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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多年前，遂昌县公安局
值班室朝南的窗户，正对面一座

居民楼的五楼，每天总有一盏灯

直到凌晨两点才熄灭，这引发了

公安干警的职业敏感。经上门

走访得知，原来是县委党史研究

室的刘宗鹤老师在深夜写作。

1982 年松阳、遂昌分成两个县

后，他一直兼管两个县的党史研

究工作。为了抢救党史的原始

资料，他经常身背雨伞，脚穿解

放鞋，带着照相机和录音机，往

返松阳、遂昌的崇山峻岭，到玉

岩、斗潭、安岱后等革命老区，走

访健在的老游击队员和熟悉当

年情况的老农民，收集三年游击

战争中红军挺进师在这里的英

勇故事。他坚持白天走访，晚上

整理资料，几乎每天都要忙到下

半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是

什么力量让一个普通的党史研

究者成为“拼命三郎”？

因为，他怀揣粟裕同志的谆

谆嘱托和殷切希望。

那
一
年
，他
采
访
了
粟
裕
同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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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非常重
视党史研究工作，省、地（市）、县委相继设
立了党史资料征集研究机构。1979年，刘
宗鹤被调到中共遂昌县委党史办公室主
持工作，开始整理有关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的历史资料。他先后在本省和福建、江西
等地，采访了许多当年红军挺进师的老战
士。在采访中，刘宗鹤发现他们对于红军
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后的一些历史回顾，有
着不同的解读。更使刘宗鹤感到震惊的
是，在参观南昌革命历史纪念馆时，发现
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政治部主任、中
共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同志的画像被
拿掉了。他询问馆长这是怎么回事？馆
长说：“我们有一个同志看到 1935 年《东
南日报》的新闻报道，说黄富武被捕后就叛
变革命了。”刘宗鹤告诉馆长：“根据我们掌
握的一些材料，黄富武同志被捕后表现得
非常英勇坚强，根本没有向国民党反动派
投降，恼羞成怒的敌人最后将他杀害在丽
水城大水门外。”馆长听后非常惊讶：“啊？
还有这种事情？我们手上没有准确的资
料，希望你们能够提供有力证据。”刘宗鹤
还了解到福建、江西都有革命老根据地县，
可以享受到党和政府对老区人民的优惠政
策，比如减免公粮等一些待遇。而当时浙
江全省没有一个革命老根据地县，他感到
这样很对不起老区人民。从外地出差回来
后，刘宗鹤在向县委主要领导汇报工作时，
提出为了对历史负责、对革命先烈负责，他
想去北京采访曾任红军挺进师师长、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的粟裕同志，以厘清历史上的许
多疑问，为党史研究工作留下极其珍贵的
第一手资料。时任县委书记梁青山当场表
态说，这是一件好事，更是一件大事，他非
常支持刘宗鹤的这个建议。

得到了遂昌县委书记的肯定后，刘宗
鹤根据现有党史资料中尚需求证的一些
重大历史事件，整理出采访提纲：1. 有关
红军挺进师取得“斋郎战斗”胜利后，北上
龙泉河，召开挺进师政委会，确定建立浙
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情况；2.挺进师师部设
在王村口宏济桥西的一幢大屋，王村口苏
维埃政府设在桥西蔡厢庙的一些情况；3.
浙西南“青帮”的情况；4. 都说“敌进我
退”，为什么要“敌进我进”？5. 黄富武同
志到底是不是叛变了革命？6. 红十三军
19名指战员被刘达云杀害的情况；7.三年
游击战争中敌人的多次“围剿”，斗争非常
艰苦，你们是怎么战胜的？8.1937年 9月，
在遂昌门阵与国民党县政府进行合作抗
日和谈的情况；9.1936 年夏天的“南阳事
件”；10.帮助解决浙江革命老根据地县的
问题。

不久，遂昌县委领导研究决定，由刘
宗鹤带队，和雷关贤（畲族、解放前地下党
员）、曹关其（原遂昌城关小学校长）两位
党史工作者，一起到北京采访粟裕同志。

二

1981年 9月 15日，刘宗鹤带着遂昌县
委的介绍信，乘长途汽车前往杭州。在省
府大楼办公室，省委办公厅的乐子型主任
接待了他们。乐子型说：“此前，省委党史
办的杨福茂主任和丽水地委党史办的徐
主任都想到北京采访粟裕同志，但都没有
见到首长。你们这次去也不一定成功，要
有这个思想准备。”刘宗鹤拿出准备好的
采访提纲给乐子型审阅。乐子型看后说：

