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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轶事

两副对联 一部家史
文 曾宪理

已故的中共中央委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

长、 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山于 1961 年 12 月 10 日

写了两副对联，把他父母、兄弟、嫂子一家人前仆后继，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牺牲的光辉业绩精辟

地概括了出来。
一副写父母、兄弟的：

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

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

上联写他的母亲康春玉（1878.3.14—1967.2.24）生

了 5 个男孩，即曾延生、曾洛生（曾山）、曾炳生、曾玉生

和曾伏生；两个女孩是曾金凤、曾秋凤。 全国解放时，5
男 2 女只留下曾山一人了。 原来，他的四弟玉生、五弟

伏生和两个妹妹，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折磨，先后含恨

死去。 大哥曾延生（1897.3.7—1927.4.4）是吉安党组织

的创始人之一，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后又组织了万

安暴动。 1926 年，曾延生任中共九江地委书记，领导了

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1927 年 12 月，调任赣南

特委书记， 组织了赣南农民武装暴动；1928 年 3 月 23
日不幸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不屈不挠，当年 4 月 4
日牺牲在赣州。 同时就义的还有中共党员、曾延生的革

命伴侣蒋竞英。 三弟曾炳生（1904.10.24—1927.8.5）早

年跟随大哥曾延生投身革命，1926 年在九江以开设书

店为掩护，开辟了党的秘密联络站；1927 年 8 月 9 日牺

牲在九江小校场，时年 23 岁。
下联写的是曾山的父亲曾采芹烈士（1878.2.10—

1931.6.15）光辉的一生。 曾采芹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他

以教书为掩护， 担负党的秘密联络工作。 1927 年至

1930 年期间，国民党反动派 3 次把他关进监狱，施尽酷

刑，但他仍坚守机密，不屈不挠。 1931 年 6 月 15 日，53
岁的曾采芹被活活地打死在吉安监狱里。 曾山在父亲、
哥哥和弟弟先后为国捐躯，家中只留下他一个男丁时，
依然跟定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 他于 1926 年加入党

组织，先后担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省苏维埃政府

主席。 毛泽东同志曾赞扬：在江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曾

山同志是有功的。 红军长征后，曾山代理中共江西省委

书记。 1935 年至 1937 年，他在苏联列宁学院学习，回

国后奉命与陈毅同志改编南方游击队，组建新四军。 解

放前夕，他先后担任中央东南局委员、副书记兼组织部

长等职。 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华东

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财委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交

通工作部部长，内务部部长。 在党的第七、八、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2 年 4 月 16 日，曾山

因病在北京逝世。
另一副是写大嫂、弟媳的：

念大嫂继夫志坚持革命留青史

赞桂香不人后困守家园侍高慈

上联是写大嫂肖淑贤。 肖淑贤 1908 年与曾延生结

婚，在革命家庭的影响下，她很快走上了革命道路。 特

别是在丈夫牺牲后，她毅然参加革命队伍，担任赣西南

苏维埃政府妇女主任，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国

民党第五次“围剿”后，肖淑贤不幸被捕，押在九江感化

院。 敌人软硬兼施，无法使肖淑贤低下高贵的头。 解放

后，她历任村妇女主任、横江区光荣敬老院院长等职，
多次被选为地、县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1980 年 3 月

26 日在家中病逝，享年 88 岁。
下联是写刘桂香的。 弟媳刘桂香 18 岁过门。 1927

年 8 月，其丈夫曾炳生在九江惨遭杀害。 当时，乌云压

顶，环境恶劣：国民党反动派提出要斩草除根，放火烧

了她家的房子。 为了保住炳生烈士的两根红苗，刘桂香

历尽艰险，其时她才 20 出头。 但是，由于孩子年幼，经

不起颠沛流离的折磨，两年中先后病亡。 接二连三的摧

残打击，没有使刘桂香屈服。 她从牢房里出来后，擦干

眼泪，一直困守家园、孝顺老妈妈康春玉。1930 年 11 月

19 日，毛泽东同志来到曾山家里，慰问了曾山的母亲康

春玉，赞扬了这个革命家庭、光荣家庭。
全国解放后，曾山任上海市副市长、华东军政委员

会副主席兼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 他和妻子邓六金同

志商定，欲把受尽国党反动派欺凌的母亲康春玉、大嫂

肖淑贤、弟媳刘桂香接往上海定居。 但烈士的妻子和革

命的老妈妈为减轻国家负担，坚持在老家养猪、种菜，做

些力所能及的事。 她们有功不居功，劳动本色永不丢。
现在， 这两副珍贵的对联还挂在吉安县永和镇锦

源村曾山的故居里，已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责编/玉坤

———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山用对联写家史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