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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定市出发，一路向东南。三十多公里，进

入高阳县。

出高阳县城，继续向东南。六七公里处，便是

一个青青翠翠的村落——布里。

布里的“布”，恰与“布尔什维克”（俄语，共产

党）的第一个字相同。

莫非，这是历史老人在冥冥之中的刻意安排？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青砖墓碑里的

战地夫妻情

一

1917年夏天的一个午后。
烈日炎炎，蝉鸣喧天。在通向布里村

的田间小路上，颠簸着一辆豪华宽敞的蓝
色篷布马车。车上那个瘦小却精壮的中年
人，就是李石曾。

李石曾，1881 年 5 月生，高阳县庞口村
人。其父李鸿藻，曾任晚清军机大臣、协办
大学士。他熟读诗书，国学根底深厚。
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19岁的他决心
学习军事，师夷长技以制夷。

1902年，在李鸿章推荐下，他赴法国留
学。因为身材瘦弱矮小，改学农学，重点从
事大豆研究。

1908年3月，李石曾在巴黎近郊创办了
一家豆腐工厂，因此获得“豆腐博士”的雅
号。同时，他还在巴黎蒙帕纳斯大街开设
了第一家中国餐馆，取名“中华饭店”。

生意红火。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李石
曾先后从高阳老家招聘了三批打工者，将
他们带到法国。1910年8月，在巴黎的高阳
农民工已有 40 多人。这些人都是工学兼
顾，业余时间学习中文、法文以及其他科学
文化知识。

1912 年初，李石曾和蔡元培等在北京
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其目的是鼓励青
年学生以低廉的费用和节俭苦学的精神赴
法留学，从而引进西方文明，改良中国社
会。经过几年的“以工兼学”实践，李石曾
提出了“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宗旨。

这，就是“勤工俭学”的由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遭受严重

的战火侵袭，中国向法国派遣了十几万战
地华工。中法教育界人士认为有必要对这
些华工进行教育，于是在李石曾、蔡元培、
吴玉章等人的组织下，1916 年在巴黎成立
了“华法教育会”，并创办了华工学校。

李石曾此次回乡，正是为了筹备留法
勤工俭学之事。

他没有回老家，而是径直来到了布里
村，专程拜访北京大学庶务科长、老同盟会
会员段子均。段子均因为参与谋刺袁世
凯，反对帝党活动，此时正隐居家乡。

李石曾原计划在保定育德中学开办留
法预备班，没料到和段子均深入交谈之后，
临时决定首先在布里村创办中国教育史上
独一无二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当夜，两人就在段子均家写就了致北
洋政府教育部的呈请。

于是，留法勤工俭学之风就从布里——
这个北方偏辟的乡间小村迅即吹向全国，拉
开了一场时代大剧的序幕……

在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革命家中，
当 属 蔡 和 森 和 向 警 予 与 布 里 村 缘 分 最
深吧。

1918年6月，蔡和森受湖南新民学会的
委托，前往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事宜。
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时任北京大学
教授。

蔡和森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与李石曾
取得了联系。

蔡和森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北京大学、
杨怀中宅第和李石曾住所之间，很快就通
晓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方法步骤、所费川资
及相关条件。于是，他一面写信给毛泽东、
萧子升等人，让他们联系更多的湖南青年
响应赴法留学的号召，一面与湖南在京高
官士绅磋商，筹措留法经费。在他的鼓动
下，湖南在京的名流都行动起来了，包括著
名教育家胡子靖、前财政部长熊希龄、众议
员王子刚、司法部典狱司长王文豹等。

看到北京的工作有了眉目，毛泽东立
即组织了几十个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
青年，登程北上。

此时，李石曾已邀请蔡和森直接参与
留法勤工俭学具体工作，并指派他到布里
村留法工艺预备学校教授国文。

当时，除了在布里村开办第一个留法
工艺预备学校之外，李石曾、蔡元培的留法
俭学会还在保定育德中学开办了留法预备
班。毛泽东带领的几十名湖南青年到达北
京之后，李石曾就把他们分配到了保定育
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和布里村留法工艺预备
学校。

1918 年 10 月，蔡和森在保定告别了毛
泽东、萧子升等人，带着湖南预备赴法勤工
俭学的初级班学员，分由水路和陆路，乘坐
六艘小船和蓝色篷布马车，走进了布里村。

在布里村留法工艺预备学校南侧，有
一排平房。蔡和森就住在西端的两间屋
里。这一住，就是四个多月。

蔡和森从小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北方
的严寒对于他来说真是雪上加霜。他的气
管经常像风箱一样喘得吱吱直响。

