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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气长虹 继往开来
———写在江上青诞辰 102周年之际

静 远 幽 兰

这是

一片血染的土地，更是

一片神奇的土地。位于江淮平原的安

徽泗县（古称泗州、虹乡），曾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著名的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在这片红色土地上，无数革命

先驱者为皖东北人民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

诗篇。作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奠基人、“人民英模”江上青，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

年
(

月
&'

日，是江上青诞辰
&'+

周年。在这个特殊日子里，让我们的思绪再次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

年代，共同追忆江上青烈士“春水绿杨思故里，秋山红叶走征途”，满腔热血投身革命事业直至献出宝贵生命的战斗轨迹。

花岗岩雕塑 纪峰作

花岗岩雕塑 纪峰作

最是一年怀念季。
仲春的泗县，麦苗青青，豆花吐艳，呈现出

一片生机勃勃的新景。
县城东北的刘圩镇，古老的濉河踩着春的

脚步静静向东流着，仿佛诉说着令人难忘的
“故事”。在河水拐弯地方有一个村庄，叫小湾。
和许多村庄一样，它很普通，普通得如同一颗
草儿，没有人在意它。可是，

&$#$

年
%

月
+$

日，在一阵枪声中，一个英勇的身躯在这里倒
下了，一腔报国热血也融入了这清清河水中
……

从此，这个地方被人们记住了，镌刻在了
心里。这就是《泗县党史》、《泗县地方志》、《皖
东北革命斗争史》等许多文献所记载的“小湾
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牺牲的就是皖东北抗日
根据地的奠基人，当年我党在皖东北的特支书
记、特委委员江上青。

泗县江上青纪念园。一个值得去寻访、拜
谒、致敬的地方。在思念的季节里，人们不约而
同从四面八方涌来，聚拢到纪念广场前，或鞠
躬，或献花，或喃喃自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
达着对革命先烈深深的怀念之情。

书香门第，投身革命

江上青，原名江世侯，
&$&&

年
(

月
&'

日
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仙女镇一个中医职员家
庭。父亲江石溪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有着强
烈的爱国民主思想，注重对子女的道德文化教
育。他博学多才，不仅精通医术，喜好丹青，而
且擅长诗文，在扬州广有诗名，著有《石溪诗
词》传世。

&$&%

年
$

月，江上青入扬州琼花观
小学读书，并随姑父朱右村学习唐诗、古文、由
此奠定了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自

&$+(

年
$

月至
&$+%

年夏，江上青又先后就读于扬州商
业学校、南通中学、扬州中学。在校期间，受刘
瑞龙、顾民元革命思想影响，积极参加反对列
强和军阀的学生运动。

&$+/

年
&&

月，他在南通中学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

&$+$

年
/

月中学毕业，根据唐
人钱起的诗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而改
名江上青。同年

%

月，他考入上海艺术大学。此
时的中国正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
江上青敢于直面流血和牺牲，义无反顾地加入
中国共产党。同年

&'

月，中共上海艺大党支部
改组，被中共法南区委指派为支部书记。他积
极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和革命宣传工作，并先
后组织创办了《新世纪周刊》、《写作与阅读》等
报刊。

&$+%

年至
&$+$

年间，江上青在扬州、上
海先后两次被反动当局逮捕。在国民党的监狱
里，枪杀革命者、折磨革命者已是寻常事，死亡
每时每刻在考验着每一个人。江上青坦然面
对，以诗言志。他对前去探望的同志说：“坐牢
没关系，放出去再干！”他把在提篮桥监狱关押

期间创作的诗集题名为《提篮曲》，表现出无产
者置生死于度外的凛然气概。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步步紧逼的侵华

日军及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深重灾
难，江上青满怀悲愤，写下了《前进曲》。这首长
诗，和

&$#(

年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等
诸多抗日诗歌一道广泛流传，犹如晓天号角，
惊醒沉睡的人们，唤起了无数民众的抗战斗
志。
“七·七”事变前夕，他与陈素创办了《抗日

周刊》。抗战爆发后，沪苏沿线城市相继沦陷，
他又发起成立了“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
宣传团”，宣传抗日。

此后，他又与陈素率流动宣传团长途跋
涉，到达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六安，得到了当时
进步的省总动员委员会的指导，并与孟超领导
的徐州青年工作团会合，在寿县、田家庵、颍上
等一带开展抗日宣传。当时武汉《新华日报》发
表文章，对江上青的工作给予了热情赞扬。
&$#%

年
&&

月，江上青受中共安徽省工委的委
派，随新任皖六区专员盛子瑾来皖东北。

开辟淮北，贡献卓越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位于淮河以北、包括
淮南、定远、怀远，津浦路以东、海郑公路以南、
京杭大运河以西的安徽省东北部和苏北一部
分地区，包括泗县、睢宁、五河、盱眙、灵璧、宿
县、凤阳、嘉山、定远、怀远等