“看来你们做了详细准备，提纲中的这些
问题确实很重要，非要访问粟裕同志不
可。这样吧，我打电话给省军区，请他们
为你们开介绍信，通过总参去面见粟裕同
志，你们看这样好吗？”刘宗鹤高兴地说：

“谢谢，那太好了！”刘宗鹤一行匆匆赶到
位于清波门的浙江省军区，到司令部办公
室开具了介绍信，随后刘宗鹤一行购买了
次日前往北京的火车票。

9月 20日上午，刘宗鹤一行抵达北京
后，直接前往总参信访办。接待他们的一
位干部问刘宗鹤：“你持省军区介绍信到
总参来，为什么不穿军装？”刘宗鹤说：

“我已在地方工作了。”那位干部又问：“你
原来哪个部队的？”刘宗鹤说：“在兰州军
区空军司令部机要处。”那位干部说：“原
来还是机要干部，当时你们司令员是谁？
机要处长又是谁？”刘宗鹤答道：“副司令
员袁学凯，机要处处长刘双权。”那位干部
说：“你们先休息一下，我再答复你。”接

待的同志给他们泡上了茶，大约过了五分
钟，那位干部回来了，他对刘宗鹤说：“你
讲的袁司令员、刘处长都是准确的。我已
打电话给粟裕同志的朱秘书，十分钟后他
会开车接你们的。”不多时，粟裕同志办公
室的朱楹秘书来了。他热情接上刘宗鹤
一行到总参宾馆住下。刘宗鹤单独住一
个客房，雷关贤和曹关其住一个客房。朱
楹看了采访提纲后说：“我先把提纲送给
粟裕同志，请他仔细回忆一下当年情况，
过两天再接受你们的采访。明后天我先
陪你们在北京参观游览。”在等待粟裕同
志接见的日子里，朱楹带着刘宗鹤一行参
观了天安门城楼、故宫、中南海，拜谒了毛
主席、周总理曾办公和居住过的地方。

三

9月 23日下午 2时，朱楹来到总参招
待所，接刘宗鹤一行到解放军总医院面见
粟裕同志。此前，时属遂昌（今松阳）革命
老区安岱后村党支部书记委托南京军区
政治部干部吴克斌给粟裕同志带去了几
斤笋干，粟裕同志认为不能收，还特地买
了几盒糖果回赠老区人民。考虑到粟裕
同志的高风亮节，刘宗鹤一行到附近的花
鸟市场买来一盆山茶花，象征着老区人民
淳朴真挚的情感，敬献给粟裕同志。

来到总医院住院部大楼，朱楹领他们
走到二楼首长病房。朱楹请雷关贤和曹
关其坐在沙发上喝茶，然后领着刘宗鹤来
到粟裕同志的身旁。粟裕同志身穿蓝色
竖条病号服，精神状态很好，双目炯炯有
神。身为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一点
儿官架子都没有。据刘宗鹤回忆，一走进
病房，看到左边有一张大病床，床里侧是
一扇朝东的窗户，窗边摆着一张小桌子，
粟裕同志的夫人楚青就坐在桌边凳子
上。往里靠近南边窗口前，摆着一张长方
形的写字台，刘宗鹤带去的山茶花摆在写
字台一角。粟裕同志微笑着和刘宗鹤握
手，并拍了拍他的肩膀，这让刘宗鹤非常
激动，朱楹安排刘宗鹤坐在粟裕同志写字
台的对面。粟裕同志看着山茶花说，当年
我们在浙西南打游击时，山上有很多这样
漂亮的山茶花，榨出来的茶油很香。

这次采访历时一个多小时，粟裕同志
认真耐心地解答了采访提纲中的有关问
题，明确指出黄富武同志是坚强的革命战
士；浙西南的“青帮”是拥护共产党的，曾
帮助挺进师团结农民开展斗争；所谓“敌
进我进”是指 1935年 8月敌十八军重兵围
剿浙西南之际，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我
军冲过龙泉河，通过“三不管”地带跳出包
围圈向浙南转移，在浙闽边界一带开展游
击战，以吸引和调动敌人，减轻浙西南的
压力，并在浙南开辟新的根据地，以粉碎
敌人清剿的目的；还有红十三军留下的 19
名指战员被杀害的一些情况。

