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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 黎 智 六 哥 辞

世!至今将届三载" 他那刚毅敦

厚的形体身姿! 稳重幽默的言

谈举止!仍然不时在我的脑海中浮

现" 数十年来的往事和旧影!恍如

昨日!历历在目"

一

我 辈 嫡 堂 兄 弟 #% 人!以#立$

字排行% 黎智行六!我排十一!他长

我 #! 岁!我称他为六哥" 六哥本名

闻立志!是家骢三伯的三子" #&’(
年 赴 延 安 前! 使 用 立 志 二 字 的 谐

音!改为黎智!并一直沿用下来"

我们的故乡地处鄂东!在湖北

省 浠 水 县 巴 河 镇 的 望 天 湖 畔 陈 家

岭&抗日战争中易名闻家铺’% 在当

地! 闻氏家族是一个宗支延绵(人

丁兴旺和世代书香的大家庭% 祖父

邦本公夫妻生育子女 (" 人! 其中

五 子 是)长 子 闻 家 骥&展 民’!北 洋

法 政 专 门 学 校 毕 业* 次 子 闻 家 骢

&藜青’!湖北省方言学校法文预科

毕 业*三 子 闻 家 騄&巡 周’!北 京 工

业 专 门 学 校 毕 业*四 子 闻 家 骅&一

多’!清 华 学 校 毕 业!留 学 美 国*五

子 闻 家 驷! 上 海 震 旦 大 学 预 科 肄

业!留学法国% 四房 () 兄弟以大排

行 为 序!家 骥 伯 父 行 二!家 骢 伯 父

行三!家騄伯 父 行 五!家 骅&一 多’

伯 父 行 十 一&家 人 习 惯 称 他 为#一

哥$(#一伯$(#一叔$’!父亲闻家驷

行十六%

我 们 的 祖 父 闻 邦 本 &($%’ *
(&’+’!后 更 名 廷 政!字 固 臣 !是 晚

清秀才% 他为人处世有其封建保守

的 一 面!如 重 男 轻 女(迷 信 生 辰 八

字和家长尊严等!但是并非守旧人

物!尤其是在子孙教育方面% 老人

早年参加过#戊戌维新$活动!思想

倾向于改良主义% 后来隐退乡里!

主持家庭新塾!课读孙辈% 祖父在

向 后 辈 们 传 授#子 曰 诗 云$的 传 统

文 化 的 同 时!更 有 意 识 地 灌 输#经

世致用$(#爱国为民$的理念% 辛亥

革 命 前!家 中 就 能 够 阅 读 到+东 方

杂志,(+新民丛报,一类的书刊!较

早地接受了时代潮流的影响%

祖 父 为 人 正 直 不 阿! 持 家 甚

严% 老人传承祖辈的淳朴家风!坚

持#四不$家规!即要求后辈在事业

上 和 生 活 中! 任 何 时 候 都 #不 吸

毒$(#不纳妾$(#不 赌 博$和#不 贪

婪$% 其他祖辈各房亦是如此% 这个

大家庭中的三代男性!包括祖辈兄

弟 ’ 人( 父辈四房兄弟 () 人和我

辈五房兄弟 (% 人! 尽管每个人的

经历时代不同( 政治态度相左(学

识 职 业 有 别(生 活 志 趣 各 异!但 是

百 年 来! 人 人 都 能 够 恪 守 这 些 家

规% 一个世代书香的封建大家庭!

