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佑之是赵一曼的大姐夫
,

又是她的老师
.

在赵一受的成长

过程中
,

尤其是她的青少年时期
,

郑佑之以他特有 的革命家的气

质
,

师长的尊严
,

大姐夫的爱心
,

陶冶着她的灵魂
,

影响着她的行

为
,

在川南历史上 留下了许多轶

闻佳话
、

颇具特色
,

将使人们从中

获得深刻的教益和宝贵的启迪
.

一
、

因材施教
,

盆锤击响鼓

郑佑之青少年时代先后离家

去荣县
、

自贡上学
,

受到留日学生

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熏陶
,

民主

科学知识大获进展
。

他博览群书
,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
,

接受

了共产主义思想
,

逐步树立了革

命人生观
。

在
“

五四
”
运动的推动

下
,

郑佑之开始在家乡兴办学校
,

宣扬 民主和科学的思想
,

传播马

克思 主义
,

成为宜宾中共党团组

织的创建者
,

是四川有名的早期

革命活动家之一
赵一曼是一个 刚强 的女孩

子
,

爱与人争理
,

只要她认为有一

点理由
,

一定要争嵌
。

她非常敬仰

郑佑之
.

在她的心目中
,

大姐夫是

一位了不起的人
,

他与其他老师

不同
,

他不仅疼爱她
,

还见多识
`

广
.

从郑佑之当上了她的家庭教

师的第一天起
,

她就暗 自下定决

心
,

一定要把大姐夫知道的东西

全部学到手
.

每天晚上
,

郑佑之都

要坐在桌子前看书
,

批改作业或

给朋友写信
,

赵一曼总是坐在一

旁
,

专心地做功课
.

郑佑之对赵一曼的上进心很

满意
.

但他知道
,

她毕竟是在糖水

里饱着
,

没有经过艰苦生活磨炼
,

做事
、

学习缺乏恒心
。

郑佑之针对

她的个性
,

决定用重锤打响鼓
,

十

分严格地要求她
、
训练她

。

一次
,

赵一曼正 在书房做功课
,

忽然听

见后 山传来山羊叫声
,

她想到 自

己喂的羊要生小羊了
,

赶忙溜 了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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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
.

郑佑之立即赶去
,

在竹林里

拦住了她
,

对她进行严肃的批评

教育
.

指出她已不是小孩子了
,

应

该知道不专心读书的后果
,

并郑

重地要她思考并回答
“

今后究竟

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 ”

赵一受挨了

批评
,

一夜都睡不好
.

她思想在激

烈的斗争着
,

她翻来复去地想得

很多
,

也想得很远
。

的确
,

她已渐

渐长大了
,

过去她总是衣来伸手
,

饭来张口
,

从没想过将来做一个

什么样的人
.

她妈妈经常受爹爹

的气
,

姐姐也常受公婆虐待
,

她把

这些 同 自己今后的命运联系起

来
,

越想越怕
,

越想越气
,

越想越

恨
,

恨这世道对女人不公平
.

第二

天
,

她很早起床
,

把 自己喂的羊送

给了在厨房做工的
“

三婆
” ,

主动

向郑佑之承认了错误
,

坚定的表

示今后一定下决心读书
,

将来绝

对不走妈妈和 姐姐 们走过 的老

路
,

要自己走出一条崭新的路
,

象

大姐夫那样去抗争
、

去生活
,

做一

个自己安排自己命运的新女人
.

二
、

帮助自修
.

鸿雁释疑难

赵一曼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

失去了外出上学的机会后
,

郑佑

之鼓励和 帮助她在家里 自修
,

继

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

1 9 1 9 年
,

郑佑之联络柳嘉附近绅士
,

创办

了柳嘉乡高初两级小学
,

被推选

为校长
.

以前跟郑佑之读书的赵

一里的弟弟和侄子
,

也随郑佑之

上小学去了
,

唯有赵一曼失去了

上学的权利
。

罪恶的封建礼教
,

把

她严严实实地禁锢在地狱般的闺

房里
。

1 9 2 1 年冬天
,

赵一曼因为要

求外出上学读书
,

同大哥吵得天

翻地板
,

气得大病一场
.

