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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的旗帜
——我身边老共产党员的青春年华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刘士明

在长沙党史陈列馆的展柜里，一只老旧黑色皮质公文包

述说着当年的传奇。它的主人就是我的父亲——长沙市各界

迎接解放联合会（简称“迎解联”）党组书记刘晴波。

奉命考上中央大学

父亲刘晴波出生在山东省菏泽县一户农民家庭。白天干

农活，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复习到深夜，最终以鲁西南地

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山东省立菏泽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

父亲随不愿做亡国奴的山东师生南迁，步行 7000 里抵达四

川绵阳，编入专门安置山东流亡学生的国立第六中学。不久，

父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面对国立第六中学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当局

派特务三次焚烧校舍，诬蔑是共产党放火，逮捕进步学生 30

多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绵阳国立六中纵火事件”。父亲侥

幸脱险步行到山城重庆。在重庆，父亲与周恩来任书记的中

共中央南方局所属的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委，后改为青

年组）取得联系，请示去向。青委负责人刘光指示他考大学，

去高校开展学运工作。

父亲只读了一年高中，要想考上大学谈何容易。为了完

成党组织交代的任务，他废寝忘食复习功课。1942 年夏，父亲

化名刘宪贞，一举考取了成都的燕京大学和四川大学及重庆

的中央大学（简称中大）三个大学。根据刘光的指示，入全国

排名第一、国民党势力最强的中央大学，就读于史地系。

地下学运三次遇险

父亲边读书边从事党的地下学运工作，是由周恩来亲自

命名的地下学运组织“据点”的核心成员。他根据南方局副书

记王若飞的指示，组建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

社（简称新青社）并起草了章程。为反对内战，呼吁美国学生

督促政府停止帮助国民党运兵，父亲执笔代拟了《重庆大学

生致美国学生书》，1945 年 11 月 27 日由《新华日报》刊出。

1946 年 1 月 25 日，在敌人管控严密的陪都重庆，父亲等

中央大学新青社负责人排除重重阻力，组织发动了重庆大游

行。万余师生聚集国民政府前示威，孙科、邵力子代表国民政

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先后向游行队伍讲话。这是重庆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史称“1·25 运动”。

