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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 蓝山

在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的
基本陈列中，有一件毛泽东主
席邀请刘绍南烈士儿子刘福远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周
年庆典的请柬（见图），追述着
党和国家赋予革命先驱的无上
荣耀。

刘绍南（1903—1928），又
名自棠，乳名小年。湖北省沔
阳县（今洪湖市）戴家场土地沟
人。刘绍南幼读私塾。1920
年春，17岁的刘绍南考入董必
武、陈潭秋等创办的汉口共进
中学，1924年考入武汉中华大
学就读，逐渐接受革命思想，走
上革命道路。刘绍南虽出生于
地主家庭，家境殷实，但自幼同
情民众疾苦，疾恶如仇，好打抱
不平。1925年初，刘绍南加入
中国共产党，他写信给父亲刘
家云，要父亲将家里的余田分
给贫苦的长工佃户。

1926年春，刘绍南受党组
织派遣回到家乡洪湖，传播马
克思主义思想，开展农民运
动。一回乡，他就走村串户宣
传革命思想，启发农民觉悟。
在他的鼓动下，长工许登科、王
文元和贫苦青年彭国材、涂为
云等人被发展入党，成为农运
骨干。1926年 5月，刘绍南与
彭国材、涂为云、李德珍、贺家

琪（后改名“贺闯”）歃血为盟，
结拜为革命兄弟，成为洪湖地
区早期革命斗争中著名的“红
五子”。当时洪湖地区流传着
一首革命歌谣，其中就有“洪湖
水，宽又宽，洪湖出了刘绍南；
他们‘五子’作伙伴，领导人民
把身翻”的诗句。

1927年9月10日夜，正值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时任中
共沔阳县委委员兼沔南区区委
书记的刘绍南，参与组织指挥

著名的戴家场秋收暴动，打响
了鄂中地区武装革命的第一
枪，揭开了洪湖地区党和人民
展开新的武装斗争的序幕。是
夜，刘绍南、彭国材等率领300
余人包围涂家大院，身先士卒
地攻进大门，恶霸地主涂大渭
在翻墙逃跑时被子弹击伤，不
久死于新堤。暴动成功后，迅
速恢复了戴家场乡农民协会。
同年冬天，刘绍南带领农民自
卫军，配合工农武装第五军攻

克沔阳县城，打开监狱，救出许
多革命同志。

1928年夏天，国民党军队
对洪湖地区“清乡”，悬赏重金，
缉拿被地主恶霸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的刘绍南。7月9日深
夜，刘绍南在陈家垸祠堂主持
召开沔南区特委扩大会议。10
日凌晨4时，会议接近尾声，由
于叛徒告密，会场被国民党沔
阳县保卫团包围，刘绍南掩护
二十余位党员干部安全撤退，
自己却不幸右腿中弹，受伤被
捕。在狱中，刘绍南遭受了惨
无人道的酷刑毒打，坚贞不屈，
痛斥敌人。国民党沔阳县保卫
团副团总李伯岩多次逼迫刘绍
南写“自首书”，称只要写了自
首书就不再追责。面对李伯岩
的威逼利诱，刘绍南大义凛然，
挥笔写下《回答敌人审问》一
诗：“大丈夫，要革命，立志创造
新社会。为工农，谋幸福，百折
不挠不气馁……”1928年 7月
23日深夜，因受刑而体无完肤
的刘绍南被抬至涂家花园，英
勇就义，年仅25岁。他在狱中
写下的两首诗，充满了大无畏
的英雄气概。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
追认刘绍南为革命烈士，在他
的家乡建立了纪念碑。1951
年 9月，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
邀请刘绍南烈士遗孤刘福远参

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周年
国庆招待会的请柬，信封上用
毛笔书写“鄂西，刘福远代表”，
落款为印刷的“中央人民政府
缄”红字，上面加盖有“急件”

“密件”印，可见请柬是由中央
办公厅以急件形式发出。请柬
长25、宽15厘米，白底红字，上
中部印有国徽图案，文字由右
至左竖行排列：“订于一九五一
年九月三十日下午七时在怀仁
堂举行招待会，敬请光临。毛
泽东。凭柬入场。”刘福远为刘
绍南烈士的遗腹子，刘绍南临
刑前，李伯岩以其妻怀有身孕、
父母年过半百需要奉养为诱
饵，试图作最后的劝降，叫嚷

“只要申明脱离共产党，就可释
放恢复自由”。刘绍南仍不为
所动，视死如归，写下慷慨激昂
的《壮烈歌》，以明心志。当时，
刘福远在北京受到了热情周到
的接待，与其他受邀代表一起
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参加了
9月3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的国庆招待会，并于第二天观
礼了当年的国庆盛会。