不久，他发明了一种锻炼身体的好方
法：在操场上挖几个半米深的土坑，然后从
里面纵身往上跳，如此反反复复地跳啊跳，
身上已是汗津津了。

就在这个严寒难耐的季节，一个风姿
绰约的南方女子走来了。她就是蔡和森妹
妹蔡畅的同学向警予。

向警予在布里村小住几日，为中国革
命史留下了一页神秘的史料。

他们之间的爱情之火，就是在这个寒冷
的冬天里熊熊燃起的吗？我们不得而知。

几个月之后，蔡和森走向法国，向警予
相伴而行。

更让人惊奇的是，蔡和森的小妹妹蔡
畅和54岁的母亲葛健豪，也一同上路……

二

保定是一座名城，明清时曾长期为直
隶总督署的驻地。

1907 年，陈幼云等同盟会会员在此创
办育德中学，目的是培养青年先进分子，并
作为河北省同盟会的机关驻地。正是有了
这层政治底色，李石曾和蔡元培才决定在
育德中学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

这个预备班，第一期招收的都是河北
籍学生。1918 年 9 月
招收的第二期，则以湖
南学生为主。

毛泽东对赴法勤
工 俭 学 运 动 热 情 高
涨。当收到蔡和森发
出的“速来北京，经济
其事，主持大计”的信
件后，他就带领 24 名
湖南学子马不停蹄地
赶到了北京。

那 一 天 ，是 1918
年8月19日。

不久，毛泽东安排
他的伙伴们走进了分
布各地的赴法勤工俭
学预备班：蔡和森等人
去了高阳县布里班，李
维汉、李富春、张昆弟
等人则去了保定育德
中学预备班，萧子升、
萧子璋兄弟俩进了北
京预备班。

毛泽东本打算进入北京大学进修法
语，但现实的困难打碎了他的梦想：当时的
政府规定，师范生当年不得报考大学。此
时，通过杨怀中介绍，他见到了北京大学图
书馆馆长李大钊。李大钊很快就报请校长
蔡元培同意，安排他在图书馆第二阅览室
担任管理员。

就这样，因了留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和
李大钊这两个红色巨人走到了一起，而批
准毛泽东进入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偏偏又
是留法勤工俭学的肇始者。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中国革命不可忽略的红色起点。

1918 年 10 月 6 日，毛泽东等人从北京
出发，乘火车到保定，看望在育德中学留法
班学习的湖南学生，并迎接第二批前往布
里留法工艺学校学习的湖南学生。

那个年代，湖南、直隶相隔万水千山，
老乡异地相见，喜极而泣。第二天，全体同
学游览古莲池，并照相留念。晚上，大家又
一起在电影院看了一场无声电影。

10月8日，毛泽东、萧子升返京。
10月10日，蔡和森带领30余名湖南学

生，开赴布里村。
……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没有前往

法国，但这次保定之行，给他留下了深刻
印象。

1958年，毛泽东视察河北，当听说省委
秘书长尹哲是高阳人时，顿时眼前一亮：

“高阳？高阳可是个好地方。当年，高阳的
李石曾可是帮了我们的大忙啊。他搞的那
个留法勤工俭学，替我们培养了不少人才
呀。总理、小平都是嘛。”

保定古莲花池，是中国“十大名园”之
一。其门前广场，如今是市民晨练的好去
处。当时，这里最具地方特色的体育项目，
就是风靡一时的“保定飞毽”。

1919年春天，李富春、李维汉等在育德
中学留法补习班学习的湖南青年，很快成
为这里的常客。

不几天工夫，李富
春就迷上了毽子。那
种用彩色羽毛装饰的
小 小 精 灵 ，绕 着 踢 毽
人 的 身 体 上 下 翻 飞 、
左 旋 右 转 ，煞 是 好
看。踢毽子的人三三
两 两 围 成 一 圈 ，小 衣
襟短打扮，脚蹬洒鞋，
不 时 地 喝 上 一 嗓 子 ：

“好毽儿！”
李 富 春 跑 遍 保 定

城 ，也 买 不 到 这 种 彩
色 小 毽 子 。 无 奈 ，找
到那位保定府有名的

“毽子王”讨教。“毽子
王”也姓李，朗声笑了
起 来 ：“ 毽 子 哪 有 卖
的 ，都 是 自 家 女 人 缝
的。”

“毽子王”见这位
湖南后生对保定毽子

一片痴情，便从家里带来几只上好的彩毽，
慷慨相赠。从此，踢毽子的人群里，多了几
个湖南后生的身影。没多久，他们的毽子
功便好生了得，特别是李富春跟“毽子王”
学的几招“白鹤亮翅”“老龙摆尾”等，更是
洒脱。

