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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原籍浙江绍兴，1 898年3月5
日生于江苏淮安，1 92 1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由

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

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长期负责中

共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

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

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为

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汝州市档案馆珍藏的一组1 938年周
恩来与世界红十字会临汝分会医院院长

王冠珊的信件，真实记录了周恩来关心、

支持进步青年参加抗战的故事。

王冠珊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生于

1 885年7月1 8日，原籍湖北汉阳，后移居
襄阳。1 907年毕业于湖北军医学堂，曾任
河南督军公署军医课课长、镇嵩军卫生

教练所所长等职。1 930年任世界红十字
会临汝分会医院院长，1 939年3月在临汝
病故，终年53岁。他在临汝工作期间，不

仅用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而且还培养

了不少医务人员，对西医在本地的传播，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938年6月1 6日，王冠珊接到周恩来
同志从汉口寄来的一封亲笔信，用的是

“第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公用笺”。书

信显然由于写作匆忙，有几处修改，但是

整体看来，笔迹刚柔相济，秀外慧中，一

如周恩来的为人处事风格，稳健而从容。

信中写道：

冠珊先生：

大函敬悉。令郎百顺君志切深造，实

为一优秀青年，本此迈进，前途是很光明

的。至于欲投考陕北公学，现因陇海东段

及豫东战事颇为激烈，由汉至陕的铁路

有被敌截断之危险。如此，则至陕交通颇

感困难。如令郎坚欲入该校受训，则请备

足旅费（持此信则可），设法由豫西绕道

西安，直赴陕西栒邑陕北公学分校招生

委员会，当可收纳。特复。此致抗日之礼！

周恩来
六月六日

1 938年王冠珊在临汝任职时，其在
襄阳读书的儿子王百顺年仅1 8岁，却胸
怀大志，锐意上进。卢沟桥事变后，日寇

气焰嚣张，神州大地遭到铁蹄蹂躏，国家

民族命运危如累卵。中国共产党反对日

本侵略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极大地

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爱国志士

纷纷奔赴延安，投入党的怀抱。党所领导

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已成为革

命青年共同向往的目标。有鉴于此，王冠

珊先生也积极支持儿子投考陕北公学。

因对陕北情况不很了解，王冠珊便于5月
底给在日本留学时仅有数面之交的周恩

来同志写了一封信。谁知发信不久就得

到出乎意料的答复。周恩来在信中热情

洋溢地肯定了王百顺的志向，深刻详尽

地分析了前进的困难，恳切具体地指出

了入学的办法，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王冠珊接到回信感激万分，认为确

属难能可贵。当即又致周恩来同志一函：

恩来先生道鉴：昨奉复示，对于大儿百顺

奖饰有加，并承指示途径，不胜感荷。当

将大函寄给大儿，嘱将襄阳测候所事即

行辞去，由襄阳到南阳经豫西赴陕栒邑

陕北公学分校投考。并遵大示所说‘持此

信则可’,复嘱随持前往，仰荷鼓励，当可
收录。大儿向慕陕北公学以求深造，早下

决心，目前任何牺牲在所不顾，必欲达到

目的而后快。今承赐函赞许，实属喜出望

外。冠感激之下无以为报，特敬书般若波

罗蜜多心经一轴，邮陈座右，聊表微忱

……

1 938年6月1 8日，王冠珊将信件转寄
给儿子王百顺，并附书信一封，信中写

道：

……昨日用双挂号寄你一函，内附

周恩来先生及八路军办事处各一函。

……既有周恩来之函，可以作有力介绍，

将来到达陕省投考，定可收录。……你可

详细核阅周君及八路军办事处之函，如

认为可以前往投考，即当预备一切。周恩

来先生之信，必须随身带来，作为介绍书

……

1 938年，日军侵占了平汉、津浦、平
绥铁路沿线和长江下游沿岸及珠江三角

洲地区，控制了华北、华中、华东广大地

区。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能安全地到达

陕北，王冠珊和儿子进行了多次书信商

谈。王冠珊叮嘱儿子：

……如将来决定前往，现在平汉火

车不能坐，可由襄阳坐汽车到南阳，再由

南阳坐汽车到洛阳。惟由南阳到洛阳必

须经过临汝县，……，再由临汝至洛阳。

……应在何站下车，尚待打听。

当时，抗战形势异常险恶，国家命运

危在旦夕，身为我党主要领导人的周恩

来同志，肩负党和国家的重任，在日理万

机、一刻千金的情况下，还能对一个陌生

的普通青年关怀备至，这种极其崇高的

共产主义精神，永远是革命者的楷模。尽

管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王百顺未能赴陕

北上学，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共

产党人关心进步青年成长的故事，为我

们留下了一段历史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致王冠

珊的信件一直保存在汝州市档案馆。该

信原件于1 980年调入中央档案馆保存，
1 98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志切深
造前途光明———致王冠珊的信》为题，收

