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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济泽同志（1914—1999），中
国共产党的新闻广播活动家、教育
家，著名的瞿秋白研究专家。他十分
崇敬秋白同志，在秋白精神感召下走
上革命道路。他生前对常州情有独
钟，多次来常帮助指导常州弘扬“常
州三杰”精神。今年是温老诞辰 110
周年，深切缅怀和追思温老之际，再
次翻看他的一些大札、题词、合影，曾
经搁浅的往事在记忆荧屏上一一闪
过，历历在目。

1985 年 6 月 22 日至 26 日，纪念
瞿秋白同志就义 50 周年全国性学术
讨论会在常州召开。是年 6 月 2 日，
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研究生院院长
温济泽寄来大作，并赐函本人：“陈弼
同志：为你报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50
周年专辑写了一篇文章，现寄上。合
用与否，请斟酌。文中关于秋白同志
生平的一段，是根据为大百科全书写
瞿秋白条目写的。关于秋白同志担任
过的职务，过去有些不够准确，这里都
作了核实和订正。问你们好！”6月22
日，温老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概述了
秋白同志光辉的一生及巨大的革命功
绩，介绍了《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
集》编辑出版的情况，精辟地论述了秋
白同志在党的理论建设、应用马克思
主义指导研究社会科学和文学事业方
面的卓越贡献。

1990 年 11 月 29 日，张太雷研究
会成立暨学术讨论会在常州召开。
28 日晚，我去常州宾馆拜访温老。
他热情谦和，平易近人，双鬓染霜，精
神矍铄，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原籍
广东梅州，1914 年出生于江苏淮阴，
1929 年初夏在江苏省淮阴中学读初
一时，加入了高中部同学组织的进步
文学团体“稚鸿社”。1930 年初，他
在学校图书馆里找到一本瞿秋白、耿
济之编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
科学十二讲》，如获至宝，从这本书里
懂了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后
来又从一位同窗好友那里借到了一
本秘密出版的瞿秋白著作，有瞿秋白
于 1927 年 11 月至 1928 年 2 月在中
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连
续发表的 5 篇文章，都是宣传贯彻

“八七会议”精神的。读了这本书，知
道“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只
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起“镰刀
斧头红色旗”，中国革命才能成功。
1930 年 4 月，他秘密加入共青团，后
转为中共党员。温老说：“瞿秋白是
我革命的引路人。”

加入共青团不久，校方发觉他较
前更为“过激”，他被学校开除了。为

了逃避国民党的追捕，他颠沛流离，
于 1930 年冬化装到了上海，辗转进
入复旦附中读书，被指定为共青团支
部书记。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
他担任了包括附中在内的复旦大学
共青团支部书记。是年 7 月 17 日，

“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的中共江苏
省委在上海共舞台召开半公开的集
会，筹划成立全国反帝同盟。集会被
国民党复兴社侦知，已有内线通报，
但仍然冒险举行，结果被捕达 95 人，
史称“共舞台事件”。温老是主席团
成员，也在这次事件中被捕，判刑 12
年，解往苏州军人监狱。1935 年下
半年，一位新入狱的难友向他讲述了
秋白同志被捕和英勇就义的情形，说
秋白同志走上刑场时，手夹香烟，顾
盼自如，高唱《国际歌》，高呼革命口

号，情景十分感人。这引起他无限悲
痛和哀思，同时在心底燃起复仇的火
焰。在狱中如何复仇？只有学习学
习再学习，为将来从事革命和建设做
好知识储备。学习中得益最大的是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
法》。他按照恩格斯所讲科学的分
类，系统地阅读了大量自然科学和人
文社会科学的书籍，包括物理学、化
学、生物学等教科书以及达尔文的

《进化论》、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教
程》等等。狱中读书不自由，又没有
纸和笔，只能高价买通看守，秘密买
进一些铅笔芯，用手捏着在书上的空
白处写读书笔记。温老说：“通过狱
中数年苦读，对自然发展史和社会发
展史，有了粗略而又明确的认识，这
对我的世界观形成起了奠基作用。

回想起来，是秋白同志给了我力量，他
的崇高精神鼓舞和激励我，在那么艰苦
的条件下爬上了书山。”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温济泽和
所有政治犯被无条件释放。第二年初，
他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943年1月，他
由中宣部调到《解放日报》任副刊编辑。
就在这一年，秋白同志就义8周年前夕，
他怀着崇敬和缅怀的深情，撰写了第一
篇纪念瞿秋白的文章《瞿秋白同志革命
斗争史略》。新中国成立后，50 年代他
写过20多篇纪念、学习、研究秋白同志
的文章，其中较长的一篇《瞿秋白同志战
斗的一生》，刊登在1957年《红旗飘飘》
第5集。我编辑《常州日报》副刊时曾连
载这篇大作。

