤出战
场。这次战斗，是“江抗”第二路获得的首次胜利，不
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更增强了苏南军民抗战必胜的
信心。 （据《人民政协报》）

“江抗”第二路首胜黄土塘

1930年，孙伏园接到老友晏阳初的邀请信，让他到定
县为农民主办《农民报》。

晏阳初对孙伏园说，中国的农民在多少年来一次次陷
入悲惨的境地，自己没有多大能耐，只是想为他们做一点
事情，这才会心安。然后，晏阳初拿出一本随身携带的、
1924年平教会搜集编辑的有关大众语的《通用字表》给孙
伏园看，这是一份 3000字编成的通常用到的字表，从白话
书报、旧戏剧、鼓词、《三字经》、发票、传单、告示、菜市账
簿、家庭明细账簿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文字中挑出。

孙伏园接手《农民报》以后，改变了《农民报》最初的办报
宗旨，读者对象由知识分子变成了农民。既然如此，《农民
报》就要办得让农民可以看懂，所以，孙伏园提倡《农民报》
使用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孙伏园在《农民报》的《民间》
副刊上写下了这样一则广告：“一展卷准保闻到稻麦香！”

《农民报》每期出两张，第一张的稿子由编辑撰写，主
要内容包括本周重要新闻，各种常识和各种文艺作品，所
有的稿子全部注音。第二张采用的全部是农民的投稿，孙
伏园允许农民的投稿可以使用谐音字，还可以使用假借字
以及注音符号。《农民报》上刊登的农民写的稿子带着农民
鲜活的、日常生活的痕迹，其中还有许多注音和别字的，读
起来令人捧腹。

为了让农民能订得起《农民报》，孙伏园把《农民报》的
价格定得很低。晏阳初说：“《农民报》的目的，可以说是为
使农民抒发舆论，唤起农民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养成农
民读报的能力和习惯，和给予农民练习写作的机会。”为
此，孙伏园不断努力工作着。

《农民报》的别具一格，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俞平伯和
周作人也到定县参观农民报社，孙伏园给俞平伯和周作人介
绍了有关情况，并带着他们四处走了走。4天下来，周作人写
了《保定定县之游》一文，谈了自己的感受。（据《人民政协报》）

孙伏园为农民办报

钱瑛 10岁时便随父亲到潜江读书，
后进职业女校补习。其间由父母包办将
她许配了人家，钱瑛执意不从，曾数度奋
起抗争。在依然得不到家中的同情时，
她竟用剪刀刺喉自杀，幸被人发觉，抢救
及时，才幸免一死。母亲见她秉性如此
刚烈，难移其志，只好将其婚事放下，允
许她到省城求学。

钱瑛来到省会武汉，在族叔钱亦石
（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理论家、国际问题
专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的支持下，
她满怀信心地投考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经考试，成绩优异。按女师当时情况，即
使择优录取也不成问题。但校方节外生
枝，竟以钱瑛缠过足不便体操为由，不予
录取。求学若渴的钱瑛怎经得起这种意
外的打击！她得知这一消息时，感到非常
失望，几乎痛不欲生，意欲投井自尽，幸得
姐夫极力劝阻。钱亦石一方面对她进行
开导、鼓励，另一方面又向学校交涉，并指
出钱瑛的全部考试成绩均属优异，学校这
样拒招，既影响女子学业前途，更影响省
立女师的声誉。经钱亦石据理力争，钱瑛
终于被录取到省立女师就读。

1923年冬，共产党员恽代英等主编
的《中国青年》刊物问世。该刊常用马列
主义理论教导青年投身革命，树立正确
的革命人生观。钱瑛阅读该刊后如同在
黑夜中见到了启明星，加上平时钱亦石、
李汉俊等一批进步人士的影响，她决心
献身崇高而伟大的革命事业，1927 年
初，24岁的钱瑛在省立女师毅然加入青
年团。同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党组织把钱瑛送到汉口劳
动训练班受训，派往江西九江总工会任
组织干事。这时，国民党叛变革命。

“七·一五”后，白色恐怖笼罩九江，党组
织指示她迅速离开岗位。钱瑛难以舍弃
刚开辟的工作，直到敌人从前门闯进，她
才机智地从后窗逃脱。党组织派她参加

“八一”南昌起义，因起义受挫又转赴广
州，在叶剑英、恽代英领导下搞兵运。广
州起义失败后，形势更加险恶，钱瑛与部
队失去联系。虽孤身一人，但她感到共
产党人肩负的重任，决心逃出广州。