粟裕同志说，1937 年 9 月，在与省委
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根据当时斗争形势，
他在遂（昌）、宣（平）、汤（溪）抗日游击根
据地中心的门阵，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
浙军区司令部名义给遂昌县政府和国民
党县党部写信，提出举行国共合作抗日的
和平谈判，当时是委派谢文清出面谈判
的。和谈成功后，粟裕带领部队到浙南平
阳县的山门与省委书记刘英会合。后来
刘宗鹤就此事又进一步调查研究，撰写了

《粟裕与门阵谈判》一文，在《丽水日报》和
有关党史刊物上发表，引起了党史研究界
的重视。后来，丽水市（地）委在门阵村建
立了遂昌门阵国共合作抗日和谈纪念碑
亭，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
同志题写了碑文。

当刘宗鹤问道：“在危难之时，你们奉
命挺进浙江，在浙西南三年游击战争中，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敌人曾多次进行进
剿、清剿，斗争非常艰苦，你们是怎么战胜
敌人的？”粟裕同志说：“党中央命令我们
挺进师进军浙江，在战略上是配合中央红
军行动，牵制国民党部队，减轻对中央苏
区的压力，斗争的艰苦程度不亚于长征，
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是因为我们指战
员和根据地人民对革命事业怀有坚定的
政治信念。”

后来，笔者曾问过刘宗鹤老师：“为什
么那么多党史干部想采访粟裕同志都没
有见到，你们却能成功采访首长呢？”刘宗
鹤说：“粟裕同志跟我说过，他看了我们的
采访提纲后，觉得提纲中的一些问题很重
要，这些问题不是一般人能提出来的，需
要对三年游击战争有深层次的研究，所以

必须支持。”笔者又问：“您后来创作的电
视连续剧《挺进浙江》，也是为了完成粟裕
同志的心愿，这又从何说起呢？”刘宗鹤
说：“粟裕同志对我说，‘你对党史研究很
敬业，希望你能把这项工作搞下去。’当他
知道我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担心我
以后工作会跳槽时，我说请首长放心，我
一定会坚持把党史研究搞下去的。听了
我的肯定回答后，粟裕同志高兴地说，

‘好，这样我就放心了。’接着，他贴近我的
耳朵悄悄说，‘我一直想把挺进师的斗争
历程写一本书，书名叫《信念》。可是这些
年来工作太忙，一直没有时间去写，你在
部队工作过，又是大学本科毕业，当过编
导，对党史研究工作很敬业，我看你有这
个条件写好这部书。’当时，我紧紧握住首
长温暖的手，深深感到了粟裕同志的信任
和嘱托。”

粟裕同志对革命老区人民的生产生
活很关心。当他得知浙江省内如遂昌、松
阳、龙泉、平阳、泰顺等县，都还未批准成
为革命老根据地县时，粟裕同志立即叫朱
楹秘书把这个情况记下来，让他与中央革
命老区办公室对接联系。当粟裕同志得
知他曾领导创建的遂（昌）宣（平）汤（溪）
门阵革命根据地人民交通很不便利时，又
马上让朱楹记下来，以便与到北京开会的
浙江省领导进行沟通。后来，省里果然投
资修建了遂昌门阵到金华的公路。

采访顺利结束了。告别时，粟裕同志
嘱咐刘宗鹤代他向遂昌县委、县政府领导
问好，向革命老区人民问好。他想送给刘
宗鹤一套军装，老实厚道的刘宗鹤没有领
受首长好意，为此他后悔了一辈子。粟裕
和刘宗鹤站在一起说，“我们拍张合影
吧。”不巧那天粟裕同志身穿病号服，夫人
楚青说这样拍照不合适，答应出院后第一
站就去浙江，到时再好好拍几张合影。唯
一一次见到粟裕同志却未能合影留念，成
为刘宗鹤心中永远的遗憾。