&'

个县的全部或
一部，总面积

&

万平方公里，约
#''

万人口。它
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中建立较早
的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第四师东进
苏北和西进中原的前进基地，也是阻止国民党
东犯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就十分重视开辟这一
地区。

&$#%

年
"

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
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江北的洪泽湖地带
……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
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和毛泽东提出的在洪
泽湖地带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安徽省工委
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又相继派党员、干部和部
队进入皖东北，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先后
进入该地区活动的有安徽省工委派来的江上
青、吴云邨、赵敏、吕振球等共产党员；有山东
分局派来的杨纯、金明、孟戈非等共产党员及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有豫皖苏边区党
委派来的张爱萍、刘玉柱等同志及新四军游击
支队第一团。

&$#%

年
&&

月，江上青、吴云邨、赵敏、吕
振球、谢景鸿等中共党员受安徽省工委宣传部
长张劲夫派遣，随国民党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
察专员公署专员盛子瑾来皖东北工作。在接受
派遣后，江上青深知这一任务的艰险，行前写
下了《自悼》的联语：“拼将瘦骨埋锋镝，常使英
雄祭血衣”，表示要为党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
的生命。这些秘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皖六区专
署和保安司令部建立了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
江上青任书记，赵敏任组织委员，周邨任宣传
委员。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也基本上以中
共皖东北特支的成员为骨干。

&$#$

年
&

月，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成立，安
徽省工委随之撤销。由于鄂豫皖区党委远在大
别山区，交通阻隔，中共皖东北特支联系工作
不便，江上青以一个共产党员无限忠于党、忠
于组织的高尚品质，立即派共产党员朱伯庸北
上鲁南，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联系，主动要求
派干部到皖东北指导工作，自觉接受上级党组
织领导。于是山东分局决定组建中共皖东北特
委，由杨纯任特委书记，江上青为特委委员。

江上青到皖东北后，公开身份先是文化科
长，不久即任皖六区专员秘书兼第五战区第五
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上级党组织的领
导下，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忠于革命、忠于党的
高尚品质和卓越才能，或公开或秘密地开展工
作，为我党我军独立自主地创立皖东北抗日民
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他的显著成绩主要体现
在八大方面：

———建立党组织。江上青一到皖东北，就
和同来的中共党员在皖六区专员公署内秘密
建立了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特支在特定的环
境下开展活动，很快就控制了一批地方武装，
掌握了一部分基层政权。

———动员群众抗战。组织、组建一批抗日
团体，带领当地民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团结开明人士参加抗日工作。建立广
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创办了皖东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培
养大批抗日干部。先后培养了

!''

多名青年干
部。这些干部后来成为淮北抗日根据地各条战
线的骨干力量。同时创办了《皖东北日报》，积
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委派中共党员掌握区、乡政权。江上
青以其卓越的才华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取得了
盛子瑾的信任。在

&$#$

年初泗县所辖的
"

个
区政权中，即有

(

个区的区长是由江上青推荐
的共产党员担任。

———秘密发展党员。以此壮大党的力量。
———建立和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组建了
#

个农民支队的抗日武装，其大部分由
中共党员领导。后来赵汇川的

#

支队、徐崇富
的特务支队等部队都编入了新四军，壮大了主
力。

———促成了八路军、新四军进入皖东北同
盛子瑾部合作抗战的局面。不久，新四军游击
支队党政军委员会派豫皖边省委书记张爱萍、
秘书刘玉柱等东进皖东北，同盛子瑾会谈后，
达成了合作抗战的协议，在皖东北地区建立了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年，盛子瑾同皖东北的党组织达成
抗日统一战线，引起泗县、灵璧等地的地主豪
绅的恐惧和怨恨。同时，又与新桂系地方实力
派灵璧县县长许志远矛盾激化。为了调解盛、
许矛盾，以便合作抗日，稳定皖东北抗战局面，
&$#$

年
%

月
+$

日，张爱萍主持了盛子瑾、许
志远双方的会谈。盛子瑾抱有和解诚意，在江
上青陪同下，由泗县管镇前往灵璧张大路赴
会。许表面接受调解，答应团结抗日；双方都同
意摒弃前嫌，携手合作。和谈结束后，张爱萍劝
盛子瑾从我军驻地马厂返回专署，以防不测。
盛未听劝阻，带着卫队沿濉河堤东返，途径泗
县小湾村时，突遭许志远预先策划的大柏圩地
主王仲涛等反动地主武装伏击。江上青骑马奔
行在队伍的最前面，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
+%