正当她身无分文的时候，幸在广九站
偶遇几位湖南籍士兵，念她是单身女子，他
们便凑了一些钱，开了路条，劝她回家。钱瑛
决心继续寻找党组织。情急之下，见有民
船，便匆忙跳了上去。上船后她才发现船
舱里竟都是女人，一个个愁眉苦脸。钱瑛
不解何故，经暗地询问，方知这是一艘贩卖
人口的黑船。钱瑛不甘苟活，她急中生智，
不顾一切地跳入水中，幸被一渔民救起，她
又继续往前赶路。当晚投宿小客店，不料
隔壁房中有两个坏女人，见她是一个单身

弱女子，暗暗打她的坏主意，后又怀疑她是
共产党，意欲拿她报官请赏。

钱瑛面对敌人，身处险境，决心智
斗。于是，她连夜在手帕上写了一首仿《木
兰辞》。大意是：未婚夫亡，立志守节，和父
外出投亲，路遇土匪，父被打死，财物被劫，
虽处绝境，其志不移。她把自己扮成节孝
女子。第二天乘车，那两个坏蛋果然跟踪
着她。在车上她被乘警查票搜身，除发现
她的那首《木兰辞》外，一无所有。他们将
她带回车站，不料这车站站长和税务局局
长见了，还颇为赞赏她的《木兰辞》。他们
认为，像这样一位立志于“节孝”双全的女
子，不会是共产党，便把她放了。

钱瑛凭着自己对党的忠心和智慧，
逃出广州后，她辗转跋涉，历尽艰辛，到
了香港，终于又找到了党组织，开始在广
东省委恽代英领导下工作。不久，党又派
钱瑛去上海。

钱瑛到沪后，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
秘书处工作。在这里，她结识了全总秘
书长谭寿林。谭系广西贵县人，早年毕
业于北大文学系，人品高洁，学识渊博。
1923 年入党，后任广西梧州特委书记，
1928 年到上海。钱瑛和谭寿林在革命
征途上相遇相识，又从相知到相爱，最后
终于结成伉俪。他们俩志同道合，决心
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刚刚度过新婚蜜月，钱瑛被派往苏
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这期
间，钱瑛因反对党内错误倾向而受到不
公正的处分，被罚到工厂农村劳动。尽
管如此，倔强的钱瑛毫不气馁，仍然满怀
信心地抓紧学习。有时还夜以继日，打
着电筒在被子里看书。她如饥似渴地学
习革命导师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等
经典著作，其中主要章节内容她都能背
诵下来。在苏联，钱瑛就是这样顽强地
坚持学习，努力获取革命知识的。

1931 年春，钱瑛学成回国，和谭寿
林久别重逢。不久，组织派他俩到湖北
洪湖苏区工作。正待启程，不料总工会
遭敌人破坏，谭寿林决定留下来处理善后
事宜，让钱瑛先期赶赴洪湖。情况紧急，
钱瑛刚走，谭寿林突然被国民党特务逮
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同年5
月30日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噩耗传来，正在湘鄂西根据地的钱
瑛万分悲恸。她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加
倍努力工作。不久，她加入根据地领导
班子，任潜江县委书记，领导农民“打土
豪分田地、反渔霸、抗洪水”，建立游击
队，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1932年 5月，红三军向襄河北岸出
动，川军范绍曾部企图向洪湖中心地区
进犯。当时，我军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
形势十分危急。在这紧要关头，钱瑛率
数百游击健儿，绕到敌后，发起突然袭
击，大挫敌军。此时，我红三军趁势赶
回，将敌全歼。著名歌剧《洪湖赤卫队》
所描写的历史背景，便是这一辉煌战绩。

1932年秋，洪湖苏区大部失守。钱
瑛被派去做荆（州）潜（江）失败后的恢
复工作。钱瑛受命后连夜赶到，不料那
里已准备撤退。撤退时，钱瑛和大家几
度冲过敌人的封锁线。由于情况复杂，
原同行的人大部分走散，钱瑛又成孤单
一人，多次遇险，被一白军抓住。钱瑛心
想，此番身陷绝境，料难脱身。

钱瑛知道，自己也即将面临敌人的
严刑拷打，在这危急关头，她脑海中闪过
丈夫的身影，闪过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
点点滴滴。她攥紧了随身携带的旧怀
表，那是谭寿林送给她的定情之物。

