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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有令峻

艾蕴的丈夫叫傅余声，化名
康宁，傅余声的大哥傅书堂 1924

年经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7 年任山东省委常委、工
人运动部长，1929 年 2 月任山东
省委代理书记。傅书堂的大妹傅
桂兰、二妹傅玉真、妻子李淑秀
在 1929 年 8 月 16 日我党处决叛
徒王复元(原任山东省委组织部
长)的行动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风云突变，王复元投敌

王复元是济南人，1900 年出
生，原为济南省立第一中学杂
工。1921 年春，就与其兄王用章
参加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1922

年 9 月，王复元与中共“一大”代
表、山东省党组织负责人王尽
美、邓恩铭等人远赴莫斯科，参
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代表大会。
后王复元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
部长。1927 年初，山东党组织派
王复元去武汉参加中央党的会
议，中央让王复元带回 1000 块大
洋的活动经费，结果被其借口丢
失贪污了。山东省委负责人对他
严厉批评，要他把钱交回来，但
他拒不悔改。省委召开会议，开
除了王复元的党籍。王复元怀恨
在心，于 1928 年 11 月与任山东
省委内部交通的王用章一起叛
变投敌。他们带领国民党反动
派，疯狂抓捕山东省委机关的领
导人和工作人员，先后逮捕了邓
恩铭、刘谦初等数十位革命干
部，使山东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的
破坏。傅书堂的妻子李淑秀当时
在省委机关做内勤工作，有一定
的斗争经验，敌人前去抓捕时，

她说自己是二房东，躲过了一
劫。邓恩铭、刘谦初等人于 1931

年 4 月被反动派杀害于济南纬
八路侯家大院刑场。

王复元的叛变引起了中央
的高度重视。中央一方面把一批
王复元、王用章认识的干部调离
山东，或送去苏联学习，保护起
来。傅书堂就在这时去了苏联。
另一方面中央下决心尽快处决
叛徒。1929 年 4 月，中央机关派
保卫干部张英(潍坊人)来山东锄
奸。

傅桂兰张英假扮夫妻赴济

张英从上海先乘船到达青
岛，与青岛市委负责人接上了
头。市委负责人考虑到，为了利
于张英开展工作，便于隐
蔽，想给张英找一个“媳
妇”。但在当时，这样的人
选不好找。市委负责人就
去找傅书堂的妻子李淑
秀商议。此时，李淑秀带
着年幼的儿子与新婚不
久的二妹傅玉真(19 岁、高密的
第一个女中共党员)、丁维尊(22

岁、铁路印刷厂工人、中共党员)

夫妇租住在云南路的一个院子
里。李淑秀和傅玉真仍然秘密地
为党组织做掩护和联络工作。恰
好这时，傅书堂的大妹傅桂兰来
看望嫂子和妹妹，市委负责人觉
得，让傅桂兰扮做张英的妻子挺
合适。李淑秀、傅玉真也劝她跟
张英一起去济南。傅桂兰这年 21

岁，还不是党员，平时受哥哥嫂
子的影响，对共产党带领劳动人
民打天下，推翻旧世界是非常拥
护的，也为党组织做了许多联络
工作。听了大家的话，虽也羞怯，

但想到是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就答应了。市委负责人给她起了
个化名叫单娟，叮嘱她在行动之
中，一切听张英的安排。

傅桂兰解开大辫子，梳成发
髻，挎个小包袱，扮做媳妇，和张
英从青岛火车站乘上了去济南
的火车。

张英、傅桂兰双双被捕

张英、傅桂兰到济南后，先
住在了经一路的一家客栈。张
英去秘设在八卦楼的省委机关
联系。当时工作人员不在，张英
就写了个条子留下，写上了自
己来济南经商，住在何处。但第
二天，此处的省委机关被王复
元带去的人包围，抓捕了工作

人员，发现了张英留下的
字条。敌人如获至宝，立
即去经一路客栈抓捕张
英。此时，张英外出找地
下组织接头去了，敌人就
抓住了傅桂兰，逼问她叫
什么 名 字 ，来 济 南 干什

么。傅桂兰只说自己叫单娟，是
个农村妇女，跟丈夫来做买卖
的，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傅桂兰
想出去寻找张英报信，已不可
能。敌人又守候了一阵子，张英
回来时，没有防备，被逮捕了。