在北京期间，在朱楹的协调下，他们
到军事科学院拜访了曾任红军挺进师参
谋长的王永瑞将军，在军事科学院档案馆
复印了国民党第十八军清剿红军挺进师
的兵力部署和总结报告。朱楹还联系了
财政部、民政部、中央革命老区办的主要
领导，认真听取了刘宗鹤关于浙西南革命
老区情况的汇报。从北京回到杭州后，刘
宗鹤向省委办公厅领导汇报了此行的情
况，领导一致认为对粟裕同志的采访非常
成功，既搞清了一些重大问题，还提出了
解决我省革命老根据地县的问题。

四

回到遂昌，刘宗鹤马上赶往王村口镇，
找到当年苏维埃政府旧址蔡厢庙。刘宗鹤
找来梯子，爬上去用竹片把石门上被黄泥
遮住的“蔡厢庙”三个字清理出来。然后，
挂上“中国工农红军苏维埃政府旧址”的牌
子，给宏济桥西的叶氏大屋也挂上了“中国
工农红军挺进师师部旧址”的牌子。

在以后的日子里，刘宗鹤建议按照原
貌修复当年粟裕同志作团结抗日报告的
宏济桥；建议将红军挺进师举行誓师大会
的天后宫，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
馆；建议在白鹤尖山上的制高点建立红军
纪念亭；建议在新农村建设中注意革命文
物纪念地的保护，向外围发展；建议保留
王村口镇原有石板路及老街老宅的传统
风貌。政府有关部门采纳了刘宗鹤的这
些建议，如今王村口老街的两旁古建筑保
存完整，白墙灰瓦、硬山顶、马头墙错落有
致，连绵成片，王村口镇内主要文物古迹
如天后宫、宏济桥、蔡厢庙、挺进师师部旧
址、月光山公园、白鹤尖红军纪念亭都完
整保留了下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颁布了“遂昌县王村口革命纪念建筑群”
证书，并要求当地好好保护。这是浙江省
第一个革命纪念建筑群。

1982 年夏天，红军挺进师老战士、浙
江省军区副参谋长程美兴和刘宗鹤一行
专程到南昌革命纪念馆，转告了粟裕同志
对黄富武烈士的评价，纪念馆立即把黄富
武烈士的遗像重新挂上让大家瞻仰。刘
宗鹤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访问红军挺
进师的老同志，到老区山乡访问健在的老
党员、老苏维埃干部、老游击队员，深入了
解当年的斗争事迹，考察当年战斗的地形
地貌。进一步抢救活材料，努力核准史
料，完善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资料。

1983年，刘宗鹤着手开始革命老根据
地县的调查与申报工作。国家给遂昌拨

来革命老区建设经费 27 万元，县委决定
用这笔经费把老区乡村的机耕路全部改
建成公路。刘宗鹤又写信请粟裕同志为
遂昌中学题写校名，为科学馆题字。

在以后岁月里，为了完成粟裕同志的
嘱托，刘宗鹤夜以继日地工作，于是就有
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五

1984年 2月，遂昌县委机要科送来了
粟裕同志因病逝世的电文，刘宗鹤不禁潸
然泪下。无限悲痛之际，他写了一首悼念
粟裕同志的诗发到北京。当得知粟裕同
志生前有遗愿，要将部分骨灰撒在遂昌革
命老区的消息，刘宗鹤陪同遂昌县委书记
梁青山一起到王村口镇选址，最终选定王
村口镇北面山坪。这里可以看到王村口
镇的全貌，坐北朝东南。只要是晴朗的早
晨，就可以看到太阳从王村口东面大山里
冉冉升起。山下是宽阔的乌溪江，王村口
镇就在河的南岸。刘宗鹤提议此山命名
为月光山公园，寓意粟裕同志与日月同
辉，山河同在。

