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761876年年，，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出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出
生于湖南省宁乡市杓子冲生于湖南省宁乡市杓子冲。。作为一名作为一名
晚清秀才晚清秀才，，他拥有较为深厚的文学功他拥有较为深厚的文学功
底底，，在诗词创作方面有较多积累在诗词创作方面有较多积累。。从从
早期自发探索革命道路早期自发探索革命道路，，到入党之后到入党之后
积极开展工农运动积极开展工农运动、、培养革命干部培养革命干部，，并并
最终献身苏区最终献身苏区，，何叔衡革命生涯的每何叔衡革命生涯的每
个重要阶段个重要阶段，，都始终坚守着对革命都始终坚守着对革命““大大
家家””的一片赤诚和个人的一片赤诚和个人““小家小家””的以身的以身
作则作则，，并闪耀在其诗词之中并闪耀在其诗词之中。。

通俗放贤声通俗放贤声。。与何叔衡在湖南自与何叔衡在湖南自
修大学共事过的熊瑾玎曾写过一首修大学共事过的熊瑾玎曾写过一首
诗诗，，““新民倡学会新民倡学会，，通俗放贤声通俗放贤声。。阶级阶级
成仇憾成仇憾，，船山作斗争船山作斗争””，，反映的正是何反映的正是何
叔衡早年传播先进思想叔衡早年传播先进思想、、鼓励青年追鼓励青年追
求进步求进步、、为革命为革命““大家大家””积极培养人才积极培养人才
的事迹的事迹。。

19181918年年 44月月，，为将爱国人士组织为将爱国人士组织
起来起来，，更有力地传播新思想更有力地传播新思想，，毛泽东毛泽东、、
何叔衡等人组建了进步团体何叔衡等人组建了进步团体———新民—新民
学会学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更好为更好
培养党的青年革命干部培养党的青年革命干部，，何叔衡等人何叔衡等人
还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还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出身于封建出身于封建
大家庭的夏明翰渴望参加革命大家庭的夏明翰渴望参加革命，，但经但经
常遭到祖父夏时济的阻拦常遭到祖父夏时济的阻拦。。何叔衡知何叔衡知
道后道后，，不仅帮他逃出家门不仅帮他逃出家门，，还推荐他到还推荐他到
湖南自修大学学习湖南自修大学学习，，并鼓励他抛下顾并鼓励他抛下顾
虑虑，，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为此为此，，何叔何叔
衡还赠诗一首衡还赠诗一首““神州遍地起风雷神州遍地起风雷，，投身投身
革命有作为革命有作为。。家法纵严难锁志家法纵严难锁志，，天高天高
海阔任鸟飞海阔任鸟飞””。。

受此勉励并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受此勉励并经过一段时间学习
后后，，夏明翰提出了入党请求夏明翰提出了入党请求。。何叔衡何叔衡
问他为什么入党问他为什么入党，，夏明翰表示夏明翰表示，，““我这我这
样做只是为了牺牲一个旧我样做只是为了牺牲一个旧我，，迎来一迎来一
个新我个新我，，使自己能够为工农的翻身和使自己能够为工农的翻身和
人类的解放奋斗终身人类的解放奋斗终身””。。听罢听罢，，何叔衡何叔衡

进一步引导他进一步引导他，，““一个人如果怀着对个一个人如果怀着对个
人有什么好处的动机入党人有什么好处的动机入党，，这是对共这是对共
产党的一种玷污产党的一种玷污，，是一个共产主义战是一个共产主义战
士的奇耻大辱士的奇耻大辱””。。深受鼓舞和启发的深受鼓舞和启发的
夏明翰从此走上了为党工作的道路夏明翰从此走上了为党工作的道路，，
并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干部并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干部。。

除此之外除此之外，，湖南自修大学及其附湖南自修大学及其附
设补习学校还吸收了杨开慧设补习学校还吸收了杨开慧、、姜梦周姜梦周、、
毛泽覃毛泽覃、、陈赓等学员陈赓等学员，，为党输送了大批为党输送了大批
优秀人才优秀人才。。这些新生革命力量的涌现这些新生革命力量的涌现
不禁令何叔衡感慨不禁令何叔衡感慨，，““汇人间群书博览汇人间群书博览
者者，，何其好也何其好也；；集天下英才教育之集天下英才教育之，，不不
亦乐乎亦乐乎””。。

