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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金秋十月，开国中将刘志坚和
夫人刘菜瑛回到家乡平江县。刘将军时
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政委、党委书
记，是在职首长。10月30日这天，湖南省
军区、省委接待处有关领导陪同，派一辆
白色小车送到平江，岳阳地区和平江县负
责人在平江迎候接待。

10月31日上午，刘将军一行去到县城
东郊天岳书院，参观平江起义旧址。刘志
坚将军身穿银灰色中山装，头戴灰色帽
子，手拿着拐杖，从小车上下来，径直从天
岳书院大门进去，走进东厢房，望着墙上
挂着的彭德怀戎装像，久久不挪步。他动
情地说：“你们想想，1928年正是大革命失
败，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抓捕屠杀共产党
人、革命志士的时候。身为湘军团长，每
月有240块大银洋，却在这最黑暗的时候
加入共产党，在这里发动暴动，领导起义，
将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彭德怀这是什么
样的壮举？这是什么样的共产党人？
1930年夏，彭老总率红三军团在这里召开
打长沙誓师大会，我就是这个时候参加红
军的。”

刘志坚参加红军后，参加了五次反
“围剿”和长征，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全国解放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
长，总政宣传部部长，总政副主任。一九
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
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

刘老将军想起浴血征战、九死一生的
岁月，感慨：“彭老总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啦！”
他讲：“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我右腿被
打伤，长征到达云南又负重伤，都是彭老总
批准抬着我继续行进。没想到我能活到今
天啊，可彭老总去世10多年了。在我们这些
老战士心里，他是永存不死的。”

刘将军穿过走廊进入西边大房，这是
原士兵食堂，经改造新设立了陈列馆。刘
将军走进陈列馆，看到墙上挂有平江起义
领导人的像，刘老指着其中的邓萍像说：

“邓萍是长征中在打遵义时牺牲的，是长
征中牺牲的唯一军团级将领，时年只 27
岁，太可惜了。”

从陈列馆出来，刘将军沿着走廊看了
原士兵宿舍，在馆内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
休息室，稍坐喝茶。墙上挂有中央领导人

和多位老将军为平江起义旧址修复、纪念
陈列馆开馆赠写的题词，其中有刘将军写
的“发扬革命传统，振兴中华”的条幅。他
看到众人站在题词前欣赏，连说：“现丑
了，现丑了。”纪念馆负责人已经摆好笔墨
纸张，请求刘老再题词，他谦逊推辞不肯
写。在场的地方领导帮忙劝请：“老将军
难得回来，一定要请留下墨宝，好作纪
念”。大家鼓掌恭请。刘老说：“又献丑
了”，提笔写下：“继承平江起义革命精神，
振兴中华，实现四化。”

出大门后，刘老将军回望大门上“天
岳书院”的牌匾，他高兴地邀请陪同的同
志一起合影。刘老将军说话声音宏亮，眼
珠墨黑，明亮生辉，看人视物，神采奕奕，
身体健朗得完全不像年过古稀的老年人。

这天刘老将军要回乡下老家去，县委
副书记王惠湘陪同前往，我和县老干局傅
依明局长同坐县委会的一辆吉普车随行。

两辆小车往东行将近一个小时，越过
牛串坪，远望莽莽连云山高耸蓝天，白云
逶迤山腰，似壮丽的飘带，又像连绵的炊
烟。车子进入献冲公社境内，在经过一个
山岔路口时，前面的白色小车转向左边的
一条机耕道。两辆小车往前开行了一段
路，不断遇到有挑担、推车的行人经过，由
于路窄，有点不好避让。这时刘将军要司
机师傅停车靠边，自己下来要步行。大家
都下车，跟着他往前走。

刘老将军指着东南边大山 说：“我一
望到连云山，就晓得快到家了。”故乡路遥
是天涯，望极连云已到家。刘将军踏上魂
牵梦绕回家的路，非常兴奋，指着远山边
的一片农舍：“你们看，前面就是泗洲坪
啦!”他似乎感觉儿童时的许多美好记忆涌
来，精神抖擞加快脚步。他对跟在后面的
人说：“这来往的人都是我们那个村里的
乡亲。”过往的人尽管大多都年纪比他小，
并都不认识，刘将军都不停挥着手向他们
致意。乡亲们热情招呼：“刘老首长回来
了，老首长好！”他回应招呼“乡亲们好！”