在世风日下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始

终坚持这样的家规!并不是一件轻

而易举的事情% 它说明传统道德的

约束力和影响力!对于家庭成员形

成良好品格是多么地巨大与深刻*

也 从 一 个 侧 面 说 明 在 实 现 社 会 主

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继承和发

扬民族传统文化!仍然是一项必须

常抓不懈的系统工程%

在人类社会中!教育是连接家

庭与社会的特殊和顽强的纽带% 青

少年时代的六哥!在从书本里吸取

知识营养的同时!家庭中那种诚实

简 朴(谦 逊 戒 躁(尊 长 爱 幼 和 兄 友

弟悌的淳朴风气!也在其自身品德

的 塑 造 和 人 生 历 程 的 轨 迹 中 打 下

了深刻的印记!这与他成长为一名

既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又赋予人

性化品格的共产党人是分不开的%

每 个 革 命 者 首 先 是 在 一 定 的 社 会

环境中生活的人!在其身上不仅应

当 保 持 先 辈 传 承 的 道 德 规 范 和 行

为准则!并且还应当模范地去努力

实践% 六哥就是这样的革命者行列

中 的 一 员! 不 管 在 什 么 样 的 情 况

下!他总是努力地使自己在家庭中

扮演着多重的角色) 孝敬的晚辈(

正直的丈夫(合格的父亲和友爱的

兄长% 优良传统与革命情操在这里

得到了统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一种体现%

旧 中 国 的 地 主 阶 级 对 待 后 代

! 闻立树

黎智的生活时代与片断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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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黎智!右二"与全家人合影

教 育!大 体 分 为 两 种 类 型"一 种 是

只要求后辈死读经书!守住土地家

财#另 一 种 则 是 接 受 新 思 潮!主 张

后辈向外发展!成就一番事业$ 祖

父属于后者!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条

件 下!我 的 父 辈 五 人!都 接 受 过 专

科以上的高等教育!一伯和父亲还

经历过留学教育$

祖 父 非 常 重 视 对 孙 辈 的 培 养

教育$ 他主张男孩子应当走出故土

小天地!到外面大世界去发展$ 许

多 年 后!我 听 父 亲 讲!祖 父 对 在 老

家生活的几个孙辈!特别疼爱的是

六哥$ 一则是他为人忠厚!少言寡

语!也不太爱动!当别人玩耍时!他

总是站在边上观看$ 每当大人给小

孩拿来好吃的东西时!别人都争先

恐后地去拿! 而他却从不去抢!有

就 吃!没 有 就 在 一 旁 看 着!也 不 作

声$ 祖父怕他受委屈!常常会特意

给他留出一份$ 二则就是他读书认

真!学 习 努 力!每 次 考 试 分 数 都 很

高$ 祖 父 有 检 查 儿 孙 成 绩 单 的 习

惯! 每当看到立志的成绩单时!都

会高兴好一阵子$ 老人期望六哥长

大后! 像一伯那样读名牌大学!出

国留学!当教授!不做官$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晚辈人

提 起 祖 父!都 十 分 敬 重!同 时 也 带

着几分畏惧!六哥也不例外$ !"#$
年 " 月!六哥在同北京大学中文系

的 刘 煊 先 生%&闻 一 多 评 传’作 者(

的一次谈话中! 回忆起一段往事!

仍然充满了深情$ 他说")我 %"&$
年入党!毕业后组织上决定我搞地

下工作!我就没有回家$ 过了一年

多!*皖南事 变+发 生!我 们 的 组 织

被 破 坏! 后 来 终 于 找 到 重 庆 南 方

局, 其间一度我要找个落脚地!就

在家里暂住$ 当时祖父已经知道我

参加革命了$ 我回去见到他!他很

高兴$ 没有责备我!反而向我讲文

天祥抵抗外族入侵的故事$ 这次谈

话出乎意料的投机!他只是嘱咐我

要小心$ 我到延安后!他还来信$ 当

时 我 的 几 个 伯 叔 叫 我 别 搞 危 险 活

动!我祖父就反对$ 他认为我有志

气!小孩大了!各人有各人的志气$

*人各有志+四 个 字!我 至 今 不 忘$

我到延安后寄信回家报平安!他还

写信给我!并寄了 ’( 元钱$ -.人各

有 志-这 桩 往 事!我 也 曾 经 听 六 哥

讲过!它是祖父对六哥也是对我们

孙 辈 的 教 诲

和嘱托,这句

看 似 平 常 却

有 着 丰 富 内

涵的语句!揭

示 了 在 民 族

危 亡 和 人 民

受难的时代!