他说，“常州三杰”是党史上的重要
人物，“三杰”研究任重道远，要实事求
是，不断深化，服务现实，要结合党史学
习，研究、弘扬他们为革命做出的巨大功
绩。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学习他们崇高的
革命精神上，例如瞿秋白，要研究他“为
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勇于开拓精神，
研究他重视“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的
实践密切联结起来”的精神，研究他以

“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为
己任的精神，研究他临难不屈的意志和
英勇献身的精神……

温老一席谈，让我接受了一次心灵
的洗礼。时近子夜，告辞时请温老题词，
他欣然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向瞿秋白、
张太雷、恽代英同志学习”。

1980 年，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 45
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重新出版一部包
括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胡乔
木把这部文集的编辑任务委托给周扬和
温济泽，后因周扬病重，温老毅然挑起了
这副重担，任编辑组组长。在20多位同
志的大力协作下，终于在1998年冬完成
了这部14卷文集的编辑出版任务，向瞿
秋白百年诞辰献上了厚礼。

1999年初，全国瞿秋白生平和思想
研讨会在常州举行，温老坐着轮椅从北
京赶来，满怀深情地宣讲了他的论文《对
瞿秋白的历史评价》，结束时激昂地说：

“愿秋白精神一代一代、永远永远传下
去，秋白精神永远不死！”全场响起长时
间热烈的掌声。

1999年4月16日，温济泽同志因病
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噩耗传来，我
深感震惊和悲痛。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
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词中誉称他为“中国
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
士”。温济泽同志不老征鸿，他没有离开
我们，仍然坐在轮椅上，走在一大批专家
学者的前面。因为在他心中，有一盏永
不熄灭的长明灯——瞿秋白！

——深情缅怀温济泽同志

“瞿秋白是我革命的引路人”

1995年6月18日，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60周年暨学术讨论会开幕式在首都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会前作者与顾浩（左）、温济泽（右）同志合影留念

“一身绿，三点红”，指的是
65 式军服及佩戴的红帽徽和
红领章。

话说1971年3月，是我当
兵第四个年头，当时我刚从镇
江接新兵回到部队不久，正在
新兵连训练新兵，突然有一天，
新兵连长告诉我说：“你们连队
来通知，决定你今年退伍了，你
准备一下，明天我安排车送你
回连队。”说实在的，我当时是
很意外的，听到此决定很是沮
丧。那时候，我还不想退伍。
而且部队派我出去接新兵，回
部队后又派我去新兵连训练新
兵，本以为部队今年是不会让
我退伍的。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连队。
连长看出了我的心思，把我叫
到了连部，寒暄几句后就直奔
主题说：“决定你退伍，连队是
经过反复研究的，虽有不同意
见，但都认为你工作积极，军事
素质好，也能适应部队工作，但
是考虑到你家庭的一些实际情
况……就是让你再留队干几年
也没有意义了，主要的是听说
你们江苏兵，今年退伍回家一
般都会安排工作的，晚走还不
如早走。”连长的话让我如释重
负，愉快地接受了退伍命令。

我至今还记得，1971 年 3
月15日，去炊事班饭堂吃了早
饭后，我们连队一行26名退伍
老兵，背起背包拎着行囊，在连
长指导员带领下到团部集合。
团部大操场上，先我们到的退
伍老兵，已整齐列队。欢送退
伍老兵的场面非常隆重，彩旗
招展，鼓乐齐鸣，红艳艳的横幅

上“欢送老兵光荣退伍”八个大字
特别醒目，也使我心酸，催人泪
下。当过兵的都有入伍退伍经
历，入伍时兴高采烈，退伍时依依
不舍。真的应了那句话“最痛退
伍离别时”。说实在的，当时我对
军营意犹未尽，兵还没当够呐！

“风轻拂拂不去同舟共济战
友情，雨细撒撒不尽五湖四海手
足谊”。相信没有哪个老兵会忘
记离开部队的那一刻。

上午8点钟，欢送大会开始，
先有退伍老兵代表发言，接着团
首长致欢送词后，我们就依依不
舍地摘下了领章帽徽，挥泪登上
送我们解甲归田的军用大卡车。
再见吧，绿色的军营；再见吧，我
的首长和战友。大卡车一路飞驰
把我们送到了蚌埠火车站。

在军供站吃了部队最后一顿
中饭后，稍歇片刻，随着阵阵哨
声，我们就分别登上了回家的列
车。火车开开停停，我记得到常
州站时已是深夜12点过后，武进
县武装部的同志还在车站等着我
们，把我们领到了当年武进县武
装部礼堂，安排我们一批批晚间
到达的退伍军人，就在大礼堂铺
着的稻草上席地而睡，并叮嘱我
们第二天上午，去武进县退伍军
人安置办公室登记个人信息。然
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我们洛
阳一批同路的去小营前，乘上了
开往戚墅堰的7路车，紧赶慢赶，
正好赶上了戚墅堰下午 2 点 40
分开往雪堰桥途经洛阳的轮船。
我在下午4点多钟就到了家。