岁。
江上青为开辟以泗县为中心的皖东北抗

日根据地，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为我党
抗日战争史谱写了光辉一页。

&$$"

年，中共泗县县委、泗县人民政府在
泗县烈士陵园为江上青烈士竖立了一尊铜像；

&$$%

年，在江上青殉难处———泗县刘圩
镇的小湾村西南侧建亭立碑，永远纪念为皖东
北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江上青烈
士；

+''$

年，泗县举办了江上青烈士为国捐
躯

/'

周年纪念活动；
+'&&

年，泗县举办了江上青同志诞辰
&''

周年纪念活动。

薪火相传，虹乡新篇

虹乡旧貌换新颜。如今的小湾河畔，昔日
的战场已变成了书声朗朗的书香校园，万顷良
田豆禾飘香，富裕代替了贫穷，笑声代替了枪
声。绿树环绕，小楼隐隐，欢声笑语响彻人间。

烈士虽去，但泗县人民却未曾忘却他们带
给这片土地的深厚情谊。泗县诗人在怀念江上
青烈士的诗中深情地写道：“不要悲伤

)

广阔的
田野里

)

生长着无边的希望
)

杨树挺直了腰杆
)

庄稼舒展着手掌
)

三三两两的农人
)

笑容在岁
月里荡漾

)

不要悲伤
)

静静的水面上
)

葳蕤着红
菱与藻

)

水葫芦露出糯米似的银牙
)

鸭子用小
红嘴梳理着白色的裙裳

)

鸟儿张开了翅膀
)

向
着天空自由地飞翔

)

不要悲伤
)

一切‘都生活在
太阳里

)

由自己的意志
)

慢慢地构筑起我们的
乐园’

)

所有深切的渴望
)

都已不再是梦想
……”

为了更好地纪念江上青烈士，让先烈遗志
在下一代中得以传承和发扬下去，

+''+

年中
共泗县县委决定把刘圩镇秦场小学更名为“江
上青小学”。

+'&'

年原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视
察江上青小学后，亲自为江上青小学题名：“江
上青小学”。

一所普通的乡村小学，以英烈之名，坐落
在安徽泗县。这对于当地的孩子们而言，是多
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来自党和政府、社会各界
和烈士亲属的关爱，让这些乡村孩子，在分享
信息化现代教育的课堂上，在放飞梦想、幸福
成长的美丽校园，感受着每一天的温暖。

+'&'

年
"

月
&!

日，这一刻将永远定格在
孩子们心里，江泽民同志来到了他们中间。捐
出

+''

万元稿费，一份弥足珍贵的关怀与慈
爱，和阳光一起融入孩子们的心里。

在给江泽民同志的信中孩子们激动地写
道：感谢江爷爷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钱来设立
“江上青教育基金”，用来帮助、奖励江上青小
学家庭经济困难和品学兼优的学生。这些助学
金、奖学金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金钱
上资助和奖励，更是江爷爷对我们的一种鼓励
与关爱。

这份与革命先烈一脉相承的沉甸甸的大
爱，在孩子们的情感里，这样的鼓励和关爱，是
他们“心存感恩，好好学习”的动力；而在泗县
人民的心目中，它则意味“教书育人”的精神传
承和责任担当。江上青教育基金的设立，对泗
县未来教育事业的发展会是一个很好地推动。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规划建设美好家园，既
是唱响今日泗县的时代主题，也是泗县人民对
革命英烈的最好告慰。刘少奇、张爱萍、彭雪
枫、江上青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泗县战斗
过，留下了光辉足迹和不朽的功勋。

&$('

年
(

月底，刘少奇同志抵达泗县罗
岗，视察指导皖东北根据地的工作，历时两个
多月，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不辞劳苦，始终坚持
和一线的同志一起工作，为巩固和发展皖东北
抗日根据地和政权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年，张爱萍将军率部队攻克青阳，在恢复
和巩固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史册上，留下
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杰出指挥员、军事
家彭雪枫将军，在皖东北战斗工作了三年零三
个月，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最终献出了年轻
而宝贵的生命。还有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一
个个光辉足迹，引领着泗县人民走向光明与幸
福……

依托宝贵的红色资源，接下来泗县将继续
弘扬红色文化的内涵，以江上青纪念园为核
心，在北面筹建皖东北革命纪念馆，通过丰富
鲜活的载体连成一片，成为“红色泗州”的一面
旗帜；以现代生态农业园区和水乡特色的新农
村建设一流示范区，环绕纪念园区的红色主
题，通过举行将军歌唱会、入团宣誓、重温入党
誓词、革命纪念书画会等各种纪念活动，展现
一幅幅春水绿杨里的“生态泗县”、“水韵泗
县”、“红色泗县”的美丽画卷。

一座城有红色精神的引领，泗县的未来，
好故事便绵绵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