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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的著名女杰（下）

刘志敏（1904-1935），罗山县城关
人。 刘志敏少年时代，受到较好的家庭
教育和学校教育。 在五四革命浪潮中，
她受到女教师周祥林的关爱。 1922年
暑期，在周老师的帮助下，她被录取就
读于开封省立女子中学。 由于她思想
进步，忠于革命，在学校她光荣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革命的人生。

1927年 4月，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
变革命，制造了“四·一二”惨案。 到“七·
一五”反革命政变，武汉汪精卫叛变，蒋、
汪合流了。这时河南的形势突变，白色恐
怖笼罩着中州，革命处于低潮。在省府开
封，国民党到处抓捕屠杀共产党人，刘志
敏也遭到追捕。是年秋天，党组织决定选
派她去苏联学习。在学习期间，经同乡尚
佩秋与曹靖华介绍， 和在莫斯科东方大
学工作的河南同乡李翔梧结婚。1929年
底，经组织批准，刘志敏随同丈夫李翔梧
一起回国，被分配在中央军委机关，在上
海做地下工作。

1933 年初， 她任福建建宁中心
县委（辖建宁、秦宁、秦川三县）妇女
部长。 在建宁工作期间，她显示了卓
越的工作才能和高昂的工作热情 。
她没有留学女大学生的痕迹， 给人
们的印象是热情奔放、谈笑风生。

刘志敏在和李翔梧结婚后，于苏
联就生了第一个孩子， 因而取名苏
生。回上海时，孩子才三个月，为了工
作，她毅然把吃奶的苏生送回娘家罗
山，交给姥姥抚养。 由于罗山当时是
鄂豫皖苏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
下，偌大的罗山土地，竟无这孩子的
存身之处。饥寒交迫、颠沛流离中，苏
生生病无法及时医治死去了。

1931年秋，他们又生了第二个孩
子，由于出生在上海，所以叫沪生（现
名李宗明）。 刚过三个月，夫妻俩就把
沪生送回河南洛宁县婆家抚养。

1934 年 10 月，主力红军开始了
万里长征。 刘志敏留在闽赣两省继
续坚持巩固苏区的斗争。由于形势恶
化， 省委机关先后从黎川迁往德胜
关、建宁、都上、宁北。 12 月底，在宁
化县西水棠地区， 遭敌五十五师包
围。突围中，刘志敏不幸被俘，关进了
宁化监狱， 继而押送到福建漳州监
狱。她在监狱中，受尽了酷刑和折磨，
但面对凶恶的敌人， 她横眉冷对，还
发动狱友们进行反折磨的绝食斗争。

1935年 6月的一天，敌人通知她带
上行李说：“现在送你回家。 ”她已意识到
这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了， 于是镇定地将
自己梳理一番，昂首步出牢门，高呼：“中
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她
从容走向刑场，慷慨就义，时年 31岁。

周惠年（1911-1997），河区谭
家河镇人，曾被陈云同志称为“我党
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

关于周惠年的事迹，她的儿子李钊
（中国民航局原副局长）有这样的回忆：

我妈妈原是在信阳家乡上小

学，原来家境还算过得去，我外祖父
过世后就比较困难 ， 她就辍学了 。
1926 年北伐军到了这里， 办了一个
文化补习班， 她这个失学的孩子就
在补习班上接触了进步思想， 参加
了革命，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底，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
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直
属中央，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我妈妈去了
后，就在行动科协助科长谭忠余工作。

不久，我妈妈和谭忠余结婚了。 他
们的家也是我们的一个机关，妈妈就装
成一个家庭主妇的样子，其他的同志有
的装扮成亲友，有的装扮成佣人。后来，
就碰上顾顺章、向忠发叛变的事件。

当时上海的形势很紧张， 组织基
本处于瓦解的状态。 上级组织认为不
能再待下去了， 我妈妈和谭忠余也离
开了上海，但是他们不是去中央苏区，
而是到了襄枣宜苏区。 那里是湖北和
河南交界的一个解放区， 有红 26师。
谭忠余任红 26师的师政委，我妈妈则
到了苏区特委的妇女工作委员会。

