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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鉴

2014 年，是我奶奶金维映诞辰
110周年。

金维映是中国共产党江浙地区
早期盐民运动和妇女、工人运动的
组织者。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牺牲于苏联卫国战争的德军炮火之
中。她离开我们整整73年了。

时光荏苒。在奶奶的故乡岱
山，人们为缅怀他们的优秀女儿金
维映，弘扬她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岱
山文化广场，竖立起金维映的塑
像。历经十载，栉风沐雨，融雪以
春。在故乡人的惦念中，奶奶挺立
的塑像，已经和根植于故乡的那片
苍翠茂密的常青树融为一体。

一

回首苍穹，往事如潮。
110 年的岁月，在历史长河中弹

指一瞬。奶奶用无悔的追求、无私
的奉献，在人生短暂旅途上，谱写出
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女战士，一个中
国平凡女性不平凡的历史。

奶奶原名金爱卿。在定海和上
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时，化名金志成、
金志正。1931 年到中央苏区工作后
改名金维映。在她革命的一生中，乡
人及同志们亲切地称呼她“阿金”。

1904 年 8 月 16 日，奶奶出生在
浙江舟山群岛第二大岛屿岱山的高
亭镇（现属岱山县）。她父亲我的太
外公金荣贵是城市贫民，母亲我的
太外婆虞阿英是家庭妇女。6 岁时，
因灾荒严重，奶奶随父亲返回原籍
镇海寻谋生路。

金维映回定海后，和母亲、叔婶
靠扎纸花、折锡箔等祭奠用品维生。
为了上学她自己卖了家具，进入定海
县立第一女子小学读书。这所小学
的创办人沈仁夫和他的妹妹、小学校
长沈毅，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五四运
动及五卅惨案发生时，全校师生在他
们的影响下率先声援，游行演说，发
动群众拒买日货，这成为影响奶奶人
生的第一步。奶奶善良懂事，口齿伶
俐，能歌善舞，甚受沈毅校长器重。
小学毕业后，沈校长资助她进入宁波
女子师范学校继续读书，毕业后回定
海女小任教。

在舟山、定海学习和任教期间，
金维映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
育。定海“女小”和她父亲金荣贵当
职员的“公民招待所”，成为奶奶革
命生涯的起点。她曾先后聆听中共
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和中
共早期革命家林育南、林育英、李秋
实等人讲述革命道理，表达投身革
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1926 年 10 月，奶奶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同年12月，拥有6名成员的
中共定海独立支部成立，她是党支委
成员。这是定海最早建立的中共党
组织。奶奶白天教书，晚上开展工

作。她和同志们发动万润锅厂的工
人，联合搬运工人和饮食、服务业工
友组成工会和伙友联合会，并在此基
础上组织成立了定海县总工会，联合
起来向资本家进行斗争。他们还深
入渔民、盐民最集中的岱山岛，组织
渔民盐民开展反霸除恶运动。

一部岱山制盐史，就是岱山盐
民的血泪史。官家和盐霸垄断盐
市，苛捐杂税甚重，盐民在苦难和
饥饿中挣扎。熟悉这里山水乡亲
的金维映，很快把平日备受煎熬的
盐民发动起来，围攻盐公署，火烧
秤放局。恶霸盐主被手持梭镖大
刀 的 盐 民 押 上 高 亭 镇 大 庙 审 判
台。他们组织成立了盐民自治组
织“盐民协会”，选举苦大仇深的盐
民做会长。宁波市总工会、市妇女
协会以及各界群众组织代表纷纷
到会支持。奶奶在盐民协会成立
大会上发表演讲，带领万余盐民举
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岱山的
盐民暴动，揭开了大革命时期浙江
盐民反盐霸运动的序幕。奶奶被
当地人誉为“定海女将”。

