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2 年 12 月，红军第四方面军进
入川北地区，领导劳苦大众闹翻身、打
土豪、分浮财。许多豪绅家的丫头、侍
女，富户家的童养媳，贫寒农家的女儿
获得解放，她们不但积极参加革命斗
争，还踊跃报名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
红军战士。

1933年 3月，红四方面军的女兵已

达 400 余人，军团总指挥部决定组建
“妇女独立营”，人民军队第一支正规
妇女武装从此诞生。随红军队伍不断
壮大，“妇女独立营”也逐渐发展到近
千人，总指挥部又将其扩编为“妇女独
立团”。

1934 年 10 月，“妇女独立团”跟随
主力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每到一地，
都有许多家境贫寒、出身苦难的姐妹加
入红军，到 1935 年 3 月，女兵队伍已壮
大到 2500多人，“妇女独立团”又扩编为

“妇女独立师”，下辖 2个团，由军团政治
部主任张琴秋任师长。

红军女兵建制从“营”到“师”，除担
负警戒防务、战地运输、医疗救护、鼓动
宣传等任务，还和男同志一样无数次在
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冲锋陷阵，涌现
出能征善战、屡立战功的“开国女将军”
李贞和康克清、金维映、王泉媛等诸多
著名女将领。

1935 年 4 月，在攻打剑门关战役
中，“妇女独立师”第一团奉命在剑阁
城外阻敌援兵。战士们剪掉长发，用
乌泥涂黑脸，以防敌人认出是女兵。
在敌军发起攻击之前，张琴秋命人抓
来一个“舌头”，经审问掌握了敌人的
兵力情况，张琴秋命两个营阻击，一个
营迂回到敌军背后，实施两面夹击，全
歼了敌人的一个旅。同年 5月，红军总

医院遭川军进攻，“妇女独立师”接受
了保卫医院的任务。张琴秋深知敌强
我弱，不可硬拼，她指挥部队迅速占领
医院四周的制高点，隐蔽待命。待敌
人进入最佳射程，一声令下，猛烈的火
力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以为被红军主
力包围，四散逃命。战士们趁机冲进
敌群，打掉了敌人指挥部，缴获了大量
武器装备。在阿坝州杂谷脑地区，百
余名藏匪挟持数百民众做人质，据守
一座喇嘛寺与红军顽抗。在政策攻
心、劝和劝降无果的情况下，“妇女独
立师”第二团二营奉命发起进攻，苦战
一天一夜，全歼了匪兵，解救出人质，
被藏族同胞誉为“女菩萨兵”。

1936 年 8 月，“妇女独立师”一个
连女兵跟护 200多名伤员行军，在腊子
口的一道峡谷里，遭敌人一个营兵力
的追击。连长向翠花、指导员刘桂兰
率全连英勇阻击，用大刀长矛与敌人
骑兵展开搏斗，最后以全部牺牲的惨
痛代价换得援兵到来，让伤员们安全
脱险。

长征途中，红军的所有物品，除骡
马驮行，还需身背肩抬，“妇女独立师”
第二团“兵工营”担负着物资运送任
务，全营有担架连、运输连、背粮队
等。担架连的 100 多名女战士负责运
送、照顾重伤员。虽雇用了许多抬担

架的民工，常有人耐不住艰苦逃离队
伍。这时，女战士除自身背负弹药、行
李等，还要抬担架，体能好的 4 人抬一
副，弱的 8 人抬一副，不论翻雪山、过
草地还是危途险径，她们凭着超凡的
毅力，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出色地完
成运送任务。

长征途中，“兵工营”要负责疏通道
路，红军总医院有一台 X 光机，连同附
属的发电机等总共有七八百斤，要六七
副担架才能全部抬走。1936年 2月，翻
越党岭雪山时，遇到一道 200多米长的
冰坡，光滑陡峭、难以攀登。“兵工营”的
女兵们不畏艰难，硬是用石头砸出一级
级台阶，把X光机等设备抬过了 3000多
米的雪山。

1936 年 10 月，“妇女独立师”中的
1300 多人被编为“妇女先锋团”，随红
军西路军渡过黄河，与马步芳匪兵鏖
战 3 个多月，最后有 300 余人陆续返
回陕北，分散到各部队参加抗日、解放
战争。

人民军队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的
女兵们，以无限的忠诚、执着的信念、顽
强的毅力，在艰难困苦、极端恶劣的环
境中，恪守初心、不负使命，在铁血队列
中扬起一面铿锵的旗帜，为中国革命成
功铸就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据《民主协商报》）

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

人民军队的第一支妇女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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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劳都是党和人民的