一 位 爱 国 正

直 的 老 人 处

理国与家/公

与 私 关 系 的

基本准则!至

今 仍 然 具 有

重要的精神价值$

二

一 多 伯 父 很 早 就 离 开 巴 河 老

宅!外出求学/深造和教书!加上与

六哥在年龄上的差距!叔侄之间并

无多少联系$ 但是!在特定的历史

大 背 景 和 良 好 的 家 传 小 环 境 的 影

响和驱动下!两个人在思想上的碰

撞!却产生了一段特殊的亲情$

抗 战 爆 发 后!国 难 当 头 !河 山

破碎!阖家分离!天各一方$ 二伯和

三伯等侍奉祖父母逃避战乱!由巴

河 移 往 鄂 西 %途 中 祖 母 在 沙 洋 病

逝(!继而入川!寄籍万县$ 一伯和

父亲两家人由武汉经鄂/湘/黔/滇

诸 省!西 迁 昆 明!兄 弟 二 人 同 在 西

南联合大学任教$ 数年间!关山远

阻!亲人音讯相疏$

抗日战争后期!一多伯父跨出

书 斋!投 身 于 坚 持 抗 战/反 对 独 裁

和争取民主的斗争行列!受到广大

进步师生的爱戴$ 在其周围的很多

进步朋友和学生中!有些是中共党

员$ 一次!在同西南联大地下党组

织负责人马识途交谈时! 马表示"

在鄂西时!闻立志/立训/立玲都是

我的朋友!后来立志/立训去了.那

边-$ 一伯从而得知训/志二侄去了

延安$ 三哥闻立训是家騄五伯的长

子!比六哥大 ) 岁$ 他原在重庆中

共南方局工作!!"*% 年 %% 月!兄弟

二人同赴延安$ 三哥对六哥影响较

大!后来他在.抢救运动-中不幸去

世$ 三姐闻立玲!即闻立林!是家骢

三伯的次女/六哥的二姐$ 解放后!

她在武汉铁路教育系统工作!现已

去世$ %"*) 年初!一多伯父收到六

哥从重庆托人带来的家信$ 带信人

是 中 共 云 南 省 工 委 派 往 南 方 局 汇

报.一二0一-运动的情况和请示斗

争策略的同志$ 来信十分简略!只

说已到渝!除了探询他的家中住址

外!并未谈及其他事情$ 但是!一伯

却是心领神会!十分兴奋$ 据六哥

后 来 回 忆".不 久 我 收 到 一 叔 的 回

信$ 在信中!他同我倾心交谈!并以

*身在南方! 心向北方+ 这样的语

句!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

放区热烈向往的心情$ -

在此以后!一伯在致家騄五伯

的 信 中!以 明 确 坚 定 的 语 句!不 容

置疑地声明".两侄所走路线!完全

正确!关于此事!家中尽可放心$ 近

数年来!弟对此类问题在学理上曾

加研讨!并完全赞同$ 在实际状况

方 面! 亦 曾 通 过 英 美 人 士 得 到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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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结 果 亦 皆 满 意!故 对 两 侄 之 行

径!实感无上之欣慰" 时代在进步

中!未可以过去抹杀现在也" #这段

话!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感觉到一

种言简意深$ 掷地有声的力量!义

正情纯$论理坚定的气势充满着字

里行间" 这后一封信写于 !"#$ 年 %
月 &’ 日! 是迄今为止收集到的一

伯生前写的倒数第三封信" 三个半

月后的 ( 月 )* 日! 他继李公朴先

生之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殉难"

六 哥 当 时 在 南 方 局 组 织 部 钱

瑛 部 长 的 领 导 下!与 刘 光$朱 语 今

等同志一起!承担着指导党在国民

党统治区青年工作的重任" 一伯被

暗 杀 的 次 日!周 恩 来$邓 颖 超 同 志

在上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将这一

噩耗告诉了他" 他闻讯后!悲愤万

分" 六 哥 与 一 伯 虽 然 没 有 直 接 接

触!但都是有着同样的心路历程而

不断奋进的" 六哥洞悉叔父那颗爱

国民主$ 求索真理的赤诚之心!钦

佩叔父英勇地站在反独裁$反内战

第一线并以身殉志的凛然正气"

在我的藏书中!有两本书和一

张 报 纸! 经 常 引 起 我 的 回 忆 与 联

想! 因 为 这 同 一 伯 和 六 哥 都 有 关

系" 一本书是%一二&九’’’划时代

的青年史诗(!它是 )"+* 年 ), 月 "
日昆明民主周刊社为纪念 )一二*

九+ 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 )- 周

年发行的增刊, 作者是林薮!吴晗

教授作序" 书名是由民盟中央执行

委员$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兼

民 主 周 刊 社 社 长 闻 一 多 教 授 题 写

并钤盖)一多之印+名章的" 一行红

字 行 楷 书 名! 印 在 绿 色 草 纸 封 面

上!拙 朴 端 正!鲜 艳 夺 目" 另 一 本

% 一 二&九’’’划 时 代 的 青 年 史

诗(!则是以学习出版社%学习丛书

之二(的名义出版的改版本" 该书

封 面 的 上 半 部 沿 用 了 闻 一 多 题 写

的书名! 但是略去了署名和印章!

