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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一件件档案、一张张照片，一处处故
地、一个个人物……见证着共产党人舍小
我顾大家的家国情怀、坚定的理想信念、实
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严明的组织纪律……

鉴往知今。从6月11日起，新华社开
设《光辉历程》栏目，围绕党史上的重要档
案、重大事件等，讲述党史故事，再现中国
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95年光辉历程，昭示中国共产党永葆
生机的精神内核。

在中央档案馆馆藏中，有一封革命烈
士刘伯坚写给其亲属的遗书。潇洒的笔迹
中“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豪言壮语，
今天看来依然感人至深，信中谆谆嘱告自
己的孩子要继续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
业，充分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
信仰和催人泪下的家国情怀。

1935年3月4日，江西信丰县塘村山区
发生了一场红白两军进行突围与包围的恶
战。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部队，
将头晚宿营于此的中共赣南省委、省军区
2000余人重重包围。率队突围的红军将领
刘伯坚——这位早年曾留学苏联、在冯玉
祥西北军中享有“军中骄子”之誉的红军高
级指挥员，最终在激烈的战斗中身中数弹，

不幸负伤被捕。
在狱中，刘伯坚自知必死无疑，3 月 16

日给亲属写下了遗书，内容如下：
凤笙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
本月初在塘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

词及给虎、豹、熊诸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
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

弟不意现在尚留人间，被押在大余粤
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
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
切听之而已。

现有两事须要告诉你们，请注意！
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失常，

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
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
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感情虽好，我在
国外叔振在沪时还承他们殷殷照顾，并关
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华民
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
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
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
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
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
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这对
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
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嘱（知
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

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芷

溪黄荫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
昌、雩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
一吉安人罗高廿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
儿。船老板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
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
他。他的老板娘叫郭贱姑，他的儿子叫赖
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照娣。他
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寄交他们抚育。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
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
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过，人口死亡殆
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华民族就
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
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没有用处。

从这封遗书中可以看到，刘伯坚为了
维护党的声誉，希望自己的亲人不要把自
己被捕的事扩散出去，反映了他在原则问
题上毫不妥协的性格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以
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几天后的 3 月 21 日，刘伯坚壮烈牺牲
在江西省大余县金莲山，年仅40岁。

从以后收集到的信息可以看出，从被
捕到牺牲，刘伯坚共给亲人写了四封书信，
其中三封反复嘱咐兄嫂找到虎、豹、熊三个
儿子以及对他们的期望。最后一封信是写
给他的爱人王叔振的，信是这样写的：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

寄陕西凤笙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

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
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
的光荣事业。

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

了，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余
然而，刘伯坚并不知道，在他写这封信

之前，对党和革命无限忠诚的妻子已先他
一步在闽西游击区光荣牺牲了。

刘伯坚、王叔振的三个孩子都在难以
尽述的艰难中长大成人，并先后被中央找
到。1979年 5月，刘伯坚、王叔振这对著名
的革命夫妻，在双双壮烈牺牲44年后，他们
的三个儿子在北京聚首，三个男子汉紧紧
拥抱在一起，沉浸在悲恸、激动、自豪的复
杂情绪中，这种情绪过后，重新涌聚在三兄
弟心中的，是对父母无尽的缅怀。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刘伯坚生前留下几封遗书，体现了一个共
产党人对亲人与革命伙伴的眷恋与不舍，
更体现出一种为坚持理想信念不惜牺牲生
命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激励着无数后来者
奋勇向前。

（据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一

家国情怀：刘伯坚给亲属的遗书

革命先烈柳直荀 1928 年的一封关于
郭亮（原名郭靖笳）的遗嘱等问题致罗迈

（即李维汉）的信，如今珍藏在中央档案馆
中。这封不足 200 字的书信折射出两位
烈士并肩战斗的革命友谊和坚定不移的
共产主义信仰。他们虽然都是英年牺牲，
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大
名。

郭亮、夏明翰都是毛泽东的亲密战
友。1919 年 5 月，毛泽东等组织的湖南学
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柳直荀是学联的领导
成员之一。

1920年秋天，郭亮考入湖南省立第一
师范，参加了毛泽东等组织的新民学会、马
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1年10月，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共
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着手在工人和学生
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郭亮、
夏明翰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入党的，随后
与毛泽东一起领导工农运动。

