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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抗日救亡，因叛徒出卖被捕

郭常根告诉新闻晨报记者，虽然没有见过
姑妈郭纲琳，但她的事迹，家人都铭记在心。她
1910 年 2月出生在江苏句容，1928 年考入南
京鼓楼“五卅”公学，1929 年进入上海中国公
学读书。1933年前后，历任共青团上海闸北区
委、无锡中心县委书记及共青团江苏省委内部
交通等职。1934 年 1 月在沪因叛徒出卖而被
捕。
“信是 1935 年写的，距离她被捕过去了

一年。在她坚持参加革命活动时，就用红墨水
笔给我大爷爷写过一封信。信上说，她再也耐
不住在学校读死书了，她要参与社会活动，参
与抗日救亡。”
郭纲琳入狱后，从上海被引渡到了南京，

关在老虎桥模范监狱。“我爸爸是家中长子，
在家人的催促下，想方设法去营救她。后来打
听到有一个机会，就托人告诉我姑妈，劝她不
要放弃这个机会，让别人为她担保出狱，出来
了什么都好。”郭常根说。
“令全家人震惊的是，姑妈在狱中经过考

虑，写了这封回信给爸爸，完全拒绝了他的要
求。”郭常根告诉记者，营救的想法因为姑妈
几次拒绝在拟好的悔过书上签字而作罢。“姑
妈在信里说的很清楚，她说，我不能造一点点
罪恶在我的生命中。她觉得如果屈服了，向当
局低头了，就变成真的有罪了。爱国抗日能有
什么罪呢？”
郭常根将家书中的姑妈心迹娓娓剖析。

“她叫我爸爸原谅她，因为她不能屈服在一个
无罪而加上有罪的名义下。她有一句话叫‘并
且我也知道你们的苦衷’，她讲的很好。亲人
知道她在监狱中受尽酷刑折磨，怎么能忍受？
肯定不能不管不顾的。因此她又说，‘我常常
觉得给你们的实在也够烦忙了，我为什么要这
样累赘你们呢？’但是她不愿放弃信仰，如果
认罪出来了，她就是只能过在她看来吃吃睡睡
的很普通的生活，她把这叫做‘垂[睡]猪的生
活’。失去了信仰，人生对她来说，还有什么意
义？”

| 拒绝家人营救，绝不屈服

接着，郭常根介绍了郭纲琳烈士在狱中的

情况。“家里人可以去探监，带一些钱和吃的
用的。去看她的家人都会和她说起设法营救的
事，不止一次两次地劝她出来。后来，她就对前
去探监的表妹说，很感谢亲人的探望，但是希
望不要再劝她了。她很明确地表达了她的决
心，也做好了可能牺牲的准备，要永葆对党的
忠诚。”
监狱里的生活可想而知。郭常根看过姑妈

狱友写的回忆录，吃的是霉烂的米。“狱友说，
姑妈一边吃，一边把掺在里面的石子、砂子挑
拣出来，装了满满一枕套。”
“监狱里连灯火都没有，姑妈是高度近

视，但她却要求家里把外文版的进步杂志书籍
带过来。她在狱中组织难友学习马列理论，唱
外文歌曲，对他们说，要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
提高理论水平，武装自己。他们憧憬着，如果能
出狱，见证新中国成立，他们要为建设新中国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郭常根说，姑妈的思想，反映在家书里就
是，“现在我的中心是：‘让造成我的命运来完
结我的命运，让我能得着的时日求些我愿求的
知识，一直到最后一日。’”他说，正因为参加
了抗日救亡，所以姑妈宁可牺牲生命，也要实
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信里，姑妈还说，
‘我近来还能读点书，因能读书，所以杂念也
易消失了！’她用革命的理论来充实自己，来
打消杂念，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让我尤为敬
佩。她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理想的坚贞，都是值
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狱中坚强不屈的郭纲琳，曾有过优渥的
生活经历。用郭常根的话来说，“她是过过好
日子的。她出生在大家庭，人家都叫她‘郭四
小姐’。她也接受了很好的教育，1929 年考入
上海中国公学预科，两年后进入大学部。由于
她在抗日救亡活动中表现十分突出，很快由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
员。”
但在狱中，一切都不一样了。郭常根提示