二

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对中
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大屠
杀。奶奶为盐民协会正式登记奔波，
没有逃过国民党的魔爪，在宁波被
捕。由于她没有暴露身份，在家人和
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下保释出狱，随即
告别父母家人去寻找党的组织。从
此，奶奶再没能回到家乡的故土。

在上海，奶奶终于和地下党组
织接上了关系，开始从事党的地下
工作。她利用小学教师身份作掩
护，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
作委员会书记潘梓年等同志一起，
创办了党的华南大学。后又调任
中共沪西区委妇女工作部部长。

上海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
的城市。上海的丝织业是最早萌芽
资本主义的行业。1929 年，上海丝
厂就有 105 家，丝车 2.5 万部。据统
计：当时上海 18 万多产业工人中，9
万多人是纺织丝织厂工人。上海的
纺织丝织女工，成为受资本家剥削
压迫最深重的阶层，把她们发动起
来为自己的命运而斗争,成为当时中
国共产党在上海最重要的工作之
一。奶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担任了
上海丝织业党、团、工会联合行动委
员会书记，负责组织上海沪西地区
丝织女工的罢工运动，谱写了中国
工人运动历史不可磨灭的一页。

在上海期间，奶奶还在中共上
海沪东区委、全国总工会从事妇女
工作。后来，又担任了中共江苏省
妇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从
此，奶奶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4 年的隐密战线，黑云白刃，妖
魅狂张，街中巷里，热血烧地。炼狱
中斗争的磨练，铸就了奶奶智慧、果

敢和一身浩然正气。

三

1931 年，中共特科负责人叛变，
国民党展开对中共核心领导人的追
捕，党的大批骨干被迫撤离上海，转
移苏区。1931 年 7 月中旬，奶奶与
邓小平等人一起，从上海乘船出发，
经由广东汕头、潮州、大埔及福建的
永定、上杭、长汀等地,抵达中央苏区
首府瑞金。

奶奶到达江西后，先在赣东特
委帮助瑞金县工作。当年 10 月，担
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工作部部长。
1932 年 2 月，被派往于都，担任县委
书记，是当时中央苏区仅有的两位
女县委书记之一。奶奶后来又担任
了胜利县委书记。此时正值蒋介石
组织五六十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
发动第四次“围剿”。在反“围剿”斗
争最激烈的时刻，奶奶领导县委积
极动员群众参军，保卫家园，筹秣粮
草，支战拥军，为粉碎敌人第四次

“围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3 年 10 月，蒋介石调集国民

党中央军精锐部队，对中央苏区发动
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在党
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党中央
开始秘密准备战略转移。备战长征
的历史背景，把奶奶推上了中国革命
的一个重要舞台。这年冬天，她作为
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兼任中央苏区

（瑞金）扩红突击队总队长。
危难中挑起千金重担！奶奶全

身心投入事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
运动。她向广大工农群众宣传扩大
红军的目的，让扩红的口号融入千家
万户。她奔波于乡村，依靠各级党组
织及苏维埃政府,把扩红、征粮工作做
得扎扎实实，受到广大苏区人民的拥
护。她率领的瑞金扩红突击队，在不
到1个月的时间，向部队输送了3200
名新兵,比原计划多送 1000 多名，成
为整个苏区完成扩红任务最多的
县。粮食突击征集，是备战长征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瑞金突击队征集
粮食任务为7万担，金维映率领突击

队员，不仅超额完成任务，而且在红
军长征开始剩下不到4个月的时间，
又征集到1.12万担粮食。

奶奶和她的突击队受到党中央
的通报表彰，时任中革军委主席的
朱德，高度称赞瑞金突击队的扩红
工作，亲自向她授予“三月计划一月
超过”的奖旗。中华苏维埃政府主
席毛泽东，也为他们颁发了奖牌。
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
华》，多次以整版的篇幅报道金维映
和她带领的瑞金突击队的先进经验
和事迹。

1934 年 6 月 8 日，奶奶被任命为
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协
助部长滕代远负责整个苏区扩红动
员工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
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奶奶当选中
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四

