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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跟党走
□彭 展

2021年2月7日凌晨，95岁高龄，党的“七大”

（1944年5月）前秘密入党，曾参加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张延春老人与世长辞。张

老健在时，笔者曾多次拜访他，听他讲述人生故

事，老人家也将自己70岁时撰写的近两万字的回

忆录送给我。

“永远跟党走”，是张老常说的一句话。无论

是回忆受母亲的影响投身革命和秘密入党的往

事，还是清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

歌曲，老人家每次都充满深情，激动不已，眼眶里

闪烁着泪光。

张老说，他幼年记事时，母亲在老家山西洪洞

县立两级女子学校教书，是深受学生和家长爱戴

的老师。他母亲年轻时就向往革命，追求妇女解

放，是洪洞县最早到太原读书的第一批女学生。

在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张延春姊妹三人都

先后投身革命。7 岁那年，他在县立模范小学读

书，后转入县立第二国民小学求学直至毕业。当

时正值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时期。全民抗

战爆发后，学校不得不停课，但没放假。八路军

总部就驻扎在洪洞汾河西马牧村，总部剧团时常

到学校演节目，张延春对《送郎参军》和《五月里

来石榴红》等宣传抗战的节目非常有印象。

1939 年，我党各级组织在洪洞等地逐步建

立，村里成立青年抗敌先锋队、儿童团。张延春

参加了儿童团，并被小伙伴们选为班长。当时一

个班有 10 来个孩子，任务是男孩子站岗放哨，盘

查行人，送“鸡毛信”，女孩子则看守露天的磨子、

碾子和水井。有一次，张延春领着儿童团员，参

与挨家挨户查找一名在村庄投毒的敌人。

经过两年刻苦学习，张延春毕业时取得全校

第八名的成绩。其时，他的母亲受党组织的派

遣，到县城以教书为名开展地下工作。在抗日第

二高校的学校生活结束后，张延春的母亲被委派

到敌占区工作，他独自到舅舅家帮助务农。

1941年底，洪洞县工商管理局招收职员。经

介绍，张延春担任业务员，主要任务是与敌伪作

经济斗争，打破敌人封锁。他清楚记得，在那段

时间，政治教员高长安经常与他拉家常，谈工作

情况，并交给他一本油印小册子，不但要他三天

内读完，还要做好保密工作。

在那本小册子上，张延春系统地学习了解中

国共产党的性质，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

中国的道理。几天后，他把读后感向高老师做了

汇报，并得到了校长的进一步教育鼓励，还圆满

完成了给区政委送信的任务。

1944 年 5 月 25 日，是张延春终生难忘的日

子。高长安老师正式通知他说：“你入党的愿望

已经实现了，经过几年的考验与了解，认为条件

成熟，经上级批准，从即日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

组织的一员，候补期两个月。”高长安还告诉张延

春，因为革命工作需要，党的组织是单线联系，包

括自己的母亲也不能透露，一定要保守机密，遵

守党的纪律。当天，在一个破窑洞里，张延春庄

严地宣誓入党。

“从那一天起，我就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

党员，决心永远跟党走，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

和平年代，无论顺境抑或是逆境，无论工作还是

离休，我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张老曾

多次表示。从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到党的十九大

召开，张老悉心收藏了不同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章程》，经常拿出来对照学习。

2020 年抗疫期间，张老特意缴纳 1 万元特殊

党费，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同年10月21

日，在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到来之际，张老在家

中给前来走访慰问的鹰山小学的少先队员讲述抗

美援朝战斗故事。其时，老人家重病出院没几

天，身上还挂着导尿管。

当天，张老看到朝气蓬勃的少先队员在学校

德育老师的带领下到家里做客，非常高兴。回顾

他和战友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战斗

故事，向孩子们介绍珍藏多年的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国旗三级勋章、《庆祝中国人民志愿军

出国两周年纪念册》以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手

帕，谈及收看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70周年的有关报道，老人家又禁不住流下激

动的泪水。没想到，那一次竟是我与老人家最后

一次见面，最后一次为他老人家拍照。

两年前的 2019 年 7 月 1 日，在巴陵石化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大会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党员风采展示会上，时年 93 岁的张老身穿

