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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的著名女杰（中）

张瑞华 （1909-1995），河
区谭家河人 ， 黄埔军校六期毕
业，聂荣臻元帅的夫人。

在信阳师范学校学习期间，
她受共产党员的影响， 和同学组
织进步团体 “耀芒社 ”，阅读 《向
导》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 1925
年五卅运动中， 她参加反对帝国
主义的示威游行，发动群众募捐，
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 1926 年
底，考入黄埔军校（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武汉分校。 同年秋，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27年初担任黄埔军
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班长， 学习革
命理论和军事课程。 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随女生
队赴前线搞宣传和救护工作。 准
备参加南昌起义未果， 后随叶剑
英率领的教导团辗转到达广州，
参加了广州起义。 起义失败后赴
香港， 在中共广东省委做地下交
通工作，经常往来于广州、九龙、
香港，递送党的文件。 1929年，任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干事。 1930
年 1月，随聂荣臻到天津，任中共
顺直省委组织干事兼内部交通

员。 同年夏，调上海工作，先后在
中央特科和中央机关做秘密工

作。 1932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
狱中严守党的秘密， 释放后在中
央地下印刷厂党支部工作。 1935
年秋，转道天津、陕西澄城等地到
达保安， 后任中共陕甘宁省委组
织部干事、 省直属机关党总支书
记。 1937 年春，入延安抗日军政
大学学习， 毕业后参与筹办陕北
公学，任党总支书记。 1938年春，
任中共晋察冀省委组织部干事、
省委党校党总支书记。 1939 年
夏， 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妇女工
作委员会书记。 1943年 9月赴延
安，参加整风学习。 1945 年 4 月
至 6月， 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
出席中共七大。 1945年冬到张家
口， 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妇女
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8 年 9 月
起， 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妇女委员
会书记。 1950 年后，历任中共中
央组织部副局长、局长。 1978 年
至 1982 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委员。 1989年担任黄埔同
学会理事。 张瑞华是中共七大、八
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
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1995年 2
月 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 86岁。
女儿聂力， 是解放军第一位女中
将，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女中将。

林月琴 （1914-2003），商城
县东南部人（后划归金寨县），罗
荣桓元帅的夫人。

林月琴 1914 年出生于商城
县东南部 （今属金寨县 ）一户人
家。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
开杂货店为掩护，秘密做党的交
通工作。 林月琴在小学读书时，
受父亲和校长詹谷堂 （中共党
员 ）的影响 ，思想进步 ，同情革
命。 1929 年 5 月，中共商城县委
发动了立夏节起义，林月琴参加
了起义游行，显示了不凡的组织
才能，被推举为县苏维埃儿童团
指导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 同年 10 月，任鄂豫皖边
区特委儿童局局长，组织儿童团
员站岗放哨，维护治安。 后因其
父被错划为“地主”和“改组派”，
林月琴受到牵连，被免去儿童局
局长，送“劳改队”管制劳动。 红
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边区转移

后，“劳改队”解散，人员遣送回
家 。 林月琴坚决要求跟着红军
走，组织了一些命运相同的姐妹
跟在红军队伍后面，帮助部队烧
水、做饭、洗衣、护理伤员。 进入
四川后，她们被编为红四方面军
的一个分队，由林月琴负责。

林月琴 1931年 12月任红四
方面军后勤供给部妇女工厂厂

长，后改任妇女工兵营营长。 在工
作的同时，与时任军需处处长、总
兵站部部长的吴先恩相识并恋爱

结婚。 在长征中两爬雪山、三过草
地， 随红军总部到达陕北。 1936
年 10月经何长工同志介绍，转为
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7年 1月入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同年 5月，在
西路军覆灭， 谣传吴先恩 （吴先
恩，1907-1987，新县箭河乡人。曾
任北京军区副司令、顾问，1955年
被授予中将军衔） 已经战死的情
况下， 林月琴与时任军委后方政
治部主任的罗荣桓相识并结婚。
不料吴先恩只是被国民党抓进了

监牢，严刑拷打而坚贞不屈，后被
中共营救回延安。 林月琴闻讯几
乎惊呆了， 由于这个事件牵扯到
两个方面军的恩怨， 罗荣桓的朋
友毛泽东亲自出面调解才和平顺

利解决。
1938 年 5 月，林月琴任八路

军驻西安办事处机要处秘书、党
支部书记。1939 年 3 月任八路军
第一一五师司令部直属队分总

支书记。 1941 年 4 月至 1942 年
底，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
组织部干部科干事 、 副科长 。
1947 年 5 月，组织上拟安排林月
琴同志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组

