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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YAO WEN 42021年7月10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潜艺之 版面设计 杨祝娟

“百年潮涌·之江楷模”

日前，许多诸暨市民自发前往
位于诸暨市牌头镇的张秋人烈士纪
念馆献花留言，用朴素而真挚的情
感表达对这位革命先驱的敬意。

张秋人是浙江诸暨人，1920 年
在上海结识俞秀松、施存统、沈雁
冰、邵力子、陈独秀等，开始接受马
克思主义，参加了早期建党建团活
动。1921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
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2年夏，经陈独秀推荐，赴长
沙会见毛泽东，被聘请为湖南省立

第三师范（衡阳）英语教员。1926年
3月到广州，继毛泽东、沈雁冰之后，
担任《政治周报》编辑，同时兼任黄
埔军校政治教官，讲授《各国革命
史》，与恽代英、萧楚女并誉为“广州
三杰”。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党中央决定派张秋人回浙江担任省
委书记。明知自己随时会被捕，但
张秋人坚决服从党的决定。离开上
海前，他对一位战友说：“看来，我的
头是要砍在杭州了。”

1927 年 9 月 29 日上午，张秋人
和爱人路过湖滨时，被认识他的反
动学生紧跟不放。他知难以脱身，
就纵身跳进西湖，把裤袋里的一份
党员名单踩入湖底淤泥，随后被捕，
1928 年 2 月 8 日在狱中英勇就义。
在刑场上，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
岁！”“中国革命必然成功！”等口
号。1931年，毛泽东在瑞金回忆说：

“张秋人是个好同志、好党员、很有
能力、很会宣传、很有群众基础，可
惜他牺牲得太早了。”

张秋人：追求真理 至死不渝
在金华市婺城区古子城浮桥

街 89 号，有一栋砖木结构的四合
院。每天，一拨又一拨游客来这里
参观学习，感受红色气息。这是我
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邵飘
萍的旧居。

邵飘萍，1886 年 10 月出生于
金华东阳一个寒儒之家。1909年，
邵飘萍从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毕业
后，回金华执教。教书之外，他坚
持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成为《申
报》的特约通讯员。1911 年，邵飘

萍被聘为《汉民日报》主编，走上新
闻救国的道路。

1918 年 10 月，邵飘萍在北京
创办《京报》，他勉励同人“辣手做
文章”，书写“铁肩辣手”四个大字
悬于编辑室内。同月，邵飘萍与蔡
元培等创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
会，吸引大批寻求救国道路的学
子，其中包括当时就职于北大图书
馆的毛泽东。

1919 年 5 月 3 日，邵飘萍到北
大发表演说，号召学生奋起救国。

当天他又赶回报馆，连夜撰写新闻
与评论，第二天在《京报》上发表。
反动当局大为恼火，下令通缉邵飘
萍。1925年，在李大钊和罗章龙介
绍下，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6 年 4 月 26 日，年仅 40 岁
的邵飘萍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
的罪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
北京天桥。

1949 年 4 月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夕，毛泽东亲自批复追认邵飘萍为
革命烈士。

邵飘萍：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在桐乡市档案馆里，有一位女
性“大咖”的档案，记录了她“不爱
红装爱武装”的叱咤人生。档案的
主人，就是素有“红军唯一的女将
领”之称的张琴秋。

张琴秋，1904 年生于浙江桐乡
县一个商贩之家，1924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留学苏联回国后，投身上
海地下斗争，参加党的武装斗争，
先后参与鄂豫皖苏区的巩固发展
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长征中
一 度 担 任 红 四 方 面 军 政 治 部 主

任。红军会师陕北后，又立即加入
西路军征战。她对敌斗争坚决，作
战英勇，既能做政治工作，又擅指
挥 战 斗 ，是 中 央 军 委 批 准 出 版 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中
认定的红军唯一女将领。

解放战争期间，张琴秋在中央
妇委长期担任秘书长，1948年曾与
蔡畅一同率解放区妇女代表团赴
东欧和苏联，在国际上宣传中国的
妇女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张琴秋曾担任国家纺织工业部党

组副书记、副部长，为了提高我国
纺织工业水平、解决人民群众穿衣
问题不遗余力。

1968 年 4 月 22 日，张琴秋在北
京去世。徐向前元帅主持了她的
追悼会并致悼词：“无论在艰苦的
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她都是勤勤恳恳，兢兢
业业，忘我地工作，为共产主义事
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她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张琴秋：红军女将 革命一生