1934 年秋，奶奶随中央红军跨
过于都河，开始了彪炳史册的二万
五千里长征。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
狂轰滥炸，地上有几十万敌军围追
堵截。吃草根、嚼皮带、雨中蹒跚、
雪里摸爬，面对男人都难以承受的
艰难，奶奶撑着多病的身体，拖着一
双解放脚，和她的女战友一起，以钢
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千难万险。

长征途中，奶奶先后担任中央军
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组织科长、总
卫生部政治处组织科长兼总支书等
职务。地方工作部的主要任务是宣
传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征集给养。在
少数民族地区扩红筹粮，至难至艰。
为了能和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领建立
起关系，打开局面，奶奶和彝族部落
的首领插香喝血酒，拜把子成为兄
妹。他们打开敌人的仓库，把粮食分
给百姓。怀着深情把自己仅有的衣
服、毛巾、日用品送给当地百姓。经
过他们的悉心工作，在贵州遵义，8天
时间，就动员了 500 多人参加了红
军。当年奶奶和女红军们住的那条
街巷，被当地百姓称作“女红军街”传
颂至今。当地人在那里建立了“中国

女红军纪念馆”，以此纪念金维映和
她的战友在长征中的功绩。

长征初始，为统一行动，中央将
女红军集中起来建立了妇女工作
队，由中央苏区总工会女工部长、博
古的夫人刘群先（我的外婆）任队
长，金维映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
长征途中，通过整编重新组建了中
央红军“干部休养连”。时任干部休
养连连长的侯政回忆：“我是在贵州
黎川继任连长，李坚真任指导员。
阿金同志也在休养连工作组工作。
我们与阿金同志一起，一路长征十
个月，在毛儿盖分开。阿金是个好
同志，她的年龄比我大一些，思想沉
着，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作风泼辣，
工作很艰苦，和同志很团结，能体贴
别人。”

干部休养连中有徐特立、谢觉
哉、董必武、林伯渠等老同志，有成仿
吾、陆定一等文职领导，还有部分转
移的伤员，很多人当时就是中央委
员、中华苏维埃政府部门的部长。他
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有的成为国家代
主席、全国政协主席、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政府的部长、解放军军兵种
的司令员。董必武当年为这个连队
起了个名字叫“特殊连队”。奶奶在
干部休养连既是领导，又是“工作队
员”，担负着宣传党的政策，扩大红
军；社会调查，访贫问苦；照顾和管理
老弱病残队伍的工作。

五

金维映到达延安后，继续担任中
央组织部组织科长。奶奶精神虽坚
强，但身体已垮下来，多病缠身，仍奋
力撑持。后由中央决定到抗大边学
习，边当教员。到党校后也是边学习
并兼做教员。在陕北公学担任生活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人事部长。1938
年5月间，组织上安排奶奶和蔡畅、方
志纯等人去莫斯科治病、学习。这期
间我的外婆刘群先也到苏联治病学
习，这是外婆第二次到苏联。他们除
治病休养外，还在东方大学编成学习
班，由苏联同志管理生活和讲课，主
要讲哲学、政治经济学。

长征中与奶奶同在干部休养连
的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当年也与奶奶
同在莫斯科学习。她在《往事琐忆》
的回忆录中写道：“金维映是和我们
一同到莫斯科的。她在八部时是党
组织的总干事，相当于支部书记。她
身体很不好，但学习很认真。有一次
她对我说，她很想念留在延安的孩子
⋯⋯过了一些时候，她竟终夜不眠，而
且抱着与她同屋居住的蔡畅大哭，蔡
畅不禁陪她落泪。金维映的病情一天
天恶化严重，住进了医院（几乎同时我
的外婆刘群先也因病重住进了医
院）。1940年蔡畅妈妈要回国，叮嘱我
一定多去探视金维映。当时只有我和
孙维世住在莫斯科，我们两人就定期
去看她。苏德战争发生的初期，我和

