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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的著名女杰（上）
温青新作诗集
《本命记》出版

信阳消息（楠 湖）温青新作诗集《本命记》近
日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该诗集分为 “大地即命运”“疼痛在深处”“书
生入尘世”“本命有余荫”“老兵存诗志”“时光慢流
年”六卷，诗人温青凭借独特的个人禀赋，发挥得
天独厚的地理文化优势，汲取南北文学之长，从而
形成了以大地为核心的水土交融的文学气质。 所
选诗歌大多建立在土地的物性法则和劳作关系之

上，根基沉稳扎实，结出的果实亦摇曳生姿———词

语“拔节、扬花、结籽”的声音铮铮作响。
温青，1970 年出生，息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信阳市作协副主席，信阳市散文学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信阳市诗歌学会、诗歌创研会副会长，信
阳市朗诵协会秘书长。 著有《指头中的灵魂》《天生
雪》《水色》《天堂云》《光阴书》等。 参加过青海玉树
抗震救灾，曾在鲁迅文学院第 20 届中青年作家高
研班、河南省文学院首届作家研修班就读。 曾获第
一、 二届何景明文学奖， 首届河南诗人年度创作
奖，第二、三届河南省文学奖，第二届河南省杜甫
文学奖，第二届河南省五四文艺奖金奖，第三、六
届河南省政府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第五届全军
网络文学大赛一等奖， 第十二届全军优秀文艺作
品奖，华语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实力诗人奖等。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
从信阳这块灵山秀水，走出了不
少杰出的新女性。 她们的名字像
星光闪烁 ，熠熠生辉 ；她们的业
绩感天动地，宛如丰碑。 可以这
样说，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妇
女运动发展史上，都有她们浓墨
重彩的一笔。 “信阳女儿多奇志，
不恋红妆爱武装”。 为了缅怀先
贤，启迪后人，激励斗志，再创伟
业，笔者不揣冒昧 ，怀着无比崇
敬、感动之情，从众多史料中，择
其要者，系统地发掘 、整理了这
份“信阳巾帼女杰芳名谱”。

邓颖超 （1904-1992），光山
城关人，出生在广西南宁。 幼年
时父亲邓廷忠病逝，靠母亲杨振
德行医或当家庭教师过着清贫

的生活。 她 1924 年初加入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早年在北京平
民学校、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
学校读书。1919 年发动女师同学
为主的各界妇女参加 “五四运
动”，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
任执行委员兼讲演队队长，并和
周恩来一起组织进步团体“觉悟
社”。 她和周恩来相敬如宾、相濡
以沫五十多年 ， 堪称 “模范夫
妻”，在全世界都传为美谈。 她后
在北京、天津任小学教员。 1923
年底任青年团天津地方执委会

宣传部主任。1925 年起任天津各
界联合会主席团主席、中共天津
地委妇女部部长、中共广东区委
委员兼妇女部部长。 国共第一次
合作时 ， 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
党，任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
行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1927 年
冬任中共中央妇委主任，1928 年
10 月起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
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2 年
5 月赴江西中央苏区， 先后任中
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
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共中
央机关总支书记 。 参加了长征
（据说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同
志只有三十人）。 到达陕北后，任
中共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央白区
工作部秘书，中华苏维埃政府西
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 抗日
战争爆发后 ，被派往武汉 ，先后
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

员、 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
1938 年 12 月起任中共中央妇委
委员。1939 年起任中共中央南方
局委员兼妇委书记。1943 年夏入
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
争时期 ， 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
记、代书记 ，中国解放区妇联筹

备委员会副主任，并当选为国际
民主妇联理事。1947 年 3 月起任
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
1949 年 4 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

联副主席、 党组副书记， 同年 9
月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

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
中央妇委副书记(至 1956 年)。 历
任第二届 、 三届全国妇联副主
席， 第四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

副主席。1978 年 12 月至 1985 年
9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1978 年 12 月至 1982 年 9 月任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

书记。 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19
76 年 11 月增选)、五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2 年 4 月
起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

