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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档案馆内，珍藏着方志敏的《可爱
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大量的书信、
文稿原件，这其中，很多章节已成为家喻户
晓的名篇。这些极其珍贵的革命历史档案
都是方志敏在昏暗的牢狱中的心血之作，
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位共产主义者对信仰的
绝对忠诚和舍生取义的高贵品质。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
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
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
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这
是他在狱中写的一篇《死——共产主义的
殉道者的记述》中的文字。

这位被蒋介石亲自布置劝降的共产党
人，在狱中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严防
死守。人们不禁好奇，狱中的方志敏是如
何运筹帷幄，为文稿“越狱”打通“信道”，使
文稿穿透敌人的“铜墙铁壁”呈现在今天的
我们面前的呢？

方志敏是早期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之
一，1899年生于江西省弋阳县一个世代务
农 之 家 ，1924 年 3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35 年 1 月，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北上途
中，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不幸被俘，被押解
在国民党南昌监狱。

国民党为了劝降方志敏，不择手段进
行威逼利诱。一方面改善他的生活，另一
方面物色了一批党政军要员，网罗了方志
敏的几个同乡同学，轮流探监，假献殷勤，
充当说客。然而方志敏软硬不吃，他说：

“我是政治家，不是阴谋家，要我加入你们
一伙绝对办不到。”

一天，狱中一个 40 多岁、名叫“永一”
的人主动接近方志敏，他说他很敬重方先
生，想借此机会求教。此人真名叫胡逸民，
曾是国民党中央监狱长。经过几次接触，
胡逸民觉得方志敏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共产
党人；方志敏也觉得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两
人便成了朋友。

胡逸民在狱中自由度很大，他的夫人
向影心当时借送饭的机会得以自由出入牢
房，方志敏看到了连通牢房内外的可能。

一次，蒋介石派人转告胡逸民，要他
“劝方自首，将功赎罪”。第二天，胡逸民把
劝降的事坦率地告诉了方志敏。

方志敏嗤鼻一笑：“老胡，投降那是大
笑话。自从我被捕入狱以后，在这里实际
观察的结果，更证明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是
十分正确的。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

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铮铮之言使胡逸
民脱口赞道：“好样的，不是软骨头！”

对于方志敏的“顽固不化”，蒋介石感
到异常气愤，下达了“秘密处死”的命令。

8月初的一个晚上，在黑沉沉、阴森森
的监狱里，方志敏告诉胡逸民，也许这是他
俩最后一次见面了。方志敏从床底下取出
一些稿子，交到胡逸民手里，拜托他出狱以
后，把这些东西交给鲁迅先生，并把一封写
好的介绍信交给了他。

方志敏叮嘱胡逸民：“请你记住你对我
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
万不能听人打破嘴而毁约！……大丈夫做
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见威不惧，
要引导人走上光明之路，不要被人拖入黑
暗之潭！”胡逸民出狱后，履行了自己的诺
言，将方志敏的文稿转交给党组织，完成了
烈士的遗愿。

除了胡逸民，被方志敏顽强斗志和坚
定信仰感召的，还有一位看守所的文书高
易鹏（又名高家骏）。

刚入狱时，方志敏曾一心求死，但后来
得知案子“缓办”，他开始积极活动求生。
方志敏很快与狱中的共产党人取得了联
系，对看守进行教育、感召，高家骏就是其

中一个被感召的看守。他将方志敏在狱中
给宋庆龄、鲁迅和李公朴的三封书信和一
个纸包，托给在杭州做小学教员的女友程
全昭，请她将书信送到上海，并嘱咐她：方
志敏替你起了化名叫李贞，就是“力争”的
意思。

身负嘱托，程全昭随即赶往上海，几经
辗转，最终将书信和纸包送达。

就这样，方志敏在狱中完成的手稿分
四批，通过胡逸民、向影心、高易鹏、程全昭
四个人传出来。在入狱的 100 多天里，方
志敏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
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
述》《清贫》《狱中纪实》等 16 篇文稿，现存
13篇。这些手稿凝聚着烈士的心血，也凝
聚着传送人为之付出的艰辛努力。