平日能谋更善断平日能谋更善断。。在促进革命在促进革命
““大家大家””发展的过程中发展的过程中，，何叔衡还擅于何叔衡还擅于
争取个人争取个人““小家小家””在内的一切可以争取在内的一切可以争取
的力量的力量，，正如萧三曾评价的正如萧三曾评价的，，““做事不做事不
辞牛荷重辞牛荷重，，感情一堆烈火腾感情一堆烈火腾。。平日能平日能
谋更善断谋更善断，，赤胆忠心无与伦赤胆忠心无与伦””。。

19211921年年 88月月，，从上海参加完中共从上海参加完中共
一大的何叔衡回到湖南开展地方建党一大的何叔衡回到湖南开展地方建党
和工运活动和工运活动。。孙中山正在考虑举行北孙中山正在考虑举行北
伐伐，，如果能促成北伐取道湖南如果能促成北伐取道湖南，，并借助并借助
孙中山等人的力量打倒湖南军阀孙中山等人的力量打倒湖南军阀，，不不
失为推进湖南革命发展的一个好办失为推进湖南革命发展的一个好办
法法。。因此因此，，何叔衡主动联系何梓林何叔衡主动联系何梓林，，希希
望通过他联系上孙中山望通过他联系上孙中山。。

何梓林是何叔衡的堂兄何梓林是何叔衡的堂兄，，是何叔是何叔
衡个人衡个人““小家小家””的一分子的一分子。。受何叔衡影受何叔衡影
响响，，何梓林从少年起就一心报国何梓林从少年起就一心报国，，并考并考
入军校入军校、、进入军队进入军队、、加入同盟会加入同盟会。。在了在了
解到何叔衡的想法及湖南的现状后解到何叔衡的想法及湖南的现状后，，
他立即促成了何叔衡与孙中山的会他立即促成了何叔衡与孙中山的会
面面。。会面时会面时，，何叔衡不仅表达了对北何叔衡不仅表达了对北
伐的支持伐的支持，，还愿意在湖南开展广泛的还愿意在湖南开展广泛的
宣传和动员工作宣传和动员工作，，为北伐军的到来打为北伐军的到来打
好群众基础好群众基础。。何叔衡的谋略和智慧得何叔衡的谋略和智慧得

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到了孙中山的肯定。。
同时同时，，为实现北伐胜利为实现北伐胜利，，何叔衡还何叔衡还

鼓励何梓林为民众而战鼓励何梓林为民众而战，，并赋诗并赋诗““胸罗胸罗
紫电紫电，，气吐长虹气吐长虹。。骑马试剑骑马试剑，，自西徂自西徂
东东。。其蹄何疾其蹄何疾，，得意春风得意春风。。犁庭扫穴犁庭扫穴，，
痛饮黄龙痛饮黄龙””。。受到激励的何梓林带着受到激励的何梓林带着
一腔报国热情开始了战斗一腔报国热情开始了战斗，，但不幸于但不幸于
19221922年在福州外围水口与北洋军阀部年在福州外围水口与北洋军阀部
队激战时队激战时，，中弹牺牲中弹牺牲。。作为家属作为家属，，何叔何叔
衡接受了孙中山和廖仲恺为堂兄亲笔衡接受了孙中山和廖仲恺为堂兄亲笔
书写的挽词书写的挽词““为国捐躯为国捐躯”“”“气壮山河气壮山河””，，
并表示将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并表示将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一如一如
之后廖仲恺被刺身亡时他坚持的之后廖仲恺被刺身亡时他坚持的，，““所所
悲未竟平生志悲未竟平生志；；奋斗唯期后死人奋斗唯期后死人””。。

此生合是忘家客此生合是忘家客。。在苏区工作的在苏区工作的
33 年多年多，，是何叔衡生命的最后阶段是何叔衡生命的最后阶段。。
其间其间，，他全身心投入苏区的工农检察他全身心投入苏区的工农检察、、
内务内务、、审判等工作审判等工作，，为革命为革命““大家大家””奋斗奋斗
到最后一刻到最后一刻，，用行动为个人用行动为个人““小家小家””树树
立榜样立榜样。。

19311931年年 88月之后月之后，，由于上海的斗由于上海的斗
争形势日益紧张争形势日益紧张，，党决定让何叔衡转党决定让何叔衡转
移到苏区移到苏区。。临行前临行前，，何叔衡找到女儿何叔衡找到女儿
何实山何实山、、何实嗣等人何实嗣等人，，对他们作最后的对他们作最后的
叮嘱叮嘱。。何叔衡念起何叔衡念起19281928年年66月他去苏月他去苏
联留学时路过哈尔滨写下的一首诗联留学时路过哈尔滨写下的一首诗，，