维世再去看她，医院竟已撤走。”奶奶
金维映、外婆刘群先，她们和战友一起
走过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但战争
却没能让她们走得更远。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身处危难中的
金维映和刘群先，多次致电共产国际询
其下落。苏联国家档案馆的档案中，至
今保存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处
的同志寻找金维映和刘群先的往来信
件。新中国成立后，家人和故乡人，也
通过各种途径寻找金维映的下落。由
于奶奶离开家乡后，多次变更姓名，寻
找异常艰难。奶奶的弟弟金水定在解
放后就多次打听、写信，寻找他的姐
姐。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舟山的同
志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介绍中央红军参
加长征的女战士中有位舟山籍人，叫金
维映，即与北京联系。自此，金维映这
个沉浮于历史与现实间的定海女将、红
军女战士，时隔50多年终于被家乡人
寻找到了。1994年11月17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政部、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
金维映为革命烈士。

故乡人为她未归的女儿修复了
故居。1995 年 3 月，时任中共中央
总书记江泽民，为金维映故居题
名。2004 年，在金维映烈士诞辰百
年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
平，委托省委副书记乔传秀与会作
书面发言：“金维映烈士是忠诚的共
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浙江人民的好儿女。她的一生
虽然短暂，却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
贵的精神财富。在她的身上集中体
现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金维映
烈士的革命业绩和崇高精神，永远
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

2001 年 6 月，金维映故居被中
共浙江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在岱山金维映故居，陈列着一个
陈旧的木箱，这是奶奶留下的唯一遗
物。箱子虽空空，但装满了一个伟大
母亲对儿子的无尽之爱。1936 年 9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现志
丹县），她生下了红军长征后的第一
个“红军娃”，我的爸爸李铁映。由于
工作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把李铁映送
给保安县的一户叫段世章的农民。
在奶奶离开中国赴苏联的时候，在新
疆写信给爷爷李维汉，嘱咐他一定要
把孩子接回来，让他去读书。

奶 奶 一 生 忠 诚 于 党 、忠 于 人
民，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
的共产主义战士。她时刻眷恋着
故土，关怀着她的亲人和孩子，是
一个好女儿、好母亲。她虽然没给
我们留下物质遗产，但奶奶给我们
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怎
样去做人，怎么去为国。奶奶以自
己的忠诚、智慧和果敢，为中华民
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奉
献了年轻的生命。她和千千万万
革命先烈用生命筑起的中华民族
伟业的根基，将辉煌长存。先烈们
永垂不朽，奶奶永远在我们心中！

生命为伟大的事业燃烧
——缅怀奶奶金维映烈士

戴晓曙

68 年前，一位中年共产党员潘
芝山在浦江、桐庐、诸暨、富阳交界
处的小村庄雅坊村（今属桐庐县新
合乡），倒在敌人的枪口下。68 年后
一个初冬的上午，我们一行人来到
这里，站在烈士英勇牺牲的“二五
堂”前，望着墙体泛出的斑驳之色，
端详窗门上保存如初的当年被敌人
枪托打破的缺口，时光恍如又回到
了多少年前。眼前的情景勾起我脑
海深处的记忆，心中情不自禁地涌
起深深的怀念和思考。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潘芝山在
当地是一个风云人物，他是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浦江北乡农民武装暴动的
领导人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

下的当地区级地方武装的负责人，同
时他又是一位为人仗义、爱打抱不平
的好汉，在当地村民中颇有威望。潘
芝山并不是穷困潦倒，他有殷实的家
产，其姑祖父曾担任过省参议员；他
也曾彷徨过，从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
曾一度深居简出，以诗书、养蜂、游猎
自娱。但一旦坚定信仰、加入共产党
后，他不惜倾家荡产投身革命，不怕
杀头流血坚决与敌斗争，最后献出了
自己宝贵的生命。