父亲曾三次遇险。1946 年，父亲奉上级指示离开重庆来

到上海，任上海学联和国民党统治区全国学联党组成员，公

开身份是上海储能中学教员。其间，他介绍中大航空工程系

校友、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寿先

入党。1948 年夏，赵寿先遭特务密捕。1948 年 11 月 2 日凌晨，

赵寿先趁看守不备推开三楼小窗纵身跳楼壮烈牺牲。他用生

命掩护了组织、掩护了父亲。

父亲离渝后，重庆发生了“挺进报事件”。中共重庆市委

遭到敌特毁灭性破坏，江姐等一大批地下党员被捕牺牲，也

有叛徒供出了父亲。1948 年 7 月的一天，上海警备司令部派 4

名宪兵到储能中学抓人。门卫一边对宪兵诓称：刘老师出去

买香烟去了，你们等一下。一边让学生通知正在宿舍睡午觉

的父亲。危急之中，他仅穿着短裤、背心翻墙脱险。

不久，父亲再遭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全国学联

党组派他前往长沙，领导华中区湘鄂赣三省的学运工作。长

沙解放前夕，成立了长沙市“迎解联”党组，父亲任党组书记，

负责指挥全市迎接解放军进城工作。

1949 年 8 月 3 日，已经起义的宪兵 10 团刘元凯营长扣留

了长沙特务头子毛健钧。起义将领陈明仁知道后表示反对。

地下党为顾全大局，下令放人。毛走脱后，调动 3 架敌机从

衡阳起飞轰炸长沙，“迎解联”的办公地点湖南省参议会（湘

江宾馆旧址）是轰炸目标之一，所幸无人员伤亡。当晚，在返

回火后街途中的一条巷子里，父亲突遭潜伏特务行刺。特务

连开 3 枪，警卫人员开枪还击，特务仓皇逃跑，父亲幸运地躲

过了暗杀。

组织5万市民迎解放

中共长沙特别支部（简称长沙特支）是中共湖北省工委

于 1947 年建立的。1949 年 1 月，根据上级指示，长沙特支脱离

湖北省工委，转归上海局直接领导。父亲奉上海局常委兼组

织部长钱瑛指示，与化名陆方的母亲假扮夫妻（后来在工作

中产生真挚感情，结为真夫妻）从香港到长沙，接替陈克东出

任长沙特支书记。

1949 年 7 月 1 日，长沙特支与长沙市工委合并。8 月 1 日，

地下党在长沙特支机关所在地火后街 8 号办公，决定由父亲

担任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总指挥。“迎解联”成立了以长沙特支

党员、湖南公医院（现长沙市一医院）代理院长曹国枢为主席

的主席团，父亲化名王益林兼主席团秘书长。

从成立党组到大军进城，只有 5 天时间。父亲夜以继日

地工作。困了，就蜷缩在长椅上小睡一会，然后用凉水擦把脸

接着干。长沙市 162 个群众团体、230 个单位和 5 万市民，在年

仅 29 岁的父亲的领导下迎接解放。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

接到他的命令后，派了一个排的士兵前来保护中共地下组织

在长沙的领导机关。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 232 师也奉命派出

工兵连队会同长沙市划业工会，在东屯渡浏阳河上搭建了可

以通行汽车的重载浮桥。

当时，解放军 138 师司令部设在长沙县春华山。父亲将

迎接解放军进城方案装在黑色皮质公文包内，3 次往返春华

山，3 次修改方案，最终达成为防止敌机轰炸、解放大军晚上

从长沙东郊东屯渡浮桥进城的方案。这只公文包也成了那段

历史的见证。

1949 年 8 月 5 日傍晚，只有 50 万人口的长沙市，就有 5 万

市民在协操坪（现湖南省人民体育场）集合，父亲率领“迎解

联”主席团为先导，与市民一起前往东屯渡迎接解放军进城。

古城长沙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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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帅孟奇入党的地方宣誓

这天，我起得比平时要早，金灿灿的霞光照

亮了窗棂。我穿上了喜爱的中山装，以庄敬的心

情迎接新的一天的阳光。

8 时，我不差分秒地走进城北区紧临沅水的

一间古朴陈旧的阁楼里，这里树木掩映，生机盎

然，房间不大，庄严肃穆。这是汉寿县文化局党支

部特意为我和高建华、彭焕金、李国强选择的一

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入党宣誓地。它曾经是中

共汉寿地下党第一任县委书记詹乐贫居住和工

作过的地方，也是他介绍妇女革命领袖、原中组

部副部长帅孟奇加入共产党、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的地方。

那是 1926 年 6 月的一天夜里，詹乐贫、帅孟

奇，还有县委委员、农工部长陈刚，县委委员、组

织部长毛觉民相继走进这座阁楼，关严了门窗。

詹乐贫亮出一面鲜艳的党旗，悬挂于墙壁。帅孟

奇站在党旗前，抬起双手，往耳后拢了拢齐耳短

发，扬起两道柳叶似的细眉，睁大清澈明亮的眼

睛，注视党旗上闪闪发光的“CP”二字。烛光里，詹

乐贫领着她庄严地举起右手，发出铿锵的誓言：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时时事事对党忠

诚老实，不怕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严格遵

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服从组织分配。”