1935 年 8 月 6 日夜，年仅 36 岁的共产
主义战士方志敏被秘密处决，为中国人民
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假如投降，或者改变信仰，方志敏都有
活下来的机会，然而这位共产党人却选择
了舍生取义。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呕
心沥血凝结而成的文字却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的人，他的光辉形象一直在人们心中闪
耀。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方志敏13万字的狱中文稿是如何“越狱”的？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七

“我们党内今天要提倡切实的工作作
风。我们要反对那些讲大话、订大计划，而
不肯或不会脚踏实地切实工作的空谈家。
我们要在切实的点滴工作中来实现我们崇
高的、远大的理想。”中央档案馆里，刊载于
中共中央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杂志 1940
年第七期张闻天的一篇文章《提倡朴素与
切实的工作作风》，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
省。

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说，朴素就是有
什么讲什么，就是老老实实，就是真实的意
思。革命处在严重危险中，我们就应承认
这种危险。没有革命形势，我们就应承认
没有革命形势。革命失败了，我们就应承
认革命失败了。革命形势有好转，我们就
应承认好转。我们丝毫也不用掩盖事情的
真相，来欺骗或安慰别人与自己。如果不
是这样，我们的政治路线与策略就不能建
筑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我们就会发生错误，
遭受失败。

纵观张闻天的革命生涯，人们能够看
到一位共产党人是如何以“对于当前情况

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来严格要求自己的。
1900 年 8 月，张闻天出生在江苏省一

个农民家庭。1919 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
年 7 月赴日本留学；1922 年 8 月又赴美国
勤工俭学。留学经历和对西方资本主义
社会的考察，使张闻天开阔了视野，同时
也更加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的信念。

1925年6月，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受党派遣前往苏联学习，先后在莫斯
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
1930 年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共六届
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
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红军长征，使张闻
天认识到“左”倾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
大危害，认识到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
确主张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毅然
与“左”倾错误决裂。

作为当时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员，他

反对“左”倾错误领导的坚决态度和积极行
动，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作
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
的正确主张，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
报告。在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党的历史伟
大转折关头，毛泽东与张闻天和其他同志，
为挽救党和红军，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
本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9 年 10 月，《共产党人》杂志创刊。
从创刊号开始，张闻天在《共产党人》杂志
上先后发表了六篇论述党的建设的文章。

《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便是其中一
篇。这些文章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对
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中的基
本问题，作了深刻论述。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
作，1948年9月，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了

《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
的提纲》，对于新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理论意
义。1950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
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参
加了当时我国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为新

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以对党对人民高

度负责的态度，批评了当时工作中发生的
“左”的错误，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克服主观
主义、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为此，他受
到不公正对待。但是，张闻天始终以共产
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继续致力于社
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写下许多
笔记和文稿。在“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
遭受磨难，但依然坚持原则，表现了一名共
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革命正气。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病逝于江苏无
锡，走完了坚持真理、光明磊落、无私无畏
的一生。

我们党要在朴素中、要在切实中表现
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生气勃勃，我们的不
屈不挠，我们的光明前途。这是我们无产
阶级政党的本色！——作为革命先辈，张
闻天留下的谆谆教诲，始终激励着广大党
员干部永葆优良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密切联系群众，自觉当好人民的公仆。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张闻天与《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六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
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
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
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
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
难最难的啊！”这是毛泽东同志
1940年1月15日在中共中央为吴
玉章补办六十寿辰庆祝会上的一
段话。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吴玉
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
一日的人。”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
生于四川荣县，早年参加孙中山领
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25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南
昌起义。20世纪 40年代，吴玉章
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
一起，被誉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

“延安五老”。新中国成立后吴玉
章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
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为新
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少年时代，吴玉章就一心
寻求救国兴邦真理，始终为理想
而奋斗。他早年支持康有为、梁
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戊戌变法
失败后，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于
1903 年东渡日本，求学期间接受
孙中山“三民主义”，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
政府曾派人送给吴玉章一张疆理
局局长的委任状，被吴玉章谢绝
并说：“我们革命党不是为了做
官。”不久，受孙中山邀请，吴玉章
到总统府秘书处工作。

辛亥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又
赴法国留学，接触到马克思列宁
主义。1964 年 1 月 1 日吴玉章谈
到在探寻救国救民革命道路时曾
说：“我入党时已经 47 岁，我的前
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
摸索前进的。我从少年时代起就
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
奔走，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
找到一条光明大道。但是我找了
将近 30 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
败，直到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
到中国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
上一条光明的大道。”