郑佑之

亲 自到 赵一曼家
,

对她进 行安

慰
,

并讲述
“

十月革命
”
和

“

五四
”

运动的故事
,

告诉她国家也将要

发生翻天筱地的变化
,

把赵一曼

带进了一个火热的斗争世界
.

郑

佑之还专门为她带来 了全套的

教科书和字 典
,

让她 在家里 自

修
,

并告诉她
: “

要改造社会
,

就

得炼好本领
. ”
经过郑佑之劝导

,

赵一受又开始了有条理的生活
.

每天
,

她按时念书
,

做习题
,

写 日

记
.

她还逐渐学会了克制 自己
.

每个星期
,

她都把 习题
、

作文和

日记托人带给郑佑之修改
,

不明

白的词也用信纸列出来
.

在郑佑

之的引导下
,

赵一曼重新步入求

学的大门
.

郑佑之在帮助赵一曼学习文

化科学知识的同时
,

还启发她的

革命思想
.

1 9 2 2 年
,

郑佑之又 为

她 寄去了一批新书报
,

有 《新青

年 》
、

《觉悟 》
、

《妇女周报 》和《中国

共产党宣言 》等
,

还有一些宜传妇

女解放
、

男女平等的小册子
.

郑佑

之还在这些书报上
,

细心作下笔

记
,

几乎每一段都作了批语
,

说明

这一段的中心意思
,

阐明哪些见

解是不对的
.

赵一曼如饥似渴地

阅读郑佑之寄来的书报
.

认真地

领会批语的含意
,

把
“

剥削
” 、 “

剩

余价值
”

等书本上的知识同现实

生活联系起来
,

逐步提高了革命

。

田若川
。

郑佑之与赵一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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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佑之写给赵一丈的信

觉悟
.

1 9 2 3 年
,

郑佑之介绍赵一

曼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

使她

在人生的道路上
,

走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
.

从此
,

赵一曼结束了多年

的若闷和仿徨
,

立志做 中国女界

的先锋
.

三
、

支持抗争
,

反封建求解放

郑佑之是赵一曼同封建礼教

抗争的支持者和强大后盾
.

赵一

曼同封建兄嫂的斗争
,

经历了一

个复杂过程
.

开始
,

赵一曼为了出

门读书
,

她接受了郑佑之的劝导
,

最大限度地克制 自己
,

给嫂嫂周

氏带孩子
,

给大哥开的油坊记帐
,

试图得到哥哥和嫂嫂的谅解
。

可

是一切努力全 白搭
,

只要一提读

书
,

兄嫂就翻脸
,

大哥还一 口 咬

定
,

赵一曼所以要求外出读书是

因为受了郑佑之的影响
,

得了
“

过

急症
” 。

他还公然跑进赵一曼的卧

室
,

把郑佑之寄给赵一曼的书籍
、

报刊抱出来一把火烧了
。

另外
,

赵

一曼的两个本家叔父
,

当着她的

面表示 同意她外出读书
,

背后在

她大哥面前说女孩子出门读书辱

没祖宗
,

贵令她大哥要对她严加

管教
。

赵一曼终于彻底认识了他

们这伙封建卫道士的卑劣灵魂
,

她发誓要对专制的哥哥和本家叔

父进行控诉
,

让他们接受社 会的

制裁
.

1 9 2 4 年 6 月
,

赵一曼以 《请看

我的家庭 }为题
.

写了一篇自述体

的纪实文章寄给郑佑之
。

郑佑之

看后十分赞赏她的勇气
,

立 即帮

她进行修改
,

并推荐去夭津 召女

星 莎杂志和 《妇女周报 》
。

郑佑之还

告诉赵一曼
,

女子同封建礼教的

抗争
,

是压迫与被压迫
,

叛逆与反

叛逆矛盾的对立
,

她同封建家庭

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斗争
,

是整个

妇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
。

接着
,

郑佑之又介绍赵一曼直接同天津
“

女星社
”

的李峙山通讯联系
.