潘芝山是千千万万为新中国成
立献身的革命烈士中的一员。在旧
中国那种“风雨如磐、满目创伤”的
岁月里，参加革命首先意味着拼搏，
意味着艰辛，意味着牺牲，是很难直
接跟个人私利或者享福之类画等号
的。站在烈士的牺牲地，我脑海里

想的最多就是：当年他为什么能义
无反顾地投身革命？究竟是什么使
他能铸就高尚的人格，能坦然放弃
个人利益、敢于舍生取义？通过走
访仍生活在村里的烈士亲属、查阅
历史资料，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坚
定的理想和信念。潘芝山与许许多
多同时期的共产党员一样，从入党
的那一天起，就把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溶化于血脉，扎根于心灵，时刻牢
记。这种理想信念不仅是理念和精
神，更是人生的指南和人生的最高
追求；这种理想信念不仅是写在纸
上的承诺，而且是一种必须见诸于
行动的责任。一旦树立了这样的理
想信念，潘芝山烈士就像当年毛泽
东同志称赞白求恩大夫那样，成了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

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
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近
些年来，烈士的家乡出产一种在全
省享有声誉的针状绿茶“ 雪水云
绿”，茶根植于土地，汇聚了山水灵
气。我曾读过一位老共产党员写的
咏“雪水云绿”诗，其中写道“采得雪
山青，凝成玉碗碧。赴汤心亦甘，含
笑莹莹立。”我感到，潘芝山烈士就
像是这样的“雪山青”，是他用舍家
纾难、英勇献身的行动，凝成了今天
家乡和人民的“玉碗碧”。

当年的岁月已经远远地离我们
而去，但革命的任务并没有结束。
特别是在新时期没有刀光剑影的战
场上，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依然尖
锐复杂。新中国成立前夕，老一辈
共产党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夺取

政权后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据
史料记载，1949 年 5 月 1 日，原中共
金萧工委在富阳龙门村结合整军整
风运动召开革命先烈追悼大会，到
场的近千名党政军人员向包括潘芝
山烈士在内的解放战争时期金萧地
区牺牲的革命先烈庄严宣誓：“对二
百余殉难同志保证，将革命进行到
底；向十九位断头先烈宣誓，绝不腐
化堕落！”其铮铮誓言，至今仍回响
在耳边。如今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
史时期，在党执政后成长起来的新
一代共产党人面前，尽管生与死、血
与火的考验少了，但权与欲、义与
利、德与才甚至是做官与做人的考
验，却不可回避地放在我们面前，需
要我们用自己的行动去书写答案。
有些党员干部，在反腐败斗争中，在
不拿枪的敌人面前，前赴后继地在
廉政上出事。究其原因，无不是因
为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失灵而
致。理想信念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
人精神上的“钙”，身体上缺钙不行，

精神上缺“钙”更不行，它毁掉的将
是一个人的一生形象，并且往往是
不可逆的。无数这方面的深刻教训
我们必须牢牢汲取。

烈士之血，革命之花；铭记遗
志，永放荣光。站在冬日下的烈士
牺牲地，我们扪心自问，作为革命
的后来者，作为烈士革命遗志的继
承者，你是否对得起肩上应负的那
份责任？你是否正在言行一致地
在努力践行先烈的革命遗志？时
代在发展，革命也被不断地赋予了
新的含义：它可以是改天换地，山
河变装；它可以是移风易俗，革故
除旧；它可以是科技创新，技术突
破；它还可以是体制转轨，职能转
变。但革命也有其永恒的内核，那
就是不变的理想，不变的信仰，不
变的精神，不变的责任，还有那种
共产党人不变的情怀。还是那句
曾经激励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老话：
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
就意味着背叛。

以革命名义的追思以革命名义的追思

两位中共老党员身着红军服装在介绍金维映革命事迹。 视野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