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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20 日，我与 94 岁高龄
的李坚同志一起去四明山上的芝林
村，参加“浙东临委驻地革命史迹陈
列馆”落成典礼。回来后她感到身体
不适，23 日去医院诊治，几天后被告
知患了绝症，且已不能动手术。5 月
27 日，李坚同志停止了呼吸。从发现
病情到去世，仅一个月时间，走得何
其匆匆！她的家人和亲友都难以接
受，而我作为与她相处多年的老战
友、老同事，心里也倍感沉痛。

李坚同志是原宁波地区人事局
局长、市人社局离休干部，是一位
有着 74 年党龄的老党员。

1949 年 5 月，在中共四明工委
举办的“城 （市） 工 （作） 干部学
习班”上，我与她相识。那是一次
为迎接解放、接管城市作准备的为
期两周的培训班，参加者大多为游
击根据地的民运干部。当时我还是
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学生，而
李 坚 已 在 游 击 区 工 作 战 斗 了 一 年
多，且比我大 4 岁，在我心目中，
她就是革命队伍里的大阿姐。

我们鄞慈县办的这些同志，1949
年 5 月 24 日下山到鄞西集士港，与
南下的解放大军会合后，一起从宁
波西门口进城，亲历了宁波解放的
全过程。接着，我与李坚又同在宁
波市军管会职工部属下，分别到万
信纱厂与恒丰布厂当过驻厂干部。
离休后，我们两人都担任过宁波市
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后来成
为顾问，所以彼此十分熟悉。纪念
宁波解放 60 周年时，市新四军历史
研 究 会 要 编 著 出 版 一 本 名 为 《回
眸》 的书，希望老同志们各写一篇
革 命 回 忆 文 章 。 李 坚 要 我 帮 她 整
理 、 执 笔 《我 求 解 放 的 道 路》 一
文，这使我对她的身世、为人和革
命经历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一）

李坚，原名李瑞琴，曾用名李迎、
李玲花，现用名是 1952 年取的。1928
年她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农民家庭，
有姐妹兄弟 6 人，靠父母干农活养家
糊口，度日艰难。她是长女，16 岁那
年通过别人介绍到上海申新第九纺
织厂（简称“申九厂”）做工。这是一个
有 7000 多名工人的大厂，每天站着
劳动 12 小时，日夜翻班，工作强度
大，生活条件差，报酬低廉。在老工
人、地下党员何宇珍的影响下，李坚
逐渐明白工人要翻身求解放，只有靠
大家团结起来，一起推翻压在头顶上
的“三座大山”。于是她就跟着一些地
下党员参加各种斗争：要求厂方改善
工人生活与劳动条件；参加“反内战、
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参加对闻一
多、李公朴的悼念活动⋯⋯斗争实践
中 ，李 坚 懂 得 了 更 多 的 革 命 道 理 ，
1947 年，地下党组织吸收她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48 年 1 月，上海发生震惊全国
的“申九惨案”。作为地下党员的
她，参加了与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
的斗争，后遭逮捕。因未暴露党员
身份，被关押一个多星期后获得释
放，却被厂方开除。在上海没有一
个歇脚的地方，李坚找到了在这场
斗争中被反动军警刺伤，刚从警察
医院放出来的党小组长薛幼娣，即
投宿在她家里。党组织把同样被开
除出厂的 10 多名共产党员召集在一
起，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积极
向 上 海 各 界 揭 露 “ 申 九 惨 案 ” 真
相，为死难工友举行悼念活动，声

讨反动政府罪恶的行径，组织失业
工人到工厂和市政府请愿等。面对
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反动当局进
行疯狂的镇压，王孝和烈士就是在
这 时 遭 逮 捕 牺 牲 的 。 在 白 色 恐 怖
下，地下党组织通知李坚等同志立
即转移，撤退到游击根据地去。