当钱瑛被押解的囚车驶向未知的

黑暗时，她悄悄将怀表藏入衣襟，紧贴胸
口。这冰冷的金属仿佛有了温度，鼓舞
着她去克服内心的恐惧。

但是，倘若这块怀表落入敌人手
中，难保他们发现自己和丈夫的关系。
她在心中暗暗盘算着脱身的计策，终于
找准时机，以身体不适为由，要求方便。

虽有特务紧随，她还是巧妙地甩脱
视线，将怀表投入草丛深处。她只听得
一声轻响，那块见证了她和丈夫爱情的
怀表，便永远消失在浓重的夜幕中。

囚室里，钱瑛受尽折磨。敌人变着法
儿审讯她，要挟她交代身份，供出组织，可无
论对方如何威逼利诱，钱瑛始终一言不发。

特务们对她的意志感到震惊，甚至升
起一丝敬佩，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对她的
审查，囚禁仍在继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四年的铁窗生涯，钱瑛精神几近崩溃，
肉体备受摧残。黑暗中，钱瑛常常陷入绝
望。是什么支撑着她走下去？是丈夫曾经
的诺言，还是心中那永不熄灭的革命之火。

谭寿林曾经和她说过，只要坚持信
念，无论历经何等磨难，终有重逢之日，
这个诺言，成了钱瑛在狱中唯一的慰
藉。她相信，只要这颗赤诚之心还在跳
动，希望便不会断绝。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
联合抗日，党中央派周恩来等到南京向
国民党交涉，点名要求释放共产党“政治
犯”。钱瑛因化名彭友姑，初未认出，直
到最后才获释，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钱瑛出狱后，即赴湖北，先任湖北
省委组织部部长，后代理书记。此间曾
和方毅等同志在七里坪举办党训班，培
养了一批优秀干部。武汉失守后，她先
后任鄂中区委、湘鄂西区委书记。1940
年后调中共中央南方局，任驻川东特委
代表、西南工委书记。以后又相继任中

共中央重庆局、上海局、南京局组织部部
长，以协助周恩来、董必武领导整个国民
党统治区党的地下工作。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周恩来
主持召开南下领导干部会议，部署南下任
务。时年 46岁的钱瑛被任命为华中局组
织部第一副部长。干部南下后，华中局改
为中南局，钱瑛任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部
长，并兼任中南妇委书记、妇联主任、纪委
副书记、军政委员、人事部长等要职。

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女部长，
集多种要职于一身，可谓大权在握，但她
从不摆官架子，十分平易近人。她既是湖
北本土人，又在武汉和湖北地区长期领导
革命斗争，亲朋故旧很多。但不论是谁找
她，不论什么问题，她都按照党的政策和
原则秉公处理，不讲私人情面。

钱瑛担任诸多公职，这不仅是个权
力象征，更重要的是党和人民对她的信任
和期望，也是她肩负的一种责任。她虽然
历经失去丈夫和女儿（从小夭折）的人生
悲痛，但她没有丝毫消沉气馁，而是全身
心地投入工作，为革命事业奋力拼搏。

钱瑛身居高位要职，当官为民。她
为维护党纪和政纪的尊严而呕心沥血，
并为党纪政纪的整顿和建设作出了重要
贡献。她不仅关心爱护干部，而且时时
牢记基层群众的疾苦。

钱瑛有一句口头禅：“不怕鬼!”在任
何情况下，她都不趋炎附势，而是一如既
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打击坏人，保护
好人。在“文革”初期，江青、康生一伙
心怀鬼胎，要为刘结挺、张西挺翻案，责
难中央监委，甚至大骂监委“监到老子头
上来了”。面对江青、康生的淫威，钱瑛依
然威武不屈，刚正不阿，从不改口，直至被
迫害致死，也没拿党的原则做交易。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中国妇女网）

钱瑛：传奇革命女杰
钱瑛（1903—1973），湖北咸宁人。1923 年考入湖北女子师范学校，1927 年 3 月加入共青团，同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后，参与过湘鄂西革命根

据地的工作，曾担任中共潜江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湖北省工委委员、湖北省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代书记、鄂中区党委书记、湘鄂西
区党委书记、南方局西南工委书记等职。抗战后历任中共中央重庆局、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妇女工
作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4 年9月至1959 年4月任监察部部长。

