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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LONGYOU

文化

“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 ”1980
年 3月 28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
华岗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山东
省委在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土陵园为
他举行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党和人民用各种方式， 颂扬他为革
命作出的卓越贡献。 中共龙游县委
成立华岗研究学会， 举行由中宣部
原副部长、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林默
涵，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华岗夫人
谈宾若、市县主要领导出席的华岗同
志生平事迹报告会。他的一生，探索真
理，追求光明，赤胆忠心，为谋求民族
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不懈努力。
他把自由和生命奉献于自己孜孜以
求的真理与信仰，用铮铮铁骨为后人
竖立起中华民族坚韧品格的丰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悠
悠竹林，万顷翠色，蕴藏着无尽的生
机与活力。 40万亩的优质竹林资源，
得到了全面的资源开发。 六春湖景
区生态观光项目落户庙下乡毛连里
村的桃源尖区块，进山游步道贯通，
龙之梦旅游度假区正在建设中。 整
个项目将建筑美和自然美相结合，为
景区添增一道新的风景线。 位于庙下
乡严村村的华岗革命事迹陈列馆已修
缮一新， 丰厚了文旅产业的红色内
涵，点亮了旅游的红色资源，将成为
一束红色之光，照亮未来，激励后人。

华岗：一束红色之光
◎袁勇 胡炳发

位于龙游县域南部浙江大
竹海主景区的庙下乡庙下村，因
坐落在川山殿下方得名，是个有
着 249 户人家的大村庄，为浙江
省历史文化名村，系旧时龙游 7
个古镇之一。乃龙游至遂昌古道
的必经之地，商帮们大都聚集此
地歇脚交易。村庄古道两旁都是
木质结构可装卸的店面门，道中
且筑有三个遮风挡雨的凉亭，供
来往行人驻脚闲聊。古道中间有
条小水渠，常年泉水叮咚，夏天
小孩玩水挖沙，时不时能淘到铜
钱银饰。 足见年代久远，昔年之
繁荣。村庄房屋林立，街巷通畅，
错落有致，数座老宅故居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 村庄四面群山，
相互偎依，毛竹连绵，翠绿一片。
庙下溪在村前横卧，溪水从长生
桥朝灵山江缓缓流淌。配上林中
鸟雀和鸣， 融成一曲婉转的美
乐， 回荡在炊烟萦绕的村庄上
空，实为世外桃源，人间仙境。

就在这人杰物华的风水宝地，
20 世纪初的纸槽工人开展罢工斗
争， 由粟裕带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
进师在龙南山区的一系列革命活
动，激发了庙下的蓬勃生机。在一座
平凡简陋的四合院里，1903 年 6 月
9 日的吉辰良时， 一位华姓人家又
添了香火，次子华延年(华岗)诞生
了。没有华丽的衣饰，没有喧嚷的祝
贺，只有母亲爱抚地把他贴在怀里。
谁也不会想到， 就是这位默默出生
于农民家庭的孩子， 时代把他推向
革命斗争的洪流， 促成他炼就为中
共早期党员， 成为中国革命作出杰
出贡献的现代哲学家、史学家、教育
学家。

谁也不会忘记，硕果累累的他，
艰苦卓绝一路走来的曲折历程。 是
家庭的遗传因子， 还是毛竹刚直品
格的影响， 他从小就对劳动人民怀
有深厚感情， 有不屈向上的韧劲精
神。 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阶
级剥削、 阶级压迫的残酷性有着较
深刻的认识。入学后，老师民主思想

的启蒙， 使他从小就了解到祖国的
灾难、民族的危机。吹进龙游山区的
“五四”新文化春风使他开始萌动革
命思想。 就读省立衢州第八师范学
校期间，受杨贤江、恽代英等革命者
书信交往的影响， 在他内心深处埋
下了革命的火种，踏上革命征程。