记者，家书中有这样一句：“中秋节快临了，你
们又忙着请客了吧！我们犯人一年照例有三次
特许的买牛猪肉吃———春节、八月节、旧历年
……如果没有钱，那只有望肉而兴叹了！”她
放弃了原有的生活，只因她不肯屈服，宁可牢
底坐穿、牺牲生命，都不愿沾污革命的神圣。
但家人如果带肉带钱去探监，她一定会分享
给狱友。

| 为理想献身，永葆对党的忠诚

“革命者也是人，姑妈不是不想和家人团
聚。不然她就不会在信里说，八月节快到了，早
就计划着还有一个月要吃肉和月饼了。她还
说，月饼比粽子好吃，能放得久多。这些都是她
对生活的向往。但是，曾经影响姑妈走向进步
的七爷爷郭定林告诉我，这里表面讲过节，实
际还有一层含义。说月饼放的时间长，是为了
预示抗日斗争不是短暂的，而是持久的。”

郭常根告诉记者，全信的点睛之笔，尽在
看似不经意的那一句：“八月节离我们还有半
个月，不知你来得及请我否！”这里的“请”并
非指代请吃月饼，而是请家里人不要在屈服的
问题上再给她添任何的烦恼了。请她过好这个
节，暗喻支持她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由于郭纲琳在狱中斗争顽强，一直到被押
上刑场都没有屈服，1937 年 7月，她被国民党
反动派秘密杀害了。郭常根说：“她留下的这
封家书，我读了好多遍，才参透了姑妈的这份
用心。姑妈牺牲后，有人把她的遗物收藏保管
好，交给了我爸爸，其中就包括这封信。上世纪
五十年代，爸爸把这些物件交给了国家。现在，
信的原件保存在雨花台烈士陵园。”

信的落款“英妹”，是郭纲琳的化名。信的
最后，她说“七叔许久未来信了，……请他把
小弟弟照片再寄张我。”这里的“七叔”就是
郭常根的七爷爷。她想要小弟弟的照片，也就
是寄希望于后来人。

于是，很多年以后，读懂了姑妈心意的郭
常根就以雨花英烈亲属宣讲团成员的身份，一
次次向人们讲述着姑妈的故事。

晨报记者 何雅君

| 弃做官发财念头 求国外高深学问

那一个冬夜，哈尔滨寒冷依旧，一切看上去和往常
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此次离家远游并没有什么，你们也不必对于

我有所牵挂。”张太雷在给妻子陆静华的信中说，“我
想最好能自己独立生活，不要人家操纵我的生活。所
以我立志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
活。”
乍看之下，这封家书不过是一位即将奔赴国外之

人对于妻子的普通叮咛。但平静之下暗潮涌动，此次
离家远游的背后蕴含的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1921年初，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成立远东书记

处，邀请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前去，为中国共产
党的建立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经李大钊及北京共产
主义小组成员商议，决定派精通英语、也会俄语，并且
与维经斯基曾有过接触的张太雷前去。
为了保密，他只能将隐晦地表示此行是为了“求

一点高深学问”。在他看来，要“求”的“学问”才是
“独立生活”的资本。

事实上，幼时家境贫寒的张太雷在 1916 年考入
北洋大学法科学习时，也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想走
“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
念……但是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
……”历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后，
张太雷认识到富贵可能导致道德的沦丧，他的追求发
生了彻底的变化。
“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常常在官