使

赵一曼的反封建礼教斗争同外界

妇女解放运动联系起来
.

8 月
,

《妇女周报》和 《女星 》分别刊登了

赵一曼写的文章
, 《女星 》在发表

文章的同时
,

还刊登了李峙山署

名加的按语
,

希望读者帮助赵一

曼想办法
,

支持她早 日从苦难 中

解脱出来
.

赵一曼的文章发表后
,

全国各地读者纷纷写信给《女星 }

和赵一曼本人
,

支持她冲击牢狱

式的封建家庭
。

强大的社会舆论
,

象洪水猛

兽一般冲向囚禁赵一曼的
“

土围

子
” ,

与奋斗的赵一曼对封建礼教

形成内外夹攻之势
,

坚定了她反

封建礼教斗争必定胜利的信念
,

给她增添了斗争的力量和勇气
,

终于促使赵一曼彻底挣脱了封建

礼教和社会恶势力的锁链
,

离开

家庭出门读书
,

彻底献身革命事

业
。

四
、

组会建团
,

实践长才干

火热的斗争实践
,

是革命者

积累知识
,

增长才干的首要课堂
.

赵一曼入团 以后
,

郑佑之进一步

从政治上严格训练地
,

让她投身

到社会实践中去
,

在组会建团 的

实践中学会并掌握革命的本领
.

他不仅勉励她积极投入国民革命

运 动
,

在进步青年中致力宣传鼓

动
,

扩展组织
,

组建团支部
.

还从

指导思想方面和具体工作方面进

行帮助
。

指导思想上
,

郑佑之向赵

一曼指明了到哪里去找同志和找

什么样的同志
,

他在信中告诉赵

一曼
: “

你们找同志
,

可 以在妇女

中去找 (第一是青年女子要紧 )
” ;

“

要找受苦的人
,

先指出她们痛苦

的所在
,

然后说出免除痛苦的办

法
,

慢慢引导她们上路
,

不必痴心

妄想
,

去找那些享福的太太
、

小姐

们
” 。

在具体工作上
,

郑佑之耐心

引导赵一曼不要盲 目和急躁
,

要

分步骤进行
: “

可以先成立个普通

的会
,

不管年老年轻都可以入会
,

入了会以后
,

再来慢慢训练
,

专选

那些青年的 (劳苦的可以不拘定

要年轻 )同志加人 S Y
. ”
当赵一曼

根据郑佑之的建议
,

联络了一批

人准备正式结团体的时候
,

郑佑

之主动为她们的团体取名叫
“

妇

女解放同盟会
” ,

亲自为她们起草
“

宣言
”
和

“

简章
” ,

并解囊垫支印

刷费
,

还亲 自分送各报馆和各同

志处
。

同盟会正式成立后
,

郑佑之

又帮助赵一曼致力于宜传鼓 动
,

率领妇女勇敢地进行反帝
、

反封

建
、

反军阀的社会实践
,

维护妇女

的权利
,

改善妇女的地位
,

培养了

一批女界的进步力量
,

从而增长

了自身的社会活动能力
.

五
、

投笔从戒
,

伯乐举贤才

郑佑之的心血没有 白费
,

赵

一曼不但成了一位文思敏捷的才

女
,

而且成为了一位女革命活动

家
.

1 9 2 6 年春天
,

郑佑之帮助赵

一曼离开了家庭
,

进入宜宾女中

读书
。

在开学第一堂作文课上
,

她

《不如归去与妙米糖开水谁的叫

声 更凄惨 》作文
,

既联系实际
,

思

想性强
,

又文采出众
,

当即受到老

师赞赏
,

并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
.

赵一曼 由一位不起眼的乡下姑

娘
,

很快受到 (下转第 4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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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铁路以北
,

保证怎样也不能阻碍挑昂铁路的运

输
.

这些要求从 15 日开始 10 日间要实行
。

马占山将

军拒绝了这一要求
,

多门将军于 18 日开始了新的总

进攻
.

n 月 19 日日本军夺取了齐齐哈尔
,

马占山撤

退到海伦并把省政府行政官署移到海伦
.