1927年，北伐军中的右派密谋在长沙
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5 月上旬，郭亮得
柳直荀急电从汉口赶回长沙，组织湖南工
农义勇军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以备不
测。

5 月 21 日晚，许克祥等国民党反动军
官率兵1000余人分途袭击工农革命团体，
制造了著名的马日事变。郭亮、柳直荀等
凭借少数工农武装，分别在省总工会、省农
协会进行了英勇抵抗，最终因寡不敌众而
失败，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及国民党左派百
余人遭捕杀。

危急时刻，郭亮急中生智，把从土豪劣
绅处缴来的大洋投抛到墙外，利用敌人抢
夺大洋之机率人突围出去，找到柳直荀等
人商讨善后事宜和反攻计划。

1927 年 6 月中旬，毛泽东与郭亮等召
集由湖南至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惩办许克
祥的共产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近200人开
会。毛泽东号召大家拿起枪杆子进行斗
争，武装保卫革命。

6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任书
记。毛泽东随即赴湖南长沙，从事恢复党
的组织关系，偕柳直荀等召集党员干部开
会。

1927 年 8 月，郭亮和柳直荀都参加了
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到达潮汕地区
时，被国民党军包围攻击，遭受极大损失。
郭亮、柳直荀等被敌人围在一片海滩上，与
主力部队失去联系。他俩跑到一只破舢板
上奋力划离海岸才得以逃脱。

1928 年 3 月 27 日深夜，因叛徒告密，
郭亮在岳州翰林街的煤栈内被捕。

柳直荀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是
湖南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对洪湖、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作出了巨
大贡献。1932 年 9 月，因肃反扩大化不幸
被害，时年34岁。

柳直荀的妻子李淑一，是杨开慧中学
时的好友，后经杨开慧介绍与柳直荀认识
并结婚。

1957 年 2 月，李淑一把她写的纪念柳
直荀的一首《菩萨蛮》词寄给毛泽东。同年
5月 11日，毛泽东复信李淑一，并附《蝶恋
花·答李淑一》词一首，其中“我失骄杨君失
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表达了毛泽东
对柳直荀的怀念之情。

两位年轻的革命者用生命诠释了自己
坚定的革命信仰。因着这份对国家对民族
深厚的感情，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
背后的党史故事之二

坚定信念：
柳直荀转报郭亮的遗嘱

中央档案馆里留存着中国共产党早期
革命者潘心源1929年7月撰写的一份报告
——《湘东各县工作报告》。报告对马日事
变、农军攻打长沙、秋收起义、平（江）浏

（阳）醴（陵）斗争等湘东各县的斗争情况作
了详尽介绍。这个报告写出后仅一年多，
年仅27岁的潘心源就英勇就义了，他留下
的这个报告成为极为珍贵的党史文献。

1903 年出生的潘心源，自小思想活
跃，17岁考进长沙岳云中学。因蔑视时弊
且文笔激扬，加之慷慨捐资办《新民》刊，被
推为首届主编。1923年6月，经夏明翰、田
波扬介绍，潘心源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 4 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武昌

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潘心源作为湖
南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上极
力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武装工农的主张。

潘心源曾参加秋收起义，亲身经历了
中国革命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的崭新道路。秋收起义后，潘心源继续
留在浏阳搞游击战争，并不断取得胜利。
1928年冬，潘心源被增选为中共湖南省委
委员，并兼任省委农民部长。

1929 年 4 月，中共中央派潘心源去苏
联学习，后因中苏边界被封锁未能去成，改
去上海党中央。在那里，潘心源以湖南省
委委员的名义，向党中央提交了这份《湘东
各县工作报告》，全文两万余字。

在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潘心源被委
以中央巡视员重任，赴湘鄂赣传达党的六
大决议，后担任红四军军委书记、政治委
员，还代理过红三军政委。

1930 年 8 月，潘心源以中央巡视员身
份，赴浙南巡视党务和军事工作。同年12
月初，在乘船去温州开会途中，因叛徒出
卖，在浙江玉环县被捕后被杀害。

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在工作中善于总
结思考，为中国革命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人95年奋斗历程中，也正是在
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积累提高中，带领中华
民族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三

善于总结经验：撰写《湘东各县工作报告》的潘心源

1943 年 6 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2 周年，任弼时撰写了《共产党员应当善
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今日读来依然具有深
刻的现实意义。这篇文章的原稿，就保存
在中央档案馆。