同年 4 月下旬，李坚等 8 名地下
党员分批来到浙东四明山游击根据
地。在政治交通员余文光陪同下，他
们乘轮船，经宁波上四明山，住进芝
林村诸石坑浙东临委驻地的一个“公
馆”（代号“新新公司”），李坚化名李
迎。组织上分配她任驻芝林村民运干
部，为做好山区群众工作，必须与他
们打成一片。在大家建议下，她又改
名为李玲花。从此“玲花姐”便成了芝
林村村民中的一员。

同年 10 月，浙东临委决定建立
一个实验区，李坚兼任了实验区一部
分工作，除了继续做好本村民运工作
外，还做了大量联络工作，接待前来
参加革命的地下党员和知识青年，负
责安排生活、安全保卫等。是年底，浙
东临委转移去会稽，她仍留在鄞慈县
办做民运工作。在此期间，她还经历
了最后一次反“清剿”斗争。1949 年 3
月，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四明山特
别是鄞西、慈南区游击队对他构成很
大威胁。国民党反动派遂调集青年
军、交警总队、浙保部队数千人，对鄞
慈地区进行重点“围剿”。一天敌人进
村清剿，李坚同志来不及上山躲避，
所幸在群众掩护下，逃过一劫。可就
在这次“围剿”中，民运干部夏苗和朱
敏、陈辉、徐角方、肖章等先后被捕，
牺牲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

（二）

李坚的爱人鲍纯甫，四明山余
鲍 陈 村 人 ， 是 1943 年 入 党 的 老 同
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在游
击根据地中作出过重要贡献。李坚
进入四明山时，接待她的正是时任
鄞慈县工委副书记 （后任县办副主
任） 化名“阿五”的鲍纯甫。李坚
在开展工作时，常得到“阿五哥”

的帮助与关照。1952 年初，他俩在
慈溪县 （县委驻地慈城） 工作时结
婚，夫妻笃爱。

新 婚 不 久 的 1952 年 3 月 ， 省
委、地委通知，要鲍纯甫参加中国
农民代表团前去苏联参观访问。临
走前，老鲍对李坚说：“我去苏联访
问，生活费用已有国家供给，现在
国家经济状况还未完全恢复，困难
很多，出国期间，我的津贴不用去
领了。都上交国家吧。”那时干部实
行包干制，每月才 20 多元钱。李坚
明白丈夫的心意，立即回答：“我的
津贴已足够家用，你放心好了。家
里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的。”

1957 年，老鲍又向李坚提出一
个要求。1947 年 4 月草茅庵重建主
力武装后出击三北时牺牲的郑惠民
烈 士 ， 生 前 是 鲍 纯 甫 最 亲 密 的 战
友。郑惠民牺牲后，鲍纯甫向郑母
承诺：自己从此就是她的儿子了，
会照顾好他们一家的生活。李坚二
话没说，同意把郑母和郑的弟弟郑
永民接到家中，对郑母当作自己母
亲奉养，又把郑永民送去慈湖中学
读书，直到读完中学和师范，走上
工作岗位，成了家。他们一家与郑
母一起生活了 10 年多。

1957 年和 1966 年，余鲍陈村两
次火灾，烧毁了包括鲍纯甫哥哥鲍
纯宏在内的 50 多户人家。老鲍对李
坚说：“哥哥过去卖掉田产支持革
命，还因我参加革命，遭到国民党
反 动 派 的 迫 害 、 敲 诈 ， 他 毫 无 怨
言。现在他家遭了火灾，我们要支
持他恢复家园。”李坚就把自己积蓄
的 700 元钱送了过去。

1960 年，李坚母亲病故，在老
鲍支持下，她把父亲与一个小妹从无
锡老家接来一起生活，资助小妹从初
中读到大学毕业。

“文革”中，老鲍遭受严重冲
击 ， 身 心 受 到 很 大 摧 残 。“ 解 放 ”
后，他仍带病在鄞西山区的大雷汽
车修造厂任党支部书记，李坚则在
慈溪东埠头纱厂劳动。1971 年 6 月
19 日，老鲍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
梗死。这给了李坚巨大的打击。那

年她才 44 岁。以后的岁月，除了坚
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她毅然挑起这
个 大 家 庭 的 重 担 ， 把 一 群 孩 子 扶
养、培育成人。所幸的是儿女们都
争气，后来个个有出息。