誉会长 ，1983 年 6 月当选为政
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她是
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
(七届七中全会递补)，第八届、九
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
员 (任职至 1985 年 9 月中共全
国代表会议 )，第十一届 (十一届
三中全会增选 )、 十二届中央政
治局委员 (任职至 1985 年 9 月
中共全国代表会议 )。 1992 年 7
月 11 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88 岁。

危拱之(1905～1973)，信阳市
区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 ，曾是
叶剑英元帅的妻子。 危拱之的父
亲危尚忠是清末秀才。 她 7 岁入
私塾 ，9 岁进教会小学 ，1916 年
考入汝阳道立女子高等小学。 危
拱之禀性刚强 ， 为了学好体操
课，毅然扯去裹脚布 ，争得一双
“解放脚”。 1924 年夏，考上私立
河南第一女子中学 (后改名北仓
女中)。在校借阅《新青年》杂志和
鲁迅、郭沫若的著作 ，受到进步
思想的薰陶。1925 年“五卅”惨案
的消息传来，她参加声援沪案女
子救护队 ，登台演讲 ，并参加开
封学生代表团到郑州宣传慰问。
1926 年 11 月到武汉， 经周以莲
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 年初，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
校女生队。 广州起义爆发后，她
随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参加攻

坚战斗。 次日夜，起义部队撤出
广州城， 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师 ， 危拱之到师政治部当宣传
员，和陈同生等人创办 《红军生
活》报和《造反》杂志。 1929 年 2
月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随
即组织派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

学习。 10 月，因反对王明的小宗

派斗争，被戴上“托派”嫌疑的帽
子，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错误处
分。 1931 年 2 月回到上海，在闽
粤赣军区司令部宣传科工作。 当
年夏初，她在军区参谋长肖劲光
的过问下，恢复党籍。 1931 年上
半年担任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

兼戏剧管理委员会委员，编导排
演戏剧。 不久任八一剧团委员会
委员、 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组
训几十个红军剧团，培养一大批
文艺人才。 后因抵制王明的“肃
反”，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 中央
红军长征后 ， 她蒙冤受屈不动
摇，跟随干部团参加长征 ，仍以
模范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背着几十斤重的背包行军，途中
休息还给大家唱歌。 1935 年底，
由朱瑞和谭政给危拱之恢复党

籍。1936 年延安成立人民抗日剧
社， 她任社长兼导演。 “西安事
变”爆发后 ，危拱之作为中共代
表团的内务成员跟随周恩来、叶
剑英前往西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她负
责党从西安到上海的政治交通

工作，兼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
长。 1937 年 5 月在延安参加党
的全国代表会议，会后调往河南
任省委秘书长。 1938 年 5 月，率
领“孩子剧团”到信阳宣传抗日，
并做信阳县长李德纯的统战工

作。 12 月中旬组成“信阳抗日挺
进队”，李德纯任司令员，危拱之
任政治部主任，率队向四望山挺
进，开创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
年 11 月 11 日 ， 国民党反动派
1800 多人突袭省委驻地竹沟 ，
危拱之和省委书记刘子久等人

在西寨门指挥战斗，多次打退敌
人进攻 ， 坚持 2 天 1 夜突出重
围。 1940 年被选为中共七大代
表 ，1942 年任河南省委组织部
长。 1943 年 3 月，回延安参加整
风。 康生制造审干肃反扩大化，
危拱之受到冲击，党中央发现后
纠正偏差 ， 恢复了她的自由 。
1945 年冬担任内蒙古赤峰市委
副书记，指挥反霸和镇压反革命
分子，市内生产 、社会秩序迅速
恢复。 1947年 6月任赤峰市委书
记。 是年秋，由于日本侵略军败
退时破坏细菌工厂引起的鼠疫

蔓延到赤峰市， 她身背药箱，去
疫区处理死者 ，安排家属 ，给病
人打针 ，群众称她是 “救命的医
疗队长”。 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
危拱之积劳成疾。

新中国成立后，她的肺结核
已到三期，由于不能坚持正常工
作而长期休养。1973 年 2 月 8 日
在北京病逝，享年 6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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