““身上征衣杂酒痕身上征衣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生合是忘家客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风雨登轮出国门””。。
这首诗改编自陆游的这首诗改编自陆游的《《剑门道中遇微剑门道中遇微
雨雨》，》，表达了诗人从陕西南郑前线被调表达了诗人从陕西南郑前线被调
至四川成都时对国家命运的忧愁至四川成都时对国家命运的忧愁。。而而
当时的何叔衡也即将远赴莫斯科中山当时的何叔衡也即将远赴莫斯科中山
大学学习大学学习，，但想到国内的家人和时局但想到国内的家人和时局，，
他又充满了不舍和担忧他又充满了不舍和担忧，，因而不禁与因而不禁与
陆游产生共鸣陆游产生共鸣。。但比起陆游但比起陆游““此身合此身合
是诗人未是诗人未””的无奈与忧伤的无奈与忧伤，，何叔衡对自何叔衡对自
己己““忘家客忘家客””身份的选择充满了革命者身份的选择充满了革命者

的坚定和果敢的坚定和果敢。。
而这一选择是何叔衡早已立下而这一选择是何叔衡早已立下

的的。。何叔衡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何叔衡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
后后，，父亲和妻子都希望他能够回乡教父亲和妻子都希望他能够回乡教
书书，，安稳一生安稳一生。。但何叔衡却认为不应但何叔衡却认为不应
只顾个人只顾个人““小家小家””的安乐的安乐，，而应该用行而应该用行
动去改造社会动去改造社会，，为革命为革命““大家大家””奋斗奋斗。。
因此因此，，他在给义子何新九的回信中申他在给义子何新九的回信中申
明了自己愿意为民族复兴舍弃个人明了自己愿意为民族复兴舍弃个人

““小家小家””的想法的想法，，““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
乡的人乡的人，，我的人生观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绝不是想安居乡
里以求善终的里以求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
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自此之自此之
后后，，何叔衡走出家门何叔衡走出家门，，长期为革命奔长期为革命奔
走走，，与家人大多时候只通过书信来往与家人大多时候只通过书信来往。。

因此因此，，在难得见面又即将长期分在难得见面又即将长期分
别之际别之际，，何叔衡再次向亲人们表明何叔衡再次向亲人们表明““革革
命者就是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命者就是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不不
仅希望得到亲人们的理解仅希望得到亲人们的理解，，还期盼他还期盼他
们能像自己一样做一个不怕死的党们能像自己一样做一个不怕死的党
员员。。临别时分临别时分，，何叔衡还慰勉两个女何叔衡还慰勉两个女
儿儿，，““你们将来也会有机会到苏区的你们将来也会有机会到苏区的，，
那时我们又会在一起的那时我们又会在一起的””。。但这一别但这一别，，
却是永诀却是永诀。。

19351935年年22月月，，何叔衡在转移过程遭何叔衡在转移过程遭
遇敌人重重包围遇敌人重重包围。。危急时刻危急时刻，，年事已年事已
高的何叔衡不愿连累大家高的何叔衡不愿连累大家，，就对同行就对同行
的邓子恢说的邓子恢说：：““子恢子恢，，我不能走了我不能走了，，我要我要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说完便纵说完便纵
身跳下悬崖身跳下悬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这位这位““忘家客忘家客””依然在为战友和革命考依然在为战友和革命考
虑虑，，全不将个人的安危和得失放在心全不将个人的安危和得失放在心
上上。。他的才华他的才华、、为人及对革命的一腔为人及对革命的一腔
赤诚令人敬仰赤诚令人敬仰，，他的正身他的正身、、律己及对家律己及对家
人的言传身教令人肃然起敬人的言传身教令人肃然起敬，，正如谢正如谢
觉哉所称赞的觉哉所称赞的，，““叔衡才调质且华叔衡才调质且华”“”“临临
危一剑不返顾危一剑不返顾””。。 （（据据《《学习时报学习时报》）》）

何叔衡诗词中的“大家”和“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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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郯青年救国团团歌》：

一首红歌，传唱至今
在沂蒙大地，曾有这样一群青年

在革命老区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
们是谁，又有怎样的故事？从《临郯青
年救国团团歌》的“前世今生”，或许可
以了解一二。