襄枣宜苏区离国民党核心地区

比较近 ，由于敌强我弱 ，红 26 师受
到了沉重的打击。 不久，党派谭忠余
取道海参崴去苏联， 我妈妈因为刚
生下我姐姐谭小余才 12 天，就留下
来了。 谭忠余一走就没有消息了，一
直到解放后， 妈妈才知道谭忠余牺
牲了 ，但是怎样牺牲的 ，都不知道 。
一直到前几年， 陕西三边组织一个
纪念活动， 他们打听到了我们的下
落，邀我去参加了那个活动，我才知
道谭忠余壮烈牺牲在三边的经过。

那时候， 我妈妈带着刚刚出生
的孩子继续留在上海工作。 组织决
定她和“革命母亲”夏娘娘一起扮作
一家人，驻守中央的一个机关。

从 1922 年夏之栩加入中共开
始，夏娘娘的家就是中共的一个机关，
夏娘娘便总是以一家之长的身份驻

守着。她的女儿夏之栩管她叫“娘娘”，
当时的地下党人都跟着这么叫，从最
早发展夏之栩参加革命的陈潭秋、刘
子通，到夏之栩的丈夫赵世炎、中共在
上海的领导人周恩来，都这样称呼她。

中共中央迁到江西苏区后，上海组
建了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李竹声任书
记，李得钊任秘书长，我妈妈继续担任
交通工作。 那个时候经组织批准，我妈
妈与我的生父李得钊结为夫妻，带着我
姐姐和扮成“婆婆”的夏娘娘，“一家四
口”一起住在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

1934年的 6月，我爸爸、妈妈被捕
了。 这一回是我妈妈第三次被捕，这次坐
牢的时间就比较长。 我的小名“囚童”，就
是在这时候由监狱里的难友给我起的。

1936 年，我父亲死在监狱里。 我
们坐牢一直坐到 1937 年西安事变
后 ，国共合作 ，那时要释放政治犯 ，
周恩来带着夏之栩去南京， 她来找
她的妈妈，把我们就接出去了。

我妈妈把我接回到延安她的身

边，已经是 1946年。 建国后，我母亲一

直在中央编译局工作。 1997年 6月 7
日，母亲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86岁。

赵清阁（1914-1999），信阳市区
人，我国著名的女作家、编辑家、画家。

1931 年， 赵清阁第一次向报社
投稿就得到发表。 1933 年，她考入上
海美术专科学校，成为《女子月刊》的
基本撰稿人。 1934 年春，她给鲁迅先
生寄诗文求教，得到鲁迅的关怀和亲
切接见。 后在左翼作家洪深等人的
鼓励和帮助下，她转向写剧本，从事
创作。 1936 年，她在《妇女文化》月刊
发表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模特儿》。
抗战胜利后，赵清阁回上海，担任《神
州卫报》副刊主编，并在上海戏剧专
科学校任教。 解放后，赵清阁参加了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戏剧家协会和电
影工作者协会，担任上海文联委员，
创作了《女儿春》《自由天地》等剧本。

赵清阁一直独身，她和女佣吴嫂
相依为命。 她的一生也不孤寂，她有
幸结识了诸多的师友，并得到他们的
友谊和关爱。 她和同为“信阳女杰”
的邓颖超大姐交谊深厚。 1981 年春
天，邓大姐两次邀请赵清阁到中南海
西花厅共赏海棠花，进行了长时间交
谈。 次年，大姐在上海休养期间，又
请赵前往下榻的宾馆相见叙谈。 这
两位老乡亲、老姐妹常有书信来往，
有时信中还夹有桂花、 月季花或红
叶，以寄托彼此的思念之情。

赵清阁早年最景仰的是郭沫若，
在中学时代就拜读过郭沫若的《女神》
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译著。 在上海
的时候， 她向郭沫若表达了想要投身
革命的意愿。 郭沫若在回信中问她：
“我们这里是‘红帮’，‘近朱者赤’，你怕
吗？ ”她回答道：“就是近郭者宰，我也
在所不惜，一定去！ ”一言既出，驷马难
追。 1937年，抗战爆发后她果真去了。

她与茅盾的友情维系的时间最

长，也是最深的。 战时在重庆，她和老
舍同在文协工作，她藏有老舍大量的
手札，晚年她把书画捐给了国家，家里
挂的都是复制品，惟一留下的真迹是
老舍的对联：“清流笛韵微添醉， 翠阁
花香勤著书。 ”边上的小字是“清阁长
寿”，落款为“老舍恭祝”。 它被挂在她
书案前方的墙上，与她朝夕相处。