任弼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
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提出的
共产党员要增强群众观念，在一切工作中，
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
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的观
点，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善于向群
众学习，是任弼时对革命经历的深刻总结，
也是他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1922 年，任弼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
就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在党内出现“左”
倾或右倾时，任弼时始终坚持用“向群众学

习”的态度摆正自己。
抗战初期，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

任时，经常强调军队建设中要注重发动群
众。对于这一点，从两个美国人眼中可以
得到印证。1937年12月14日，应美国海军
情报官员埃文斯·卡尔逊的要求，任弼时向
客人介绍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情况时说：“军
队好比是鱼，人民好比是鱼游泳中的水。”

在向美国记者、作家安娜·路易斯·斯
特朗介绍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和党的统一战
线政策时，任弼时说：我们的军队十分重视
发动群众，“只有人民参加抗日，我们才能
胜利”。把人民组织起来，“既是胜利的保
证，又是战争结束后民主的保证”。要发动
群众，首先是把日寇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
行讲给群众听，同时改善群众的生活。八

路军通过当地政府来减租、减税、减息，又
要不让这些要求提得过高，致使有钱人破
产，以有利于全体人民团结一致抗日。

任弼时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
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
期抱病工作。由于过度劳累，任弼时于
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任弼时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辉
典范。事实说明，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
与密切联系群众分不开。党的历史就是一
部坚持群众路线的历史。今天，我们依然
倡导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大力弘扬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新局面。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四

密切联系群众：任弼时与《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在
战火连天的岁月里，哪本书承载
着怎样的理想与信念，值得用鲜
血和生命来捍卫？山东东营广
饶县刘集村共产党员的回答是：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
1975年，文物工作者来到刘

集村征集革命文物。村民刘世
厚提及自己仍保存着当年大伙
学习“大胡子”的那本书，引起了
大家的注意。经过一番劝说与
动员，刘世厚捐出了珍藏40多年
的《共产党宣言》首译本，也揭开
这个鲁北农村学习、传承、捍卫
马克思主义的一段往事。

20世纪早期，随着俄国十月
革命的胜利与国内五四运动的
展开，马克思主义逐步在大江南
北落地生根，为寻求民族独立、
国家富强的中国带来新希望。

《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
思想的重要标志，中文全译本的
缺失始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的一个心结。

1920 年 8 月，经过数月紧张
工作，由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
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
问世。但由于排版疏漏，封面书
名《共产党宣言》被错印为“共党
产宣言”。这约 1000 册的错版
书，遂全部赠阅。有一些就随着
次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们
奔向各地。

1926年的正月，在济南工作
的共产党员刘雨辉回到家乡广
饶县刘集村省亲，临别前将一本

《共产党宣言》首译本赠与族中
的共产党员刘良才。此时的刘
良才，已在前一年建立中共刘集
村党支部，并担任第一任书记。

拿到这本书的刘良才如获
至宝，经常与支部成员一同研
习。为避人耳目，用棉被掩住窗
户、点起豆油灯、让妻子在屋外
望风都是必备的手段。虽上过
几年学，刘良才初读《共产党宣
言》也是磕磕绊绊、不得要领。
但读得多了、想得透了，再联系
起眼前长工与地主、老百姓与县
老爷的尖锐矛盾，更坚定了他依
靠马克思主义不懈斗争的信心。

1931年，为保护在广饶身份
暴露的刘良才，上级党组织委派
其担任潍县中心县委书记。临
行前，他将《共产党宣言》首译本
托付给刘集村党支部委员刘考
文。此时，大革命失败的中国已
被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笼
罩。在囊括 600 余种书刊的“禁
书名单”中，《共产党宣言》名列
榜首，更有人因持有此书惨遭酷
刑。

磨难也接踵而来。1932年，
广饶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刘考文
被捕。1933 年，因叛徒出卖，刘
良才在潍县被捕，随后英勇就
义。这本《共产党宣言》首译本
的下落，也成了一个谜。

人们后来才知道，刘考文在
被捕前又将首译本交予为人忠
厚低调的党员刘世厚。随后的
岁月里，这本书被仔细包裹着，
藏在炕洞中、躲在粮囤下、掖在
墙眼里，从未曾离刘世厚的左
右。

