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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革命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

到今年 8月 2日，赵一曼已经英
勇就义85周年了。

哈尔滨解放后，在缴获的敌伪滨
江警务厅的档案中，用日文记录了赵
一曼就义前的情况：“在押送途中，她
虽然感到死亡迫近，但丝毫没有惊
慌，反而说：‘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
荣的。’她希望给她的儿子写一封遗
书，从押送的职员处借了笔和纸，前
后两次，写了反满抗日的遗书。”档案
中保存了赵一曼写给儿子的两封遗
书。

两封遗书荡气回肠

第一封遗书的内容是：“宁儿：母
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
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
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
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
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
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
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
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
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
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性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你的母亲
赵一曼于车中”。

这封遗书荡气回肠，感动和激励
着千百万人，已经广为传颂。

紧接着，赵一曼又写了第二封遗
书：

“亲爱的我可怜的孩子啊！
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

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母亲的
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
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
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
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
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
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
我的孩子啊!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
了。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
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在临死前的
你的母亲。”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封遗书
没有公之于众。

为什么赵一曼又写了第二封遗
书？从内容上看，所谓“母亲到东北找
职业”“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
这与赵一曼被捕后编造的口供相一
致，应该是防止敌人对亲人的进一步
追捕和迫害；而最主要和最令人感动
的，是这封遗书进一步抒发了第一封
遗书中意犹未尽的母子情怀。短短的
遗书中三次提到“亲爱的我的可怜的
孩子”“可怜的是我的孩子”“亲爱的我
的可怜的孩子”，落款为“在临死前的
你的母亲”，读来令人心痛。

幼年宁儿历经磨难

1928年，赵一曼在莫斯科中山大
学学习，与一同学习的中共党员陈达
邦相爱结婚。由于工作需要，党组织
要她提前回国。当时赵一曼已经怀孕
四五个月，身体又很差，丈夫劝她生完
孩子再走，或者两个人一起回去，赵一
曼不同意。陈达邦回忆：“她主张，要
服从党的决定，孩子可以回国生；夫妻
分别是有痛苦，但没关系，应该走。”赵
一曼告别丈夫，带着身孕，毅然踏上回
国征途，一路上昏晕呕吐，历尽辛苦。

回国后不久，赵一曼开始从事党
的地下交通工作，常常身无居所，长
途颠簸，引起早产，差点把孩子生在
马路上，幸亏一位好心的工人临时收
留了她。当天夜里，婴儿诞生了，是
工人的妻子帮助接的生。孩子的乳
名叫“宁儿”，寄托了赵一曼对孩子安
宁健康的美好希望。

然而，宁儿的生活并不安宁。出
生尚未满月，赵一曼就抱着他离开工
人家，以躲避敌人即将开始的大搜
捕。刚满一周岁，赵一曼又抱着他在
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匆匆逃离遭到

破坏的省委机关，险些被捕。在逃避
追捕的路上，赵一曼靠施舍的稀饭喂
孩子，用一根草绳把孩子绑在身上，
以便于赶路。

宁儿从孕育、出生，到满月、周
岁，历经磨难。1930年4月，赵一曼忍
痛把满一周岁不久的宁儿送到陈达
邦的亲戚家寄养，从此母子再也没有
见面。在这之前，赵一曼抱着宁儿拍
了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张合影留作纪
念，并寄给远在异国的丈夫，附短信：

“达邦！别离很久，想念很深，你的儿
子已经诞生，我们一切都很好，不必
挂念，望你珍重。”

照片上的赵一曼端庄秀美，是母
亲，是妻子，和所有的女人一样热爱
家庭，热爱生活，热爱自由。她从小
就冲破封建习俗，去追求自身的解放
和幸福；她十分留恋和珍惜自己和陈
达邦在苏联的一段短暂而甜蜜的时
光；行将就义前，她最感遗憾的是对
儿子没有尽到当母亲的责任，接连两
次给儿子写遗书，说“母亲的死不足
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
担任教养的人”。可以想见，赵一曼
对孩子的歉疚和担心，远比失去自己
的生命更沉重。