不出所料，退伍回家后不久，
我被分配进了常州钢铁厂工作，
直至退休。

舍不得那
“一身绿，三点红”

金坛曾经有过一所学校名
叫八廿中学。时过境迁，这所
流淌着红色革命血脉的学校，
由于办学时间短暂而鲜为人
知。

1945 年，日寇宣布投降
后，新四军于8月20日从鬼子
魔爪中解放了金坛，解放了直
溪。中共苏皖区党委江南茅山
行署决定创建一所学校，为新
中国建设培养一批人才。

直溪是金坛的重镇，地处
茅山东麓，与建昌水网区域毗
连，抗战时期是新四军活动频
繁地带，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因
此决定在直溪创办八廿中学。
新四军茅东县县长蒋铁如受命
负责学校的筹建。

为什么叫八廿中学？据知
情人说，“八廿”有两层意思：八
廿是八月二十日，这是一个值
得纪念的日子，是直溪人民从
日伪统治下获得新生的日子；
另一层含义是，“八廿”两字拼
起来正好是“共”字，意味着这
所新型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新四军创办的。

为了快速建校开学，八廿
中学选址在原金坛直溪小学附
近的金城中学二分校。金城分
校处于停办状态，八廿中学依
托此校舍开始招生。为了满足
青少年的学习需求，撒播更多
革命火种，招生人数超出预期，
校舍十分紧缺，学生宿舍分散
在大神庙、巫家庙、望华楼等
处。

在新四军和茅东县委的通
力配合下，1945 年 9 月，八廿
中学如期开学。校长由新四军
茅东县县长蒋铁如兼任，教导
主任王浩是丹阳延陵人。学校
开设了初一、初二、初三、高一、
高二、速成师等七八个班级，共
有 300 多名学生。中学部、师
范部的学生来自全县各地，还
有一部分新四军干部子弟和烈
军属子女。教职工的待遇微
薄，分供给制和薪给制两种。
学校教师有20余人，新四军干
部及政工人员是教师队伍的主
力，多数是江西、湖南人，当地
经过招考聘任了一部分教师。

学校为半学制，半耕半
读。办学宗旨很明确，用革命
精神教育莘莘学子“为中华崛
起而读书”，理论联系实际，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新中
国建设培养又红又专的新型人
才。学校开设了政治、语文、数

学、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学
校没有现成的教材，就发动教师
自己编写。当时负责教材工作的
许国良回忆说：“由于刻印任务繁
重，经常夜以继日，通宵达旦。”

政治课由新四军干部兼任或
由新四军政工人员讲革命道理，
宣传革命形势，学习社会发展史
和毛主席等革命领导人的讲话和
著作。音乐课主要教唱老解放区
流行的革命歌曲，如《新四军军
歌》《你是灯塔》《蒋介石是个大流
氓》等等。教学形式除分班上课
外，有听报告、朗诵比赛。根据当
年八廿中学的学生毛承源回忆，
在一次题为“三头”（石头、拳头、
人头）的演讲比赛中，王慎章同学
获得了奖励。在社会活动方面，
学校创办了《茅东》诗刊，还到街
道、村庄宣传革命形势，号召老百
姓积极行动起来，反封建，破除迷
信等。何锡毛回忆当时学校生活
情境时说：“我们住在巫家庙、大
神庙的学生曾自发地毁坏掉一些
泥菩萨，住在望华楼的学生晚上
起来捉狐狸，消除了宿舍闹鬼的
传闻。”

八廿中学为了积极响应毛主
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在巫家庙附近开荒种地几十亩。
上午学生在学校上课，下午教师
带领学生劳动。

遗憾的是，八廿中学从创办
到停办只有不到3个月时间。抗
战胜利后，根据国共谈判制定的

《双十协定》，新四军必须北撤，学
校只能随之迁移。据当年学生回
忆，北撤前三天，蒋铁如校长就关
照学生说：“这几天要进行革命行
动，你们要学会打背包，随时准备
转移。”原八廿中学学生蒋树楚
说：“大军北撤时，我就随北撤的
部队参加了茅东警卫团，后改为
文工团，又叫政治团，共有22人，
队长是湖南人，大学生，和我一起
去的。”

学校办学时间虽然不长，但
在金坛直溪、建昌区域影响很大，
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点燃了革命
的火花，很多学生从此走上革命
道路。有的老师和学生参加了解
放战争，有的到金坛县中、丹徒做
老师，有的到南京、镇江等地工
作。1965年4月，蒋铁如写了一
首怀念诗《给当年八廿中学教
师》，其中有这样四句：“八廿当年
集众贤，弦歌高唱响出天。问月
哪得如斯好，青山齐呼旗帜鲜。”