即便是 1945年 1月，暴虐的
日寇一次性烧毁刘集村500余间
房屋时，首译本也得以幸免。已
逃至村外的刘世厚又返回火场，
避开敌人视线，忍受着烟熏火
燎，将塞在屋山墙中的首译本安
全带出。

烽火年代中的刘集村，被誉
为“红色堡垒”，有据可考的烈士
就有28人，解放战争中还为前线
提供了 200 人担架队、2 万斤军
粮等人员物资。今天在首译本
的发现地，建有专门的纪念馆，
每年来此重温历史的观众有 10
余万人次。这段守护首译本的
历史还被搬上了舞台与银幕，使
更多的人知晓了这段红色历史。

刘集村的后人们，没有忘记
近百年来老辈人的坚守与牺牲，
更以这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自
豪。42 岁的刘洪燕从事钢材贸
易十几年，每次结交新朋友，都
会以“来自刘集”“是一名党员”
来介绍自己。“前人的付出才有
了今天的认可，我更有底气来维
护这一名誉。”刘洪燕说。

（据新华社济南6月19日电）

——《共产党宣言》首译本保存记

满腔热血捍卫不灭的信念

中央档案馆内，珍藏着中国
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
秋白1931年的一份手稿——《文
件处置办法》。起草该文件 4 年
后，年仅 36 岁的瞿秋白慷慨就
义。这份中共最早的关于档案
文件管理的规定，对党的历史文
献的管理保存发挥了极为重要
的作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
高瞻远瞩。

这份《文件处置办法》共 7
条，规定了档案分类整理、编目、
留存、销毁的原则与方法，资料
的收集、保管等内容。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
生在江苏常州，1917年秋考入北
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五四运动
爆发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
北 京 爱 国 学 生 运 动 。 1920 年
秋，瞿秋白以记者身份赴苏俄实
地采访，两年时间里，撰写了数
十篇通讯和著作，以自己的亲见
亲闻，客观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
的真实状况。1921年 5月，他在
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联共

（布）党组织，1922年 2月转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

1923 年 1 月回国后，瞿秋白
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
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
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为党的思
想 理 论 建 设 作 出 了 开 创 性 贡
献。1923年 7月，瞿秋白和邓中
夏等一起筹办上海大学，任教务
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这所国共
合办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
一大批人才。

1927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
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常委，主持党中央工作。1928年
6月 18日至 7月 11日，中国共产
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
表大会，瞿秋白和周恩来等主持
了大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
员，六大结束后，瞿秋白任中共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
年 8 月回到上海，随后再次主持
党中央工作。1931年 1月，在被
王明错误打击、解除中央领导职
务后，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
参加领导文委和左联的工作，并
翻译列宁著作，与鲁迅建立了深

厚的友谊。鲁迅曾书赠瞿秋白
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
当以同怀视之。

随着上海地下斗争日益残
酷，1930 年 4 月《中共中央对秘
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强
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
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
必 须 随 时 送 至 文 件 保 管 处 保
存”。1930年 9月中共六届三中
全会后，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
20 余箱文件、资料，中国共产党
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党
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

1931年初，周恩来到中央秘
书处视察工作并查用文件。在
视察中发现该处内储藏的文件、
资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当即指
出“文件材料应分条理细，进行
分类整理”，并对陪同的中央秘
书处负责人说：“在文件整理方
面，你们可以找阿秋（瞿秋白）去
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
法。”

瞿秋白欣然同意，很快起草
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处置办
法》。

起草过程中，瞿秋白提出，
要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月
日，愈详愈好”。中央及地方及
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保管
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
知道的地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
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
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类目录

（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
见到起草件后，周恩来批示

“试办下，看可否便当”。
这一《文件处置办法》成为

中共第一个档案文件管理制度，
由中央文库最先执行。《办法》的
实施使得大量珍贵的党史档案
资料得以保存，具有重要的历史
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像
瞿秋白这样勤于思考、善于总结
的人物和事例有不少，他们表现
出的高瞻远瞩、对革命胜利的坚
定信心，对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产
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我们钦佩和
敬仰。

（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
背后的党史故事之五

高瞻远瞩：
瞿秋白起草《文件处置办法》

游客在井冈山的“井冈红旗”雕塑前参
观（2009年6月30日摄）。

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

革命军来到江西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中国
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的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

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
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直至全国胜利的正确
道路。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 摄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第一个红色根据地井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