刘伯承的一生坦荡处事，谦虚为
人。在战场上，他是足智多谋、用兵如
神、出生入死、威震敌胆、功高如山的

“常胜将军”；在工作中，他又是诲人
不倦、循循善诱、光明磊落、胸怀坦荡
的良师；在生活中，他是一位和蔼可
亲、严格宽厚、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的
长者。

他由一名见习排长衔至共和国
元帅，但始终清醒而谦逊地认为自己
是人民军队中的普通一兵，是一个“老
兵”。无论是军容风纪整理，还是执行
作战命令，他都像老兵带新兵一样，以
身示范，身先士卒，作出表率。

1932 年，任红军学校校长时，教
员少，他就自己当教员；教材缺，他就
当翻译和编写；教具差，他就是制作教
具的工匠。学员训练时，他不顾自己
多次负伤的身体，和学员一起摸爬滚
打，一起行军演习，一起露宿山野。在
红军万里长征中，他无论是做殿后护
卫还是当开路先锋，常常同战士睡在
一起，和战士一样用两扇门板一拼就
当床。部队行军，他和战士一样脚穿
草鞋，头戴大斗笠，衣服上的补丁一个
叠一个。

他虚心跟人请教。他有两句名
言：一是“要向牛学习”，牛有两只角，
对敌人敢斗，然而对人民却是勤勤
恳恳，任劳任怨；二是“竹竿虚心为
我师”，竹子的“心”总是虚的，应该
学习竹子这种“虚心”精神。他不但
自己力行之，也经常教育部下如此谦
恭为人。

他曾批评一些干部说：“我们有
的干部认为这个胜仗是他打的，那个
胜仗是我打的；这个地区是我开辟的，
那个地区是他开辟的。实际上，群众
不参军，你哪来的军队？农民不给送
粮食，你哪来的饭吃？工人不做衣服、
造枪炮，你不穿衣服、没有枪炮怎么打
胜仗？”

1942年，适逢刘伯承 50岁生日。
师政治部决定为他做寿，号召全师指
战员向他学习，鼓舞全师士气。他坚
决不同意，故意隐瞒生日日期 12月 4
日，不让人知道。后来，师政治部还是
坚持，选了 12 月 16 日为他过寿。无
奈，刘伯承只好尊重组织意见。

在祝寿会上，刘伯承在答词中
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
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
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
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
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
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
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塞维克刘伯承
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
荣。”他在 50周岁“自铭”中最后一句

话写着：“勉作布尔塞维克”。
1947 年，冀南前线部队隆重举

行第一届人民功臣大会，冀南行署
代表各界人士为表示感谢，给刘伯承
赠送一块刻有“常胜将军”四个大字
的横匾。刘伯承不好谢绝，只是十
分认真地说：“说我是常胜将军，怎
么会常胜，多数胜就不错了……这
一切的功劳都是党的功，人民的功，
我不敢‘贪天之功’，我只是人民的
勤务员。没有人民给吃给穿给人，
军队就不能打仗。”在场人员听了他
的话，很受教育。

艰苦奋斗这个法宝丢不得

刘伯承 1892年出生于四川开县一
户贫苦的农民家庭。童年的艰辛遭遇，
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习惯。
此后，他虽然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却始
终不忘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总是以普
通人自居，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刘伯承右眼在护国战争时负伤
失明了，长期以来只能靠左眼学习、工
作。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军情紧
急，他总是废寝忘食地工作。 1941
年，刘伯承突然感觉自己左眼看不清
东西了。经过诊断，发现是他劳累过
度、眼睛上火所致。军医告诉刘伯承，
要好好休息，多喝点白糖水，败败火
就能恢复。但根据地此时正遭受日
伪的严密封锁，白糖恰是紧缺物资。
刘伯承得知白糖要 5 元（指当时的冀
南币）一两后，坚决地说：“吃不起，
吃不起，白糖水不是我们能喝的。”

“败败火，白开水也可以，我多喝点白
开水就行了。”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依旧保持
着克勤克俭的作风。他在北京的住
处，是一套老式的四合院。客厅里的
陈设十分简朴，只有一套旧沙发、几把
椅子、两张茶桌以及一张靠窗的小书
桌。旧沙发上覆盖着的蓝色沙发套已
经被洗得泛白，上面还有几块明显的
大补丁。