刘将军虽拄着拐杖，但拖着多次受伤
致残的腿，走起路来一拐一跛，明显很费
力。随行人员劝他坐车，他不肯坐，总是
说“快到了”。跟在后面的我们一行人深
为感动，对这位身残志坚的“跛子将军”更
生敬意。

说起“跛子”的来历，还是毛主席讲的
“劫法场”救出来的。1942 年刘志坚任冀
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0月15日夜晚带领一
个骑兵班，到六分区传达冀南区党委的指
示，在一个村子与敌人遭遇。刘指挥向外
突围的激战中，右腿被敌人的子弹打中骨
头，摔下道沟里，被围上来的日军抓住。
日军看到他的着装可能是个官，关押两
天，问不出实情，要将他移送上级情报部
门审讯。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冀南军区领
导获悉情报后，紧急制定营救方案，派出
精悍部队，在日军押送刘志坚的转移路上
设伏。当敌人进入八路军伏击圈之后，营
救队伍猛冲上去痛击押送的日军，战士们
把刘抬下车，一大个子背起就跑。当日军
得知被劫走的是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是
迄今俘虏的八路军最高将领时，惊呼：“上
当，上当。”50年代初，刘志坚调总政工作，
有次在怀仁堂东厅，毛主席握着他的手打

趣道：“你就是那个劫法场救出来的，成了
跛子的刘志坚。”刘敬礼回答：“报告主席，
我是刘志坚。”

刘将军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推翻蒋
介石反动统治，创建新中国，历经血火征
程，斗志弥坚，立下创业勋功，晚年还乡老
病残身，百感交集。这样步行一里多路，
往左走近一幢大屋。刘将军说着“到家
了!”率先迈上大屋场的石台阶。

这是献冲泗洲坪上井头屋。刘将军
首先走到左边两间旧泥砖瓦房前，他指着
那间很破旧的房子，对第一次来到老家的
夫人刘菜瑛和随行人员说：“我就是在这
间屋里出生的。”

刘志坚将军 1912 年 1 月 23 日出生在
这里一个叫刘梅成的贫苦家庭。

父母去世后，族亲搬去长寿街了，这
老屋无人居住，已经很破败了。刘将军神
情凝重，一边察看一边讲着：“我祖父辈有
三个，父辈单传，家里贫苦，但父亲会做木
匠，送我读了两年书，还做了这两间瓦房
栖身。我13岁离开这老屋，去长寿街天
主堂做长工。参加红军走了后再没有回
来过这里，有55年，今天回来了。”

乡亲们闻讯都围上来，刘将军向这些
老少男女挥手，和他们互相问候，提出要
和乡亲们照相合影。他和夫人站着，招呼
小孩子们都蹲到他前面，和大家照了后，
这时有人送来了椅子，大家请刘将军坐着
再照。刘老请几位年纪大的坐在身边，与
他们谈家常，关切地问现在的生活吃住、
生产收成如何？还慈爱地问身边小孩子
上学读书的情况。

刘老将军和乡亲愉快地谈讲着，休息
了几十分钟，提出要去父亲的坟地看看。
一行人步行去到山边的学堂坪，走到小学
校东边的地头，一棵老茶树下，荆剌茅草
丛中露出一个坟茔，坟头上新割去了茅
草。刘老夫妇在坟前肃立行礼。刘老讲：

“我去当红军后，家里被称作“匪属”，父
母亲遭受到地方清乡队、挨户团的残酷迫
害，到处逃难。1936 年遭旱灾，父亲贫病
交加，英年早逝。当时家里一无所有，乡
邻只得用一张破草席将他包裹埋在这里，
这是多年后请人收捡遗骨重新埋葬的
坟。”讲到这，刘老将军难掩内心对先父的
怀念，悲泪涕流，默默地从学堂坪山边走
下来。

