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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毛群英

邱一涵（1907-1956），原名邱信贞，
女，湖南平江人。她是红一方面军参加长
征的30名女战士之一，斯诺笔下的巾帼英
雄；她是各抗日军政大学中唯一的女政治
部主任，粟裕称赞的“一位好政治部主任”；
她是中共江苏省委首任纪委书记，江渭清
称赞她为“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革命的坚
强战士。”

7月21日上午，在位于大运河畔的界
首镇华中雪枫大学旧址内，邱一涵事迹陈
列室完成布展并正式对外开放，多角度展
示了这位巾帼英雄短暂而光辉的革命人
生，不但丰富了我市“四史”教育实践基地
的新内涵，而且增添了党风廉政教育的新
载体。

打造纪检监察干部锤炼党性修养的
“朝圣地”

华中雪枫大学成立于1946年4月，校
址位于界首镇太平街87、89号，邱一涵时
任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邱一涵任
江苏省委常委兼省纪委书记、监委书记。
为开展好党史教育和廉政教育，弘扬革命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按照省纪委、扬州市
纪委有关工作部署，从今年2月下旬起，市
纪委监委和界首镇党委政府联手承担了邱
一涵事迹陈列室项目建设任务，力争将其
打造成扬州乃至全省纪检监察干部锤炼党
性修养的“朝圣地”。

由于项目建设时间紧、任务重、要求
高，市纪委和界首镇在成立工作领导小
组以及办公室、协调联络组、项目施工
组、宣传策划组的基础上，还就项目选
址、文案版块、资料收集、视频创作、展馆
风格、配套设施等内容进行了多轮会商，
明确了“精致、庄重、节俭、大气”的总体
要求，提出了从紧从快从优的推进意见，
确保在党的百年华诞到来之际完成项目
整体建设。

按照彰显邱一涵标志性元素、个性化

元素的要求，项目承办方邀请5家设计布
展单位迅速拿出样稿进行比选，通过招投
标程序产生中标单位。同时组织资料收集
和文案创作人员，前往湖南平江、南京海军
指挥学院（邱一涵儿子袁振威原工作单
位）、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洪泽县仁
和镇“江淮大学”旧址等地，征求意见建议，
征集史料实物，以进一步丰富馆藏。4月
初，启动陈列室主体工程建设，并于6月下
旬完成室内布展。

邱一涵儿子深情回忆母亲

在展室南侧有一处视频播放区，一部
时长只有3分钟、题为《忠守摇篮的邱妈
妈》的专题片，吸引了大家驻足观看。视频
中，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袁振威深情回忆母亲邱一涵的
感人画面，让不少人泪目。

专题片以邱一涵在华中雪枫大学抚

养、照料彭雪枫烈士遗孤彭小枫的一部
摇篮为主线，首先向观众传达了这样一
个理念：长征，革命者最好的摇篮。袁振
威回忆说：“她的右手，在第一次反围剿
的时候受伤、致残，她的脚是裹过小脚
的，所以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是变形
的。”不难想象，用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
长征，邱一涵跟着走，跟的是信仰，走的
是希望。走向前的她，是队伍的榜样，是
前进的力量。

在华中雪枫大学一年不到的时间里，
邱一涵悉心呵护彭小枫，亲如母子。而此
时，在湖南山区老家，邱一涵、袁国平红军
夫妻的出生地，6岁的亲生儿子袁振威正牵
手双目失明的奶奶沿街乞讨。“朋友们说，
当时如果你不被送回老家湖南的话，这个
地方可能就是你睡的了。”“如果我睡在这
个床上，我就不会跟着奶奶去讨饭了。”带
着对母爱的憧憬，袁振威发出了会心的笑
声。须臾，袁振威的声音低沉、哽咽了起

来：“我妈妈留给我最珍贵的遗产，就是两
句话，不要把你爸爸的功劳记在你的账上，
要忘记社会上的一切优越条件，靠自己去
生活。”

