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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情怀”征文

我与革命烈士冯铿的甥孙女璇铿,曾是三
十多年前同一服装厂的班组同事。记得早年
在工余闲聊中，她常聊起她那引以为傲的姨婆
冯铿烈士的生平往事。真让我听后心潮澎湃、
激动不已。

今年适逢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诞辰。
当年冯铿烈士的感人事迹，激励着我非把它写出
来不可，以释自己多年来心中未解的夙愿。

冯铿祖籍浙江杭州，后来全家迁徙至潮州枫
溪云步村定居。1907年秋，冯铿出生于山清水秀
的潮州山乡。由于时值屋外满山腊梅争相吐艳，
让大哥忆起了唐代诗人樊晃那脍炙人口的“南路
蹉跎客未回，常蹉物候暗相催。四时不变江头
草，十月先开岭头梅”的诗句，于是信口为小妹起
了个颇为文雅的名字，叫岭梅。

冯铿的双亲都是书香门第的知识分子。冯
铿从小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长大。1920年夏天，
冯铿于汕头礐石正光女校小学毕业，翌年到友联
中学继续学业。期间，由于学校受北京学生运动
及“五四运动”的影响，冯铿和许多学生一起上街
焚烧及抵制日货，将抵制日货行动进行得如火如
荼。随后，骇人耸闻的“五卅”惨案爆发，冯铿率
领几位学生在校园里组建了“火山剧社”。他们
积极走上街头为民众公演了《六面壁》、《死约》、

《第一身》等一批进步剧目，宣传抗战救国的道
理，唤起民众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满和抗争。
在那段热火朝天的斗争中，冯铿的意志和胆识获
得了大家的认可，被推选为学生联合会代表。

当时友联中学中有一学生组织叫“友中月
刊”，擅长于诗歌及小品创作的冯铿在其中担任
编辑。并于1924年期间开始在《岭东民国日报》
上陆续发表诗集《深意》。由于她的作品个性刚
强，性格鲜明，敢爱敢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位
热血青年渴望自由、向往光明及美好未来的殷切
祈盼。因此深受大家的好评。

1925年在友联中学高中期间，正值国民革命
军首次东征莅临潮汕。冯铿被大家推选为岭东
学联代表，她和学生们一起赴乡村慰劳驻军将
士，为他们送衣送物，并编排了许多小品、戏剧为
官兵演出。为宣传抗战而助威呐喊，被大家亲切
誉为“大作家、女演员、女革命者”的称号。

1925 年至 1926 年间，冯铿在汕头友联中学
《友联期刊》上陆续发表了其政治论文《破坏和建
设》、《妇女运动的我见》，短篇小说《月下》、《一个
可怜的女子》等文章。同期还在《岭南民国日报》
上发表了诗歌《深意》、《你赠我的烛一支》、散文

《开学日》、《夏夜玫瑰》等作品。在这些文学创作
中，充分表现出冯铿对旧社会封建伦理、道德纲
常对妇女的迫害及摧残而深感悲愤及愤慨，对未
来国家的前途和光明充满了热忱和希望的迫切
之情。并采用对比手法，深刻揭露了黑暗社会存
在的诸多贫富不均现象，号召大家勇敢起来与反
动政府作斗争！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
政变，大肆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岭东民国报》

社长李春涛惨遭杀害，冯铿大哥冯印月也遭到当
局通缉。霎时间到处腥风血雨，潮汕大地陷入了
白色恐怖当中……

为了躲开敌人追捕，冯铿女扮男装来到桑埔
山下的农村潜居。并在1928年春，伙同许美勋一
起到澄海某学校教书。期间由于多次组织学生
与污蔑和迫害革命志士的反动教育局长抗争而
遭到辞退。随后又跟同学一起创办了澄城“东方
学校”，后因遭受当局迫害而辍业停办。至此，毫
不气馁的冯铿又重新拿起了笔，创作出许多脍炙
人口的小说、诗歌、散文和独幕剧等。其中遗传
于世的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最后的出路》、独幕剧

《胎儿》等，在这些作品中，冯铿大胆揭示了许多
贫富不均、待遇不公的社会弊病，强烈要求政府
必须要解放妇女，还妇女自由等正义呼声。

1929年春，冯铿与许美勋一起来到全国革命
文学中心上海，当时许美勋在南强书局筹办《白
露》月刊，冯铿则继续英语学习并从事文学创作，
并完成了速写体小说《无着落的心》。同年5月，
在杜国庠、柯柏年两位潮籍革命家推荐下，她光
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
先锋战士。