场中混，与那些不好的人在一起，嫖赌娶妾的事情或不
能免。倘若是这样了，非特我的身体、道德要坏，恐怕
家里要受莫大的苦处。”立志拒绝富贵诱惑、追求道德
和独立的张太雷认为，求学问是一种最快乐的事，“惟
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
人，这样就用不着恐惧失去饭碗，心境自然也就安
定。”
张太雷所求的不再是物质，他选择了一条革命之

路，把为国家、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终生使命。

| 盼中国妇女解放 托妻子照顾母亲

积极投身爱国运动的张太雷在 1920 年加入了党
的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中的重要骨干。
在当时，能够作出这种抉择的中国先进分子很少。不
过身为革命者，张太雷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另外两个
身份，丈夫及儿子。
“你可以趁这个时期中用一点功。你一定要进学

堂的，所费亦不算多。”他向妻子陆静华表达了期望，
鼓励她走自尊自强的独立女性道路。
张太雷建议妻子进入学堂学习，特别是刺绣和图

画，“这两样东西很有用处。你学好了这两样，你很可

以自立了；那时你是一个独立的女子了，比较那种女
子———只做男子的附属品，要荣耀得多呵。”
他还希望妻子“学一点普通常识”，研究“如何教

育子女”，懂一点“历史地理理科”，“多读新的白话
文”，还要“多看杂志与报纸”。通过学习，他相信妻子不
仅可以实现经济独立，还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这反映
出作为革命先驱者的张太雷对妇女解放问题的重视。
写下这封家书四个月后，彼时身处莫斯科的张太

雷写下《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在
妇女运动一节中指出：“中国妇女是世界上最悲惨的
人。”他表示，应当唤醒中国妇女的解放意识，这正是
其对妻子提出学习要求的原因。
“我希望我回来时，我学得很好，你也学得很好，

那时我们多快活呵，那时我们应大家互相庆祝了。我
希望能如此！”他对未来的设想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
一员，他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作为一名中国
妇女，妻子也获得了真正的解放。
此外，张太雷面对抱病的母亲心怀愧疚，“母亲是

很能看得开的，你再拿我这一番话说与母亲听，她老人
家一定能不牵挂我的。你必要照我告诉你的做，我在
外心才能安。”他只得一再关照妻子照顾好年迈母亲。

| 践行初心和使命 谋将来永远幸福

“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
福，所以你我不必以为是一件可愁的事。”
“我们应该在这时期中大家努力做，寻我们将来

永远的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呵。我并没有一
点忧愁，因为我有这个目的在心中……”
这封两千余字的家书不仅记录了一个革命者的内

心世界，还体现出“舍小家为大家，舍小爱求大爱”的
无私奉献精神，更有张太雷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即通过“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达到
“将来永远的幸福”。

因行期紧迫，来不及回到常州老家与亲人告别，张
太雷写下这封家书后不久便匆匆踏上征程，毅然前往
苏联西伯利亚南部的伊尔库茨克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
记处的工作，由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派赴共产国际的
第一位使者。
1921 年 5月 4日，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幕式在

伊尔库茨克举行。23岁的张太雷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
员之一，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开幕式上致祝词：“我
很荣幸，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这
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
1921 年 7月 12日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

最后一天，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作演讲，这是中国共
产党代表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布宣言。
1927 年 12 月 12 日，张太雷在指挥广州起义的

过程中遭敌伏击，身中三弹，壮烈牺牲，时年 28岁。

见习记者 丁梦婕

| 年少立志为国献身

1905年，谢晋元出生在广东蕉岭县农村。父亲是
小商贩，母亲是渔民的女儿。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
中国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时期。他把岳飞的“精忠报
国”作为座右铭，立志为国献身。
从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肄业后，目睹国家

四分五裂的谢晋元投笔从戎考入了黄埔军校。在决
定从军前，他写下了一首诗：“河山破碎实堪伤，休作
庸夫恋故乡。投笔愿从班定远，千古青史尚留芳。”
谢晋元的妻子凌维诚，1907 年生于上海一户商

