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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罗庭翰 校对 黄爱英 方志

革命先烈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为
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的英
雄。他们为了理想和信仰，献出了自己
的一切。他们的书信记录下了他们革
命历程中的忧愁和期望、坚持和奉献、
信念和精神，但流传下来的他们的书信
寥寥可数，弥足珍贵。在修水县众多革
命先烈中，有这样三位烈士的书信，书
写了他们信仰如磐、意志如钢、清廉如
水、疾恶如仇的品格和情怀，充满了对
革命必胜的坚毅和豪情，值得我们品读
和传承。

一、刘桂标给父母的家书
父母双亲大人膝下，敬禀者：
儿自离家，来〔至〕今有数载。我那

时在家，以〔想〕到武宁做工，因那时未
有工做，无有办法，以〔使〕到江西省招
兵处，以补名字充当江西警察保安队。
自旧岁七月，警军开到吉安，我自拖枪
投降红军，参加民权革命。我自到红军
中至今有两载，身体很是强健，望母不
必挂念。兼问我家父母兄弟清泰是

〔与〕否？我自旧岁五月在上高接我兄
来信，以后并未知到〔道〕我地情形如
何？我自今〔去〕年八月二次战争受伤
在院，听见我县西乡双港口的同志谈，
在我地革命是很好，务望我地革命负责
同志要努力工作。大略我地的妇女同
志未有剪发放足，在我地妇女务希〔必〕
要剪发放足。在我革命当中，无论男女
都要担领〔任〕工作，如要〔果〕不剪发放
足，担领〔任〕工作很是困难，这是最希
望的一件事情。父母兄弟们，我军如要

〔果〕开到了相当的地方，我可以请假回
家看看你们。自旧岁九月以起，蒋介石
一二三次进攻我苏区和红军，被我红军
第一方面军配合工农群众打他一个落
花流水。蒋介石一二三次的战争完全
失败了，我们缴获的枪炮无数。完了。

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三师十
一团机关枪连 儿桂标

公元一九三一年
刘桂标（1903-1935），又名贵标，

修水石坳人。刘桂标家境贫苦，20岁
时外出谋生，到武宁等地找不到工作，
无奈在江西招兵处，以他人的名字当了
一名警察保安队员。历时数年，受尽了
官长打骂和克扣军饷的痛苦。1930年
8月，“保安队”开到吉安，刘桂标在前
线投诚了红军，被编入红三军团三师十
一团机关枪连。刘桂标参加红军后，目
睹红军官兵平等亲如兄弟，非常感动，
思想进步很快，觉悟不断提高，当年 9
月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刘桂标成长为一名坚强勇
敢的红军战士，在一、二、三次反“围剿”
斗争中屡立战功，由班长、排长当上了
连长。在第三次反“围剿”的一次战斗
中，刘桂标冲锋陷阵，受伤住进了红军
医院。住院期间，刘桂标遇到一位同乡
战友，听他说起家乡的革命搞得红红火
火，很是激动，于是给家中的父母写下
了这封信，向父母介绍了自己参加红军
的经过。宽慰父母，虽然“去年八月受
伤住院”，但“身体很是强健，望母不必
挂念。”“兼问父母兄弟清泰与否？”表达
了对家人的惦念。信中还告诉父母，现
在战事紧张，“我军如果开到了相当的
地方，我可以请假回家看看你们。”纸短
情长，满满的是一位红军战士对父母与
亲人的热爱和思念之情。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自旧岁
五月在上高接我兄来信”到听同乡说起
家乡革命形势，刘桂标深受鼓舞，信中
写道：“在我地革命是很好，务望我地革
命负责同志要努力工作”“妇女务必要
剪发放足”。刘桂标兴奋地向父母报告

“蒋介石一、二、三次进攻我苏区和红

军，被我红军第一方面军配合工农群众
打他一个落花流水。”这一喜信，“蒋介
石一二三次的战争完全失败了，我们缴
获的枪炮无数。”充满了对革命必胜的
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934年 10月，刘桂标随红一方面
军参加长征，次年牺牲在长征途中（一
说1932年牺牲于赣州战役）。

二、丁育才对戴致江的“督促函”
戴致江同志：
今函直达无别，因旧年你兄担任红

军委员会慰劳工作，所存在兄下硬底鞋
有几双，到现在未做移交，又因旧〔年〕
十 月 慰 劳 后 方 所 借 代〔带〕两 双 未

〔还〕。公家的东西〔谁〕人不敢没收，希
兄即数改〔解〕来付烦〔还〕至紧为要。

赤礼
三一年二月十二日 育才
这是一封全篇只有102字，普通得

不能再普通的书信。是革命烈士，时任
七区二乡党支部书记丁育才于一九三
一年二月十二日去函给“慰劳红军委员
会”工作的同乡戴致江，要求他及时办
理公物移交手续，归还所借用公物的一
封“督促函”。

1930年 7月下旬，中共修水县委、
县苏维埃接“湘鄂赣边暴动委员会第三
号紧急通知”，组织湘鄂赣边区第三路
赤卫军，配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七区
二乡党支部书记丁育才接受任务后，组
织妇女纳军鞋，动员群众捐粮捐物，赶
制防暑药物，踊跃支援前线。丁育才事
无巨细，亲自兼任二乡“慰劳红军委员
会”主任，监督钱粮物资发放。当时，