版 式 也 由 原 来 的 一 行 竖 排 改 成 两

行横排" 下半部是一幅反映战士们

在战斗间隙时学习情景的木刻画"

封 面 用 红 蓝 白 三 色 套 印! 设 计 精

当!醒目可观" 这本改版本略去了

序言! 增加了 %历史可资借镜(一

文! 但是略去了作者黎智的名字"

该 书 出 版 于 !"+$ 年 夏 秋 之 际!可

能 是 在 香 港 或 上 海 印 刷 的 地 下 出

版物" 一张报纸是 !"+$ 年 + 月 .)
日的重庆%新华日报(!该报第四版

专栏 %青年生活()** 期上刊载 了

%历史可资借镜’’’北平学生抗日

救国运动史的介绍(!作者黎智" 两

本书和一篇文章的内容!都是回顾

)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过程和论述

)一二&九+ 运动的意义$ 成果$特

点$道 路 和 经 验 的!其 目 的 在 于 借

鉴历史经验! 以指导现实斗争!特

别是为)一二&一+运 动 指 出 方 向"

%历史可资借镜(一文!着重分析了

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运动中!

关门主义和救亡运动残余的表现$

根源和消极影响!并展望抗日战争

胜利后青年运动的任务和方向!用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总 方 针 和 具 体

政策武装进步分子" 两本书和一篇

文章的出版发行过程!既有偶然性

又有必然性!反映了闻一多和黎智

叔侄二人志相同$ 道相通的事实"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斯人

已 逝!论 著 犹 存!从 而 也 为 当 代 书

林增添了一段佳话"

三

在我保存的几张老照片中!有

一 张 黎 智 六 哥 和 魏 克 六 嫂 在 青 年

时代的合影! 是 )"+* 年秋天两人

一 同 由 陕 甘 宁 边 区 的 绥 德 地 区 调

到重庆中共南方局工作时摄的" 经

历了 *$ 载春秋!照片已经变黄!但

是人物形象依然清晰自然"

)"+( 年冬季的一天!六哥嫂来

到家里" 六哥个头不高!身材结实!

稳重沉着" 六嫂则是体态端庄!眉

清目秀!落落大方" 六哥初到北平

时!先是住在什刹海东边白米斜街

& 号高真伯母 -闻一多夫人. 家,

)"+/ 年 & 月!伯母全家在地下党的

安排下!由六嫂护送去了华北解放

区!六哥就到我们家来住了, 当时!

父 亲 知 道 六 哥 嫂 是 中 共 方 面 派 到

平津从事学运工作的, 对外人则说

是从浠水老家来的侄儿!准备报考

北大!住在这里复习功课, 父亲还

请宿舍工役老赵去为六哥报户口!

以学生身分办国民身分证, 但是直

到 )"+/ 年 )) 月! 六 哥 离 平 赴 津

后!这张身分证才发下来,

中老胡同 &. 号这座多层次的

四合院建筑!当时是北京大学教员

宿舍之一! 总共住着 .- 来户教授

人家, 我家位于大院里比较僻静的

东边!距离大门不远!出入方便!也

不 会 经 常 与 人 碰 面, 六 哥 住 到 这

里!倒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父

亲 很 慎 重! 一 般 不 约 外 人 到 家 里

来!有事总是到别人那里去, 由于

当年在报考大学的人中!常有一些

年龄偏大的! 因此有人碰到六哥!

经简单介绍后!也就不再细问,

我们家父母和兄弟共五口人!