… …

天津事变

n 月 8 日和 28 日
,

在天津发生的事件总的看是

极为暖昧的
·

,..
” .

第一次天津事件时在 日本租界居住的前清皇帝
同土肥原大佐会谈后

,

n 月 13 日脱离天津去旅顺

部长联络三四个国家打算把锦州作为南北方的中立

地带而阻止战争的发展
·

… …
攻击锦州
日本军对锦州集团的攻击

,

是从 12 月 23 日开

始的
,

中国军司令官命令总退却
,

中国第十九旅放弃

了阵地
,

即以 日本军整然的进击
,

1 月 3 日晨占领锦

州
,

进击山海关 (马上到长城 )
.

占领哈尔滨
2 月 3 日第二师团 主力在双城集结

,

同另称
1 3。。。 到 1 4 。。。 人的中国军队战斗后

,

5 日午后占领

哈尔滨
,

中国军队向三姓方面退却
。

占据锦州

除齐齐哈尔守备队
,

第二师团在奉天以西集中
,

援军相继到达
,

第八师团的第四旅团 (这里记载的日

本军的部队番号和兵力系据 日本方面的公报 ) 12 月

10 日到 15 日间到达
.

更经御裁从朝鲜第二十师团司

令部派遣来一个旅团
.

而长春和吉林当时仅以独立

铁道守备队保护
.

日本军之所以迫切进击锦州
,

是因为中国外交

(译自样本 拾三著 《满洲 》第八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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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夏天
,

宜宾

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仇油运动
,

赵一曼根据郑佑

之的部署
,

在向市民宜传和阻止洋油上岸时
,

均走在

前面
,

显示了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
。

郑佑之对赵一曼

的成长感到十分欣慰
,

打算让她在国民革命中挑起

更重的担子
.

北伐军攻克武昌以后
,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
,

党决

定在武汉建立黄埔分校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

面向

全国招收男女新生
.

1 9 26 年 12 月的一天
,

赵一曼从

重庆《新蜀报 》上见到招生启事后
,

主动报名应考
.

宜

宾党团组织根据莲花池省党部指示精神
,

研究物色

人选
.

当时
,

有人认为女孩子不能学武
,

不支持赵一

曼报考
.

郑佑之找赵一曼个别交换意见
.

赵一曼理直

气壮地争辩说
: “

中国古代也有个花木兰嘛 , 你们怎

么歧视一个女共产党员呢 l刘文辉
、

辜勉之昨天还骑

在头上压迫我们
,

今天摇身一变
,

挂起国民革命军招

牌了
,

奸商李伯衡都是国民党员了
.

革命不彻底
,

等

于不革命
.

我要投笔从戒学军事
,

拿起枪杆子打倒这

帮家伙
. ”

郑佑之听了赵一曼的一番话
,

连连称赞有

志气
.

决定推荐她去报考军校女生队
.

赵一曼临别前的一天晚上
,

郑佑之专门去
“

兰香

斋
”
买了点熏肉

,

特地去厨房炒几个菜
,

约请几位同

志为赵一受饯行
。

席上
,

大家都不说话
,

还暗自落泪
.

郑佑之的心情亦很沉重
,

赵一曼不仅是他的学生
,

而

且已成长为他在宜宾城乡进行革命活动的忠实同志

和得力助手
。

他将不忍离别的感情埋在心里
,

带着微

笑勉励赵一受到了军校后
,

永远跟党走
,

学好过硬本

领
,

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

赵一曼激动地对郑佑之

说
: “

郑兄多年来培养帮助我
,

这次出川
,

一定不辜负

党和同志对我的希望
,

为了中国革命
,

我愿意献出我

的青春
,

我的生命
,

如不成功
,

普不回还 l ” 出发那天
,

郑佑之因急着办理别的事情
,

没有赶来送行
,

他托李

坤杰赶来江边借送行把自己身边仅有的 4 块钢洋给

赵一曼在路上零用
。

赵一曼将钢洋紧紧地搽在手里
.

从此
,

赵一曼把一切献给了党
,

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

业和 民族解放事业
,

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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