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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船
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
中举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艘
画舫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
名字——红船，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

这艘画舫，新中国成立时已难觅踪迹。
1959年，南湖革命纪念馆开始筹建。现任馆
长张宪义回忆说，建馆的中心是船的复建问
题。在多方考证和细致还原后，送往北京的
船模得到了认可。经过紧张施工，1959年
10月1日前，南湖红船在蓝天秀水间重现。

“我的父亲、两个姐夫、师兄和我，参与
了大部分船体的建造。”嘉兴造船厂原副厂
长萧海根曾这样谈起当年造船时的情景，

“大家加班加点地干，每天晚上都不回家，累
了就在一个小房间里休息。”

广西运来的老杉木，江苏请来最好的雕
花师傅，橹、槁、藤床、梅花桩，一遍遍细致打
磨、精雕细琢……

“船体刷的是紫光漆，刷这种油漆时对
环境温度的要求很高，必须是25摄氏度左
右。但我们那时候没有空调，风扇都没有，
怎么办呢？大家想了个土办法，煤气炉上架
锅烧水，整个房间烟雾腾腾的，用这样的办
法保持住了温度。”萧海根说。

几十年岁月流过，不变的是匠人初心。
“那时候造船，没人是为了钱，而是觉得无比
光荣。一提到红船，我心里就高兴。”萧海根
说，“我一生中造了30多种船，最幸运的，就
是参与造了这艘红船。”

护 船
20世纪90年代，萧海根在红船旁给南

湖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做报告，观众席中
有一位年轻的护船工，名叫张新志。近30
年来，他一直是南湖红船的忠实守护者。

“一般的木质船很难保存这么多年。但
南湖红船不一样，这是我们的母亲船，要不
惜一切代价把她保护好。”1985年，张新志
入职南湖革命纪念馆，主要负责红船的维修

保护等工作。
一年一小修，两年一大修。每次维修，

张新志和同事们都要把红船的1000多个零
部件挨个儿检查一遍。大暑时节，他们在烈
日直晒下给红船木板抹桐油。八道桐油，抹
完一层，晒干，再抹一层，确保桐油完全渗透
进木板。“夏天的时候，别人希望下雨降温，
我们就怕下雨耽误修复，光抹桐油这道工
序，就要50多天。”

台风来临，张新志和同事们时刻守在红
船旁，根据风向和水位，拖拽红船不断换到
避风的位置；寒潮来袭，他们不惧冰冷刺骨
的湖水，为红船清理冰霜和积雪……

2018年，张新志光荣退休，还是时常会
带客人、朋友到红船边讲故事。“跑到哪里，
我都会说，我是南湖修红船的”“小船上诞生
了大党，红船精神引领中国。守护红船是多
么光荣的事情啊”。

颂 船
张新志的妻子和女儿，都是南湖革命纪

念馆的讲解员。妻子徐金巧，曾是嘉兴地区
京剧团当家花旦，1984年到南湖革命纪念
馆工作。女儿张一，自小在南湖边长大，如
今已是红船旁的金牌讲解员。

“爸妈是我工作上的良师益友，我们三
个人在一起聊天，经常三句不离‘南湖’和

‘红船’。”张一说，“妈妈告诉我，讲解员表面
看光鲜亮丽，但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对个人
素质要求很高。爸爸告诉我，讲好南湖红船
的故事，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要以岛
为家、以馆为家……”

这些年，张一接待了许许多多来看红
船的人。参观者聆听她的讲述，她也从参
观者身上收获感动。张一曾接待过一位80
多岁的老红军，老人坐在轮椅上，面对红船
时特别激动。他对张一说，自己年岁大了，
最大的心愿就是到嘉兴南湖，再亲眼看一
看红船。

“先辈们给我树立了榜样，现在，我要为
后代树立榜样！”张一说。

（新华社杭州1月21日电）

承此一诺 必守一生
——我在南湖守红船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浙江嘉兴，是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召开地，也是中国革命
红船的起航地。一代代“红船人”，用生命守护着红船，用最真挚的情感讲述着红船故事。