挂满勋章、奖章的军装，深情讲述上世纪 70 年代

参与中国人民解放军2348工程（巴陵石化公司前

身）建设的所见所闻。点点滴滴，个个细节，串串

名字，虽然过去数十载，但老人家记得精准，说得

精彩，感人肺腑，催人奋进。老人家当时说：“再

过两年，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了，我的党

龄也有76年了。我有一个小目标，希望自己活到

100 岁，能够再为党、为国家、为公司奉献自己的

力量。”如今，虽然老人家的“小目标”很遗憾没有

实现，但他那一记标准的军礼、一段铿锵的唱腔、

一副慈祥的面容、一辈子“永远跟党走”的信念，

深深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激励我们寻访红色足

迹，重温红色故事，向历史回眸，向过往凝望，坚

守初心，勇担使命，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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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岳阳的传播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

马克思主义。1919 年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

动，则促进了岳阳人民的思想启蒙和解放，推

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岳阳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岳阳的传播，主要有四条

途径：

一是散发革命书刊。岳阳籍一批在外工

作学习有志于变革社会、改造国家的爱国进

步知识分子，最早接触并吸收马克思主义，他

们回到家乡通过言传身教，或书信介绍，或寄

送刊有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或

开办进步学校等各种方式，在家乡进行传播。

平江爱国人士李六如是岳阳接受和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 1908 年到武昌参

加新军，结识了同盟会会员刘复基(武昌起义

三烈士之一)、詹大悲等，组织文学社，为负责

人之一，从事士兵运动。武昌首义时，他被黎

元洪委为第四镇大六标标统(相当于团长)，

参加了阳夏战争。由于不满意标统职位，又

觉得自己年轻，想出洋深造，几经请求，黎元

洪终于同意，赠他三千元出洋费，每月另拨官

费八十元，还补了一个“陆军少将”头衔。李

六如用这笔钱买回了过去的几百石田产。到

日本后，他放弃了“想当督军”的初愿，热心议

会政治，做起“议员梦”来。于是不进士官学

校，进了明治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后来一心

研读社会科学书，如《社会问题十讲》《马克思

经济学说》等，还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特别

受河上肇著作的影响很深。为了反对二十一

条，他还曾罢学回到湖南，做过宣传救国的工

作。1919年10月毕业回国时，正值“五四”运

动兴起，他拒绝长沙官方的高薪聘请，回到平

江，集资办了一个织布厂，用的是宜昌出产的

脚踏铁机。由于军阀勒索，洋布倾销，不久工

厂就倒闭了，还欠了债，只好又卖田产。“实业

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终于破灭。但他同

时办的救贫工厂、工农夜校以及农会、工会

等，不仅使平江有了第一代产业工人，同时培

养了平江最早的一代革命干部。特别是他把

从日本留学回国带回的日文本马克思的《资

本论》第一卷传入了平江。尔后，他在长沙教

书期间，又给平江公会会长陈茀章、农会会长

余贲民寄送《向导》《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和《湘江

评论》等书刊。这时，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以及《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书刊也陆续