谁也不会忘记，善于思考的他，
求学于宁波四中时， 在校长经亨颐
的支持下,热衷于爱国政治活动，理
论宣传和组织方面的才华得到展
现。 1924 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后， 任青年团宁波地委宣传
部长，参加进步刊物《火曜》的编辑。
1925 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南
京地委书记， 加入中国共产党。 之
后， 他毅然中断学业， 投身革命洪
流，从事革命活动，传播革命真理。
1928 年 5 月，他去莫斯科出席中国
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 参加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
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新鲜的民主主
义思想占据了他的头脑。 1930 年，

他翻译中国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
第二个全译本， 第一次将全书结束
语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
来！ ”他所著的《1925-1927 中国大
革命史》，赢得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
同， 对当时和以后的许多青年走上
革命道路起了很大的引导作用，为
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流血牺牲的几十
万革命烈士树立起不朽的丰碑，燃
起了星星之火。

谁也不会忘记， 他受命南北援
驰，经受内外考验。以中共中央华北
巡视员的身份到北平，去唐山，视察
指导工作，就任满洲特委书记。 1932
年，他化名刘少陵，从上海去东北
赴任，途经青岛时，因叛徒告密，被
国民党当局逮捕。面对敌人的严刑
审讯，进行了一场信心和意志力的
较量， 坚决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
份，严守党的机密。 1937 年 9 月，
中共代表董必武到达汉口，经与国
民党当局多次交涉， 他和任作民等
人被营救出狱。 暂时熄灭的火炬又
重新点燃。

谁也不会忘记，他出狱后，担任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期间，筹
办武汉《新华日报》。 担任第一任总
编辑时， 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制定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抵
制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及封建家
长式的工作作风 ，遭到时任长江局
负责人王明的排挤打击， 但他决不
妥协。 1945 年，他以国共谈判中共
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参加重庆谈判工
作。 1946 年，他以旧政协中共代表
团顾问的身份，协助周恩来起草《和
平建国纲领》，出席国民政府旧政协
会议。 他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
记、 主持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
工作期间。 国共谈判桌上还留有他
的身影。 同年 6 月 23 日，为阻止国
民党挑起内战， 上海工委与中共上
海地方党组织积极配合， 发动了反
内战请愿运动。昆明发生李公朴、闻
一多的惨案后， 他领导上海工委采
取各种合法形式与国民党斗争，积
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 民主的正
义主张。正义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
谁也不会忘记，皖南事变后，他受周
恩来指派，从事高层统战，彰显共产
党威望。 他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到西
康省雅安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联
系，做川康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部长之职
时， 奉命赴滇做云南省主席龙云的
统战工作。 为 1949 年中共争取云
南的龙云、 卢汉起义和四川的刘文
辉、潘文华、邓锡侯起义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化名
林少侯，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
参加组织成立西南文化研究会，团
结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
著名的民主进步人士开展爱国民主
运动。 1948 年，他在香港养病时，协
助中共香港工委在民主人士中做统
战宣传，给民主人士作形势报告、起
草公开发表对时局的意见。 他用全
身心的光和热， 为全中国的和平解
放事业作出贡献。

人民更不会忘记， 根据中共中
央的指示，他从香港赴北京途中，因
病暂留青岛， 担任华东大学与山东
大学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
书记。这期间，他以“事理兼顾，舍异
求同”为总方针，实事求是地正确处
理合校之初的各种复杂的情况，使
学校工作迅速走上正轨， 呈现一派
生气蓬勃的景象， 被称为山东大学
建校以来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他
被师生誉为“懂政策、有能力、会办
学”的好校长。他十分重视开展学术
争鸣，营造学术民主风气，主政山东
大学期间，开展中国古史分期、亚细
亚生产方式、《红楼梦》研究、农民战
争史等一系列学术争鸣， 引发了全
国学术界的大讨论，《文史哲》 刊物
享誉全国。

天有不测风云。 1955 年 8 月，
他被错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
和“向明反党集团成员”而入狱。 69
岁的他含冤去世。后人发现，他在关
押期间，于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惊
人的毅力，写出了近百万字的《规律
论》等五六部著作文稿。实践了自己
“双膝未膑当知足， 可酬热血换文
章”的慷慨豪言。他留下极其宝贵的
物质和精神遗产，将永留青史，光耀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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