一尘不染的长袍，油亮整齐
的头发，浓密的胡须掩盖不住坚
毅的面庞，这是马丽颖脑海中祖
父马骏永远的青春形象。

他有至真至纯的深情和忠诚；
他有烈火般燃烧的执着和

激情；
他，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

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他一生都在为救亡图存奔

走呼号；
他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
65岁的马丽颖，一生都在收

集祖父的各种资料。许多的故
事，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百年前，
去见证这位共产党员风华正茂的
青春。

我要牵着你的手
马骏出生在吉林宁安（今黑

龙江省宁安市）一个回族家庭。
他热爱读书，关心国家大事，父亲
带回宣传十月革命的俄文小册
子，让马骏逐步接触到新思想。
他和杨秀蓉结为夫妻后，不论走
到哪，都紧紧牵着杨秀蓉的手。

“奶奶常常讲起这件事。她
说，虽然难为情，但心里更多的
是对爷爷的信任和依赖。”马丽
颖说。

不仅执意要牵手，就连杨秀
蓉这个名字，都是马骏起的。那时，许多妇女随夫姓，
杨秀蓉曾被唤作“马杨氏”。

被新思想洗礼的马骏，看不惯这样的习俗，不仅给
妻子起了名字，家里的女眷都被他重新拟了正式的名
字。“男女平等，我们要尊重女性。”马骏说。

1922年，马骏回到家乡，组建了东北地区第一个
中共党组织“宁安党小组”，从事地下工作。夫妻聚少
离多，天津、北京、吉林……远赴各地开展革命活动的
马骏，常常是悄无声息地离家、归来，如此往复。

即便是短暂的欢聚，也难掩这位共产党员对孩子
的爱。留着大胡子的马骏，每次回来都要抱着孩子亲
昵好久，硬硬的胡茬总会惹哭孩子。“奶奶和我讲，爷爷
看见孩子，‘死稀罕死稀罕’。”马丽颖温情地说。

革命比生命更重要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至天津，学生们立刻

组织起来。正在天津南开学校求学的马骏，凭借出色
的组织能力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正值“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运动如火如
荼之际，本来已经同意罢市的天津商会，迫于政府压
力临时反悔。马骏听到这一消息，迅速赶到商会，要
求他们履行承诺。

会堂里，一位张姓商人接连质问马骏：“马同学家
在天津否？在天津有财产否？在天津有家眷否？”马
骏均回答：“没有。”张姓商人又问：“马同学家不在天
津，在天津也没有财产，可知道罢市给我们商人带来
的损失？”

听到如此挑衅之言，马骏反问张姓商人：生命和财
产哪个重要？张姓商人回答：当然是生命。马骏激昂
地说：“马骏在天津既无家眷也无财产，但有生命在
此。今天我就用我的一条命换你的财产！”

言罢，马骏一头撞向室内的一个大木柱，当场头破
血流，晕死过去。在场的商人们大惊失色，深受感动，
会长当即表示立即恢复罢市。天津的革命运动掀起新
的高潮。

别管我，让我和他们“骨碌”
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北，中共北方区组

织被严重破坏。正在莫斯科学习的马骏奉调回到北
京，负责恢复党组织工作。当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
马骏不幸被捕。消息被秘密传到宁安，杨秀蓉带着刚
满3岁的小女儿，当掉所有家当，急匆匆赶往北京。

正是寒风刺骨的时节，北京一个胡同外，一位女子
用尽全身力气，把一个小女孩托举到高高的铁窗前。

“看得到吗？”杨秀蓉在外面喊。“看得到。”阴暗的监牢
传来马骏嘶哑的声音，却难掩开心。

“下回你申请特殊接见，这样咱俩就能在屋里见面，
我也能抱抱孩子。”马骏隔着一道墙和杨秀蓉大声说。

第二次探监，马骏如愿以偿。短暂的团聚，让阴冷
的监牢里多了些温暖，马骏抱着孩子亲了又亲。当杨
秀蓉提出用钱“疏通”把马骏赎出去时，可没想到，这一
提议被他严词拒绝。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们今后能过上好日
子。”马骏说，“你要好好教育孩子，不要乱花钱，别管我，
让我和他们‘骨碌’（纠缠的意思）。”句句叮嘱，在杨秀蓉
听来，却是锥心之痛。她知道，这一别，也许就是永远。