临郯青年救国团成立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明确提
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方针政策。共青团中央积极响应党
的主张，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
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提出
共青团要成为民族解放性质的抗日
救国青年团。

1938年2月，临郯“抗日民族解放
促进会”与“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合
并为第五战区临郯青年救国团。

1938年 3月，中国共产党党员丁
梦孙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从济南来到
三重村、丁庄一带，宣传、发动群众组
织起来开展抗日救国斗争。

同年 4月，临郯地区成立的数十
个“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抗日民
族解放促进委员会”改名为“临郯青年
救国团”各分团组织。5月，临郯青年
救国团县团部成立，下设 10个分团，
丁梦孙任县团部常务委员，孙明光任
组织部长，刘觉亭任宣传部长。

山东省郯城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
会原主任宋保武介绍，当时成立临郯
青年救国团之前，中共苏鲁豫皖边区
特委派了 5名干部到临郯开展工作，
其中就有后来的《临郯青年救国团团
歌》曲作者沈淇生和他的爱人。临郯
青年救国团成立的时候，有 37 个分
团，总团在今临沂，其中7个在今郯城
县。鲁南重镇马头镇就有 2个，分别
是7团和22团。

抗日工作如火如荼开展
临郯青年救国团是由中国共产党

直接领导，以先进青年为主体，包括工
人、农民、妇女、少年儿童在内的抗日
群众团体。

临郯青年救国团县团部成立后，
为提高团员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充
分发挥他们在抗日救国中的骨干作
用，根据临郯县委指示精神，县团部开
办了“临郯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对
各分团的团员分期分批进行培训。

当时，丁梦孙开展工作的条件十
分艰难。临郯青年救国团成立之初，
丁梦孙继续以货郎身份走村串巷开展
工作，晚上住在徐奎元家。

徐奎元家是当时前黄山村（今罗
庄区黄山镇）的大户人家，当家的徐
奎元身兼黄山乡乡长、联庄会会长等

职，手握着李庄、黄山等多地的土地
账簿册。

当丁梦孙向徐奎元表明来意后，
徐奎元不仅答应支持革命，为了做好
掩护，还认丁梦孙做了义子。

随着临郯青年救国团队伍的壮
大，徐奎元为抗日主动献出了土地账
簿册，很好地解决了这支抗日队伍的
后勤保障问题。

不仅如此，徐奎元还介绍丁梦孙
到其亲家所在的庄坞（今属兰陵县）开
展工作。其间，丁梦孙曾邀请徐奎元
在临郯青年救国团内担任领导职务，
徐奎元考虑到各个方面因素，虽婉言
谢绝，但引荐了自己的儿子徐洪恂、侄
子徐洪贵两位热血青年参加临郯青年
救国团。

徐奎元自己虽未直接参加，但作
为联庄会会长，他积极组织抗日，在各
村主动搜集并及时汇报日军“扫荡”动
向，便于村民及时转移。他还向临郯
青年救国团输送优秀人才。

宋保武介绍，1939年2月，丁梦孙
创作了《临郯青年救国团团歌》的歌
词。当时住在马头镇知识分子高姓人
家的沈淇生擅长音律，在高家负责教
授高家孩子读书唱歌，他看到丁梦孙
写的歌词后，就谱成了曲。《临郯青年

救国团团歌》由此诞生。这也是抗战
时期山东鲁南地区最早诞生、广为流
传的一首青年抗战歌曲，激励着当地
广大青年积极参加抗战。

一曲红歌传唱至今
1939年 11月，八路军 115师东进

支队解放马头镇，1940年 10月，马头
镇成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此歌
曲后来更是在鲁南地区 37个分团纷
纷唱响。”宋保武说，这对鲁南军民抗
战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振奋人心。

后来，山东省派马头镇乡村振兴
服务队进驻马头镇，注重深挖马头镇
的红色文化基因。马头镇《临郯青年
救国团团歌》诞生地就是其中的一处
重大发现。

如今，在开展“学党史、强信念、跟
党走”主题教育过程中，共青团郯城县
委、郯城县教育和体育局、山东省派马
头镇乡村振兴服务队联合开展《临郯
青年救国团团歌》传唱活动。活动邀
请著名作曲家刘保忠，以《临郯青年救
国团团歌》为蓝本创作改编原创混声
四声部合唱作品《又见临郯青救团》，
由郯城县教体局青年教师合唱团演唱
完成。合唱团员以极大的热情昼夜精
心排练，并以最快速度录制。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