接近响午了，刘老将军告别乡亲。他
与送别的乡亲一个一个握手，激动地说着

“再见，保重！”我在给他拍照时看到，他戴
着淡棕色的太阳镜片后，眼泪双流。老将
军一步一回头，无限深情地回望生养他的
老家，走到机耕路上坐进车内后还放下车
窗，朝外看着这父母般模样的乡亲，望着
刻印着他童年欢乐记忆的青山绿水，依依
不舍地挥手告别。我们等他的车子开动
后，才上车跟行。

车子开进长寿街，刘老将军指着公路
右边一幢大旧房屋介绍说：“那就是天主
堂，我少年时就是来这里做工。”

到了区公所，在稍休息喝茶时，刘老
又给随行人员讲：“我是在来到长寿街后，

才发现这里工人农民运动很热火，瞒着父
母参加秘密活动的。1929年10月，红五军
回到平江，我在这街上第一次见到彭德怀
军长。”

在长寿区公所食堂吃过午餐，稍作歇
息后，刘老将军去到长寿敬老院，看望院
里的老人。听到说刘志坚将军来了，老红
军方正军快步从房里出来，抢着和他握
手、问好。

原来方正军与刘志坚是老战友，曾任
红三军团四师十团的团政委，长征时调到
军团当总务科长，长征途中因在战斗中受
伤又患病，不能跟随部队前行，经批准回
来老家治疗，后来进敬老院休养，年已85
岁。两个老战友相见，共忆当年烽火岁
月，互问现近安好。方老讲：“文革中听说
你也遭难，真担心的。那年国庆招待会听
到广播念有你的名字，好高兴啊！”刘老
说：“身不由己，一言难尽啊。”

刘志坚是我军文武双全的优秀政治
宣传工作者，从1957年起任总政治部副主
任兼宣传部部长，1966年5月“文革”开始
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
军文革小组组长。他坚持根据中央“军队
不能乱”这个根本原则，主持起草了一系
列关于军队参加文化革命的规定，却为

“四人帮”一伙所不容。在 1967 年 1 月被
江青、康生扣上“军队反动路线代表人物”
的帽子，并诬陷为“叛徒”，受到迫害批
斗，被关押、审查近八年。

刘老将军说：“那时吴自立搞了一部
《怒潮》的电影，来北京找我，要支持，争取
到平江拍，我批给了‘八一厂’的陈播厂
长。后来有人揭发我‘为彭德怀翻案’，文
革中更说不清了啊。”

经毛主席、周总理干预，刘老将军
1974年10月被解放出来，任解放军军事科
学院政委。1975年任昆明军区政委，1979
年春他参与指挥了昆明战区对越自卫反
击作战。1980年4月至1982年10月任昆
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80 年中央军委
为他正式平反，1983年任解放军政治学院
院长兼政委、党委书记。

从敬老院回到区公所，刘老将军和夫
人商量，要随行的同志都留下休息，他俩
与住在长寿街的亲人一起去看老母亲的
坟墓。当晚，刘老将军从长寿街回到县城
住宿，第二天离开平江往长沙。返回北京
后不久，刘老将军满怀对故乡行的深情惦
念，写下了《沁园春·老兵》一首：

“三湘路遥，五岭山重，血火征程。有
太行万仞，安肯俯首；黄河怒涛，穷寇灭
顶。中原逐鹿，徐海陈兵，神州乐奏赤旗
升。颂歌起，万众唱救星，心随东风。

年少弃家从戎，一腔热血志在大同。
又谁识春日，风起青萍？历经寒暑，方知
暖冷。痛定思痛，求实辩证，万马军中一
老兵。得宽余，莫忘前车鉴，伏案笔耕。”

刘老将军 1985 年底退出领导岗位，
1988 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
誉章，2006 年 3 月 11 日在北京逝世，终年
95岁。

望极连云已到家
——刘志坚中将回故乡记事

□王幼飞 撰文·摄影

编者按：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党保持永远年轻的重要法宝，更是党不断开创未来的重要基础。 当下，全