“慰劳红军委员会”有几双硬底鞋存放
在工作人员戴致江处，戴一直没有办理
交接手续。同年 10月，戴致江负责慰
劳后方休整的红军官兵，因工作需要，
经手从“慰劳红军委员会”借出两双草
鞋，时过三月，也一直没有归还。

丁育才抓住这件事，捎函给戴致
江，直奔主题：“今函直达无别！”“存在
兄下硬底鞋有几双，到现在未做移交。”

“慰劳后方借带两双未还”，督促他遵照
财经纪律，及时移交和归还所借公物，
不得拖延耽误。丁育才在函中强调说：

“公家的东西谁人不敢没收。希兄即数
解来付还至紧为要！”

公家的东西，任何人都不能据为己

有！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督促函”
表现了共产党员丁育才严守纪律，对工
作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优良作风。一
个坚持原则，廉洁奉公的苏区干部形象
跃然纸上。

丁育才（1885-1934），修水路口
人，1929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共修水县
七区二乡党支部书记、二乡“慰劳红军
委员会”主任。1934年被敌逮捕，誓死
不屈，英勇就义。

三、陈秋光给同窗的“绝交信”
王羲之先生惠鉴：
与君武汉寒窗之情于今依依难舍，

岁月如逝水，屈指相别三秋。环境恶
劣，淘汰之事甚繁。令〔今〕闻你就要荣
升，指日令人可喜。与君昔年携手同上
黄鹤楼乎，曾记否？事过回忆而昨，今
何忘乎？尔弃信失义，临危变节，求一
人之幸，遗众人之耻，劣种之为何也？
你我曾作热血之论，而言曰：“大事当
谋，死生付于慷慨。”何故忍辱为荣，足
下愿以三思。不然革命一旦胜利，晚节
不果，后悔何及？若无醒悟之期，则友
谊中断，仇敌以成，上不共戴天，下不与
立地。书不尽言，照鉴。

陈秋光
陈秋光（1904-1934），化名留泥，

修水靖林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创建
者之一，修水党组织创始人和农民运动
主要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修水临时
县委组织部长，红五军一大队党代表，
中共湘鄂赣特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共
湘北特委常委、宣传部长、书记等职。

1927年2月，陈秋光、朱师孟、朱志
鹄、卢炳等人被中共修水支部选送到武
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时，王
梦羲正就读于武汉法政专科学校。农
讲所学习之余，陈秋光抽出时间到武汉
一些有修水同学的学校活动，同卢炳等
人介绍了王梦羲、朱倣文等在武汉的同
学入党。

王梦羲，又名王羲之，修水司前
人。曾与陈秋光、朱志鹄就读于修水仁
义学校。王梦羲家境殷实，机灵好学，
1925年前后考入武昌法政专科学校。
此时的王梦羲思想激进，积极参加学生
运动，要求进步，于1927年春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白
色恐怖笼罩大地。王梦羲思想发生蜕
变，逐渐对革命失去信心，悲观失望，在
参与一次组织行动中被捕，贪生怕死，
很快叛变。王梦羲投敌叛变后，被委任
为国民党余江县政府总务科副科长，后
升任崇仁县政府科长。由于他善于投
机钻营，不久就捞了个国民党修水县财
粮科科长的位子，掌管全县财政大权。
此时的王梦羲踌躇满志，更加死心塌地
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1930年秋天，陈秋光听闻王梦羲
投敌变节，痛心疾首。三年前偕好友朱
志鹄、卢炳、王梦羲、朱倣文。携手同游
黄鹤楼的情景，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黄鹤楼前，大江东去，“曾记否？事过回
忆如昨，今何忘乎？”指点江山，激扬文
字，“你我曾作热血之论”，誓将生死付
于主义。如今，自己亲自介绍入党的王
梦羲、朱倣文，双双沦为革命的叛徒。
陈秋光不由得义愤填膺，写下了这封

“绝交信”。
信中，陈秋光对王梦羲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的叛变行径，深恶痛绝，质问
其“何故忍辱为荣？”愤怒地谴责他：“尔
弃信失义，临危变节，求一人之幸，遗众
人之耻，劣种之为何也？”儆诫他迷途知
返，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
然革命成功，晚节不果，后悔何及？”义
正辞严地正告王梦羲：“若无醒悟之期，
则友谊中断，仇敌以成，上不共戴天，下
不与立地”，彻底决裂。

历史无情，大浪淘沙。王梦羲一意
孤行，死不改悔，1935年 11月 29日，修
武崇通红军游击队突袭修水大椿乡，击
毙了在该地催征税粮的王梦羲及大椿
联保代主任吴文凤、副主任李玉清等五
名反动首领。叛徒王梦羲最终落下了
一个可耻的下场。

“大事当谋，死生付于慷慨！”1934
年1月25日，陈秋光随湘鄂赣省级机关
从万载小源突围，向铜鼓幽居转移途
中，在铜鼓石鼓山的铁树坳，遭到国民
党第19师陶旅的伏击。陈秋光同妻子
李穆南（曾任湘北特委妇联主任）双双
中弹，壮烈牺牲。

这三封烈士书信于五六十年代向
苏区老干部征集革命文物时发现，现藏
于修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烈士书信的家国情
□ 朱旭东

刘桂标家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