人家庭，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和东南体育专科学校。
1927年，两人在朋友的婚礼上相识，继而相恋。1929
年，他们在汉口举行了婚礼。大女儿谢雪芬出生后，
他们回到上海。二女儿谢兰芬和大儿子谢幼民相继
出生。
“到了 1935年，父亲得知中日必将开战，几次动

员我母亲带子女回广东蕉岭老家。父亲跟母亲说，
‘父母年纪大了，老人孩子都需要人照顾，你在家挑
起这个担子，我在外面安心杀敌。’当时我还没有出
生。”谢继民介绍。
“1936 年 3月，父亲护送身怀六甲的母亲和我

大哥、大姐、二姐回到广东蕉岭，待了两周就赶回上海
了。1936年 10月，母亲生下了我，按照父亲的嘱咐，
给我起名‘继民’。”这是谢继民了解到的情况。
作为国军第 88 师 524 团的副团长，日后，返回

前线的谢晋元和他的“八百壮士”们，将在上海四行
仓库留下他们的鲜血和英名。但是，回到广东的家人，
与谢晋元再也没有见过面。

| 为国当不能顾家

很多人了解谢晋元，是因为电影《八佰》，他是那
支坚守上海四行仓库部队的最高长官。
《八佰》聚焦于 1937 年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役，

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壮士”奉命坚守上海四行仓
库，以少敌多，顽强抵抗了四天四夜。
因为英雄的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纪念馆成为民族

永恒的丰碑。
1937 年 8 月 11 日深夜，第 88 师师长孙元良命

令谢晋元所在的524 团开赴上海。在此之前的几天，
谢晋元写了一封家书。谢继民介绍：“信是写给我母
亲的。内容是，大战即将到来了，作为一个革命军人，
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的天职。后面就对我母亲交代
了，我家里还有两个祖父祖母，还有我们小孩子女，养
育父母的责任和教育孩子的责任都交给我母亲承担，
只有这样，我父亲才能在前线安心杀敌。”
这封家书，放大后陈列在如今的上海四行仓库纪

念馆序厅。信中写到：“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志
也；而军人不宜有家室，我今既有之，且复门衰祚薄，
亲者丁稀，我心非铁石，能无眷然乎！”铁血柔情，跃
然纸上。
战斗间隙，谢晋元还组织了八百壮士在仓库里共

计写下了 298 封遗书，给妻儿、给父母，这一封封家
书如今也被设计成一座座丰碑树立在序厅，字字泣
血，句句含情。
谢继民说：“父亲和每个连、每个战士都讲清楚，

四行仓库就是我们四百多人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
一个人活着，这个仓库阵地就不能给敌人占领。这是
很少见的，把都要战死的决心让每个参战的士兵都知
道，让每个参战士兵都写遗书告诉家人，这样的部队
和集体在抗战史上是很少的。”
四行仓库保卫战于 1937 年 10 月 27 日打响，经

过 4天 4夜的浴血奋战，国民革命军 88师 524 团副
团长谢晋元率领 1 营 420 余人坚守仓库，毙敌 200
多人。
然而，10月 30日晚 9时，谢晋元却接到了撤退

的命令。

| 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必光明磊落而死

谢晋元按上级命令率部队撤入英租界，不料一进
租界，即被缴械，部队被拘禁于上海胶州路的“孤军
营”，从此与外界隔绝，变成日军包围中的孤岛。
谢继民收集了父亲当时写下的近 50 万字的日

记。他说：“孤军营在租界内几乎与‘俘虏营’无异，
自由受到限制，生活也非常艰苦。然而从日记中可以
看到，父亲依旧积极乐观，严格治军，每天早操前还坚
持升国旗仪式。”
孤军营一待就是 4 年。随着孤岛形势的不断恶

化，敌伪对谢晋元的威胁利诱也日甚一日。日军曾扬
言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他劫持到手，而汪伪也以高官厚
禄为诱饵，妄图促其就范。
在这样的情况下，谢晋元动员大家抱定必死的信