（三）

李坚对四明山原慈南一带的革
命老区充满感情，那里既是她曾经
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又是她爱人鲍
纯甫的家乡。自从宁波解放、下山
进城后，她心里一直牵挂着老区人
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她常常
说，在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为
了支持革命甘愿冒着生命危险，甚
至倾家荡产，做出过巨大贡献。如
今国家经济发展了，城市人民生活
有 了 显 著 改 善 ， 不 能 把 他 们 遗 忘
了。自己在有生之年，一定要为老
区的扶贫工作尽一点绵薄之力。

上世纪 70 年代初，李坚看到老
区群众仍要肩挑背驮、翻山越岭步
行出门，心里不是个滋味。她多次
走访宁波和余姚的交通部门，想方
设法帮助解决资金问题，1976 年，
一 条 长 达 16.7 公 里 的 袁 （马） 毛

（家埠） 线公路终于通了车，沿途群
众拍手称好。后来她又发现山区的
夜晚一片漆黑，老百姓还是要靠火
把、煤油灯照明，就向有关部门反
映，要求优先解决老区的通电照明
问题。有关部门重视李坚的呼吁，
克服种种困难，使洪山乡于 1976 年
通上了电⋯⋯

除 此 之 外 ， 她 还 主 动 牵 线 搭
桥，想方设法增加扶贫资金，让余
鲍陈村利用山上溪水安装天然自来
水；做了筹集村校资金，开发砩石
矿、办水煮笋厂等大量利民实事。
逢年过节，她总要亲自去革命老区
捐钱送物。最令人感动的是，离世
前半个月，她已无法下床活动，就
委托女儿把她平时省吃俭用节省下
来的 10 万元钱，于 5 月 10 日下午捐
赠给余鲍陈村作基础建设资金。

得知这个情况，我的泪水夺眶
而出。

刚柔相济的女战士
信仰坚定的老党员

——悼念李坚同志
方 平

三十多年前的一天，病重
躺在床上的父亲，叫我爬上小
阁楼，在横梁上的那个墙洞取
一个塑料袋。我从袋里取出一
册黄抄小本和一枚印章，递给
父亲。父亲摆了摆手，说：“这
是 你 小 阿 爷 （即 叔 祖） 的 遗
物 ， 本 子 是 我 祖 上 的 七 代 家
谱；印章是小阿爷的吃饭家生

（即工具），现在都传给你啦。”
我捧着祖上遗物，又看看软弱
无力的父亲，一阵伤心，似乎
又有沉甸甸的东西压在心头。

小本子的前面部分，写着
父亲、阿爷、小阿爷等我们蔡
氏家族的人名，后面部分写了
其他人的名字和上海的地名，
其中一位史良，其姓名旁，写
着“开纳路一六五号，电话：
二三五五六号”。那枚印章为长
方形，长 28 毫米，宽 18 毫米，
高 60 毫米，印纽和印身为牛角
材质，印面贴了层橡胶，上面
用阳文刻了三行文字，中间为

“蔡秉康”，上下两行分别为法
文 TSA PING KONG （蔡秉
康） 和 SHANGHAI （上海）。

父亲睁开眼睛，见我还坐
在他的床边，指了指我手中的
印章，说：“印章上刻的那个蔡
秉康，就是你小阿爷，上世纪
30 年代他和史良都是上海大律
师，营救了很多共产党员。可
惜你小阿爷过世太早，否则听
他亲口讲述与史良律师一起营
救地下党员的故事，很有意思
的。”父亲微笑着，又给我说了
与印章相关的一些人和事，其
中提到了任白戈和熊家兄弟等。

父 亲 过 世 后 ， 每 当 思 念
他时，我便会拿出这枚印章。
后 来 看 了 《上 海 租 界 法 制 史
话》《史良回忆录》 等书，父亲
口述的小阿爷故事才在白纸黑
字的史料中找到了印证。