回到洪湖后，刘福远的心
情十分激动，他将请柬连同信
封一直精心保存，直到上世纪
80年代捐赠给洪湖革命历史
博物馆，成为爱国主义的生动
教材。

■浙江杭州 徐建平

这是一份补契，虽然有些
残破，但上面的“农会主席”几
个字让我感到这份补契里面应
该有故事。因为在民国三十一
年（1942），在赤岸村有农会，这
个农会是谁领导的？带着这个
疑问，笔者买下了这份补契。

这份补契共有两张。其中
一张为手写（图1）：同保证人
张吉祥、张补心，赤岸村长张文
义，农会主席张贵福，立补契人
张德堂，今补到磨曲水地壹片，
叁亩大小，根条在内。其地东
至渠路，西至大官路，南至张全
义、张文亭，北至张庆珍、张满
禧，各取四至明白。水流行道
依旧往来。按时补契作价洋肆
百元整。因敌人扫荡准备，放
地洞烂坏无存，今同村长、农会
主席证明，保障其土地永久所
有权，恐后无凭，立补契为证。
上带本地原（这里应该少一个
粮字）壹斗贰升。民国叁拾一
年拾贰月十五日。补契人张德
堂具。

另一张是在印制成制式契
类格式（应是县政府印制的）表
中填写具体内容的补契（图
2）：立补契人张德堂，今将自己
坐（座）落赤岸村东磨曲地叁
亩，东至渠路，西至大官路，南
至张全义、张文亭，北至张庆祯
张满禧，上下金石土木一并相
连。同中说合情愿，因原契烂
坏无存立补契，名下言明时价

洋四百元，当时钱业两交，各无
异言。自补之后，倘有亲族邻
佑争执或先界未赎情事，由补
主一面承当，与主无干。恐口
无凭，立补契为证。中华民国
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立契
人张德堂，原契张数壹张，公证
人李庆口，农会张贵福，说合
人，原带粮数，粮壹斗贰升，产
邻，村长张文义，书契人张双
全，税款，税契年月，收款人。

两份契纸上盖有“涉县县
政府印”完整印文一枚，骑缝印
文2枚，村长和农会主席的私

人印章各2枚，在手书契的左
侧有一长条形印文，放大镜下
依稀可辨为“涉县赤岸村农民
救国会”，在手书契正文第四行
补写的“因”位置和左侧农会长
条章上方各有一方章印文，印
文文字已无法辨认，但可推测
为是涉县赤岸村的一枚公章。
另外在第二同保人张补心名字
下还有一枚墨手印纹。

根据大方形公章“涉县县
政府印”，很快就确定赤岸村是
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河南镇的一
个村，而且是一个赫赫有名的

村子。根据邯郸地方党史介
绍，赤岸村在抗战时期是八路
军129师司令部的所在地。同
时，华北新华广播电台、新华日
报社等110多个党政机关长期
驻扎于此。刘伯承、邓小平、李
达、黄镇、李雪峰、赖若愚等领
导都曾在村里办公和生活。
1940 年 6 月，八路军 129 师司
令部从山西省辽县（左权县）桐
峪村迁驻涉县常乐村，12月迁
驻赤岸村，直到1945年12月迁
往武安的下柏树村。在赤岸期
间，刘邓指挥129师官兵，参加

大小战役31000多次，收复了
198座县城，把晋冀鲁豫边区
建成了华北最大的敌后抗日根
据地，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2551万。兵力由出师
时不到1万人，发展壮大到有
30万正规军、40万民兵的强大
队伍。在这里，刘邓领导全边
区对敌开展战斗，粉碎了侵华
日军无数次的疯狂“扫荡”“封
锁”“蚕食”与“清剿”，组织召开
过许多重要会议，发布过许多
有关根据地巩固、发展的大政
方针。

正是源于这么雄厚的政治
基础，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看
到，当年一个村级组织为老百
姓办事的认真程度。当一个
村民在躲避鬼子“扫荡”时，因
把家里的宝贝地契藏在地洞
而造成“烂坏无存”时，村长、
农会主席帮他召集相关人员
予以补办，并在补办时严格按
操作程序办，比如盖章、按手
印、在增补字的位置盖更正、
加注印等。

另外从两份文书签署的
时间都是“中华民国三十一年
十二月十五日”来分析，当时
的县政府机关应该在赤岸村
或附近。综合来看，在那种恶
劣的环境下，农民们从抗日政
府那里领到的土地证或地契被
丢失、烂坏、烧毁等不会是少
数，但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政府
不仅想到了，而且做到了“一切
为人民”，做好了补办的准备。

抗日根据地村民补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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