念，让战友们写好遗书，战斗到底。
1939年 9月 18日，谢晋元给父母写下了一封家

书，寄往蕉岭家乡，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封遗嘱。
信中这样写：“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必光明磊落

而死。男对死生之义，求仁得仁，泰山鸿毛之旨熟虑
之矣。今日纵死，而男之英灵必流芳千古。故此日险
恶之环境，男从未顾及。如敌劫持之日，即男成仁之
时。人生必有一死，此时此境而死，实人生之快事
也。”
他将生死置之度外，为自己安排了身后之事，请

家人一定要让他的子女入学读书，“平时应严格教
养，使成良好习惯。”并且叮嘱，除子女的教育费请政
府补贴外，其余不再受人分毫。
一年多以后，1941 年 4 月 24 日清晨，谢晋元如

往常一样率士兵们早操。此时，被汪伪收买的 4名士
兵伺机忽然拔出凶器，刺杀谢晋元。谢晋元遇害时，
年仅 37岁。

晨报记者 何雅君

1921年 1 月，张太雷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托，将赴苏联伊尔
库茨克共产国际东方局任中国科书记。 出发前夕，在哈尔滨东华学校
暂住的他辗转难眠，内心放不下疾病缠身的年迈母亲、新婚不到两年
的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提笔给远在常州的妻子陆静华写下一封
长信。

后来，张太雷次女张西蕾在参加新四军时将此信带出。 为了安全，
她剪掉了信的抬头和落款。 新中国成立后，张西蕾将原件捐赠给了国家
博物馆。 在张太雷短暂的一生中，留下的文字资料并不多，这封略有
缺失、多有涂改痕迹、历经岁月洗礼的原件是其唯一保存于世的家书。
它真实记录了张太雷为国家和人民“谋将来永远幸福”的决绝志愿，承
载着他和女儿两代人的革命痕迹，也如同一面明镜，映照出革命者在长
期奋斗中的坚定信念、家国情怀和家庭情感，是一个时代的永恒见证。

张太雷烈士：谋将来永远幸福
苏州河北岸，上海四行仓库纪念馆，累累

弹孔至今残留。
年近九旬的谢继民老人，曾经一次又一次

在这座纪念馆为大家讲述 80 年前淞沪会战的
故事。 他，就是当年率领八百壮士保卫四行仓
库的抗日英雄谢晋元将军的次子。

1946 年，谢继民十岁，跟随母亲凌维诚以
及哥哥姐姐， 第一次来到了父亲在上海的墓
地。 墓碑上的陶瓷画像，是他朝思暮想的父亲。
但他只能对着墓碑叫一声“爸爸！ ”

“爸爸，和日本人的仗打完了，可惜你再也
回不了家了！ ”

从母亲口中，谢继民和哥哥姐姐们知道了
更多关于父亲的故事。 长大以后，他又读到了
父亲写给爷爷奶奶和母亲的家书。 虽然没有见
过父亲，但父亲对家人的爱，以及“为国当不能
顾家”的壮志情怀，谢继民都深深感受到了。

谢晋元烈士： 为国当不能顾家

“小学六年级，升学填表要写亲属
关系。 妈妈告诉我， 我的姑妈郭纲琳
是革命烈士。她在南京雨花台被害时，
年仅 27 岁。 ”

“那时我才十二三岁，第一次听说
姑妈的事迹，心情非常激动，为她的英
勇不屈而感到震惊， 也为她的豪气感
到骄傲。 后来， 我就读到了她写给我
爸爸郭纲伦的那封家书。 信写得很大
气，很坦然。 ”

清明将至， 南京雨花英烈亲属宣
讲团成员郭常根对着手中的一封家

书，思绪又拉到很远。

郭纲琳烈士：
为坚守信仰，她拒绝家人营救

制图 / 潘文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