抗战后期，由于改编《红楼梦》的
成功，她被誉为用话剧诠释《红楼梦》
的最佳女作家，她说这和冰心对她的
鼓励是分不开的，后来她和冰心还就
健康问题多次通信。

1945后，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上
海。 她不仅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
戏剧家协会及上海戏剧家协会和电影

工作者协会，还担任上海文联委员。 在
两三年内，她创作了许多部电影剧本，
有《女儿春》《自由天地》等。 她还先后
把许多优美的民间传说和古典名著以

通俗文字写成小说和剧本，如小说《梁
山伯与祝英台》、越剧本《桃花扇》、五
幕话剧《贾宝玉和林黛玉》等，让更多
的人得以了解我国的优秀文学遗产。

黄振国

青龙劲舞环山沟

光山历史悠久而厚重， 在这片古老的土
地上，曾先后建立古曾国、南朔州、阆州城、古
县衙等，但是早已■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仅存
遗址供后人缅怀和探究。然而，走进南向店乡
的环山沟， 蜿蜒的山脉按照南北走向不断延
伸，一条昂首新县、尾摆五岳水库的青龙河弯
弯曲曲地卧在其中。踏进山水相依的境地，呼
吸着不带一点杂质的空气，倍感清新。

沿“青龙”的曲线向深山进发，当到达四
面环山的青龙河畔，映入眼帘的是气派大方
的三层楼房，文化广场、休闲凉亭、健身器材
一应俱全。一栋栋类似徽派建筑的小洋楼正
拔地而起，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不仅使我
们这些山外来客感到新鲜，就连曾经生活在
这里的外地人也有一种难舍的情怀。

要说现代化的民居敞亮耀眼，而撒落在
山旮旯的古村落则给人原汁原味的感觉。山
坳里一间间几乎无人居住、渐渐被人们遗忘
的老式建筑顽强地支撑着它那难以重负的

躯体，在寂静的时光里看多变的世界，默默
地诉说着它的历史， 吐露着心里的故事，青
砖、灰瓦以及片石垒起的墙体讲述着它的年
轮，孤零零地坚守着。

树和村庄一样是古老的。几处树龄近千
年的银杏树，高十余丈，粗有两人合围，如饱
经风霜而又睿智慈祥的老者，和房子彼此相
依相存，相携相偎，成为村子特殊的符号。古
树像哨兵日夜护佑着村庄。 抚摸它的肌理，
和它对话，能感知它踏过季节的节拍，连同
屋脊、瓦楞都显得有了品位。

环山虽不险峻，但很有气质，山头或尖
或圆，山体或重叠或蜿蜒，林中各种树木郁
郁葱葱，如一幅立体感极强的水墨画。 据说
野猪、野山羊、野兔、山鸡等又重新回到曾经
休养生息的地方，与人和睦相处。

环山的水虽不大气，但很有灵气，丰水
期奔腾而泄，枯水期潺潺溪流，给宁静的山
沟带来动感。近年来，为了人们出行方便，村
两委带领村民在青龙河不同的地段先后修

建了数座桥梁， 那些桥如同青龙的骨骼，使
青龙更加形象逼真。 清澈见底的河水，一条
条鱼儿欢快地游着。 麻鸭、白鹅在河中悠然
自得，不时用嘴巴梳理着羽毛，与夕阳投射
在水中的倒影形成优美的图画。一群牛在山
间自由自在地吃着食物，小鸟在牛背上啾啾
而鸣，跳着优美的舞蹈陪伴。

如今， 聪明的环山人随改革的大潮走出
了大山，带回了钱袋子。集中连片的楼房代替
了古民居，摩托车、小汽车已成为平常的交通
工具。环境的改变，使环山沟人的精神面貌也
发生了质的变化， 有一技之长的青壮年外出
挣钱，而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白天忙耕种、摘
山果、采山珍，晚上聚集在文化广场跳舞、健
身、欣赏当地的地灯小戏，快乐而充实。

山与水的契合， 构建了环山沟的自然美；人
与山水共存，丰富了环山沟的自然美。愿环山沟这
条青龙借时代的东风劲舞，带给环山更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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