入《周恩来书信选集》。

供稿：汝州市档案馆

偶然，我从纸坊街集会经过，感觉会

场很落寞，只有几个小摊零星地站在那

儿，偌大的会场显得更加空阔。真是三十

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回想起我小时候的

会场，那时可是热闹得很。

集会是农历逢一逢七举行。小时候

的我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心里盘

算着，盼望着集会的日子早一点到来。盼

着盼着，这一天来了，如果恰好能和星期

日重叠在一起，那么就更是好上加好了。

每逢集会，方圆七里八村的乡亲们纷纷

向集市涌来，有看的、有卖的、有买的，一

派红火热闹的景象。买不买东西不要紧，

总得上大集会上溜达溜达。这样的溜达

会带给我们绵延一生的记忆。

小时候的我会叫上三五好友，像一群

快乐的小燕子，步行去集会。我们村到集

会大约有两公里路程，特别近。我们手拉

着手，肩并着肩，口袋里装着好不容易从

爸爸妈妈那里要来的零花钱，一路上说说

笑笑，蹦蹦跳跳。小路两旁开满了色彩缤纷

的小花，蝴蝶在花瓣上回旋飞舞，从这朵花

飞到那朵花。看到奇异色彩的蝴蝶，我们会

一边叫喊一边追赶，其实没有一次抓到。追

不上，也不生气，笑呵呵地看着蝴蝶飞远、

消失在远方。因为我们心里惦念着集会，早

就让集会的幸福感填满了小身体。

悠悠然然就到了集会。我们常常会到

卖成衣的地方看看有没有漂亮的衣服。如

果有就盘算着下个集会时说服妈妈一起

来买。我们是没有“巨款”来买衣服的，不

过可以一饱眼福。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那

些漂亮、种类繁多的小饰品，耳坠、发卡、

发带、项链都是那么吸引人。你看，那个耳

坠晶莹剔透还是心形的，上面嵌着亮晶晶

的薄片，一闪一闪的。我情不自禁地拿起

来戴到耳朵上再照照镜子，小伙伴们都说

好看。我们就这样都挑到了各自中意的小

玩意儿，和卖东西的大娘一番讨价还价，

用最低的价格买到漂亮的小饰品，最后都

能满载而归、心满意足。

前面飘过来一阵香味，好香啊！小伙

伴们循着气味看过去，原来是羊肉汤的

香味，还有杂炣、炒凉粉、绿豆粉皮、凉

皮、擀面皮、手擀面。卖饭的就在空地上

用一个老海桶支起一口大锅，火烧得正

旺，火苗贪婪地舔着大锅，锅里滚起一股

股大水花。大泡周围翻起波浪，里面翻腾

的是薄如蝉翼的牛羊肉片，还有大骨头，

都在大锅里发出欢快的咕嘟声。旁边的

低凳子上坐满了吃饭的人。他们发出“哧

溜哧溜”的咀嚼吞咽声，把我们肚子里的

小馋虫都勾了出来，一个劲儿地咽口水。

煮饭的师傅趁机大声吆喝：“小闺女们，

来一碗吧！可好吃了！吃了我的饭，头脑

越来越灵，长得越来越好看嘞！”我们舔

舔嘴唇，把肚子里的馋虫按捺下去。我们

哪有钱呀？心里想，下次一定得让妈带我

过来，尝尝鲜过过瘾！

前面还有卖老冰棍儿的，还有卖冰

激凌小杯的，这个倒可以满足。我们用手

中的钢镚儿买一块老冰棍儿或者一个冰

淇淋杯，那滋味直甜到心里，凉丝丝的，

甜蜜蜜的。

快乐的日子总是很短暂。该回家了，

余晖下我们手拉着手走在小路上。各自

有各自的心事：下次我得让妈给我买

……

传统集会承载着非常丰富的民俗文

化，是乡村文化的根与魂。今天随着时代

的飞速发展，一些民俗被淡化和丢失了，

但乡情乡愁没有变。这么多年过去了，随

着网购时代的到来，集会越来越不景气，

变得越来越落寞。又加上这几年疫情闹

得人们都不聚集，更是门可罗雀，一片寂

然。

可是，我还是会想念起那些赶会的

日子……

赶会，为了一种久违的感觉。寻觅，

消失的乡愁。

周恩来同志写给临汝民主人士
王冠珊的一封亲笔信

承载着乡愁的集会
李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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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0年底，中共临汝县委在领导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的
同时，按照党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在全县范围内继续大张