几个月后，李富春等人要到北京筹
措赴法留学贷款。临行前，他们来到古
莲花池门旁，与“毽子王”告别。“毽子王”
又拿出几只制作精美的彩色毽子，说：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不是一般人物，
能和你们踢上半年毽子，是咱们的缘分
哪。”

李富春说：“我们是准备到法国勤工俭
学的穷学生，没有别的，买了一双洒鞋，送
给师傅。”

李师傅接过洒鞋，说道：“好，借你们吉
言。来，今天咱们师徒再踢一场，我给你们
亮一个绝活儿‘仙人指路’吧！”

后来，李富春把踢毽子的本领一直带
到法国巴黎，也被称为“毽子王”。

巴黎的星形广场上，蒙达尼中学的操
场上，布洛涅森林公园的草坪上，都留下了
李富春矫健的身影。

只是不知道，李富春的彩色羽毛毽子，
是不是他的夫人蔡畅亲手缝制的呢？

三

1919年，一个名叫刘渭璜的湖南青年，
走进了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

他，就是刘少奇。
在这里，刘少奇学习了木工、打铁、翻

砂、钳工、车床工、模具等六门手艺。
几十年后，在中南海木工房，工作后小

憩的共和国主席信手拿起刨子干起了木工
活儿。当别人惊诧于他手艺的娴熟时，他
笑笑说：“我这是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
班里打下的基础，刘仙洲是我的老师，名师
出高徒嘛。”

1919 年 6 月，由于山东军阀马良镇压
学生运动，激起了全国各地学生的愤怒，
北京的“五四”爱国运动又一次掀起高
潮。刘少奇被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所吸
引，便相约几位同窗好友，登上了开往北
京的列车。

刘少奇住在北京，一边参加学生运
动，一边准备考大学。他参加了几个大学
的招生考试，结果都被录取。拿着各大学
的录取通知书，刘少奇做了比较：有的收
费太高，有的学制太长。正在举棋不定
时 ，一 条 新 路 展 现 在 面 前 ：赴 法 勤 工
俭学。

但是，赴法路费需要自理。刘少奇负
担不起，便请求免去路费或者到欧洲后用
工作所得偿还。

李石曾对他的勇气和上进心大加赞
赏，但路费自理的规定却不能破除。

刘少奇仍然不死心，就直接去找教育
总长范静生。范静生便建议他先到保定育
德中学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那里
不收学费，实行半工半读，还有一些收入，
可以边学习，边等待赴法的机会。

1919 年 9 月，刘少奇来到保定，顺利进
入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第三班
学习。

在这里，刘少奇每天上午学习，下午劳
动。学习课程除了补习法文外，还有实用
劳动技术，如机械学、木工、钳工等。对这
些技术，刘少奇很感兴趣，但他最喜欢的还
是木工，学得最上心。

在育德中学一年，使刘少奇的思想发
生了重大变化。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许多
新思想，特别是从书刊上进一步了解到俄
国的十月革命，从《新青年》等刊物上更多
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知识，从《每周评论》
上通晓了国内外政治大事。每天和工人一
起劳动，对中国工人的生活状况有了最直
接的感受。

1920 年夏季，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
留法预备班毕业后，马上返回北京，申请赴
法勤工俭学。但此时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赴法路费大大提升。

好不容易得到欧洲求学的机会，刘少
奇不想放弃。他决定回湖南老家借钱。可
又不巧，由于皖系和直系军阀大战，吴佩孚
派兵封锁了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中断。

1920 年 8 月，京汉铁路通车，刘少奇立
即赶回长沙。好不容易凑足了路费，突然
又从北京传来消息：先期赴法的几百名勤
工俭学学生已经被遣送回国，法国不再接
收中国学生了。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来路苍茫，
让我们回望这场从布里村发端并迅速传遍
全国的红色风潮吧。

当年，在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支持和组
织下，很短时间内，全国就办起了二十多个
留法勤工俭学培训学校。

学生们在各地预备学习之后，于 1919
年开始分批赴法。

据统计，从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
不到两年的时间，共有20批学生赴法，约计
两千多人。

这些学生抵达法国后，有的进学校、有
的入工厂，遍布法国各地。

的确，这场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
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个极其
重大的事件。直接和间接参与其中者，都
是当时中国最有才华、最有理想的青年俊
杰。除了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重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
奇、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李维汉、
李立三等人，还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名字：蔡
和森、赵世炎、向警予、王若飞、何长工、陈
延年、陈乔年、刘伯坚、李慰农、张昆弟、罗
学瓒、傅烈、郭隆真、高风、佘立亚、穆清、冉
钧、周文楷、戴坤忠、李林、孙炳文、马志远、
林修杰、袁庆云、萧朴生、秦青川、张增
益等。