敌人把张英、傅桂兰押到一
个警察所内，让他们交代是什么
人，来干什么，谁派他们来的，二
人只说是来做买卖的。敌人对张
英二人大肆用刑，把二人分别关
了起来。

傅玉真大义灭亲

下半夜，张英趁看守放松了
警惕，越墙逃了出去。在一个闲

院子里躲了一天，去了青岛。傅
桂兰被关押多日后不幸牺牲。

1929年4月下旬，王复元又跑
到青岛，勾结敌人破坏我地下党
组织，丧心病狂地先后抓了十几
名青岛党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
人员。同时，他还威胁利诱革命
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使之叛
变，成为他的爪牙和帮凶。在他
的软硬兼施之下，傅玉真的丈夫
丁维尊暗中叛变投敌了。丁维尊
为王复元提供了许多情报和线
索，使多名地下党员落入敌手，
惨遭杀害。傅玉真在得到一位同
志的提醒之后，察觉到丁维尊的
异常。她不动声色地对他进行观
察和试探。有一天，傅玉真说要
回高密娘家，丁维尊就跟她一起
回去。结果，在高密火车站，丁维
尊借口上厕所，去向敌人告密，
使几名革命干部落入敌手。傅玉
真证实了他的确已经叛变，及时
向党组织做了汇报。

青岛市委迅速决定，必须尽
快除掉这个败类，以免给党组织
带来更大的损失。要求傅玉真给
予积极配合。

傅玉真虽对丈夫的叛变非
常痛心，不忍心看着他被除掉。
但想到党的事业，想到为了保护
更多的革命干部的生命，还是服
从了组织的决定。

最终丁维尊被张英在青岛
击毙。

之后，王复元到傅家来“安
抚”傅玉真，傅玉真又设法提前
告知了张英。在王复元往外走
时，张英躲在暗处，看清了王复
元的长相特征。

8 月 16 日，王复元去中山路
上一个皮鞋店取定做的皮鞋。张

英和另一名保卫人员王科仁一
路跟踪而来，张英在外边掩护，
王科仁进店冲王复元连开三枪，
王复元当场毙命，为革命队伍除
了一大祸害。

傅家的革命家庭

锄奸之后，敌人四处搜捕
“凶手”，李淑秀和傅玉真回到了
高密。李淑秀含辛茹苦，孝敬公
婆，抚养儿子。但儿子 19 岁时不
幸被害。1954 年，傅书堂历尽艰
辛回国，与李淑秀团聚，后住在
北京。傅书堂去世后，李淑秀在
党组织的安排下，到青岛安度晚
年，90 多岁去世。

傅玉真后与在诸城邮电局
工作的中共高密县委负责人马
馥 塘 一 起 从事革 命 活 动 并 结
婚。1948年解放后，傅玉真在济
南市妇联工作，并担任了济南
市第一家公立托儿所的所长。
1956 年调国家水电部。1996 年
10 月去世，享年 86 岁。

近日，作者在聊城市干休所采访了 88 岁的革命老人、老新闻工作者艾蕴。老人家对作者讲述了发生在 83 年前
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傅家姑嫂锄奸的故事。

■革命年代

1929年，傅家姑嫂惊险锄奸

■忆海拾珠

怀念赵健民同志早年革命二三事

□林左鸣

1912 年，赵健民出生于山东
冠县赵梁堂村。1932 年夏天中断
了在临清师范的学业，以总分第
二的优异成绩考入了被誉为“白
区里的第一所红色学校”——— 山
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同年
11 月，赵健民被共产党员姚仲明
(建国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介绍
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很
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赵
健民开始了革命生涯。

■坚持信仰，使山东党组

织重回中央怀抱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特务
开始在山东疯狂逮捕共产党人。
1933年7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
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敌人破
坏了临时省委、团省特委及山东
省各地党组织，逮捕党、团员300

多人。济南市的中共党组织幸存
下来的仅有两个支部，党员只剩
下赵健民等七八个人，而且失去
了与上级党组织的一切联系。当
时敌人曾猖狂地叫嚣：山东的共
产党被消灭了。