旗鼓地开展剿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使人民政权得到进

一步巩固。

临汝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

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着深厚的反革命基础。国民党的各

种特务机关，先后在临汝县建立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机构：中华复

兴社、法西斯小组、反共调查组、军统局临汝通讯站、中统临汝行

动队、三青团临汝行动队、绥靖参谋第1 7组、第五专署谍报队驻
临汝情报组、警察局特警队、中美合作所第三班（设在风穴寺）

等。中美合作所第三班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直接掌握的设在河

南的唯一特务训练基地，为国民党培训过不少特务。在新中国建

立以后，仍有一定数量的敌特潜藏在临汝境内。临汝县还是豫西

地区有名的“土匪窝”，解放战争时期，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

司令员陈毅，在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曾经指出：“我党足迹遍

全中国，土匪恶霸之猖獗无逾河南者，可以豫西临汝、鲁山、宝

丰、伊阳、郏县、禹县等为代表”。国民党反动政府为加强其反动

统治，对土匪一贯采取“招安加封”的政策。临汝镇大地霸阎曰

仁、观上大地霸王景元、临汝籍国民党河南省自卫军第三路司令

谭子步、国民革命军军长姜明玉、师长王太、七县副司令焦仙州

等，都是由土匪而后变成军官兼地方达官豪绅的。他们上通国民

党军长刘振华、孙殿英，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许昌专员吴协

堂，下联国民党县、区长，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抗日战争后，他们

乘战乱之机，大量购买枪支，发展亦官亦匪、亦匪亦霸的地主土

匪武装，全县建制在大队以上的股匪就有30多股。抗日战争胜利
后，临汝县的反动会道门被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地主

恶霸所把持，成为党道合一、政道合一、匪道合一的反革命势力，

大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全县较大的反动会道门组织有天

仙庙道（老庙和新庙）、一贯道、红枪会，另外还有西华堂、同善

堂、皇姑道、龙花会等1 2种。天仙庙道（新庙）河南总首领朱全福，
解放初期先后接受国民党1 5师师长武庭磷、青年军206师师长邱
行湘的指示，组织反革命武装，同人民解放军顽抗。1 94 8年2月，
国民党南阳绥靖公署主任王凌云，派特务分子康锡范与朱全福

合谋，建立“天仙庙道贫农救国自治军”反革命武装。先后在临汝建立4个军，
任命团以上反动骨干1 66人，发展匪徒1 894 4人，指挥部设在风穴寺。天仙庙道
（老庙）总首领孙殿英，派其部下杜良田于解放初潜回临汝，接受国民党国防

部26旅旅长杨明卿的指挥，在大峪乡槐树村组织临汝、禹县、郏县三县庙道反
革命武装，定国号为“大汉金华”，在临汝设1个团，任命连以上反动骨干2 1人，
发展匪徒4 55人，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天仙庙道（老庙）头目赵光荣、张风芝
（原孙殿英部队特务连连长），1 94 8年接受伊川县白草凹总首领袁振汉（原孙
殿英部队团长）的指示，建立反革命组织，赵光荣为东南方总指挥，张风芝为

团长，发展道徒7 80余人，煽动在万寿山（庙下乡湾子岭）扎营，与人民解放军
对抗。“一贯道”点传师吴廷珍，1 94 8年1 0月到西安参加豫陕两省反革命会议，
在胡宗南策划下，建立“消蒋灭共复兴军”，被委任为团长。吴廷珍回临汝后，

任命连长以上反动骨干61人。大土匪王文成，解放初期在郑州接受国民党特
务训练以后，潜回临汝、郏县、宝丰三县的北汝河南岸地区，勾结匪队长王秋、

红枪会骨干王老太、董金堂，组织红枪会，发展会众3000余人。
从1 94 7年1 1月临汝解放开始，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对散布在临汝的国民

党反动残余势力给予了致命打击，先后消灭了顽匪孙凹斗，击毙惯匪平文正，

处决了日伪团长王景全，活捉匪首黄万镒、刘殿宽、马安良、梁小舟、宋蔚然、

王斗等数十人，剿灭了北汝河两岸的会道门组织。1 94 9年又先后平息了一、五
区土匪暴动、毛庄土匪暴动等1 0余起反革命暴乱。全县人民同反革命势力的
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隐藏较深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还