在 两 小 间 卧 室 和 一 间 充 当 客 厅 的

外屋里都放了床, 六哥来后!在进

门 过 道 吃 饭 的 方 桌 旁 安 了 一 张 单

人 铁 床!平 常 他 就 睡 在 那 里!外 出

一般是白天, 除六嫂有时从天津来

我 家!平 时 来 这 里 找 他 的!只 有 两

个人!一位是北平%平明日报(编辑

王汉斌!另一位是交通银行天津分

行 高 级 职 员 李 之 楠, 前 者 南 方 口

音 !身 材 精 瘦 !衣 着 朴 素 !行 动 机

敏/后者北方口音!体型高大!西装

革履!仪态潇洒, 每当他们来时!父

母亲就让我们兄弟到院子里玩!自

己与来人打了招呼后!也进里屋回

避, 来的人说话不多!就分别离去

了, 解放后据六哥对我讲0)"+( 年

" 月 .+ 日!袁永熙1陈琏夫妇意外

被捕!平津学生运动遇到了始料未

及的困难" 袁是中共上海局-由原

南方局调整组成.系统的北平地下

党组织领导人! 陈是中共党员!陈

布雷的女儿!两人新婚不久" 当时!

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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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黎智与魏克

我们还在武汉!接到上海局组织部

钱瑛部长的紧急通知!急速赶往上

海!会同由北平来上海汇报工作的

王汉斌同志! 三人乘船到天津!住

在 李 之 楠 同 志 父 亲 的 一 所 大 房 子

里" !"#$ 年 %& 月下旬! 黎智 #书

记$%王汉斌%李之楠组成新的平津

学委&南系$开始工作’ 我们三个人

在北平碰头开会或过夜!都是到东

城 翠 花 胡 同 的 一 个 地 下 党 员 侯 裕

民家里!从不到街上饭馆吃饭" 总

之!事事精心安排!处处谨慎小心!

严 格 按 照 地 下 工 作 的 纪 律 和 规 律

办事" 因此!没有发生过什么危险"

六 哥 在 家 时!话 语 不 多 !偶 尔

谈些社会上%学校里的事态和湖北

老家的情况" 他酷爱看书" 那时我

们家虽然生活清苦!父亲还是订着

两 份 报 纸(一 份)世 界 日 报*!是 民

营性质的!报道较为客观+一份)华

商报*!是香港邮寄来的进步报纸’

六哥常带回一些杂志和书籍!大多

购 于 东 华 门 大 街 的 报 摊 和 北 大 校

部的北大文化服务社’ 杂志有)中

建*,)观察*%)新路*%)世界知识*%

)知识与生活*%)北大半月刊* 等!

书籍则有 )豪门美国*%)前苏联纪

行*%)前苏联见闻录*等- 还有一本

是 香 港 出 版 %周 觅 &即 周 扬 $编 的

.论文艺问题*- 我从北京大学孑民

图书室借的 .李有才板话*,.李家

庄 的 变

迁*,.洋铁

桶的故事*

等 解 放 区

的 文 艺 小

说!他也拿

去 看 过 -

现在看来!

六 哥 阅 读

这 些 书 报

杂志!绝非

是 为 了 消

遣 或 打 发

时光!而是

出 于 革 命

工 作 的 需

要- 由于身处国统区/独立作战0的

环境!遇事不可能随时向上级党组

织请示报告- 而对于时局事态的发

展 变 化!又 必 须 及 时 了 解!清 晰 判

断!果断决策- 六哥是把读书看报

作 为 观 察 社 会 动 向 和 判 断 形 势 变

化的一个窗口!这是在特殊环境中

从事特殊工作的特殊方法-

四

魏克六嫂原名邓琼芳!四川璧

山人! 她在其同胞的六男二女中!