织部副部长 。 罗荣桓同志知道
后，考虑到前线干部的子女无学
可上、无人照顾 ，为解决他们的
后顾之忧，要林月琴去办一所子

弟学校。 同年 7 月，林月琴创办
东北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并任

校长。1951 年初，林月琴提议，经
中央军委批准，创建了北京十一
小学，林月琴任校长。 1961 年 2
月，林月琴任总政治部主任办公
室副主任兼罗荣桓同志办公室

主任。 1978 年 5 月，林月琴任总
政治部干部部顾问。 林月琴是第
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六届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第七届全国
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第五
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二 、第四届
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林月琴 1955 年被授予大校
军衔， 她是当时全军 43 名女性
校级军官之中，唯一的一名女大
校。 当时授衔的唯一一名女少将
是李贞将军（1907-1990，湖南浏
阳人）。 也就是说， 林月琴 1955
年距少将军衔仅一步之遥了 。
2003 年 11 月 22 日，林月琴在北
京逝世，享年 90 岁。

汪荣华 （1917-2008），商城
县东部人（后划归金寨县），刘伯
承元帅的夫人。

汪荣华 1917 年出生于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受姑父、共产党员
冯先丰的影响，1930年， 年仅 13
岁的汪荣华就参加革命，加入了少
年先锋队。 1931年 5月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十二师政
治部宣传员，战斗在鄂豫皖苏区。

1935 年秋，汪荣华两次翻越
雪山、三次穿过草地。 长征途中，
她既是宣传员 、战斗员 ，又是救
护员， 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血
与火的考验。 1936年，红二、四方
面军会师后，她与刘伯承同志结
为伉俪， 并在战斗中同时负伤。
1936 年 12 月， 在延安军委四局
工作期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

党员。 1937年 1月入延安抗日军
政大学学习，1938 年 7 月奔赴抗
战前线，先后任一二九师随营学
校教员、 供给部政治处指导员、
直属政治处组织干事、司令部供
给处党支部书记、机要科译电员
等职。 1944 年 11 月入延安中央
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1945 年 12
月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政

处干部科参谋。 1950年 1月任西
南局干部子弟学校教员，1951 年
1 月入军事学院俄语训练班学
习 ，1957 年 7 月任高等军事学
院秘书。 1960年 12月，任刘伯承
同志秘书，1978 年 5 月任军委办
公厅顾问，1985 年 12 月离休，享
受正军职待遇。 1988年 7月被授
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

勋荣誉章。 2008 年 5 月 27 日因
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91岁。

信 阳 记 忆

丁振铎
丁振铎，字声伯，号巡卿，清末大臣，罗山县周

党镇黄湖村人。 同治十年进士，授庶吉士，先后任
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官、监察御史、布政史云
南和广西巡抚、云贵总督，协理资政院事兼弼德院
顾问大臣。

光绪三年（1877 年），丁振铎任会试考官，查处
北京大商贾冯恩照之父贿赂六部官员， 合谋作弊
之事。 光绪九年（1884 年），丁振铎任监察御史，查
处一王爷多年不纳房产税一事 。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丁振铎出任云南总督，闻云南普河镇总
兵高德元蛮横骄奢，纵兵殃民，立斩于总督府外。
光绪三十年（1904 年），丁振铎以“才不胜任”为由，
请求光绪引退。 宣统三年（1911 年），告病还乡。 民
国 3 年（1914 年），袁世凯起用丁振铎为总统府参
政，审计院院长兼大总统高级顾问，同年 8 月，病
死于北京。

罗山县周党镇中山村有云贵总督丁振铎旧

居。 旧居始建于清朝末年，整座宅院座东朝西，共
有房屋 100 余间，系典型的四合院结构布局。 门外
甬道、院内空地全部用石条铺就，整个宅院共有两
处高大雄伟的大门，一处朝西，一处面南。 周围是
高 2 米、宽 0.6 米的石砌围墙，围墙上设有枪眼、■
望口等防御设施。 围墙外是一圈宽约 15 米、 深 2
米的护城河。 整个宅院仅有西大门外一道宽约 3
米的石桥与外界相通， 桥上建有两道用于防御的
大门。 （裕 丰）

陈元光祖祠是记载唐代英雄陈元光将军及

陈氏一门忠烈丰功伟绩的历史遗迹， 由陈元光
嫡孙建于唐天宝年间（公元 747 年），后经历代修
缮，现存为清代嘉庆年间建筑。 陈元光祖祠位于
固始县东北部的河南省历史文化名镇陈集镇。
祖祠占地 5484 平方米，原有房屋近百间，现存房
屋 26 间，建筑面积 740 平方米。建筑群构型为四
合大院，分门楼、正堂、配祀、左右厢房及耳房，
布局严谨，中轴线突出。 建筑均为硬山式砖木结
构，石基、石柱，青砖黛瓦，典型的豫南民居建筑
风格，是一组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艺
术价值的建筑群体。 （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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