1950 年 11 月，刘伯承受命到南
京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
们一家 8 口人就住在城东北北极阁
一座二层小楼里，格外拥挤。军事学
院的营房部门看到这种情况，几次提
出要帮刘伯承加盖几间房子，但都被
他拒绝了：“房子能遮风挡雨就可以
了，不必翻修。眼下国家还很困难，
朝鲜又在打仗，钱要用在刀刃上，办
军事学院，还是我找陈老总借的钱，
可不能随便开销！”有一天，营房部门
趁刘伯承到北京开会，在小楼后面加
盖了两间平房。刘伯承回到南京后，
看到新房子，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严肃地说：“你们总说我住房紧张，我
一家人住着一幢小楼，老百姓有这种
条件吗？你们不能让我太特殊了！”

刘伯承一家坚决不愿意搬到新房子
里居住，而是将其分配给了身边的工
作人员。

刘伯承艰苦朴素的本色还体现
在他一贯简朴的穿着上。来到南京
后，他一直穿着一套半旧的军服。当
时出于保障领导人安全的需要，一般
要求军队干部上街穿便服。于是，警
卫员张福旺提出给刘伯承做一套便
服，并说：“您身材那么魁梧，穿军装
目标太大，一上街，大家都认出您来
了，给我们的警卫工作带来很多困
难。”刘伯承知道是部队的规定，只得
答应了。正当张福旺高兴地琢磨选
用什么布料做衣服时，刘伯承告诉
他：“我看，做一套蓝卡其的就蛮好
了，又便宜，又结实。”张福旺很不情
愿地说：“动员您大半天，就买块卡其
布……”刘伯承打断张福旺的话，语
重心长地对他说：“小鬼，我们要做的
事情多着哩！要把精力放在学习和
工作上，不要和人家比吃、比穿、比
住。越是上面的干部越要带个好
头，艰苦奋斗是我党的法宝，万万丢
不得啊！”

严立家规不许家人享特权

刘伯承十分厌恶领导干部利用
职务便利为子女和亲属捞取好处的
行为。他常告诫子女，“我打了一辈
子仗，身边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
承。你们也不能靠着我刘伯承这块
牌子生活。你们自己要自尊自立，自
强不息。”

1939年，刘伯承的长子出生在太
行山抗日前线，他给儿子取名刘太行。
1946年，刘太行到了入学的年龄。一
天，刘伯承问别的同志：“听说你的小
孩在地方念小学，那个学校怎么样？”
那位同志说：“那个学校设备很差。学
生多得很，师资也一般，部队的孩子和
当地老乡的孩子合不来。咱们是不是
可以办个干部子弟学校？”刘伯承却
认为这样会让干部的孩子们脱离群
众，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不利于
军民关系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不
久，刘伯 承 将 刘 太 行 送 到 了 20 公
里 外 的 普 通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条
件简陋，上课用的桌椅都是土石砌成
的。刘太行和老乡的孩子们朝夕相
处，一起上课，吃的是杂粮，穿的是粗
布衣服。直到刘太行离开这所学校
时，那里的老师和学生们都不知道他
竟是大名鼎鼎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
员刘伯承的儿子。

大西南解放后，在一次省军级以
上干部大会上，刘伯承语重心长地对
与会者说：“我们现在进城了，广大军
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防止发
生李自成的悲剧，最后落个前功尽弃，

毁革命成果于一旦。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教育好后代。我们的孩子在战
火中经受了洗礼，进城后切记不要对
他们过分溺爱，如果在舒适的环境中
变成纨绔子弟，将来就不能接好父辈
的班，我们的事业也就会受到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南京市市长
的刘伯承和孩子们去中山陵游览。当
来到中山陵时，一家人看到的却是当
天陵园不对外开放的通知。这时，陵
园负责人认出了刘伯承，热情邀请他
们进去参观。但刘伯承却说：“我这个
市长不能破坏这个规矩，应按规定办
事，改日再来吧。”说完，他便带着孩
子们离开了。见孩子们闷闷不乐，他
便说：“我虽然是一个高级干部，但和
普通的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
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
特殊化。”

1964年，刘伯承女儿刘弥群在北
京航空航天学院读书，适逢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大学生需到农
村参加 8个月的“社教”活动。刘伯承
知道后非常支持，他对女儿说：“下农
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们是‘红墙里
的贵族’。”

刘伯承从不让子女动用自己的
电话办事。在他的电话间里贴着一
张告示：“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
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用的，你们私事
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
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子女们想动用一下刘伯承的电话办
私事都不允许，更别想动用他的汽
车了。

刘伯承在儿女们结婚之前就立
下规矩：结了婚的子女一律到自己的
工作单位去住。1970年后，刘伯承的
儿女们先后结婚，但都和本单位的职
工住在一起，只有节假日才回家看望
父母。长子刘太行结婚后，一直住在
单位分配的 9平方米的房子里，厨房
和厕所都是公用的，直到刘太行的孩
子出生，单位才给他们调换了一个 18
平方米的套间。