排行第二- !"’( 年!魏克在成都成

德女子高级中学读书时!邀约同学

多人奔赴延安- 同年 )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并入陕北公学学习- 结业

后!在绥德地区从事宣传教育等工

作!其间曾遭顽军袭击受伤- 解放

战争时期!她在中共南方局系统从

事地下工作!辗转于重庆,上海,武

汉,天津等地- %")$ 年 %& 月后!六

嫂的主要工作地区在天津!隐蔽在

李之楠的父亲家里!有时也到北平

来- 她 那 一 身/阔 太 太0的 衣 着 打

扮! 既 引 人 注 意 又 不 至 于 令 人 怀

疑- 同六哥/寡言少语0的内向型性

格不同!六嫂则是/开朗活跃0的外

向型性格- 她很健谈!与人关系融

洽- 每当她来时!就会给我们家里

带来一阵活跃气氛-

当年! 父亲从天桥旧货市场买

来一辆旧自行车!我骑着上学-六哥

来后!也买了一辆!有时骑着外出-

当时军警经常对市民进行盘查!有

意思的是(今天专查骑车的!对步行

者放行+明天就拦住走路的!对骑车

人则不予理会- 每逢大街上设卡盘

查! 家里人就担心外出的六哥可能

会遇到麻烦!因为他没有身分证-但

是!每次六哥都平安归来-原来每次

盘查都碰巧让他躲过去了( 查骑车

人那天!他是步行上街的+到查行人

时!偏偏他又是骑车出门的-事后!

我 曾 经 好 奇 地 向 他 探 问 其 中 的 原

因! 他却轻松地说(/我运气好10我

知道!这种事可是不能碰运气的-但

是!从他那种泰然处之的表情中!我

却看到了一个深处险境的革命者处

事乐观的心态! 深刻地体会到地下

工作的艰难和危险-

在工作中! 六嫂同六哥一样!

处事谨慎!反应机敏- 她每次来平!

谈完事情也不过久停留!从未在我

家留宿!在北平另有临时住处- 她

对客观形势的变化!有很强的判断

能力!并且处事果断- %")( 年 ) 月!

国民党当局为破坏声势浩大的/反

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0! 纠集特

务流氓和不明真相的分子!在天安

门召开所谓/北平市学生民众清共

大会0!会后又搞什么/示威游行0-

特 务 流 氓 砸 了 红 楼 西 边 的 北 大 东

斋教员宿舍传达室!并波及到院内

的几位教授家!引起社会各界的极

大愤慨- 那天!我正巧在街上目睹

了事件的全过程- 跑回来时!恰好

六嫂正在家里!我急忙把街上的情

形对她讲了- 她听完后!当时没说

什么!立即离家外出- 若干年后!当

六哥嫂同我一起回忆往事时!还表

扬了我( 那天立树报告的情况!为

学 委 及 时 判 断 情 况 和 进 行 工 作 部

署提供了帮助-

%")( 年/八一九0前后!国民党

当局又进行大逮捕!北大红楼一带

气氛很紧张- 全家人都为六哥的安

全担心!但是他的生活节奏还是一

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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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右"与胞叔闻家驷教授在一起

如 既 往!秩 序 井 然"出 入 照 常# 一

天"他彻夜未归"父母亲万分焦急"

我也很不安心# 除了两个弟弟外"

三个人睡意全无"守着一盏孤灯坐

了一个通宵# 直到次日清晨"六哥

平安踏进家门"大家的心才放了下

来# 原来昨天他在回家的路上"发

现有人跟踪" 便临时改变方向"拐

进 了 一 条 胡 同"甩 掉 尾 巴 后"转 到

别处过了一夜#

!"#$年 %! 月间" 六哥外出了

几天# 回来后"情绪比往常显得兴

奋# 同月下旬北平围城前夕"六哥

去了天津" 从此再没有回家住过#

全国解放后得知!六哥曾回解放区

汇报工作"接受新的任务# 中共中

央为了适应全国形势的发展"决定

将 平 津 两 市 原 来 分 属 南 北 两 系 学

委的地下党组织合并"分别成立地

下党北平工委和天津工委# 天津工

委 对 外 称 迎 接 天 津 解 放 行 动 委 员

会"黎智任书记"委员有李之楠$沈

尔琳$魏克和王文化同志#

六哥在北平居住前后近一年#

六哥嫂与我们全家的关系"远远超

出了亲情的范畴#六哥同父亲之间

的感情"也绝非简单的%叔侄&两字

能够涵盖#可以说那是在寻求国家

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奋斗

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

间%风雨同舟"休戚与共&关系的一

个具体例证#

五

!"&" 年 ’ 月"中华全国青年第

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标志着

中国青年运动队伍的大会师# 六哥

以 在%第 二 条 战 线&上 领 导 平 津 学

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身分"父亲则

以 坚 定 支 持 国 民 党 统 治 区 青 年 学

生 运 动 的 民 主 教 授 代 表 的 身 分 出

席大会"两人并同时当选为全国青

联候补委员# 这一事实表明!他们

叔 侄 二 人 的 政 治 态 度 和 行 动 表 现

都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认同# 事后"