（根据蔡宝华、丁建福提供的
材料整理）

八廿中学

打靶是军人的必修课。军营很
看重射击技能，流传着“谁英雄，谁好
汉，靶场上，比试看”的说法。在我
25 年军旅生涯中，仅经历过当战士
打过三次步枪靶，及当干部打过两次
手枪靶。尽管如此，我对打靶仍独有
钟情。

1969年2月，我入伍到连队当战
士，不到一个月，中苏边界珍宝岛自
卫反击战打响了。各级部队的战备
之弦绷得更紧了，迅速掀起备战练兵
热潮。我们新兵训练也提前结束，分
到连队当天就举行了授枪仪式。我
从连长手里接过一支 56 式步枪，爱
不释手。随即投入紧张的打靶训练，
教官是连排长，分别讲授步枪构件、
射击原理、怎样定标尺、如何确保缺
口和准心靶心“三点一线”等射击要
领及注意事项。接下来的一个多星
期，我们天天趴在连队附近的山沟
里，按照“找准目标、调整呼吸、三点
一线、视力回收、果断轻扣……”的射
击流程，反复练习。班长是小教官，
每天趴在我们身旁，边示范边拿着瞄
准检查镜逐个检查指导。就这样起
早摸黑坚持操练，直到熟练掌握射击
要领，进入实弹射击考核。

打靶那天，晴空万里，阳光明
媚。连里提前开完早饭后，连长带
领全连新兵，一路高唱《打靶歌》，士
气昂扬地来到自行设计的打靶场。
远远看到山坡朝阳一面的山脚下树
立着 5 个胸环靶，四周布满警戒岗
哨，射击红色信号旗在靶场上空随
风飘扬。随着连长的一声指令，打
靶开始，只听得“砰，砰，砰——”连
续不断的枪声在山沟里回荡，我们

静坐在旁侧伸着脖子朝靶子观望。
当喊到我班起立时，我“噌”地一下
蹿了起来，跑步进入靶场，接过发弹
员手中的 10 发子弹，将它一颗颗压
进弹夹，迈向指定靶位。听到排长

“卧姿——装子弹！”口令，我迅速卧
倒、装上弹匣、调整姿势、握好枪托、
闭上左眼、右脸颊紧贴枪托，睁大右
眼朝着一百米胸环靶瞄准。此刻我
的心情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只觉
心跳在加快，马上深深吸了一口气，
放松心态，平稳呼吸，按照要领瞄准
靶心，轻轻扣动扳机，只听得“砰！”
的一声巨响，我打出了生平第一枪
实弹！感觉枪杆猛烈震动，枪托后

坐力向右锁骨一击。我迅速放开扳
机，抬头静观靶子，报靶“8 环”。身
后排长高声喊道：“好，就这样打！”
我马上来了精神头，修正一下弹着
点，“砰、砰、砰”一口气打出三发，
都在 9 环上。心里高兴又打出 5 发，
仍 在 8、9 环 之 间 ，没 有 一 发 中 10
环。剩下最后一发，我放下枪支，找
找感觉，自言自语说：“我不信打不
上 10 环！”暗下决心，信心满满打出
了最后一发子弹，报靶“10 环”，我
兴奋地蹦起身！这一举动逗乐了一
旁排长，朝着我说：“你这小子，还
行!”射击结束哨音响起，我飞快跑
去 看 靶 子 ，报 靶 员 告 诉 我 共“87

环”，成绩优秀。回到班里，班长告诉
我，成绩全排名列第一，排里奖励了一
个日记本。

当战士第二年，我们连队进行步枪
跪姿打靶和夜间射击考核。虽说这两项
射击考核难度系数远远超过第一次，但
我有了前面打靶的信心和兴趣，似乎领
悟了其中窍门，很快掌握了射击要领，结
果两次打靶考核成绩优良，获得连队嘉
奖一次。

再后来当了军校教员和军区机关干
部，又打了两次54式手枪靶，也都很快

“达标”。久而久之，我对实弹射击产生
了很大兴趣，似有了“枪隐”，看到枪支手
都痒痒，总想“过过枪瘾”。

转业地方 30 多年里，我又遇到了
两次射击比赛机会：1998 年，我去参加
省教育工委党总支书记培训班，到南京
体育训练中心馆参观时安排有射击比
赛，在近百名学员中，我打出了第二名
的好成绩，受到表扬；2004 年，学校人
武部组织50多名干部和老师前往无锡
部队进行“国防日”射击比赛活动，我获
得第一名。

打靶的乐趣

1992年，笔者转业离队前到某部队实弹射击。

2004 年，学校举行“国防日”活动，
笔者获得实弹射击第一名。

上图：温济泽为作者题词

左图：温济泽收到《常州三杰》
后，复函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