从 1934 年下半年开始，作
为济南党组织的负责人，赵健
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甚
至步行，冒着严寒酷暑，行程约
1 . 78 万里，到鲁西、鲁北、鲁中，
与当地党组织联系，开展党的
工作，以济南和莱芜党组织为
主体，组建了共产党山东省工
作委员会，同时费尽周折与党
中央恢复了联系。历经三年的
艰辛，山东党组织终于回到了
党中央的怀抱。赵健民为恢复、
发展济南和山东党组织立下了
汗马功劳。

■被捕后绝食斗争，迫使

监狱当局让步

1936年9月，时任山东省委
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的赵
健民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
押解的路上，赵健民清醒地意
识到自己衣兜里放着一份瓦窑
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关于目
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决不能落到敌人手里。于是，他
趁敌人不备，迅速掏出文件塞
到嘴里吃了。在监狱中，特务对
赵健民严刑拷打，第一次刑讯

持续了七八个小时，但赵健民
始终坚强不屈。

1 0 月中旬的一天，国民党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自审讯赵
健民，向他发问：“你是一个学
生，不好好读书，参加共产党想
做什么？”赵健民慷慨陈词：“我
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抗日。”“日
本要灭亡我全中国，日本人制
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
省……四亿五千万同胞被奴役
的大祸就要临头。山东地处沿
海，一旦日军大举入侵，必定遭
到蹂躏。”“你作为山东的军政
领导人，不但不应该压制我们
抗日，而且应该支持我们的抗
日救国运动。”赵健民平静地看
着韩复榘，等待着他一摆手，就
赴 刑 场 为 国 家 和 民 族 英 勇 就
义。从被捕之日起，赵健民就下
定了牺牲的决心。

不久，赵健民被押送到山
东省高等法院看守所。在此期
间，作为狱中共产党支部书记
的赵健民发动难友为抗战前线
浴血奋战的将士捐款，遭到看
守所当局阻挠，党支部领导狱
中共产党员进行绝食斗争，迫
使监狱当局让步。

■领导抗日武装，被誉为

“活着的赵子龙”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
抗日，党中央指派张经武同志
赴山东与韩复榘谈判，赵健民
被释放出狱。中共山东省委书
记黎玉告诉赵健民，党在目前
形势下的中心任务就是到农村
去组织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
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成为
一个好的游击队员。在赵健民
主动要求下，他被派到中共鲁
西北任特委书记，组织抗日武
装队伍，形成了闻名中外的鲁
西北革命根据地。当时冠县境
内有两支较大的绿林武装，他
们虽打着抗日的旗号，实则以
敲诈抢掠为业。赵健民到冠县
后积极开展工作，他首先和党
组织采取多种方法，使其中一
支绿林武装“南杆”陷于被动境
地，促其同意归编，被改编为山
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第
六支队，建制为两个团一个特
务营。后来，在赵健民和党组织
的推动下，“北杆”也被收编，编
为第五支队。至此，两支武装完

全 摆 脱 了 国 民 党 顽 固 派 的 控
制，走上了抗日道路。

1939年10月，担任八路军筑
先纵队特务营(三营)营长的赵健
民带领指战员英勇作战，在陈贯
庄战斗中，毙伤日军 110 多人。战
后，“赵三营”在鲁西大地上成为

“克敌制胜”的同义词。赵健民被
誉为“活着的赵子龙”，而日本鬼
子却咬牙切齿地骂他为“赵三马
胡子”。

1942年1月，赵健民在中央
北方局党校学习后任八路军冀
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抗日根
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马本
斋领导的回民支队从冀中转到
冀鲁边区，军区首长决定任命
马本斋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赵健民改任副司令员。当军区
司 令 员 杨 得 志 找 赵 健 民 谈 话
时，赵健民愉快地表示：“坚决
服从命令！”此后，回民支队进
入鲁西北，壮大了八路军的力
量。马本斋与赵健民密切配合、
并肩战斗，沉重打击了气焰嚣
张的伪军，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作者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2012年4月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原省长，原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航空工业部的前身)党组副书记、副部
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原常务副会长，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赵健民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
年100岁。6月24日，赵健民同志诞辰百年之际，故乡人民在山东江北水城天沐会展中心举行了纪念活动，共同缅怀赵健
民同志不平凡的一生。 赵健民

傅玉真(左二)上个世纪 60 年
代和弟弟康宁(右一)与侄子们

李淑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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