六 哥 在 谈 及 此 事 时 说! 天 津 解 放

后" 他 担 任 中 共 天 津 市 青 委 副 书

记"忙于城市接管工作和组织青年

活 动"全 国 青 代 大 会 召 开 时"他 正

在随%四野&大军南下武汉途中"是

在请假的情况下被提名当选的#

建国后"六哥长期在武汉市担

任 各 级 领 导 工 作"并 经 历 了%文 化

大革命&的非常岁月# %"() 年 " 月"

六哥被宣布%解放&"先后任武汉市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武汉市委

副书记"武钢%一米七&工程指挥部

党委常务书记$ 常务副总指挥长#

他 第 一 次 进 京 向 国 务 院 汇 报 完 工

作"就 跑 到 北 大 我 们 家 里 来"这 次

是%文 化 大 革 命&以 来 叔 侄 首 次 见

面"两人谈了许久#

%"($ 年"度过%文化大革命&这

场劫难的六嫂"到北京参加当年坚

持地下斗争的老同志聚会"会后也

到 我 家 中 住

了两天#在与

我 们 团 聚 的

时日里"异常

兴 奋 的 六 嫂

几 乎 说 了 两

天"专心致志

的 父 亲 也 听

了两天"大家

都毫无倦意#

当 六 嫂 看 到

父 亲 坐 的 藤

椅 已 经 十 分

破 旧"回 到 武 汉 后"便 特 意 定 做 了

一把式样相同的"托人送到北大家

中# 父亲十分喜爱"生前一直坐着

它# %"$* 年 & 月 *& 日"六嫂病逝#

直到今天"我们还时常想起她和提

到她#

六 哥 任 武 汉 市 市 长 以 后 " 多

次 进 京" 都 安 排 时 间 到 北 大 家 中

来 一 趟" 有 时 利 用 中 午" 更 多 时

是 在 晚 上# 父 亲 晚 年 平 时 说 话 不

多" 但 是 每 逢 六 哥 来" 总 是 很 喜

悦" 不仅认真地听" 说话也多了#

+""( 年 $ 月" 父亲病重" 六 哥 来

京探望# 同年 !! 月 $ 日" 父亲辞

世" 享年 ", 岁# 六哥又偕同赵慧

六 嫂 专 程 来 京 吊 丧# 在 遗 体 告 别

仪 式 上 " 他 不 以 领 导 干 部 自 居 "

而 是 排 在 家 属 队 伍 里 举 哀 并 接 受

慰 问" 一 切 都 是 按 照 传 统 习 惯 做

的# 记 得 %"$, 年 %% 月" 他 来 京

参加高真伯母的丧仪时也是这样#

当 父 亲 遗 体 告 别 仪 式 结 束 后" 六

哥嫂又亲手将自己积存的 *--- 元

钱" 送 到 患 病 的 继 母 手 中" 再 一

次真诚地表达了对长辈的慰问#

在 家 族 内 " 黎 智$ 魏 克 是 我

的 兄 嫂" 而 在 人 生 道 路 上" 则 是

我 的 引 路 人# 在 祖 国 大 地 从 黑 夜

走 向 黎 明 的 岁 月 里" 我 们 曾 经 共

同度过一段不平常的日子# 当时"

我 只 是 一 名 初 识 大 体 但 涉 世 甚 浅

的初中学生# !’ 岁的我" 敬仰兄

嫂 对 人 民 解 放 事 业 的 忠 诚 坚 定 "

钦 佩 兄 嫂 在 地 下 斗 争 活 动 中 的 勇

敢 机 智 # !"&" 年 初 " 北 平 解 放 "

故 都 春 回# 同 年 " 月" 我 加 入 中

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翌年 ’ 月"

又 成 为 光 荣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党 员 #

在 这 以 后 半 个 世 纪 的 人 生 旅 途 和

政 治 风 云 中" 曾 经 得 到 过 兄 嫂 的

引 导 和 教 诲# 回 忆 往 事" 重 温 旧

影" 对 他 们 在 我 选 择 和 坚 持 正 确

的 人 生 道 路 上 的 榜 样 示 范 作 用 "

铭记于心" 终生难忘#

’作 者 单 位 ! 首 都 师 范 大 学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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