1984年 5月 15日，粟裕大将部分骨灰
由他的亲属和军委办公厅同志护送至月
光山安葬。通往月光山的道路两侧和山
坡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蒙蒙细
雨中，大家满怀深情地缅怀粟裕同志，一
起参加敬撒大将骨灰的仪式。因为时间
仓促，当时先建立了临时祭奠处。不久，
刘宗鹤到杭州选择纪念碑亭的建筑样式，
选中后向西湖景区管理处要了设计图
纸。1985年春天，位于月光山公园的粟裕
同志纪念碑亭落成，六角攒尖亭由矮垣拱
卫，园内培植了云松、广玉兰等常青树木，
园外青山叠翠。春夏之际，来自全国各地
的老共产党员、老游击队员代表汇聚在王
村口镇，在月光山公园纪念碑亭前，深情
祭奠粟裕同志。特地从北京来的粟裕同
志夫人楚青触景生情，不禁落下热泪，她
说，“长眠在这么好的环境之中，粟总一定
是很舒坦的，我若能长期陪伴在他身边该
多好呀！”刘宗鹤说：“请您回到北京后写
两首诗，我们把诗刻在粟裕同志的纪念碑
亭旁边。”楚青同志笑着说：“这个办法
好。”7月，楚青同志将写好的两首诗寄给
刘宗鹤，诗文被刻在一块石碑上，安放在
月光园内大门右侧，实现了日夜陪伴粟裕
同志的心愿。

在王村口镇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
纪念馆，一幅两米多高的大型油画占据了
整个中堂，展现了光荣岁月的磅礴之气。
画面以月光山的大松树为背景，乌溪江环
绕下的王村口镇风光秀美，江上行进中的
船帆，沉着坚定的粟裕、刘英、黄富武、余
龙贵、程美兴、洪家云、谢文清如七棵青松
屹立，目光炯炯地望着东方。刘宗鹤告诉
笔者，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中堂的
巨幅油画，是他根据楚青同志的诗句“浩
气长存月光峰”设计的。构思完成后，请
来遂昌文化馆的吴毕来、刘家开两位同志
共同创作，经过多次修改，从背景布局到
相貌神态，从站位到身高，都是精心设计
的。

六

1992年 6月，楚青同志邀请刘宗鹤夫
妇去北京做客，她听说刘宗鹤身体状况不
佳，就嘱咐儿媳妇李鲁鲁带他到海军总医
院治疗。通过药物调整，治愈了刘宗鹤积
劳成疾的心脏病。直至 32 年后的今天，
89岁高龄的刘宗鹤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
奕，每天坚持创作到深夜。1993 年 9 月，
刘英同志的儿子刘锡荣在浙江省担任副
省长。在程美兴同志推荐下，刘宗鹤作为
优秀党史研究员到他家中做客。刘锡荣
认真聆听了刘宗鹤讲述当年刘英同志和
粟裕同志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浴血奋战
的故事。

1997 年，刘宗鹤撰写了《浙西南游击
根据地的创建及其斗争》《论粟裕游击战
实践与理论的特色》《论刘英在坚持三年
游击战争中的重大贡献》等系列论文和
多篇革命故事。为此他被邀请到北京，
参加了粟裕军事指挥艺术与现代战争理
论研讨会。军事科学院专家认为，刘宗
鹤的《论粟裕游击战实践与理论的特色》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从 1998 年开始，
退休后的刘宗鹤依然笔耕不辍，创作了
反映红军挺进师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的电视连续剧《挺进浙江》，成功塑造了
粟裕、刘英、黄富武、洪家云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重现了他们
的英雄事迹。

2012年 11月，朱楹从北京到丽水，在
八一宾馆看望了刘宗鹤。朱楹转达了楚青
同志对他的亲切问候后说：“我这次到丽
水，楚青同志委托我向你了解 1981年 9月
那次采访时，粟裕同志和你谈话的一些详
细内容。因为当时我们坐得有一些距离，
有一些话没有听得很清楚。”于是刘宗鹤把
当年谈话的一些内容详细地告诉了朱楹，
并拿出创作完成的 50集电视连续剧《挺进
浙江》书稿。朱楹抚摸着书稿说：“你真是

‘三十年磨一剑’呀。这部电视剧拍成后，
可以告慰粟裕、刘英、叶飞、黄富武、洪家云
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先烈的在天之灵，楚青
同志知道后也会很高兴的。”

（赵丽珍系莲都区政协特邀信息员、处
州方音发言人；方康皓系市中心医院医

师）

1985 年 5 月，楚青在遂昌县城幼儿
园和师生们一起。

1985 年5月，粟裕夫人楚青和刘宗鹤一行于遂昌县妙高山公园挺进师烈士
纪念碑亭前（前排左三为楚青同志、左二为刘宗鹤）。

抗日战争时期的粟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