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家为革命牺牲66位亲人

大悟县内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将军

山”，这个县走出了37位开国将军，最著名

的当属徐海东大将。

6月27日，当记者驱车赶到大悟县新城

镇江冲村采访时， 遇到了徐海东的外孙女

高翠珍。年过六旬的高翠珍老人说，外公打

仗时被称为“徐老虎”，但在生活中却很温

和。

高翠珍的母亲叫徐文金， 是徐海东的

大女儿。1958年，徐海东曾秘密回过一次老

家，那时，高翠珍只有8岁，也是她记忆中唯

一一次见到外公。对外公的印象，高翠珍更

多的是从母亲徐文金那里知道的。

1925年，25岁的徐海东生下大女儿徐

文金。随着大革命的失败，遭到国民党通缉

的徐海东离开家乡， 身为地下党的妻子田

得斋被关进大牢。当时，蒋介石下令杀绝徐

家，逮到姓徐的就杀，以至于当地百姓都不

敢姓徐。

面对家破人亡的惨景， 徐文金被三伯

父用箩筐挑着连夜逃走。为避免被杀害，徐

文金隐姓埋名，成为一户乡村人家的“童养

媳”。

从大悟县城区到徐海东故居的路上，

需经过徐海东大将亲属烈士陵园。 陵园里

10米多高的墓碑上刻着徐向前元帅手书的

四个大字“光荣流血”。在徐海东的亲属中

有66位为革命壮烈牺牲。

高翠珍告诉记者，母亲很小的时候，外

公就离开了家乡。直到1951年，母亲才在大

连见到徐海东。那一年，徐文金与徐海东一

起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春节。随后，徐文

金就回到了老家，2007年3月去世。“母亲的

经历告诉我们， 在生活和工作上都不要因

为是大将的后代就搞特殊化。”在高翠珍看

来，比起那些逝去的亲人，自己现在的生活

已经非常幸福，应该好好珍惜。

司令部情报处设在他家

大悟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将军

县，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在

这里起飞； 举世闻名的中原突围在这里打

响，从而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对于“大别山上红旗飘，大悟人民永不

倒”的革命传奇，一直有人在寻找原因。湖

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处长董文生认为：“最

关键的原因在于依靠人民群众， 坚持群众

路线，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筑牢与

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鱼水关系。”

6月27日下午，在大悟县白果树湾村新

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旧址附近， 我们遇到了

74岁的村民严家华。 在他的家门口， 挂着

“司令部情报处旧址”的门牌，严家华和老

伴就住在这里。

据严家华回忆，“1942年， 家里来了几

位新四军军官， 搬来一个像柜子一样的收

音机，父母腾出最大的一间房给他们住，一

住就是好几年。”严家华至今记得，住在他

们家的情报处处长吴若岩，是北方人，十分

和善， 常常亲切地摸着严家华的头， 叫他

“娃子”。“我们吃喝不分家， 娘抢着帮他们

洗衣服，他们抢着帮我爹下地干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重

建新四军，将原新四军所属部队整编为7个

师， 以李先念率领的豫鄂挺进纵队编为第

五师。1942年5月， 第五师司令部迁驻大悟

山下白果树湾。“当时，李先念、郑位三、陈

少敏等就借住在村民家里， 同吃住， 同劳

动， 白果树湾当时相当于一个小延安。”大

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县新四军研究会

副会长陈义万介绍，白果树湾附近，家家都

住过新四军。新四军分散在各家各户，有的

与老百姓住在一起， 有的老百姓为新四军

专门腾出一间房，给他们办公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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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徐海东为革命牺牲66位亲人

一路向北，终于来到此次湘鄂赣“红色三山行”活动的最后一站———大悟。这个处在大别山西脉的小县城，曾创造过“二十八

年红旗不倒、二十二年武装斗争不断”的革命传奇。

在采访中我们得知，创建于1933年的“大悟县”原名为礼山县，为了纪念大悟山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在历次革命战争中

的卓越贡献，1952年更名为大悟县。在一路看过“红色三山”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再守望今天幸福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的心情有

一种“大彻大悟”的酣畅。 ■记者 黄京

6月27日，湘鄂赣“红色三山行”青年记者参观徐海东大将亲属烈士陵园。

记者 范远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