传入岳阳。

二是开办文化书社。1920 年 9 月，毛泽

东在长沙创办湖南文化书社，积极传播马克

思主义。当时岳阳的任景芳、张次良等一批

进步青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他们成了文

化书社的常客。在长沙任教的李六如、喻寄

浑等与毛泽东、何叔衡联系密切。在那里，他

们阅读了最新的进步书刊、报纸，接触了马克

思主义，学到了许多最新的知识。他们由此

受到启发，决意在家乡开办文化书社，传播马

克思主义。在他们的倡导和组织下，1921 年

3 月至 1922 年 11 月，平江文化书

社、岳 阳 文 化 书 社 相 继 开

办。文化书社引进、推

销中外最新图书、杂

志、报纸，传播先进思

想和科学文化知识，

服务农工、服务社会，

不以盈利为目的。文

化书社与上海、北京、

武汉、广东等地的出版

社、杂志社、书铺(店)、新闻

单位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凡属宣

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无所不

有，尤其是对当时宣传马克思

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最有力

的《新青年》《向导》《先驱》

《湘江评论》更是大量推

销。书社还设立阅览

室，方便那些无力购

书的读者，并可在

阅览室研读或定期借阅。书社还购置石印机

等设备，自己翻印一些进步书刊的文章介绍

给读者研读。文化书社的开办，使马克思主

义得以在岳阳广泛传播。

三是创办进步报刊。1919年至1922年，

湘阴、平江、华容等旅省、旅京及留法勤工俭

学的学生，先后创办了《湘阴旬报》《平江旬

报》《旅京华容同乡会会刊》《海外乡谈》等进

步报刊。这些报刊，都是以宣传新思想、新文

化，倡导革新、抨击时弊为主旨的。这些进步

青年学生还大量地将这类报刊及时寄回家

乡，为家乡的马列主义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四是举办工农夜校。1922 年 8 月，受毛

泽东派遣，郭亮来岳州领导工人运动，在铁路

工人陆汉湖等人的协助下，在“广东大院”（粤

汉铁路岳州站广东工人驻地）办起工人夜校，

通过教工人识字、学文化，向工人通俗地宣传

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湖南省政府为大力

推广平民教育，鼓励各地兴办平民夜校，编写

教材。当时举办工农夜校没有现成的既有革

命思想内容，又适合工人阅读的通俗教材，毛

泽东很注意这个问题，并鼓励李六如编写平

民读本。至 1923 年 5 月，《平民读本》共四册

陆续出版，它被中共湘区委员会作为向平民

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通俗读物分发全省。

平江、岳阳、湘阴、华容县的进步知识分子，利

用平民教育的机会，大办工人夜校、农民夜校

和职业学校。通过开办夜，校大批工农群众

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特别是频繁

的交往，把岳阳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工农

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广大知识分

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在岳阳的广泛传播，为中国

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毛泽东亲赴岳阳撒火种

青年毛泽东为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

道路与方法，深入工农，考察社会，曾三次环

洞庭湖游历。

1917 年 7 月中旬至 8 月 16 日，他偕好友

肖子升从长沙出发，经宁乡、安化、益阳、石门

至沅江，沿西洞庭湖游历。

1918 年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他与同学、

新民学会会友蔡和森一道，沿洞庭湖南岸、东

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历时 20

天，对洞庭湖区进行第二次游历与社会调查。

1921年4月底至5月中旬，时任湖南一师

附属小学主事(校长)的毛泽东，又开始了他

的第三次环洞庭湖“游学”考察。

4 月底，他偕新民学会会友及附小教员

易礼容、陈书农自筹旅费，乘火车到达岳阳。

与以往的两次游历不同，这次以考察教育为

主，首先到位于学道岭的岳州中学，受到时任

岳州中学校长的原一师国文教员童文豹的欢

迎，参观考察了学校的教学情况，听取了童校

长对岳州教育情况的介绍。当时岳阳的大中

小学分公立与教会两种性质，兼有少数民办

性质的私塾，其中有所公办的岳阳县立女子

中学。自古以来，由于封建礼教的影响与束

缚，女孩子是不能进学校念书的。民国后，

风气渐开，女孩子也可进校念书，但必须分

校，由此创办了女校，岳阳县女子中学阮绍

煌是个 60 多岁的“老封建”，他所请的教员

是 50 多岁的“老学究”，穿长袍，蓄胡子，摆

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认为只有这样才是

师道尊严。这位阮校长还常坐校门口，来宾

参观学校，须得其许，毛泽东等人来到位于

县门口街的女中考察，这位校长居然以三人

年轻，不宜入校为由拒绝，毛泽东便回到住

处写了篇《胡子的作用大矣哉》的文章，寄给

在《湖南俗报》当编辑的新民学会会员谢觉

哉，予以发表，对这种顽固坚持封建旧礼教

的人进行猛烈的抨击。

接着，毛泽东等人前往湖滨黄沙湾美国

教会办的湖滨大学，考察该校的教育，并与教

职员工进行交谈。然后从南津港义渡乘船到

君山，再转华容、南县、常德、湘阴，完成了他

的环洞庭湖游历。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

会后，毛泽东、何叔衡从上海回到长沙。毛泽

东根据党的决议和任务，把组织工人阶级和

领导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工作，派遣党、团员深

入到产业部门和学校中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

共产党的主张，注意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

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是年

冬，毛泽东在长沙新河车站铁路工人程地广、

卢士英的陪同下乘火车来到岳州车站，在铁

路工人驻地“广东大院”，会见了程地广的好

友、进步工人陆汉湖。毛泽东向陆汉湖详细

地询问了铁路工人的思想、生活和工作情况，

介绍了劳动组和书记部的性质、任务以及创

办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的办法。然后通过

陆汉湖召集 10 多名进步工人在“广东大院”