在刘伯承的教育下，6个子女先
后成才，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
家的建设和发展默默奉献着。

1982 年，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
刘伯承主动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
1982年 8月，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专
门发出《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高
度评价刘伯承：“您勤奋学习，严守纪
律，从不居功自傲。您艰苦奋斗，廉洁
奉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与人民群众和士兵同呼吸，共命
运。您的高尚品德，在党内外深孚众
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
永远铭记您的功绩，您永远是我们的
学习榜样。”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

刘伯承：一生勉作布尔塞维克
刘伯承元帅戎马一生，先后负伤 9 处，还不幸失去了右眼。他立下赫赫战功，多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表扬，但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虚

怀若谷的态度。身为高级干部的刘伯承艰苦朴素，从严要求自己及亲属，50 岁时还自警自励“勉作布尔塞维克”，对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
重要的教育意义。

廉洁不只是卓然独立之人的追求，也应是每一个人、每一个
家庭的追求。中华文明高度重视家庭的教化功能，优良的家风不
仅造福一家，亦可传入千万家，从而影响社会风气。

春秋时期的晏婴在离世之前，妻子问他是否有遗言，晏婴
说：“吾恐死而俗变，谨视尔家，毋变尔俗也。”他希望妻子能小心
谨慎照顾好家庭，毋让“家俗”改变。晏婴的“家俗”中，廉与俭是
重要内容。

晏婴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 3位齐国国君，始终以廉洁
要求自己，更希望能以自身的节俭使日渐奢靡的社会风气得到扭
转。虽然身为齐相，但晏婴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节俭的习惯，在
饮食上，“食不重肉”，在出行上，“乘弊车，驾驽马”，在穿着上，他
曾拒绝景公赐给他的价值千金的“狐白之裘”，因为恐使他人生起
追求华服与享受奢侈之心。

晏婴不止一次拒绝景公为其更换住房。一次，景公见晏婴
的住宅靠近市场，环境嘈杂，屋子又小又潮湿，要为他在清静干爽
的地方建一座房子。晏婴辞谢其好意，因为这座靠近市场的房子
曾住过一位贤臣，自己的成就还达不到这位贤臣，能够住在这里

“于臣侈矣”。而且住在这里，能够知道市场上东西贵贱，了解百
姓民生疾苦。

晏婴常谦虚表示自己的功业不如前贤。有一回，景公欲效
法齐桓公赏赐管仲之例，赏赐晏婴 3处住宅，要使其恩泽延续到
后人。晏婴说自己的功业比不上管仲，自己不能接受，并表示：

“德薄而禄厚，智惛而家富，是彰污而逆教也，不可。”家庭财富与
家庭美德，两者哪个更为重要，晏婴认为美德更重要，无德而富，
则财富越多，越凸显其道德上的瑕疵与污点，也有违圣贤的教诲。

据《晏子春秋》记载，晏婴临终前还留下了一封信，在房楹上
凿了一个洞，将信藏在其中，告诉妻子等孩子们长大了，再拿出信
来看。这是成语“凿楹纳书”的由来。那么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
呢？信的内容是：“布帛不可穷，穷不可饰；牛马不可穷，穷不可
服；士不可穷，穷不可任；国不可穷，穷不可窃也。”

这段文字言约旨丰，布帛不可全部用完，用完了就没有衣服可
穿；牛马不可全部用完，用完了就没有代步工具和耕田助手了；士不
能没有志气，没有志气就难堪大任；国家不能陷入困窘，陷入困窘就
难以再治理了。“穷不可窃”中的“窃”通“践”，引申为治理等义。

晏婴论述了廉、让、义三者之间的关系：“廉者，政之本也；让
者，德之主也……廉之谓公正，让之谓保德，凡有血气者，皆有争
心，怨利生孽，维义可以为长存。”“廉者，政之本也”的论述，直至
今天还常被引用，因为它不仅被历史证明是对的，而且契合中国
人的文化心理。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晏婴以廉传家

唐开元十三年（725）冬，从京城的太乐丞贬为济州（今山东
菏泽）做司仓参军的王维，因为老朋友祖咏的到来，喜上心头，写
下《喜祖三至留宿》一诗：“门前洛阳客，下马拂征衣。不枉故人
驾，平生多掩扉。行人返深巷，积雪带馀晖。早岁同袍者，高车何
处归。”“洛阳客”指祖咏是洛阳人，客从远方来，故说“拂征衣”。