宣誓后，詹乐贫紧握帅孟奇的双手说：“你从

此就是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了，没有候补期。因

为你在妇女界联合会已经做了很多的革命工作，

希望你今后要努力为党做出更多的贡献！”帅孟

奇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宣誓过的誓言，都能做

到！”从此，帅孟奇用血与火的一生，实践了自己

的入党誓言，书写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传奇，成

为人民敬爱的帅大姐。

时隔 56 年后的今天，党支部选择在这里为

我们四个年轻人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就是要我们

学习詹乐贫在被敌人砍头前的一瞬间，还勇敢地

吐出刽子手塞进他嘴里的泥沙，挣扎着发出最后

的呼声：“共产党万岁！”；就是要我们学习帅孟奇

无论是被敌人严刑拷打，还是遭受各类委屈，始

终不改初心，保持廉洁的公仆本色，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打量这间阁楼，正

面墙壁上依然悬挂着那面鲜艳的党旗，“CP”二

字依然在党旗上闪闪发光。所不同的是党旗下面

增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

光辉形象。

9 时，汉寿县文化局党支部副书记、我的入

党介绍人之一陈定熙，领着我们四个年轻人在党

旗下举手宣誓。那一刻，我周身血液沸腾，眼前浮

现出一幕幕庄严伟大的画面，从南湖红船到井冈

山战旗，从宝塔山烽火到西柏坡号角，从五星红

旗插遍大江南北，到“新中国成立了”的庄严宣告

响彻世界每个角落。正是因为有无数的共产党人

在党旗下举手宣誓，并为自己的誓言奋斗终生，

才换来改天换地的伟大胜利。我从在党旗下举手

宣誓的那一刻开始，浑身充满了为共产主义事业

去拼搏的力量。

杨远新

1982 年 7 月 1 日 ，这

一天，我珍藏于心底，永不

能忘怀。

这一天，是中国共产

党 61 周岁生日，是我入党

宣誓的日子，是我政治生

命的生日。这一天所经历

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的

温馨而亲切，美好而诗意。

宣誓结束，我们四张脸上都布满了红光，心情

十分激动，都不舍得离开这个庄严而伟大的地方，

都觉得有很多心里话要说，可又不知从何说起。小

高、小李、彭姐，都是汉剧团的台柱子。平时分别在

舞台上扮演过优秀共产党员杨子荣、江水英、方海

珍的英雄形象，那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表现得

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此刻，小李拍拍胸脯说：“我

要 借 杨 子 荣 的 一 段 话 ，表 达 我 的 心 声 。”他 唱 道 ：

“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拣重担挑在肩。一

心要砸碎千年铁锁链，为人民开出（那）万代幸福

泉。”小高说：“今天我对江水英这一共产党员的形

象理解得更深了，我也要唱一段。”她唱道：“抬起

头，挺胸膛，高瞻远瞩向前方。莫教‘巴掌’把眼挡，

四海风云胸中装。”彭姐紧接着边唱边表演了方海

珍的一段戏：“码头工人跟着党，说到做到斗志昂。

胸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走向那共产主义，要把那

世界彻底变个样！”

新党员中唯有我不是演员，而是汉寿县创作组

的编剧。平时，我创作节目，供小高、小李、彭姐他们

表演，大家总是在一起相互切磋，共同探讨，因而彼

此很熟悉，特别是经过为期一周的新党员培训之

后，更是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此时，我因为不能

像他们那样用精湛的艺术表达自己入党的心情而

憋得满脸通红。

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时任汉寿县创作组组长

李扬中提议说：“远新你是搞创作的，也发挥你的特

长，写几句话表达此时的心情吧！”我丝毫没有犹

豫，挥笔写下四句话：“做守法公民，做纯洁党员，做

高尚艺人，做真心公仆。”大家都为我鼓掌。小李、小

高、彭姐同时说：“就以此作为我们四个新党员今后

人生路上的标准，谁要是违背了，就要及时找谁谈

话，互帮互助，共同前进。”如今 39 年过去了，回头检

验我们四个共产党员的行为，都真正按这四条做到

了，而且都成为了优秀的党务工作者。

入党这一天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对我人生所

产生的影响却是漫长的。当我取得成绩时，我想

到 这 一 天 ，当 我 遇 到 困 难 时 ，我 想 到 这 一 天 。这

一天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温暖着我的心，激

励起我的斗志，焕发出我的青春，鞭策我不断地

奋 进 。如 今 我 虽 然 退 休 了 ，但 作 为 共 产 党 员 ，只

有入党宣誓的那一天，没有退休的一天。只要活

着一天 ，就要为革命奉献一天 。今天 ，我以

155 万字的长篇小说《春柳湖》，展现洞庭湖

渔 村 一 个 世 纪 以 来 发 生 的 沧 桑 巨 变 ，作 为

一份薄礼，献给党的百年华诞。

汉剧团的台柱子唱戏表心声2

那天下班回家，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想象着如

何向母亲和妻儿报告入党宣誓的经过。我跨进门，

惊讶地看见父亲坐在客厅，朝我微笑。过去，像眼前

这样的农忙时节，父亲是不会进城的。今天他为何

破例？我正疑惑，父亲起身迎上前，抓住我的手，神

情显得异常激动。

以前，我们父子见面，身为农民的父亲是从没

有过如此举动的。这时他好像有很多话要对我说，

憋了一会，最终只说出了一句：“儿啊！你成为了党

的人，爹爹祝贺你！爹爹要向你学习！”母亲在一旁

告诉我，是她打电话给父亲，报告了我今天入党宣

誓的大好消息。父亲步行几十里，特意赶来为我祝

贺的。

我顿时流下了热泪。因为我除了感谢父亲对我

的祝贺，我更理解父亲此时的心情。他自从土改开

始，就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担任农村基层干

部几十年，工作从未落后过一步，几乎年年被评为

先进基层干部。他心里始终有一个不变的信念：加

入中国共产党。

几十年来，父亲凭借三年私塾和夜校所学得的

文化知识，坚持写了 50 份入党申请书。有几次眼看

着要批准入党了，却都因种种事由搁浅了。

我心里为父亲难过，没有办法帮助他实现为之

奋斗的梦想。我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积极为党工

作，争取早日入党，替他圆了入党的梦。此刻出乎我

意料的是，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份入党申请书，塞进

我手里，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儿啊！你有文化，你替

我修改提高吧，我要再次递给党组织。”我含着泪

水，接过了父亲的入党申请书。

我对父亲说：“在儿子眼里，您已经完全符合共

产党员的标准。因为是您的行动影响了我，我才成

为了一名新党员。既然我都入党了，您何愁不能入

党呢？”父亲听了，古铜色的脸笑得像一朵金黄的菊

花。

父亲写了第51份入党申请书3

那一年，父亲率队迎接解放军进城

1

4 《春柳湖》是我送给党的生日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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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鸿