情景剧、直播、中国风说唱⋯⋯
今年以来，《共产党宣言》首译地义
乌市分水塘村，兴起青少年“打卡
热”。

100 多年前，就在村里的一间
柴房里，一位青年在忽明忽暗的油
灯下，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
文。这位青年就是陈望道，上海共
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之一。

1920 年初，陈望道接到一封来
信，称《星期评论》周刊主编戴季陶
请他为该刊翻译《共产党宣言》，同

时捎来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
和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
文版《共产党宣言》。当年 2 月中
旬，陈望道回到了分水塘村，潜心
翻译工作。

有一天，陈望道母亲特地包了
粽子送进屋里，还配了家乡特产红
糖 。 过 了 一 会 儿 ，母 亲 在 屋 外 问
道：“是不是还要加点糖？”陈望道
说：“够甜，够甜了！”等母亲进去收
拾碗碟时，只见陈望道满嘴黑乎乎
的，原来他把墨汁当作红糖，拿粽

子蘸着给吃了！
1920年 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

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
海出版，初版 1000 册很快一销而
光。信仰的力量，从分水塘这个小
小村落散发，席卷华夏，像一颗火
种开始燎原。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及其
事迹，在讲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
宣言》的故事时，很深情又意味深
长地讲:“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陈望道：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盛夏时节，缓步行走于桐乡乌

镇东栅景区，枕水而居的连片民宅
之中，茅盾纪念馆静静伫立。

茅盾原名沈雁冰，1896 年 7 月
出生于嘉兴桐乡。自少年时，茅盾
便一直致力于在时代变革中，积极
找寻能点亮国家发展前路的思想
之光。1916年，他前往上海商务印
书馆工作，结识了陈独秀、李汉俊
等人，思想进一步倾向共产主义，
并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1920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成 立 ，茅 盾 成 为 其 中 一 员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他成为
中共中央的秘密通讯联络员。那
时，几乎天天都有写着“沈雁冰先
生转钟英小姐台展”的来信，寄至
上海商务印书馆。钟英是“中央”
的谐音，外地的共产党员来到上
海，一般会先来茅盾这里接头，再
由他介绍到其他中央机关。

1920 年，《新青年》迁沪出版，
茅盾应邀为基本撰稿人。他还与
郑振铎、孙伏园等人组织发起“文

学研究会”，改革了《小说月报》。
尔后，《子夜》、《蚀》三部曲等小说
作品陆续诞生。执笔亦从戎，文学
成为他为革命而战的武器，照亮新
青年们的前行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国作家
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文化部的第一任
部长，茅盾负责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学
艺术的组织领导工作，为我国文学事
业和文化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原载 7 月 7 日至 7 月 9 日《浙
江日报》）

茅盾：用文学照亮前行之路

“笑汝辈黔驴技穷,甘洒热血化
彩虹”。1942 年，年仅 23 岁的林心
平在日寇要求她写的“悔过书”上，
留下这样的文字，随后英勇就义。

“长滆女杰”倒下了，但她的精神却
在大地上永存。

1919年 10月，林心平出生于温
州平阳。1935年，她考入温州师范
学校，课余时间积极参加抗日救国
运动，和同学们参加罢课游行、示威
等活动，因不听劝阻被学校开除。

之后，她全身心投入抗日事业，

先后任上海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秘
书、办事处机要员。1938年，她奔赴
苏南抗日前线，任新四军江南指挥
部一支队文工团副团长。她主动联
系刚入伍的青年，宣传共产党抗日
主张，同时扩大地方抗日武装游击
小组，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斗争。

1941年皖南事变后，林心平任
江苏金坛、宜兴等五县抗日民主联
合政府文教科科长。由于盘踞在
官林的伪军头目公开投靠日本人，
组织上决定由她兼任宜兴县官林

区区长，开展敌后工作。于是她离
别新婚不久的丈夫，带 6 名短枪人
员深入官林地区，发动干部群众，
对敌伪发动攻势。敌伪惊恐万状，
派特务、便衣四处搜捕林心平。

1942 年 6 月 ，林 心 平 不 幸 被
捕，受尽酷刑。日本鬼子当着数百
中国百姓的面，将她活活劈成了 7
块，丢进硫酸池。她曾面对党旗郑
重宣誓：“就是刀搁在脖子上，也永
不叛党！”最后一刻，她用生命践行
了对党的誓言。

林心平：为党洒下热血的女中豪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