党正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数十年风云激荡，一代代共产党人以无畏的奋斗、无私的奉献、无悔的牺牲，

写下了一部精神的史诗。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编辑专版，开设专栏，重温巴陵大地上的“红色记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感受共产党人的理想之火、信

仰之光，以此来汲取永葆生机、不断前行的强大能量。

刘志坚中将像

不负青春
追求光明

——岳阳进步青年奔赴延安

□记者 欧 梁

1937 年 1 月，中共中央进驻延
安。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及国共
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先后在延
安恢复和创办了中央党校、红军大
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
等 30 多所干部“窑洞学校”。并先
后在南京、武汉、西安、长沙等国民
党的统治区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或通讯处，招收和输送各地爱国青
年去延安，壮大革命力量。延安成
为全国人民的抗战中心，贫瘠的黄
土地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
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

地处湘北抗日前线的岳阳青
年，满怀报国赤诚，或三五结伴，或
只身独闯，不远千里，投奔延安。仅
在1937年10月至1939年冬，先后就
有 105 名（不包括随红军部队到达
延安的岳阳人）青年自发前往延安
投身革命。岳阳县有赵禄吟（女）、
毛仁村（女）等25人；临湘县有沈绍
龙、杨正凡等21人；湘阴县（含今汨
罗市）有任楚、魏岳云、康濯等 29
人。华容县有刘大年、朱婴等 28
人；平江县的进步青年主要是参加
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奔赴抗日
前线，从平江直接去延安进抗大学
习的有吴湘杰、余菊秀2人。

时任中共湖南特委书记的任作
民就动员其2个儿子和3个侄女去
了延安，这在湖南全省，尤其在其家
乡汨罗，产生了很大影响，鼓舞着一
批又一批进步青年奔向延安。

华容东山中学是组团人数最多
的。东山中学是早期中共党员朱
婴，奉时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主任
董必武指示创办的一所培育抗日人
才的学校。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
的阻挠和破坏，学校被迫停办。停
办后，校长朱婴率朱永焯、朱允一、
朱永丽、吴应刚等14名师生，途经4
省、150余座大小城镇，步行3000余
里，历时2个月，终于到达延安。

去延安的路十分艰难，途中既
要避开日军的阻击，国民党特务、宪
兵与军警的盘查，还要面对长途跋
涉、忍饥挨饿的困境，但任何艰难险
阻也无法阻挡这些青年的前进步
伐。一路上，他们不畏艰难险阻，百
折不挠，巧妙与敌特周旋，或改名换
姓，化装成商人、挑夫或乞丐；或日
隐夜行，绕小道，避险关，饱受磨难，
历尽艰辛。

岳阳青年经过延安各类学校的
培训，提高了思想水平，掌握了杀敌
本领。他们毕业后，有的留在延安
等地工作，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有的
回家乡或深入“国统区”带领群众开
展抗日工作。一些青年不惜牺牲了
自己年轻的生命。岳阳县的赵禄
吟、王国雄等 4 人在战斗中牺牲。
湘阴县的刘访南、湛治明，华容县的
刘淇、张鉴、陈继本等成为革命烈
士。还有不少同志后来成为各条战
线的革命骨干或担任重要领导职
务，有的还成为著名学者，为中国革
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如
汨罗的康濯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
毕业后任八路军随军记者、晋察冀
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宣传部部长等
职，从事文学创作 50 余年，成为我
国著名作家。华容的刘大年在抗大
毕业后，在太行山随军多年，为研究
中国抗战史、近代史作出了重大贡
献，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在延安“窑洞大学”接受熔炼的
岳阳人还有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的
红军官兵们。抗大第一期第一科招
收 1065 名学员里就出了 22 位开国
将领，而平江籍的就有 7 位。他们
既是学生，又是领导干部，华容的何
长工就担任抗大副校长。平江的苏
振华、王赤军、方正平等都曾担任过
抗大的分大队长或政治处主任。

刘志坚将军与乡亲交谈

刘志坚与老红军方国安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