楼上开会，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意义，号

召工人组织起来，同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势力

斗争。随后，毛泽东介绍陆汉湖加入中国共

产党。

岳阳最早建立的第一个党小组

毛泽东离岳后，陆汉湖便在铁路工人

中开始建立工人俱乐部和发展党的组织工

作，先后吸收了熊巽泉、孙康照、蔡康庭 3

人入党，并成立中共岳州铁路工人小组，陆

汉湖任组长，这是岳阳最早建立的第一个

党小组。

1920 年，李六如在平江创办的兴业织

布公司倒闭，实业救国的幻想破灭。他为

找出路，来到长沙，通过湖南教育会会长方

维夏的多方活动，被介绍到长沙“群治大

学”和“法政专科”学校教书。不久，通过平

江在长沙教书的喻寄浑结识了何叔衡、毛

泽东、李维汉、夏曦、刘少奇、郭亮等人。李

六如同何叔衡、毛泽东在频繁的接触中，看

到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刊，如《劳农政府与

中国》《新俄国之研究》《共产党宣言》《共产

主义 ABC》等。他通过和毛泽东、何叔衡的

多次交谈及研读马克思的著作以后，思想

豁然开朗，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斗争学说，就是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中

国只有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才是一

条自由、解放、幸福的道路。1921 年 7 月，

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出

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他们回到湖南，开始创建湖南地方

党组织的工作，于10月正式成立中共湖南支

部，毛泽东任书记。支部成立后，遵照中央要

在第二年 7 月开会前物色同志 30 人，成立区

执行委员会的指示，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

员。这时，毛泽东、何叔衡吸收平江籍青年喻

寄浑加入中国共产党。喻寄浑，又名喻坚，曾

化名老彭，1895年10月出生于平江县城一个

小康之家。1918 年，喻寄浑在长沙加入毛泽

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的新民学会；1919年7月

回平抵制日货，并任李六如创办的平江工夜

校主任和教员；1920 年在长沙加入社会主义

青年团，是湖南文化书社总社的36名社员之

一;与毛泽东、何叔衡的关系甚密。李六如、

喻寄浑是平江工农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对平江工农运动了如指掌。毛泽东非常关心

平江的工农运动，在了解平江工会会长陈茀

章、农会会长余贲民的情况后，要李六如立即

通知陈茀章、余贲民两人到长沙参加短期学

习。1922年春，陈、余接到李六如的通知后，

立即来到长沙清水塘，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于

五一前后毛泽东又介绍他俩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他俩入党后，根据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

员会的指示回到平江，一面继续组织领导工

农运动，一面积极慎重发展党员，创建平江党

的组织。1922 年下半年，吸收中医师李则鸣

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成立平江第一个党

小组，陈茀章任组长。1923年，又先后吸收余

本健、刘肱臣、徐礼君、李宗白、李叔陶等人入

党，党员增至7人。

岳阳境内的团组织，早在党的创建时期

就开始发展。1922 年春，平江工会会长陈茀

章、农会会长余贲民在长沙由毛泽东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回县后，首先在进步青

年中发展了一批团员。5 月，中共岳州铁路

工人小组为开展工人运动，培养党的后备力

量，在岳州铁路工人中吸收一批进步青年加

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岳州工人小组，负责人陆汉湖，隶属青

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次年春，团

员发展到20人，即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岳州

地方委员会，负责人陆汉湖。

岳阳地区自从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革

命有了领导核心，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

荼，势不可挡。这正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洞庭革命星火一经点燃，立即燃遍岳阳湖乡

大地，造福广大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