1928年2月15日，马骏英勇就义。被押赴刑场
的路上，马骏还在用洪钟一样的声音不停高喊：“中国
共产党万岁！”长长的胡须随风飘舞，他正义凛然，面
无惧色。

“爷爷的一生是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为了人民，他
不惜牺牲生命。”马丽颖说，“他的精神，我们会一直传
承下去，勇敢前进！” （新华社长春1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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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沪昆高速公路义乌段的“望道互通”
出口驶离，驱车沿着山脚公路蜿蜒而上，便
来到分水塘村。村里流传着一个家喻户晓
的故事。1920年的一个春夜，浙江义乌分
水塘村一间久未修葺的柴屋，一个年轻人在
煤油灯下奋笔疾书。

母亲在屋外喊：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
吃了吗？儿子应声答道：吃了吃了，甜极
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却发现
儿子嘴里满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也没动。
原来，儿子竟然是蘸着墨汁吃掉了粽子！

这位把墨汁当红糖吃掉的人叫陈望道，
他翻译的册子叫《共产党宣言》。墨汁为什
么那样甜？原来，真理也是有味道的，甚至
比红糖更甜。

作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该书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初版1000
册一销而光。从此，这本小册子在中国不断
传播，影响了一批为寻找中国未来而奔走的
中国共产党人。

分水塘村一度鲜为人知，但其所属地义
乌，如今以小商品之都闻名于世。近年来，
当地对陈望道故居进行了整体修缮，并还原
了陈望道在柴屋译书的场景。2018年以
来，依托红色资源，义乌在当地打造了一条
长达13公里的道路——“望道信仰线”，作
为义乌十条美丽乡村精品线之一。

53岁的村民陈华仙从2011年开始，就
在陈望道故居担任管理员。前些年偶有游
客来访，她便承担起了义务讲解工作。“我爷
爷是跟陈望道一起长大的伙伴，在我小时候
爷爷就经常跟我说起陈望道当年的故事。
但直到我做了讲解员，才真正了解陈望道，
他对真理的追求和救国救民的初心让我很
佩服。”陈华仙说。

如今，讲解过程中游客提出的问题，陈
华仙都能对答如流。她翻开角落的留言簿
对记者说：“这些年来瞻仰陈望道故居的人
越来越多，很多单位都来这里上党课。”

以前分水塘村只有一家代销店，随着来

瞻仰观光的游客不断增多，现在不仅有了农
家乐和小饭馆，还开起了望道邮局、进口商
品直销中心、麻糖手工作坊、非遗木刻版画
工作室等，2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分水塘村党支部书记陈仕杰告诉记者，
就这么一个小山村，如今村中一半多的村民
成了生意人。他们有的在距离分水塘村20
多公里外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拥有自己的店
铺，有的则在当地开办了企业。

从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进行“鸡毛换
糖”，到马路市场、钢棚市场几代摆摊经营，
改革开放以来，资源贫瘠的义乌逐渐发展成
为全球著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百年前，在义乌闭塞的小山村里，一位
满怀救国理想的年轻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火
种引进了中国。而现今，并行于“望道信仰
线”行驶的中欧班列（义乌），也让分水塘这
个小山村与全世界的联系再度变得紧密。

2014 年 11 月 18 日，中欧班列（义
乌）——“义新欧”从义乌西站始发，途经哈

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等国家，
历时21天，最终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这条全长1.3万公里的中欧班列铁路线，打
开了义乌和欧洲经贸往来的新通道。

“从前的需要，只限于国货就够了；如今
却要求国外的生产品。从前只株守一乡一
国，如今却也讲求各国国民的交际和互助。”
时光走过百年，重读陈望道的翻译，让今天
的我们更真切体会到：马克思是对的，真理
的味道是甜的。

意大利的饼干、捷克的水晶杯、土耳其
的花生油、巴基斯坦的毛巾……“义新欧”
进口商品直销中心位于分水塘村核心区的
古街上，占地约100平方米，村民和游客在
这里可直接“海淘”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源头货。