原来我的小阿爷蔡秉康和
史良，都是当年上海法租界登
记在册的为数不多有出庭资格
的华人律师之一。史良女士是
我国女权运动先驱，抗日救国
会“七君子”之一，新中国成
立后，首任司法部部长。

《史良回忆录》 记述了几则
营救地下党员的故事：

1933 年 5 月的一天，史良
收到一张求见字条，署名“施
义”。“施义”在法租界被捕，
被怀疑是共产党负责干部，他
请史良大律师为自己辩护。史
良与老师董康商量，可以利用
在租界被捕这一点，争取在租
界 内 审 理 。 外 国 人 办 案 重 证
据，若找不到证据，便可无罪
放人。开庭时，上海市警察局
派人来说，“此案与另一个案子
有牵连，那个案子事出华界，
因此要求引渡到华界办理。”由
于事先早有准备，史良他们当即
在法庭上说明此案发生在法租
界，警察局事先没有请求法院出
拘票，就把人捕来了，这是不合
法律手续的，而今又请求引渡，
更无法律根据。于是法庭三人退
庭 ，举 行 评 议 会 ，会 毕 重 新 开
庭，法官当场做了不许移递的
中间裁判。

但没有想到，此案蒋介石
下了手谕，强迫将“施义”移
送 南 京 枪 决 。 事 后 ， 史 良 获
知，“施义”就是坚持地下斗争
的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

此案对史良触动很大，随
后，她开始为中共地下党员做
辩 护 律 师 。 在 当 时 白 色 恐 怖
下，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
等 人 ， 发 起 组 织 民 权 保 障 同
盟，任务之一就是营救被国民
党 迫 害 的 共 产 党 人 和 革 命 志
士。宋庆龄常将这样的政治案
件介绍给史良办理，史良也多
次勇敢机智地成功营救共产党
人和革命志士。

1933 年夏，上海左联宣传
部长任白戈被捕，史良配合地

下党展开了紧急营救。首先设
法找到法院方面的熟人，托其
向警察局方面了解案情。回话
说，任白戈是在中国地界被捕
的 ， 警 局 正 在 到 处 搜 集 证
据 。 情 况 紧 迫 。 史 良 他 们 先
托 法 院 方 面 的 熟 人 打 听 到 关
押 任 白 戈 的 地 点 ， 后 通 过 法
院 熟 人 向 警 察 局 提 出 ， 此 事
是 个 误 会 ， 望 允 许 保 释 。 当
时 警 方 确 实 没 有 拿 到 证 据 ，
认 为 任 白 戈 只 是 “ 思 想 左
倾”，就把他释放了。

一年后，地下党员熊氏兄
弟 因 叛 徒 出 卖 ， 在 法 租 界 被
捕。若被叛徒当面指证，熊氏
兄弟必不能生还。当时除了人
证之外，并无任何物证，因此
法巡捕房正在踌躇。史良接手
案件后，第一件事便托人打听
谁是告密者，打听到后，马上
通知中共地下组织除掉叛徒。
此时，法巡捕房正用刑讯逼供
熊氏兄弟，律师便以警方用刑
违法为由，要求法巡捕房立即
移送法院。开庭审理时，由于
人证已不存在，无法对质，此
案只得以嫌疑分子无罪了结。

史良回忆录中记载的任白
戈与熊氏兄弟两案，人名、营
救 故 事 与 父 亲 当 年 讲 述 的 类
似。我无从考证当年小阿爷是
否参与了具体营救，但他留下
的那枚印章一定充满故事。

《史良回忆录》 还记载，上
世纪 30 年代，上海律师办理地
下党案件，常与中共地下组织
的互济会联系。而我父亲正是
蔡秉康通过互济会的介绍，去
了浙江兵工厂工作，时为 1938
年。兵工厂由时任浙江省政府
主席黄绍竑创办。

1939 年 4 月，佩戴中将军
衔的周恩来视察兵工厂。当年
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在国民
政府方面的身份是军事委员会
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在黄绍
竑陪同下，视察了车间、食堂
和工人宿舍，后在食堂兼大礼
堂内的全厂职工大会上发表了
抗日演讲，赞扬“工人阶级顶
天立地”“造出了大批武器，支
援前方，打击敌人，这就是对
抗日救国的巨大贡献”。