期间她的中篇小说《女学生的苦闷》发表在
上海《女作家杂志》上，其短篇小说《遇合》、随笔

《一团肉》，也相继见报于《新北》杂志。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

成立。冯铿出席大会并担任该左联机关报刊负
责人。同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
海隆重召开，冯铿及柔石、胡也频等3同志作为左
联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上，许多来自苏区斗争
的真实情况，对冯铿的触动很大。为此她创作出
一批翔实反映苏区生活及红军题材的文学作品，
如《小阿强》、《华老伯》、《女同志马英的日记》
等。在此类作品中，冯铿都是选用文艺形式去热
情讴歌红军女战士是如何坚持在极其艰难困苦
的恶劣环境中，配合红军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
高大形象。在当时，此类作品是左翼文学史中最
早歌颂苏区斗争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具有其深远的意义，也是冯铿留给后人的最后
一份珍贵礼物，为此冯铿被誉为30年代里“最为
出色和最有希望的女作家”。

1931年1月17日下午，冯铿参加在上海南京
路东方旅社31号房间秘密召开的党员会议。由
于遭受叛徒告密而惨遭被捕，同期遭难的还有冯
铿、柔石、胡也频等8位地下党同志和其他的36
名共产党人。

23日上午，冯铿等人被押送到龙华警备司令
部，并被关进冰冷的女牢。由于天寒地冻，每天
吃的是猪狗不如的饭食，睡的是冰冷的地板，穿
的是单薄的囚衣。凛冽的北风吹裂了她手脚的
皮肤，非人的生活折磨得她痛苦不堪。由于缺乏
营养，冯铿的身体开始浮肿，脸庞也呈出青菜
色。半个月后，浑身长满了虱子奇痒难熬，夜间
都难以入眠。由于每天受尽敌人酷刑拷打后，回
到牢里经常痛得满地打滚，直至昏迷。但她苏醒

后仍高呼口号，每呼一句口号都给她增添了无穷
的力量。敌人始终都难以撬开冯铿的嘴巴，从她
那里得到党组织的丁点消息。冯铿这位坚强的
共产党员，早已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她始终牢
记入党时的誓言：“宁可牺牲！永不叛党！”在敌
人面前始终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崇
高革命气节。尽管当时地方党组织和各方人士，
都在多方设法营救他们，没想到敌人却提前下了
毒手。

2 月 7 日深夜，穷凶极恶的看守长带着一帮
恶徒冲进了监狱，许多同志都被五花大绑地推出
门外。当看守长呼叫着冯铿的名字时，她清楚地
意识到：自己为党为国献身的时刻终于到了，她
安详地整理了自己的衣裳，挪动着浑身血污的身
子，从容不迫地走出牢门，像做客般的平静淡定
……就连平日里张扬跋扈的看守长此刻也被冯
铿那镇静的神情所震慑！他简直不敢置信：眼前
这位柔弱的年轻女子真的不怕死？再也不敢与
冯铿那鄙视的眼光对视……

此刻，即将英勇就义的同志被分成两行，大
家都相互搀扶和鼓励着走向刑场，“哗—哗—哗”
的拖地脚镣声打破了大地的静寂，犹如一曲悲壮
的英雄赞歌！经历过一阵可怕的枪响过后，前面
的同志来不及呼喊口号便应声倒下！而紧跟后
面的冯铿却毫不畏惧地冲上前高喊口号：“中国
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又
一阵乱枪响起，倒在血泊中的冯铿挣扎着站了起
来，继续呼喊着口号。乱枪中冯铿的头部和胸部
多处中弹，殷红的鲜血把她定格在24岁花季年华
之中！冯铿烈士用她的殷红鲜血，染红了潮州古
城那争相怒放的木棉花！

得知噩耗，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不禁失
声痛哭，连称冯铿“是一位新进稀少的妇女作
家”。而中国人民友好的美国朋友斯诺先生闻讯
后，也对冯铿表示惋惜，连称她“是位很有才能的
女小说家”。

1952年5月，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亲自为革
命烈士颁发烈士光荣纪念证书。而冯岭梅（冯
铿）的《革命烈士纪念证书》是00001号，位居全国
万位革命烈士之首!这是当年人民领袖对冯铿烈
士的高度评价和赞赏！也足以见证了冯铿在全
国人民心目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人民政府为冯铿等24名
革命先烈兴建了“龙华烈士陵园”及左联纪念
馆。邓小平、江泽民、陈云等国家领导人也先后
为先烈们撰写了碑铭和题词。