没有得到彻底清除，他们继续进行种种捣乱和破坏活动。他们散布谣言，武装

骚扰我新生的人民政权，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一些地主、恶霸

公开进行反攻倒算，苟延残喘的土匪地霸又犯下了新的罪行。

为了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安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民主专

政，推动抗美援朝运动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县委、县政府坚决贯彻执

行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

条例》的精神，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持“首恶者必办，

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

子实行坚决镇压，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整个运

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抓捕罪犯，时间为1 950年1 2月至1 95 1年5月。由县委、县政府
直接领导，公安、司法部门及各区、乡干部具体实施，声势浩大，攻势猛烈，处

理果断，摧毁了反革命分子的营垒，打开了镇反运动的新局面。1 950年1 2月4
日拂晓，全县统一行动，同时出击，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大搜捕，抓获各种反革

命分子4 4 4人。首战告捷，全县震动，广大干部、群众欢天喜地，拍手称快，到处
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为了推动镇反运动的迅猛发展，

县委责成公安局、司法科抓紧审结处理已经抓起来的反革命分子，并先后两

次在县城处决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24人（每次1 2人）。到1 95 1年5月底，全县
共逮捕反革命分子867人，经过审查处理，枪毙31 3人，判处有期徒刑1 69人，交
群众管制1 2 6人，继续关押审查2 59人。

第二阶段是处理罪犯，时间从1 951年6月至1 952年1 1月。1 951年6月30
日，县委主持召开临汝县第五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抗美爱国模

范代表会议，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和省、地委关于镇反运动的指示精神，

解决干部、群众对镇反工作的不同认识问题。在会上，将经过公安、司法部

门审查并整理好罪行材料的1 90个反革命分子交与会人员进行讨论，提出
处理意见。经过代表们的反复讨论，对这一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判决处

理。紧接着在县城召开万人大会，将上级已经批准处理的赵相臣、张风阁

等1 2个反革命分子当场处决，同时对两个罪行较轻、认罪态度较好的罪犯
当场释放。

第三阶段是追捕逃、藏、漏犯，时间从1 952年1 2月至1 953年7月。两年的
镇反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分散在全县各地的反革命分子受到致命

的打击，但是运动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全县外逃反革命分子690人，前段追
捕归案64人，尚有626人未抓回。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群众的斗争情
绪。特别突出的是，由于反动会道门的社会基础浓厚，尽管几个道首已被

处决，但从整体上看，反动会道门组织还未从根本上予以摧毁，一些反动

道首同漏网潜藏以及逃亡在外的反革命分子相勾结，还在进行反革命破

坏活动。根据全县的实际情况，县委、县政府把第三阶段镇反工作的任务

确定为：坚决取缔反动会道门，打击反动军政官吏和各种漏网的反革命分

子，在七区和另外1 7个乡，工作的重点是打击反动军政官吏和漏网的反革
命分子。同时，公安、司法部门，要组织追捕人员，继续追捕外逃之敌。

对反动会道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指示》和

“打击少数，争取多数，打击首恶，争取一般”的政策原则，公安、司法机关

深入调查摸底，搜集整理材料，集中搜捕。要求反动道首到人民政府坦白

登记，道徒公开声明退道。同时编写宣传材料，宣传党对取缔反动会道门

的政策，开展群众性揭发控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全县共打击各种反动

道首22 4人，教育挽救道徒、会众2 1 1 92人。
历时近3年的镇反运动，全县共抓捕各种反革命分子1 535人，其中处决

61 9人，教育释放1 2 1 人，判刑689人，交群众管制96人，收缴各种长短枪支
34 82支、子弹58008发、冲锋枪6支、轻机枪1 0挺、重机枪2挺、手榴弹2200枚。

镇反运动的伟大胜利，使隐藏在临汝县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

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遭到毁灭性打击，曾经猖獗一时的匪患及国

民党反动派潜藏在临汝的反革命残余被基本上肃清，不仅清除了社会

隐患，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与纯洁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且有力地支

援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为迅

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条

件。

来源：汝州党史微信公众号

周恩来写给民主人士王冠珊的回信

东

城

美

景

杨
伟

摄

编者按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做好档案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迎接服务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和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今年

档案工作的主题主线。本报自今日

起，开辟“喜迎二十大 档案颂辉
煌”专栏，敬请关注。

喜迎二十大

档案颂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