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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瞬
之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百
年风雨。一百年风雨兼程，一
世纪沧桑巨变。在这特殊的历
史节点，本报从即日起发起
“辉煌百年 沧州‘第一’”征集
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献
礼。

在这百年峥嵘岁月中，中国
共产党带领沧州人民做出了很
多开天辟地的大事，沧州大地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
浓墨重彩的时刻和事件都值得
我们铭记。比如，第一个共产
党员、第一个党支部、第一次
农民运动、第一个女党员、第

一支抗日武装、第一个人民公
社等。再比如，第一张营业执
照、第一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第一所高校、第一个气象
站、第一枚国家或世界金牌、
第一个水库、第一条高速公
路、第一条高铁、第一个港口
等。

这些第一涉及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水利等方方面
面。只要您觉得这些第一，能
体现出建党百年辉煌历史，体
现出在党的领导下沧州艰苦卓
绝的奋斗足迹和光辉成就，而
且事实准确，就可以推荐给我
们。让更多的人一起“触摸”
党的百年峥嵘、百年辉煌，让
更多沧州人了解家乡、热爱家
乡，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
自豪感，并借此活动，向党的百
年华诞献礼。

邮箱：316246709@qq.com
电话：3155702

红 红

“1920年 8月间，陈独秀来信
对我说，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可
以谈建党的事。当时北京的党
员，就是李大钊和我两个人。陈
独秀还来信商议，叫共产党，还
是叫社会党？没有定。后来，（共
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说，还是
叫共产党。我们同意了。”在北京
的家中，张申府的女儿张燕妮引
用父亲的这段话，开始了对他的
追忆。

一
1914年，张申府考入北京大

学，1917年，毕业留校做助教。
此时正是新思潮在北大孕育

发动之时。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
外患，救亡和启蒙成为中华民族
面临的双重任务。1915年，陈独
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拉开
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1916 年 《青年杂志》 改名
《新青年》并迁往北京后，张申府
成为《新青年》的经常撰稿人之
一，后来又担任《新青年》编委。

这一时期，陈独秀在北大担
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主
任，张申府任助教，教预科。平
时课程不太多，他经常到图书馆
帮李大钊做些事。陈独秀、李大
钊、张申府经常聚首长谈。当时
的北大图书馆成了研究、传播马
克思主义的中心，北大红楼则成
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1920年 4月，共产国际东方
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
国革命运动状况，帮助中国建立
共产党。他到北京后见到李大
钊、张申府，就中国问题进行了
广泛的交谈，之后，他又到上海
见了陈独秀。

同年 8月，张申府收到陈独
秀的来信，内容主要讲建党的
事。信中说：“建党的事在北京只
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这
才有了前文张燕妮引用的父亲张
申府的那段话。

之后，陈独秀、李大钊分别
在上海、北京建立了共产党的早
期组织。在沧州活动的第一位共
产党员张隐韬的入党介绍人罗章
龙，就是在这一时期于北京加入

共产党的。

二
“1920年，父亲在北大提为讲

师。此时，李石曾、吴稚晖等人
在法国筹办里昂中法大学，聘请
父亲教逻辑。蔡元培正准备赴欧
美考察，父亲和蔡先生同行赴
欧。”张燕妮说，在赴法任教的同
时，父亲还承担着一个特殊的使
命。离国前，李大钊、陈独秀分
别与张申府谈了在海外继续发展
党员、建立党组织的事情。

1920年 11月下旬，张申府乘
法国“高尔基尔”号船，登上了
赴法的征途。

“父亲一到法国就见到了周恩
来，异国相逢，倍感亲切。”张燕
妮说，1921年初，张申府首先介
绍刘清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
着又与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入
党。事后，张申府将介绍周恩来
入党一事写信告诉了国内的陈独
秀，陈独秀回信表示同意。

此后，张申府与周恩来、刘
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
立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
府为负责人。小组成员互相联系
较密切，不定期聚会。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
“一大”召开前，张申府曾收到国
内寄来的通知，并在党小组内进
行讨论，但因时间紧、路途远，
不能回国出席。张申府给陈独秀
写信，作了答复。不久便得知中
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了。