著名诗人臧克家曾经在他的诗作中写道：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
活着……”冯铿是一位令人敬仰、永垂青史的
潮汕革命先烈！她的文学才能尚未尽情发挥，
便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实在是令人深感惋
惜！冯铿给后人留下的珍贵遗作，是潮州文艺
界朋友不可多得的一份宝贵财富。冯铿是中
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先驱作家！也是潮州
人民的骄傲！

冯铿——中国革命的文学先驱
□ 谢鹏翼

1956年春天，我刚好19岁，正值风华正茂，怀
着一颗报国之心，毅然报名参军入伍。

65 年过去了，每每回忆被批准入伍的那
一刻，我仍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那是我人
生一个重要的新起点，那一夜，我兴奋得彻夜
未眠！

参军后，我有幸被选入位于徐州市的空军学
校学习。军校环境很好，军训却十分严格和紧
张。我们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在摸爬滚
打中接受全方位的锤炼。

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受到父母严格的教
育，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很快就适应了军校的
大环境，各科成绩优秀，并受到部队的通令嘉奖。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
废待兴，物质相对紧张。但国家对我们军校
的建设还是十分关心和重视的，军校的生活

既严肃又活泼，除了正常的军训学习外，还经
常组织文娱晚会，生活过得很充实。

我负责编辑黑板报，报道学校的动态、反映
学员的情况，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是学校宣
传的主阵地，对提高军人的思想政治水平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
指导员经常表扬和鼓励我，要我在各方面都

有进步，争取早日成为共产党员。从那以后，我
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首长的期望，力争在各方
面做得更出色。我被选为分队长，带领学员勤学
苦练，完成各项军训任务，我所在分队被评为先
进集体，个人被评为标兵，并出席部队先进代表
大会，受到通令嘉奖。

在上级首长的关怀、培养下，我终于在入伍
一年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回首参
军入伍那一年，品味入党那一刻，我的心又回到
了那充满激情的青春岁月！党啊！慈爱的母亲，
我永远把您的教导铭记在心，初心不变，做到退
伍不褪色，永远和您心连心，用实际行动践行自
己的诺言。

参军
那一年

□ 张衍灿

划龙舟
龙还是在人们心里潜伏，只是不再神秘了。称呼也没有

变，龙舟依然是在江流里纵横着。从山林里来到江河，木头也
是依然沉默，顺乎人心化为结实而绘彩的龙舟。

划动的桨呼唤着健康的力量，一支是孤独的，两支是结
伴，三支是团结，四支开始就是集体了。这是雄性的，是呐喊
的，是火焰的。

最初的激愤已经遥远，只在文学的心上留着伤痕。历史
的车轮滚滚，浪潮滚滚。

划龙舟的人，看龙舟的心，还有怀念的精神，都属于一个
热闹的节日。

屈原
这心，浸过离骚的夜晚，隐隐作痛。端午，我的屈原日。

两千多年前的那一个场面依然触目哀痛。一颗热血的头颅，
一颗激愤的心。诗人啊，你结束的不仅是一个生命，也是一个
陈腐的时代。

民心不亡，历史也不会泯灭。诗人啊，你是夜幕里的一道
闪电，警醒着多少后来人。

爱，有小爱，有大爱。家国同在。
你的诗歌闪耀着光芒，成了后世文学的源头。
诗人啊，你是一把不灭的火，燃烧在人心内外。

粽子
乳白色的糯米，混合了馅料，被包裹在青青的粽叶里，捆

上苇草。这美味的粽子，多像一颗甜美的心。最初却是为了
喂鱼，用一颗颗“心”去喂鱼，怕的是鱼儿吞噬了挚爱的诗人。

多么朴素的一个愿望，从此就有了两千多年的牵挂。年
年有心，年年有爱。

诗人的身体早已活进江河了，诗人的心还在人们的身体里。
诗人，您的诗也被时间包裹成了粽子，喂养了多少文学的

鱼儿。

端午（三章）

□ 林进挺

三月泥土喧腾，四月艾草分叉，五月艾齐人高，清冽之香铺
天盖地之时，端午就要到了。

我的家乡，艾草长在房前屋后的边角瓦碴地，旧年宿根，遇
春轮回，春风吹，春雨润，如乡下泼皮丫头，一转眼，楚楚有致：那
互生的羽叶，那精致的波叠式边缘线，绿茸茸，嫩生生，随着春深
夏至，茎叶渐转灰白，似扑了一层薄薄的粉，难怪有人说它像一
阕小令。美人多少有点脾气，那味儿纯粹，香里有苦，苦里有风，
风里有阳光，颇似不管不顾、敢爱敢恨的烈性人生。艾草的外表
很阴柔，内在很阳刚。