这些就是这枚印章的“外
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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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献礼敬作（篆刻） 岑其

匠心以献，十秩华诞；衷情之作，丈幅妍
容。墨法皴痕，椽笔斧劈；天籁神韵，灵感泉
涌。抒荊浩之雄健，写范宽之恢宏。回岫萦纡，
叠嶂崆峒。霁映五色，翠簇九重。灵涧荡漾，秀
水汇融。木蓊郁而凌烟，岩苍劲而横空。千里江
山图画展，万仞崖谷生气浓。近揽九州之旖旎，
远瞰四海之鸿蒙。仰望山势巍峨，石态崚嶒，似
那峥嵘之岁月；细听岩激湍流，风吟虬松，如我
中 华 之 英 雄 。
一 呼 齐 应 ， 风
雨 鸡 鸣 天 终
晓 ； 百 折 不
挠 ， 蜀 道 磐 阻
衢 竟 通 。 日 新
月 异 ， 铁 铸 江
山 垂 千 古 ； 龙

腾凤翥，锦绣烟霞过万峰。开天
辟地，溯百年之努力；前赴后
继，喜一朝之新生。好一派神州
之山水也！彩翰执，华笺展，吉
辰逢；岑其画，俞强赋，丹心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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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华诞百春忆旧年，
凭窗一赋鹧鸪天。
乌云滚滚何时尽，
暗夜茫茫哪处边？
船静静，浪绵绵，
南湖漫漫雨如烟。
铁锤今共镰刀舞，
赤县从兹曙色妍。

（二）
遥想当年风雨磐，
凭窗二赋鹧鸪天。
阳春上海刀光冷，
马日长沙血迹殷。
牙咬碎，泪揩干，
南昌拂晓点烽烟。
苍龙当以长缨缚，
驱虎终须枪一杆。

（三）
欲向罗霄放眼看，
凭窗三赋鹧鸪天。

初心奋起降魔戟，
铁血书成惊世篇。
思五井，念三湾，
星星之火可燎原。
黄洋界上隆隆炮，
恰似春雷动地弦。

（四）
万里长征若等闲，
凭窗四赋鹧鸪天。
围追堵截旗尤赤，
野菜单衣志越坚。
泸定水，夹金山，
漫看飞雪伴硝烟。
难忘吴起秋光里，
遍处秧歌锣鼓喧。

（五）
卢沟桥畔起狼烟，
凭窗五赋鹧鸪天。
并肩为挽山河碎，
出鞘当知剑气寒。
黄土岭，雁门关，

百团大战斩凶顽。
红旗举处成城志，
一盏明灯窑洞间。

（六）
西柏坡头夜未阑，
凭窗六赋鹧鸪天。
步枪小米团团火，
虎豹熊罴缕缕烟。
辽沈雪，北平垣，
长江千里尽飞船。
大山三座连根拔，
收拾金瓯分杏田。

（七）
一唱雄鸡漫晓烟，
凭窗七赋鹧鸪天。
国旗冉冉腾云汉，
礼炮隆隆震宇寰。
歌激越，舞蹁跹，
神州五亿庆新元。
醒狮从此长昂首，
放眼巍巍世界巅。

（八）
百废待兴难万般，
凭窗八赋鹧鸪天。
板门店了寻常事，
北极熊生三九寒。
滩愈险，志弥坚，
长风沧海劲帆悬。
一星两弹冲天起，
揽月擒龙谈笑还。

（九）
改革风来春满园，
凭窗九赋鹧鸪天。
小岗犁奏生机曲，
深圳花开锦绣篇。
航母疾，战鹰欢，
嫦娥北斗共婵娟。
城乡发展如高铁，
物阜民丰大道宽。

（十）
展望未来思万千，
凭窗十赋鹧鸪天。
茫茫宇宙神舟渡，
小小寰球丝路牵。
莺啭啭，燕翩翩，
河山处处似桃源。
复兴路上吟新景，
绮梦长歌满锦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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