1943 年，钱瑛（右五）与中央南方局部分领导人合影。

钱 瑛

浙江省江山市档案馆内珍藏着一份
革命军人的档案资料。该档案是 1953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五师政治部发给
江山县人民政府，要求给予郑文亮家属优
待政策的文件。

郑文亮，1922 年出生于江山贺村，
1949 年 2 月参加了金萧游击支队，5 月
成为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军政大学学
员。毕业后，他随第十二军挥师大西
南，担任军政治部摄影组记者。作为一
名随军摄影师，郑文亮用相机为邓小平
等部队首长拍摄并保留下了许多珍贵
的照片。

1949 年 11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野战军发起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当时，郑文亮在第二野战军十二军政治部
担任随军摄影师。在部队行军途中，军机
关有 6个伤员掉队，军长王近山命令他尾
随部队，边摄影边照顾这 6名伤病员。其
间，郑文亮给邓小平和在长征初期给毛泽东
当炊事员的张师傅拍了合影。

朝鲜战争爆发后，已经退伍并调入西
南画报社工作的郑文亮听说部队将赴朝
鲜，他多次打报告，希望回到原部队，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后来，他被任命为第十二
军三十五师摄影组组长。在朝鲜战场三
年多时间里，他作为战地摄影记者，为五
次战役、金城阻击战、上甘岭战役等战斗
留下大量珍贵的相片。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黄继光烈士的

母亲邓芳芝到朝鲜战场进行慰问时，
郑文亮给烈士母亲拍了照片。黄妈妈
听说郑文亮从小失去父母、后来参加部
队的情况介绍后，特意和郑文亮合影，
并在送给他的照片上写下“你也是我的
儿子”的题款。

1954 年郑文亮从朝鲜战场回国后，
被分配在江西上饶部队办的军人摄影室
工作。

1959 年，为响应党的“精兵简政”号
召，他回到浙江省江山市敖坪乡务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郑文亮在江
山市四都乡开办了四都照相馆，拿起相
机，继续为人民服务。

（据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

战地记者郑文亮的革命生涯

富弼是北宋大臣，曾任枢密使、宰相，可谓权高位重。
他十分能干，在外交、赈灾方面对国家都有重大贡献。但
他从不居功自傲，丝毫没有官瘾和权力欲，是北宋推辞掉
皇帝升赏最多的一位高官。

有一回，辽国使者到宋朝来，向宋朝提出了割地、联姻等
请求。皇帝授予富弼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等官职，派他
去和辽使谈判。可富弼却说：“国家有急难，唯君命是从，这
是为臣的职分，为什么要因此赠官爵呢？”坚决拒绝了赠官。

还有一回，富弼出使辽国回来，被授予翰林学士，但他坚
辞不拜，激动地对皇上说：“增金币与辽和，非臣本志……愿
陛下善修武备，勿忘国耻！”皇上又任命他为枢密副使，他
仍坚辞不受。当时群臣都在殿外按班次排队，皇帝一定要
等富弼到枢密副使的位次上才就坐。并派宰相告诉富弼
说：“这是朝廷专门任命，而不是你出使辽国的缘故啊！”富弼万
不得已，这才接受了升赏。

皇佑元年，河北发生了大水灾，流民不断地涌入京东路
地区。富弼奉命主持救灾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救活了 50多
万人，还招募了 1万多名士兵。宋仁宗知道后十分高兴，派
遣使臣慰劳富弼，并升任他为礼部侍郎。但富弼说：“救灾
是地方官的职分，何必升赏呢？”对所授予的官职坚决不受。

富弼拒绝赠官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了他精神世界里纯
真的一面。这样的选择、这样的人格修为，无疑值得我们
为之投去敬仰的目光。 （据《联谊报》）

富弼拒绝赠官

1961年 4月，第 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
我国代表队一举夺得男子团体和男女单打三项冠军。比
赛结束后，周恩来在特意设家宴招待他们。

4月 21日这天，运动员们整整坐了两大桌，总理安排
获得男女单打冠军的庄则栋和邱钟惠坐在他身边。等菜
上齐了，总理起身对大家说：“我今天不能向你们敬酒，就
敬菜。这几个菜是我特意让厨师做的，是我们淮安的家
乡菜。尤其是这盘‘狮子头’最有代表性，也是我最爱吃
的菜，我还会做，就是没时间，不然我一定亲自为你们
做。”说着把一只“狮子头”用筷子夹成四瓣，把其中一瓣
夹到邱钟惠碗里。 （据《天津日报》）

周恩来：给运动员“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