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后，吴玉
章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信
念更加坚定。1938年底在一次与
蒋介石的会面中，蒋介石对他说：
你是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
是回到国民党来吧。面对劝诱，
吴玉章明确表示：“我加入中国共
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
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
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
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绝不会二
三其德，毫无气节的！”

“你的事业，就是中国革命和
人类解放的事业，这个伟大的事
业是一定会在全中国和全世界胜
利的。”正如1940年中共中央在为
吴玉章补办的六十寿辰庆祝会上
的祝词所言，吴玉章一生都在为
有益于中国，有益于人类的事业
而奋斗，坚持做一辈子好事。

（据新华社成都6月23日电）

“寻求救国安邦真理”
——吴玉章的革命故事

沈阳，皇寺路福安巷 3 号，一
排硬山式青砖瓦房显著保持着历
史的烙印。85年前的1931年9月
19 日，作为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所
在地，这里发出了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
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
领满洲宣言》。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上
午，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张应
龙、组织部长何成湘等召开了紧
急会议。这次会议决定，要给中
央写一个报告，发表一个总的宣
言。宣言定稿后，立即刻蜡纸、印
刷，并通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
进步学生在街头散发出去。

宣言明确指出，九一八事变是
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侵略中国、
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侵略行为，揭
露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提
出只有劳苦大众自己的军队，才是
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号召东
北军不投降、不缴械、带枪到农村
去，发动游击战争。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领
导机构，中共满洲省委之所以能
够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就迅速、
准确作出反应，与他们长期有效
的工作密不可分。据介绍，九一
八事变前，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
下，东北地区恢复了基层党组织，
加强了省委机关建设，并在长期
发动基层群众和组织工人运动中

获得了劳苦大众的支持。九一八
事变前，满洲省委及时向党中央
报告了日军在东北的活动情况，
使党中央了解到了东北局势。

当时在奉天纺纱厂、奉天兵
工厂等处，都有基层党组织秘密
活动。在九一八事变前夕，正是
满铁奉天驿（今天沈阳火车站）的
搬运工人，多次向党组织汇报了
他们发现的日军军事机密。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馆
长龚祖介绍，在《中共满洲省委为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
言》以及之后一系列宣言的带动
下，东北民众的抗日热情被点燃
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满
洲省委武装工农群众，联合一切
爱国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在
东北各地陆续建立起党直接领导
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
北人民革命军，继而发展成为东
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抗日军队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接下来的抗日斗争中，中
共满洲省委先后培养出了杨靖
宇、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周保
中等优秀东北抗联将领，抗日的
烽火燃遍了白山黑水之间。

沈阳中共满洲省委旧址于
1986年对外开放，共接待国内外观
众数十万人次，已成为进行党史教
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据新华社沈阳6月25日电）

这里曾发出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
——重访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罗荣桓、陈赓、李先念……
这些在中国革命史上立下赫赫战
功的将领，都在延安抗大接受过
教育”。6月 23日，伴随着讲解员
的解说，来自江苏的 40 多名游客
置身陕西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旧址，追忆 70 多年前延安的
那段烽火岁月。

1935 年 10 月，红军长征到达
陕北之后，面对中国东北等地被
日寇侵占，大批日军步步逼近华
北的危急形势，毛泽东同志组织
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并决定创建一所
培养抗日力量的红军大学。1936
年 6 月 1 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
大学”在陕北瓦窑堡成立。1937
年 1 月随党中央从瓦窑堡迁至延
安并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
军政大学”。

在战争年代里，抗大的学习
生活非常艰苦。但学员们以窑洞
为教室，以石头砖块为桌椅，以石
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白天苦练
杀敌技能，晚上伏案苦读。当时，

“边生产边学习，边战斗边学习”
成了抗大最为明显的办学特色。

延安抗大革命纪念馆馆长刘
晓东介绍，抗大总校当时在延安
共办了 8 期，培养了 29072 名干
部，加上 12 所分校共培养造就干

部 10 多万人，为中国反法西斯的
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据延安抗大革命纪念馆提供
的数据，1955年，在被共和国授予
的 10 名元帅、10 名大将、57 名上
将中，约有半数以上的元帅、大
将、上将是曾在抗大工作、学习的
干部和学员。