正在湖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百炼成

钢》，开篇第一个镜头：茫茫黑夜中毛泽东

点燃第一根火柴。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的意向，预示了全片史与诗、写实与抒情

风格的融合，史剧言志、歌咏抒怀成为该

剧最显著的特点。在《觉醒年代》《中流击

水》《理想照耀中国》《光荣与梦想》等同类

型作品之后，《百炼成钢》则是用写意与写

实结合的方式，全面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从

创建到进入新时代的百年历程。

用鲜活的人物激活凝固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沧海桑田、波

澜壮阔，不仅一部电视剧很难面面俱到，即

便是洋洋洒洒的历史巨著也很难做到应有

尽有。取舍，而且是艺术地取舍就成为创作

中最重要的考验。本剧选择了在中共党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和精神传承意义的重大

事件，从这些事件中选择了代表性人物，通

过人物的人生命运、精神世界和情感生活，

活化了历史事件，也活化了党史。

26 岁的毛泽东送 24 岁的蔡和森去法

国勤工俭学。临行前，毛泽东说自己暂时

不去留学，他要留在国内，他认为中国的

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外国人的方案都

很难解决，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寻找。这个

段落让一代人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

变得可见可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用了不少

篇幅表现知识分子在中共历史上的作用，

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这样后来

成为革命先行者的知识分子，还是钱学森、邓稼先等

科学家，还有冼星海、王莘这样的艺术家，人物演绎得

有血有肉，充分表现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

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历史各场面的艺术性选择，从

结构上实现百年贯穿。

每一首歌曲浓缩的都是大时代情怀

该剧在风格上有一种浓浓的抒情性。而这种抒情

性的重要元素就是串联八个板块的经典歌曲。《国际

歌》《长征组曲》《黄河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歌唱祖国》《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年轻

的朋友来相会》……这些歌曲不仅作为背景音乐为各

个板块奠定情绪基调，而且也唤起了观众的年代记忆

和情感共鸣，更重要的是还参与了剧情叙事。这些音

乐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那个时代的声音，是歌诗合

为时而作的典型。

从剧中，我们看到了冼星海如何在战火纷飞的年

代创作出《黄河大合唱》《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在

太行山上》等脍炙人口的作品，看到王莘如何在新中

国欣欣向荣的时代大背景下创作出《歌唱祖国》。正因

为这些作品是那个时代的旋律和情感凝聚，所以才会

让观众感受到历史的氛围和情怀。可以说，这些歌曲

让历史有了共情性和抒情性，以歌咏史的艺术性选

择，赋予百年通史的共情性和抒情性。

青春因为理想而产生跨时空共振

这部剧有意识地选择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中青年共

产党人为主角，从第一集的青年毛泽东到最后一集的

青年第一书记，一方面为全剧带来一种风华正茂的青

春气质，另一方面也象征着百年政党历久弥新的生命

力。全剧启用了大量年轻演员，如王雷、陈晓、佟丽娅、

夏德俊、丁柳元、李佳航、刘凯、彭小苒、李小萌等等。他

们大多都是“80后”“90后”，但在演绎过程中都努力回

到历史中去，比较好地完成了形象塑造的使命。

这部剧的青春气息，显示了一个初心为民的政党

理应保持的朝阳之气和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也让历

史与今天的青年观众有了更好的对话关系。人们感受

到了更多青春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以及对理想的思

考，这也是创作者们“在历史人物、事件与年轻观众之

间，建立‘零时差’的同频共振”的一种努力。

该剧导演毛卫宁表示，“希望这次我们写‘百年’，

表达上能有新的‘破题’方式。编年史的方式大家已经

看到很多部了，我们能不能有新意，而且让年轻朋友

们喜欢。”创作者们最后选择了歌以咏志这样的结构

方式，用具有时代感的音乐将八个板块串联起来，从

而让历史有了感情，史记有了史诗。

这正是这部百年史剧的突破创新之处，而所有这

一切的创新，都是为了更好地传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

史的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和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