毫无疑问，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无论从
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还是从科技、教育、
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为不久后诞生的
中国共产党输送了最新鲜的血液、最充足
的养分和最坚硬的钙质。

这一个个闪耀着灼灼光芒的民族希望
之星，在法兰西的上空汇成了一道灿烂的
星河，聚成了一道璀璨的赤光。

这道赤光，裹雷挟电，飞过大西洋、印
度洋、太平洋，猛烈地撞击着沉闷的华夏
大地。

这道赤光，把华夏大地的乌云席卷而
去，燃烧出漫天彩霞，鼓舞出了一轮鲜艳的
红日！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革命史是用英雄
的鲜血谱写的。

7月的邯郸，烈日当空。晋冀鲁豫烈士
陵园内，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纪念堂于苍松
翠柏之间静静矗立。微风拂过，树影婆娑，
诉说着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爆革命火花生有光芒照日月，作献身
金鉴死留正气壮山河。”走近烈士纪念堂大
门，红色门柱上一副对联追忆着为国捐躯的
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纪念堂内，
陈展着一块特殊的“墓碑”——刻有“鸿
化”二字的质朴青砖。它不仅凝聚着抗日战
争最残酷时期一对战地伴侣的夫妻情，也见
证了一位烈士用鲜血和生命践行革命初心的
英雄壮举。“墓碑”的主人是一二九师冀南
军区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

袁鸿化出生在陕西省高陵县官家寺村一
户贫苦的农民家庭。中学时期便积极参加爱
国运动，加入青年进步组织——青年社，并
任社长。1926 年加入共青团，随后加入中
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秘密组织
农民自卫军，领导农民进行分田地、斗地主
的土地革命，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投身抗
日战争。

“青砖有幸伴忠骨，英烈浩气万古存！
就是这样一块块凝结着革命先烈热血和生命
的青砖，铸就了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不朽丰
碑。”讲解员动情地讲述着，把我的思绪拉
回到那浴血奋战的激烈场面，眼前好像又浮
现出了革命先辈们和敌人殊死搏斗的英勇壮
举，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1942 年是抗日战争也是冀南抗日根据
地最艰苦的时期。当时，袁鸿化任一二九师
冀南军区四分区政治部主任。4月29日，日
寇在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下，纠
集了三万余兵力分两路以突袭方式，分别将
冀南党政机关以及新七旅、第四分区党政机
关以及新四旅团团围住。袁鸿化和官兵们展
开了英勇的突围战斗。下午二时许，突然从
临清、博平方向奔来两股敌军，激烈的战斗
一直持续到黄昏。最终，因寡不敌众，袁鸿
化身中数弹，倒在一块棉花地里，壮烈牺
牲，时年34岁。

青山埋忠骨，叶落有根寻。
袁鸿化牺牲时，他的妻子周雅怀孕即将

分娩。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她悲痛欲绝，
但依然坚持骑马 9 公里去送丈夫最后一程。
周雅赶到时，棺木已经钉好，看着战友们把
丈夫掩埋，她坐在坟墓旁失声痛哭。

从墓地回到住处后周雅想到，一同安葬
的有好几位革命同志，将来又该怎么分辨
呢？于是，她连夜从老乡家找来一块青砖，
先用笔写下“鸿化”二字，再用小刀深深地
刻下这个留在心底的名字。这块青砖墓
碑，寄托了周雅对袁鸿化的无限哀思。第二
天，周雅冒着生命危险策马再次赶到墓地，
将青砖墓碑埋到了丈夫的坟前。

11 年后的 1953 年，正是根据周雅的回
忆和这块特殊的“墓碑”，人民政府在众多
烈士的遗骨中，顺利辨认出袁鸿化的遗骨，
并移葬于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如今，这块青砖墓碑陈列在晋冀鲁豫烈
士陵园烈士纪念堂里，向人们诉说那段感人
的战地夫妻情，那一个个用鲜血和生命践行
革命初心的英勇事迹……

精神不朽，血脉传承。烈日当空，却挡不
住人们缅怀英雄的脚步。烈士纪念堂内宁静
庄严，摩肩接踵的缅怀者默默参观，鞠躬致
敬，以自己的安宁幸福，告慰九泉之下的英
灵：山河壮阔，这盛世正如你们所愿。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堂内陈列
的青砖墓碑 省文物局供图

赤 光
（报告文学）

□李春雷

育德中学旧址育德中学旧址 本报资料片本报资料片

布里留法工艺学校旧址布里留法工艺学校旧址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高高 珊摄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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