侠骨柔情万古流芳

赵一曼是母亲，是妻子，更是一
名共产党员。她对自由和解放、家庭
和母爱有着更为高尚的理解和追
求。据老作家方未艾回忆，1932年 5
月的一天，赵一曼和时任中共满洲省
委常委的金伯阳一起走在哈尔滨的
中央大街上，与萧红和萧军相遇。赵
一曼不认识二萧，但喜爱他们的作
品，认为他们写的散文、小说都是以
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为题材，反映他
们在生活中的苦难、追求和反抗，思
想性强，文笔风格艺术性也很高。以
后，赵一曼常在大街上看到二萧，印
象很深。她曾问过方未艾，“不知他
们参加了什么组织没有”，并很深情
地说：“你有机会应对他们做些忠告，
孤军作战，自由是自由，但不如加入
团体作战力量大，战果也大。”在赵一
曼看来，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会有
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只有加入中国共
产党，投身到全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
中，才能争得真正的自由。她曾写给
方未艾《赠友留念》三首五言绝句：

（一）
天上多风云，人间有聚散。
今宵若别离，他日喜相见。

（二）
友情和生命，人人都看重。
一身不自由，两者将何用。

（三）
理论与实践，纷纷说短长。
只能为社会，万古可流芳！

诗中所说“只能为社会”，即为争
取民族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自由而斗
争，这就是赵一曼最崇高的理想信念，
也是她对待友情、爱情、自由和幸福的
最高原则。正因为如此，她才能舍家
别子，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斗争；才能
在被捕之后坚贞不屈，经受住常人不
能忍受的酷刑；才能感动她身边的护
士和看守她的警察，帮助她逃离虎口；
才能在临刑前教育她的孩子“要替代
母亲继续斗争”；才能高唱“红旗歌”，
挺胸昂首走向刑场，发出最后的呐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
岁”！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他
在改造期间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参
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前的时候，有人
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雕像前
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我就是那个
伪警察署署长（厅长）’。”看到抗日英
烈的遗像、遗物，“我不能不深深低下
头，不能不落下眼泪，不能不难过的要
死。由于我良心的内疚，精神恍惚”。
赵一曼的侠骨柔情，可谓是惊天地、
泣鬼神，真正做到了“万古可流芳”。

尚志市一曼中学内尚志市一曼中学内，，赵一曼墓地赵一曼墓地。。 郭俊峰郭俊峰摄摄

王肃牺牲的地方在黑河市
爱辉区瑷珲镇的后獾洞村（今
写为后欢洞）。几年前的一个
春日，我带记者下乡采访，返回
时，路过一个村庄，随行的吴记
者跟我说：从这里下公路不远，
建有王肃烈士殉难的纪念碑。
此前我并不知晓，便让司机小
张减速，拐了进去。在村西头
庄稼地边，有一片平坦的空地，
空地上建有王肃烈士纪念碑。

这是建造颇为考究的纪念
碑，足见当地对王肃烈士的景
仰之情。纪念碑的外侧是钢筋
混凝土栏杆，栏杆有一米左右
高，每隔不远就是一座水泥
柱。正面有一条敞开的通道，
走过围栏，正中的长方形纪念
碑赫然入目。纪念碑也是由钢
筋混凝土浇铸而成，正面有一
块黑色的铁板镶嵌在纪念碑
上，上书“王肃烈士殉难地”七
个大字，下面标注是 ：公元一
九八六年六月立。 1986 年 6
月，恰好是王肃烈士牺牲 40周
年。纪念碑的背面，黑色铁板
上书写着：“一九四六年六月十
二日中共黑河地区中心县工委
（地委）书记黑河军分区司令员
王肃同志去北安开会返回黑河
途中遭匪袭击不幸牺牲于此
地，终年三十二岁”。

王肃，原名王玉纯，1914年
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15岁考
入免费的新民县师范。“九一
八”事变后，不堪忍受日本侵略
者的欺侮，跟随外祖母去北
平。20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东北大学法学院边政系俄文
组学习。在校期间，积极参加
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和东北
大学学生南下请愿等抗日救亡
活动。“七七”事变后，王肃毅然
投笔从戎，在山西省五台县参
加了八路军第18集团军随营政
治班。不久，被分配到晋察冀
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任宣传干
事。1937年 11月，经分区政委
王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任三分区政治部、三分区