端午前些日子，祖母会早早割上一捆艾草，晒干。端午节这
天，给家里的孩子烧艾叶水熏蒸，说能驱邪、禳毒、招福，最实际的
作用就是让我们当年夏天不害疮。小时候，夏天日头似乎特别
辣，小孩子容易生疮。祖母靠端午节的艾草煮水洗澡熏蒸，我们
竟然不生疮。其他人家也知道艾叶煮水熏蒸好的，就是不记得按
时按节去做，不是早了就是迟了，效果不大好。由此，祖母在庄邻
中威信高，家里顽童生了久治不愈的瘌痢头，孩子母亲就把小人
带到祖母这里，请她帮忙诊治，总会有效。

临近端午，母亲也忙碌起来。拣嫩嫩的叶片摘，洗干净，把
艾草切碎，用纱布裹着，揉出汁水，滴到新磨的糯米粉里，做艾草
团子，上笼蒸，出锅后，个个饱满喧腾又青翠欲滴，味道清香苦
甜，让人回味无穷。母亲还会用新铡的艾草炖翅膀刚放斜口刀
子的小笋鸡，锅滚即食，鲜嫩，清淡，香味袅袅。

整个夏季的夜晚，都有艾草点燃的气息，那是乡村原生态的
蚊香，淡淡清香，伴着夏季夜露的清凉，和乡亲们摆龙门阵的热
闹。艾草升腾的烟雾里，弥漫着中国式的田园牧歌，简单、闲适、
惬意。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里记载，五月五日，采艾悬门户
上，以禳毒气。明张岱《夜航船》又说：“端阳日以石榴、葵花、菖
蒲、艾叶、黄栀花插瓶中，谓之端五，辟除不祥。”年幼时，我对这
些风俗由好奇到视若无睹，甚至一度以为迷信。但现在，每到端
午，我也会在街头买一束系着红线的艾草，悬挂在居所的门上，
进进出出，暗香浮动，耳边回荡起小时候的童谣：“粽子香，香厨
房；艾叶香，香满堂。”那些流逝的日子，借着我上班前后的短暂
空隙，瞬间奔腾而至。

艾香袭人
□ 王晓

望着街边枯落的木棉花，我陷入了沉思。回忆在脑海中变得格
外清晰，我与爷爷的个个画面如放映机般，一帧帧地播放着……

小时候，爷爷总带着我去公园里捡木棉花，他那大大的手牵着我
小小的手显得格外有安全感。到了木棉树下，爷爷教我如何分辨哪
些花新鲜哪些腐烂，然后便和我一起捡起了一朵朵大红中带有一点
橘色的木棉花，最后放入袋中。拾完，爷爷便又牵起我的手，穿过一
条条石路小巷。爷爷的脚步沉稳，我的步子轻快活泼，我蹦跳着，手
里的袋子也跟着轻轻地甩啊甩。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拉出了长长的影
子，影子里有欢歌和笑语。

回到院子里，我搬来了两张小板凳，和爷爷一起在门口石阶旁的
空地坐下，仔细地挑选起了刚刚捡来的木棉花。爷爷将几朵最大最
鲜艳的花串在一块做成了一个小花环并戴在了我的头上。我臭美地
活蹦乱跳着。阳光透过花瓣透着红，或许这就是光的形状吧。

剩余的花朵便被爷爷放在庭院里晒，过几日便可以拿来煮汤了。
爷爷一边挑一边温和地说，你看这花挨在一块多美啊，你知道它的花语
是什么吗，它意味着珍惜身边的人和珍惜当下！我似懂非懂地望着爷
爷，但还是用力地点着头，在心中默念着刚刚那番话：珍惜当下……

就这样，时光过得飞快。每年花开时节，我与爷爷到公园的大树
下捡木棉花似乎已成了一种习惯。今年春来早，木棉树还是那么高
大挺拔，火红的花朵依旧开满了枝头，可那树下只剩下我一人了，我
再也不能与爷爷一起来捡木棉花了。

那日，我拾起一朵最大最美的木棉花，轻轻地放在了爷爷的墓
前，小声地说，爷爷，送你一朵木棉花。我会一直铭记你教我的道理，
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珍惜身边所有爱我与我爱的人。

奇花烂漫半天中，天上云霞相映红。爷爷，送你一朵木棉花，愿
我们来世还相见！

送你一朵木棉花
□ 郑知临

犹记当年赛龙舟 邓建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