“不枉故人驾，平生多掩扉”：枉驾是迎客时的客气话，王维说自己
平时闭门谢客，而故人到来，是不能枉此大驾的，此联与杜甫《客
至》的“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意思相近。“行人返深
巷，积雪带馀晖”一联写实景：天色渐晚，行人已归，外面积雪余
晖，天寒地冻。此联中的“行人”与“积雪”、“返”与“带”相互照
应，属对工整。“早岁同袍者，高车何处归”：王维和祖咏少年起即
为吟侣，今日到门，就如归家。

祖咏（699—746），开元十二年进士，因为还没有被授官职，
东行往齐州。当晚他留宿于王维的官舍，作有《答王维留宿》：“四
年不相见，相见复何为。握手言未毕，却令伤别离。升堂还驻马，
酌醴便呼儿。语嘿自相对，安用傍人知。”这一时期二人都不是很
顺利，酒喝着喝着，竟相对无语了。王维被贬济州后曾有诗怀
祖咏，中有句：“结交二十载，不得一日展。贫病子既深，契阔余
不浅。仲秋虽未归，暮秋以为期。良会讵几日，终日长相思。”
（《赠祖三咏》）观此诗，可知诗写于祖咏登第前，他们是有中秋之
约的，因没能相聚，又以暮秋为期，但直到这年冬天，老友才得以
相见。让人意外的是，祖咏虽中进士，却未得官职，苦读寒窗，金
榜题名，竟没有改变“贫病”的窘况。而王维中进士后，虽得一太
常寺太乐署丞，却又因为有伶人在官署内舞狮子，受到牵连，被贬
到了济州。这种遭遇实在让二人十分郁闷。

祖咏要去齐州（今山东济南），在王维官舍不便久留。王维
一直送他到齐州，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分手之际，王维作《齐州
送祖二》：“送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为报故人憔悴尽，
如今不似洛阳时。”王维为祖咏而憔悴，此时已不比当年同在洛阳
时的光景了。王维与祖咏间的一段友情，实在令人感动。

王维（701—761），字摩诘，蒲州（今山西永济）人，开元九年
（721）中进士，仕途坎坷。送走祖咏后不久，他就弃官隐居淇上
了。到了开元十七年才回长安闲居，跟着荐福寺的道光禅师学
佛。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张九龄执掌朝政，王维入朝任右拾
遗。两年后出使凉州，在河西节度使幕中任职，又一年，返回长安
任监察御史，数年后迁为殿中侍御史，此后到岒南为地方官。开
元二十九年春，辞官隐于终南。 （据《联谊报》）

门前喜迎故人来

1982年，一封来自周庄文化站的求助信，辗转交到了费孝通
的手中，沉甸甸的信纸里满是焦虑与无奈：周庄，这座枕水而生的
小镇，深陷经济泥沼，古建筑在岁月侵蚀下摇摇欲坠。交通不便
成了隔绝外界繁华的屏障，往昔的灵动被灰暗的现实掩盖。

费孝通沉思良久，提笔回信：“周庄是水乡，交通不便使它成
了苦镇，但只要去掉草字头，可就是真正的古镇啊！”费孝通提出
突破困局的思路：古镇绝非仅供凭吊的残垣断壁，得有鲜活的经
济血脉注入，才能摆脱衰败宿命。维修费用如流水，唯有借助旅
游发展，用游客的脚步带来资金回流，才能滋养古建筑的根基。

多年间，费孝通情系周庄，奔走呼号。在学术研讨会上，他
将周庄模式娓娓道来，视作古镇保护与经济共融的范本；面对中
外媒体，他不遗余力地夸赞周庄，让更多人知晓这片净土。在他
眼中，周庄是文化遗产，更是民生希望，是传统与现代握手言和的
生动注脚。这份深情，润泽周庄的岁岁年年，助力它从困窘的“苦
镇”蜕变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也让古镇保护、文旅发展的理
念生根发芽。

十多年后，费孝通踏上这片土地。眼前的周庄，如一幅徐徐铺
展的水墨长卷，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原汁原味地封存着旧时光，不
见破败，唯有古韵四溢。他漫步在石板路上，满是欣慰：“周庄保存
得如此之好，真高兴，真是周庄人民的福分。”这份完好，是百姓悉
心守护的成果，更是费孝通古镇保护思路落地生根的见证。

此后，费孝通对周庄的关切愈发浓烈。他题写“周庄沈厅”
“周庄张厅”两块匾额，悬于高堂之上，赋予老宅新的面貌；题写的
“江南水乡古镇周庄”字幅，更是成了周庄对外的文化名片，引得
游客慕名而来。 （据《人民政协报》）

费孝通的周庄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