延安的抗大总校也曾辗转于
山西、河北等地坚持办学，1943年
1 月返回陕甘宁边区，并在晋东
南、晋察冀、山东、淮北等抗日根
据地先后建立12所分校。抗战胜
利后，这些学校完成了历史使命
结束办学，成为国防大学、黑龙江
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前
身。

“抗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军
事人才培养的宝贵经验。”延安大
学中共党史研究院院长高尚斌教
授说，抗大的干部培养，始终把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始
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
重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同时，注
重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磨炼革命
意志，培养艰苦奋斗奉献牺牲精
神等。今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军队形成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
党治党、治军的经验，都有抗大精
神和经验的延续。

（据新华社西安6月24日电）

十万将士出“抗大”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探访游人在贵州遵义“红军街”参观（6 月 18

日摄）。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革命老区贵州遵义市的“红军街”迎来红色旅
游高潮。

“红军街”是遵义会议会址景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毗邻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公园，
占 地 面 积 17000 平 方 米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16404.4 平方米，与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
陈列馆等景点，共同构成遵义红色旅游的一
条主线，是遵义市重点打造的红色旅游精品
工程。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贵州遵义“红军街”

（上接第一版）一个曾经饱受屈辱的国家重
新走上康庄大道。38年改革开放，我们离
民族复兴的梦想从未如此之近。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人民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
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丽史诗，一个生机
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
方。历史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
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

居安思危，安不忘危。如今，拥有8800
多万名党员、执政近 67 年的中国共产党，
早已不再是创始之初那个力量单薄的小
党。然而我们党始终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
醒自己、鞭策自己。直面“四大考验”“四种
危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全面从
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来抓，以理想信念教育补足
精神钙质，以严明政治纪律统一全党意志，
以坚决惩治腐败保持肌体健康，以狠抓作
风建设树立良好形象，一系列抓铁有痕的
行动，为我们这个百年大党注入了新的生
机活力，为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有力保障。

今天的中国，正攀行在通向又一个高
峰的最具挑战性的路上。到我们党成立一

百年时，我们就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的复兴
与一个政党的发展，形成了跨越一个世纪
的命运交织。激发走向百年政党的力量，
推进民族复兴的征程，是我们这一代共产
党人的历史使命。引领经济新常态、破除
改革阻力、激发创新活力，哪一项都不是

“愉快的郊游”。越是这样，就越要锻造更
加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永葆人民政党的
生机活力，激发走向未来的巨大力量。

走向未来，必须坚守信仰、不忘初心，铸
造经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
近一个世纪以来发愤图强的历史，也是共产
主义理想在东方大地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历
史。正是凝聚在信仰的旗帜下，一代又一代
共产党人舍生忘死、公而忘私，推动这个曾
经山河破碎的国度走向独立、走向富强。“理
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
是最危险的滑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理

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保证
思想不变质、信念不动摇，激发灵魂深处的
伟力，用行动践行理想信念，我们党才能具
备强大的真理力量与道义力量，为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建立更大功勋。

走向未来，必须植根人民、团结奋斗，筑
牢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最后一
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
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
他到战场。”这首当年的歌谣，见证了亿万人民
是如何一心跟着共产党，铸就了国家的新生。
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今天，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依然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依然是历久弥新的永恒课题。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牢记“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
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庄严承诺，贯彻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与人民心连心、
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
我们党才能坚如磐石。

走向未来，必须从严治党、强党兴党，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坚强领导核心。党 95 年的发展历程告诉
我们，什么时候党充满活力，民族就充满希
望；什么时候党坚强有力，国家就兴旺发
达。“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我们党的庄严承
诺，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立下的军令状。
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管党
治党向广大党员拓展，就是要坚定广大党
员的信仰和信念，保证全党始终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面对世界发展新格
局、全面小康新任务、经济发展新常态，我
们必须始终把党的自身建设和国家改革发
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
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
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
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不断以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创治国理政新境界。

人间正道是沧桑，奋斗者的脚步永远
不会停止。95 年过去，潮平海阔，千帆竞
发，只要我们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的信仰、坚
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不断自我超越
的动力，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永葆生机活力，
把中国梦的华彩篇章书写在神州大地上。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