1922 年，张申府和刘清扬、
周恩来来到德国后，成立了中国
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张申府是负
责人。

1922年 10月底，朱德到德国
寻求革命道路。朱德向张申府等
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表达了
入党的要求。不久，张申府和周
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简略梳理建党初期情况，张
燕妮说，不难看到，父亲积极参
与到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这一开天
辟地的伟大壮举中，发展了多名
在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
物。

三
张燕妮还提到，“五四运动”

时期，父亲参与《新青年》《每周
评论》等先进刊物的编辑工作，
并在上面发表大量文章。十月革
命后，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积
极向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
主义思想，力图通过启蒙唤醒国
民意识。旅欧期间，通过调查研
究，他将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以及
工人运动的情况及时介绍到国
内，并在《少年》杂志上接连发
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女儿，张燕妮说自己敬
佩父亲的地方不胜枚举，其中最
打动她的，是父亲毕生对“实”
的推崇和阐扬。张申府一生撰
文，多次以“实”为题。张燕妮
说，这和家乡献县是实事求是的
发源地有关。

1921 年 7 月 1 日，张申府在
《新青年》上发表《说实话》一
文。今日读来，张燕妮感慨，这
篇文章既是父亲对当时社会问题
的见解，也是对刚刚参与创立的
中国共产党的热切期盼。

百年后的今天，让我们重温
此文。“人生最要的一事是敢于

‘承认事实’：黑的认为黑，白的
认为白，不以白之有利于己而认
不白为白，不以黑之有害于人而
认白为黑……想从根本上打破以
虚伪为一种特性的现世界，吾以
为很有组织一个‘实话党’的必
要。这个党要从心理上、从形成
这种心理的人间关系上，毁掉不
说实话的因缘。”

张燕妮说，前些年陆续搜集
整理了父亲散见于报刊杂志上的
文章，结集出版了 《张申府文
集》《张申府学术论文集》《我相
信中国》等书，也根据与父亲共
同生活的经历撰写过回忆文章。

站在建党百年的节点上，重
读这些文章，张燕妮说，在细细
体会早期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事
业的追求和探索的同时，还感受
到了先辈们在时代大潮中的开阔
视野和热烈情怀。

听张听张申府女儿讲述申府女儿讲述————

父亲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父亲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本报记者 杨金丽

张申府 （1893 年—
1986年），献县小垛庄村
（今属沧县）人，中国共
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
1920年底，张申府以北
京大学教授的身份赴法国
里昂中法大学任教，后到
德国。旅欧期间，他肩负
着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
织的重任，是周恩来、朱
德的入党介绍人。

◀◀张申府张申府（（前排前排
左一左一））在德国柏林和在德国柏林和
朱德朱德（（前排右一前排右一））等等
人合影人合影。。

▲▲张申府张申府（（左一左一））
是周恩来是周恩来（（左三左三））的入的入
党介绍人党介绍人。。

解放军勇夺军桥

在黄骅市官庄乡官庄村，有一位 93岁
的奇才。他教书育人 20多年，62岁从医，
当了 30年村医，74岁学会上网，84岁编村
志，还把 7000多个单字姓编成了 400多首
诗……人称“老秀才”。

“老秀才”名叫刘玉煊，九旬高龄依然
身体硬朗、思维敏捷、出口成章。防疫期
间，老人在微信上写诗歌颂白衣战士，传播
正能量。

教书从医大半生

“翠叶稀疏御飓风，坚节密固傲玄冰。
雅情不致寒暑异，气贯中通万古青。”

“泰庙顶峰一株松，挺拔肃立傲苍穹。
严冬笑戏寒冰月，酷夏歌吟暴雨风。”

吟起自己创作的《竹》与《松》，虽然
年纪大了，刘玉煊依然声音朗朗，颇有古代
秀才吟诗的范儿。

出生于 1928年的刘玉煊，耳不聋、眼
不花、声音洪亮。他谈古论今、出口成章，
还喜欢上网。他记忆力特别好，对自己一生
的经历记忆犹新——哪年到哪年在哪所学校
教书，哪年工作调动，哪年到生产队当会
计，哪年在哪所学校上函授，哪年编村志，
哪年修订第二版……老人记忆清晰，说到兴
奋处，还出口成章。