“直销中心虽然国外产品很多，但卖得
最好的还是跟陈望道有关的原创设计产
品。”店员陈丹感慨地说。

（新华社杭州1月22日电）

在义乌，寻找“真理的味道”

“东方红，太阳升……”悠扬的《东方红》
乐曲结束，整点的钟声从矗立在郑州的一座
独特的连体仿古双塔塔顶传来，回响在周
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中。与这些高楼
相比，这座高63米的塔似乎不够“魁梧”，
与郑州悠久的历史相比，这座塔又显得非
常年轻，但它却是郑州的地标性建筑，也是
郑州人的精神之塔，这就是——郑州二七
纪念塔。

“不到二七塔，就等于没到过郑州。”足
见二七纪念塔在郑州人心中的地位。而二
七区、二七路、二七广场、二七商圈……这一
个个名称似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座城市
与一段历史割不断的联系。

“这面墙上的浮雕，再现了当时京汉铁
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时的场景……”郑州二七
纪念馆社会教育部讲解员陈默说。

郑州位于京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交会
处，铁路工人集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工
作的重要地方。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
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在铁路沿线开
展工人运动。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

已建立起16个分工会，为成立总工会奠定
了基础。

1923年2月1日清晨，各地代表齐集郑
州，从郑州火车站出发，向总工会成立大会
会场——普乐园挺进。

反动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面对全
副武装的敌人，代表们毫不畏惧，冲破军警
的包围圈，冲进会场。在一片欢呼和口号声
中，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大声宣布京汉铁
路总工会成立。

2月1日晚，总工会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为争
人权争自由，决定在2月4日举行全线总罢工。

面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军阀吴佩
孚决定用武力镇压工人。

2月4日上午9点，郑州分工会工人们
齐集机厂煤台，高斌拉响三头汽笛，宣布罢
工开始。随后，江岸从10点起，长辛店从
11点起，先后宣布罢工。在三个小时的时
间里，从南到北一千多公里的京汉铁路线
上，三万工人实现了总同盟大罢工。

2月7日，吴佩孚在列强的支持下调动
两万多军警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制造

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施洋、林祥谦、
高斌等52位同志英勇牺牲，300多人身负
重伤，1000多人被开除，流离失所。

“二七惨案”后，京汉铁路沿线工人运动
暂时转入低潮，但是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没
有退却，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踏着烈士的
脚印，又开始了新的斗争。1924年 2月7
日，全国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

郑州分工会恢复后，汪胜友被选为郑州
分工会委员长，司文德被选为工务处工人总
代表，他们二人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于
1926年7月组成秘密战斗小组，经常在夜
里卸掉铁轨上的枕木，烧毁桥梁，有力地打
击了封建军阀。1926年10月6日二人被
捕，15日被杀害于郑州的长春桥。

岁月变迁，曾经的水深火热之地如今已
换了新颜。

“1951年郑州市翻新道路时将长春桥
旧址扩建为二七广场。当时广场内建有一
座木塔，1971年木塔倒塌。为了纪念京汉
铁路工人运动，郑州市政府当年在原址上修
建了二七纪念塔。二七纪念塔自建成以后

一直走在郑州市文化传播的最前沿，许多工
商企业都以二七塔为商品注册商标，环绕二
七纪念塔周边，二七区、二七路、二七商圈
……可见二七纪念塔在郑州人心中举足轻
重的地位。二七纪念塔不仅成了郑州的地
标性建筑，也成为郑州人心中的精神之塔。”
陈默讲解道。

如今，站在二七纪念塔顶眺望周边，白
天车水马龙、夜晚灯火璀璨，现代商业都市
的繁华一览无余。

郑州二七纪念塔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
历史的记忆，镌刻着红色的基因，自1971
年落成以来，它就像一位岁月老人，见证着
郑州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而其所代表
的“二七精神”，也在一代代郑州人中延续
和传承。

“烈士们用鲜血为我们换来和平幸福的
生活，在我们铭记历史、瞻仰先烈的同时，请
不要忘记继承先辈遗志，发扬团结互助无私
无畏的精神，将我们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陈默话音刚落，塔顶又传来了《东方
红》的乐曲声。 （新华社郑州1月23日电）

用我一世烟火 换你人间繁华
——二七纪念塔的前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