二团政治部、三分区独立大队
的宣传股长、科长、主任、政委
等职。他在华北敌后战场，身
经百战，出生入死。1942年任
三分区二团政委，同年到晋察
冀党校学习，后留校工作。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发
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
方针指示，1945年 11月 15日，
组建赴东北根据地的延安干部
团，干部团中的 195人，从党中
央所在地延安出发，历时72天，
行程近 8000里，顺利抵达黑龙
江北安，这其中就有刚结婚不
久的王肃。到达北安当日就成
立的中共黑龙江省工委决定，
王肃继续北上，开辟黑河的工
作，他没有丝毫迟疑，坚决服从
组织分配，带领 5人于 11月中
旬首次进入冰天雪地、当时土
匪还很猖獗的边城黑河。当时
黑河地区人口仅有9万多人，但
土匪就有3000多人 。

省工委任命王肃为中共黑
河中心县工委书记、黑河军分
区司令员兼政委。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黑河的
第一任领导人，王肃到工人中
间秘密发展了张泉山等人加入
中国共产党；他与同事一道组
建了黑河地区人民自治军；他
着手建立了黑河地区行政办事
处，成立了爱辉县人民政府。

1946 年 6 月 12 日，王肃在
省工委所在地北安开完会，急
于贯彻会议精神，加上又惦记
黑河复杂的斗争情况，立即带
新任命的黑河军分区政治部主
任刘光烈、军分区参谋江燕乘
坐汽车返回黑河。到孙吴后，
因当时孙吴至黑河的路上土匪
出没无常，大家劝他在孙吴住
两天，待查明匪情后再走。但
王肃谢绝了同志们的挽留，坚
持马上赶回黑河。当他两次回
黑河半路遇土匪被迫返回孙吴
后，第三次再回黑河，行至后獾
洞屯附近时，遭遇杨青山匪帮
张海部 20多名土匪的袭击，后
面两辆车的警卫战士与土匪接
上了火，王肃等5人乘的汽车又
遇到50多名土匪的截击。王肃
跳下车，边打边撤，最后撤到后
獾洞屯一户空无一人的房子
里，王肃手持短枪，与土匪进行
枪战，土匪久攻不下，便将房子
点燃。王肃在烟火中把武器藏
进了炕洞，烧毁了随身携带的
机密文件，最后终因手脚烧伤，
头部、胸部两处中弹而壮烈牺
牲，年仅32岁。

王肃牺牲后，黑河人民为
王肃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并将他的遗体安葬于海兰公园
内。

为了永远纪念王肃同志，
海兰公园改名为王肃公园。公
园内，有一座三角形的烈士塔，
上面镌刻着为黑河的解放事业
而牺牲的烈士们的名字、职务、
年龄、籍贯。右侧是一座王肃
烈士的半身铜像。烈士塔东，
即是王肃烈士墓。墓碑上刻着
王肃的生平，入口处，左右各有
两个墓碑，上面分别写着“永垂
史册”和“万古长存”八个大字。

为了纪念和缅怀王肃，黑
河原名为大兴街的一条主要街
道，后来改为王肃街；黑河原名
为海兰剧场的一个主要娱乐场
所，后来改为王肃电影院；王肃
遇难地附近的一座桥，被命名
为王肃桥。

王肃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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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与黑河剿匪
□柳邦坤

到边城黑河，你很快会发现王肃这一名字：临
近黑龙江的一条街，名为王肃街；黑河最有影响的
电影院，名为王肃电影院；临近黑龙江的一处公
园，名为王肃公园……王肃是谁？他是当年中共
黑河中心县工委第一任书记、黑河军分区第一任
司令员兼政委；是为解放黑河而壮烈牺牲的先烈；
是黑河人最难以忘怀的人。他在黑河发展党员、
发动群众、开展剿匪，上演了黑河版可歌可泣的革
命故事。

赵一曼抱着宁儿拍了唯一的、也是最后一
张合影。

宁儿抄写的赵一曼第二封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