1951 年，刘玉煊在官庄西排小学教
书。1961年，上级鼓励教师支援农业，他
到生产队当了会计。1978年恢复高考，他
又重回学校，走上讲台继续教书育人。前前
后后，他当了20多年教师。

老人一辈子信奉的是“活到老、学到
老，时刻用知识充实大脑”。他从小喜欢文
学，50多岁在长春作家进修学院函授学习
诗歌创作，后来又在南京一家诗词学院继续
深造，62岁拿到诗词创作资格证。他也喜
欢医学，曾在石家庄一家函授学校学习中
医，后来又在北京一家学校学习西医。退休
后，他 62岁行医开诊所，一直干到 92岁。
教书 20多年、从医 30年，他一辈子干了别
人两辈子的事。他还经常把养生知识编成打
油诗教给人们。

把姓氏编入诗中

刘玉煊从小喜欢研究姓氏，积累了
7000多个单字姓，并用部分姓氏编出了400
多首打油诗。

和姓氏结缘是从 9岁开始的。那时学
《百家姓》，他很快就能流利地背下来。后来
当了教师，遇到的人多，有的姓氏是《百家
姓》里没有记载的，他就记下来，再查《康
熙字典》《四角号码词典》《辞源》《辞海》
等，寻找答案。

为了积累更多的姓氏知识，74岁时，
刘玉煊买了电脑，20多天自学了多种打字
方法，开始在网上查询《中华古今姓氏大词
典》。

“根据电脑上的资料显示，我国人民的
姓氏近 2.4万个，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姓氏特
别多。怎么让这些姓氏变得熟悉又好记？我
开始琢磨把姓氏编成诗，不仅容易记住，还
有意思。” 刘玉煊笑着说：“6年编了400多
首，集合成《姓林》”。

老人说，把姓氏编成既押韵又有寓意的
诗是最难的，也正因此，他创作的热情更加
强烈。“有时接触外地人，有姓‘绳’‘谈’

‘覃’的。这个‘覃’，不同宗的氏族读音是
不一样的。一听人们说这些，我就眼前一
亮，总是一个不落地记下来，回去再研究。”

刘玉煊编写的姓氏诗歌，合辙押韵，意
境优美，寓意深刻。这些诗全部由姓氏组
成，内容却包罗万象。既有对祖国大好河山
的赞叹，又有对古今中外先贤英烈的缅怀思
念，还有对后辈寄予的美好希望。

90岁义务编成村志

84岁那年，刘玉煊接到了义务编村志
的重担。年纪大了，许多人劝他放弃，他却
说：“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我对家乡有很
深的感情，老来很想为家乡作点儿贡献。”

真正编起来，才知道有多难。本村烈士
张国贞牺牲地不明，他就找到张国贞的家属
询问。发现村里原来流传着河北民歌《锔大
缸》，他一遍遍查找“锔大缸”的意思，最
终挖掘出一个神话传说：百草山中的旱魃，
化身为王大娘，炼成黄磁缸，隐身其中，用
以抵御神灵擒拿。后来缸被损坏，王命人补
缸，缸为土地化身的补锅匠人打碎，旱魃一
气之下想要加害，最后被天兵天将斩除。

历经6年时间，90岁时，刘玉煊终于编
成了10多万字的《官庄村志》。由于经常坐
着工作，老人累弯了腰，心里却满是成就
感。“终于为家乡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老人高兴地介绍。

这几年，刘玉煊老人也玩起了微信。看
到正能量的文章，尤其是养生方面的知识，
还分享给大家。

新冠肺炎疫情到来后，刘玉煊老人用微
信倡导防疫。他把网络上的养生知识与自己
的行医实践相结合，总结出许多养生经，编
成了打油诗：“饮食清淡健身宝，心脑血管堵
不了；心情愉悦开口笑，年过耄耋不见老。”

回忆一生，刘玉煊老人收获满满。如
今，他依然在编写诗歌中快乐生活，依然满
腹诗文、出口成章。大家都说，刘玉煊老人
就是黄土地里的真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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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黄骅有个骅有个““老秀才老秀才””
杨金丽 周如凤 王钜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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