“馆中馆”生动展示“军中女杰”邱一涵
的风采

邱一涵事迹陈列室利用华中雪枫大学
旧址展馆沿街门面房进行改造建设，占地
面积60平方米，为“馆中馆”。走进陈列
室，迎面是一幅独立展板，正面是以中国工
农红军军旗为背景、邱一涵等红军指战员
为主体的紫铜色浮雕，背面是开国上将张
震对邱一涵的生平评价：“革命战争的烈火
考验、锤炼了邱一涵一颗坚强妻子的心，一
颗伟大母亲的心，一颗真正的共产党人的
心。”

袖珍型的展馆由前言、邱一涵生平简
编、峥嵘岁月巾帼风采、侠骨柔肠大爱情
怀、春风化雨德润心田、宽严兼济模范执
纪、普通一兵永葆本色、结束语等八个版块
组成，通过图文、实物、视频展陈的方式，运
用“声光电”等现代信息技术，重点展示了
邱一涵任职江苏省首任纪委书记、监委书
记以及华中雪枫大学政治部主任期间的主
要工作业绩，集中展示了邱一涵短暂、平凡
而又光辉、不朽的一生。

邱一涵事迹陈列室布展开放之际 ，时
值建党百年、抗大建校85周年之际，中国
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发来了激荡人心
的贺信。贺信说，邱一涵同志对革命事业
的忠贞信仰，对同志的热诚亲切、知人善
任、处事以公，既是她个人崇高品质的体
现，也是她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邱
一涵事迹陈列室的开放，不仅会进一步推
动更多的人们关注红色历史，关注红色先
辈，更是对总书记提出的“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要求的有力践
行。贺信希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抗大
系列展馆共同弘扬抗大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让革命熔炉的火焰代代
相传！

邱一涵事迹陈列室正式对外开放——

“馆中馆”再现“军中女杰”风采

2019年10月，我随高邮姓氏文化研究
会的几位同志去广东揭阳“寻亲”时，了解
到，孙觉的孙子（一说是侄孙）孙乙于南宋
绍兴十年（1140年），在揭阳任县令，其后
裔落籍揭阳京冈。现在京冈有孙乙后裔2
万多人，而潮汕各地含海陆丰有孙乙后裔
12万多人。根据我市公安局2013年8月
统计数据，高邮有孙姓人口17292人，占全
市总人口数2.04%，位居第12位。高邮的
孙姓人口中有没有孙觉后裔？如果有，有
多少人？弄清楚这个问题对研究名人文
化，以及加强与广东等地孙氏文化交流很
有意义。

最近我研读了金湖《孙氏宗谱》，从中
获取了大量有关孙觉后裔的信息。金湖
《孙氏宗谱》是以金湖县境内为主的部分孙
氏代表组成的孙氏（映雪堂）宗谱续编委员
会，于2012年编修。这部宗谱实际上是几
部老谱的汇编。谱中辑录了数次修谱的序
文，最早的是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
最近的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还辑
录了8封诰命、14位孙氏先祖传记、3位孙
氏先祖的墓志铭和墓表。谱中记述：“宋龙
图阁学士讳觉，字莘老，登宋皇祐进士。觉

子讳竢，广东经略使。竢子乙，广东揭阳县
令。乙子元初因以宦籍寄居揭阳京冈，子
大荣……传到福四公凡十四世。公（福四）
最少最贤，独称才干精敏，时怀故土之思。”
福四公于朱元璋统一中国建立明朝时，毅
然携家归高邮，居住在临泽。福四公生了
两个儿子：德二、受三。受三公，选补北京
腾骧左卫军，其子孙为军籍。德二公仍为
民籍，生了5个儿子：孙淇、孙源、孙泓、孙
浚、孙海。这5个儿子分为5支，孙淇一支
世居临泽，其余四支移居城邑。其中孙淇
四世孙孙金，字天贵，号简斋，于明嘉靖四
年（1525年）避水患，徙居真州（即今仪征
市）繁衍生息。

《孙氏宗谱》还记述孙觉后裔另一支回
迁高邮的情况：孙宗彝在“孙氏三修谱序”
中说，“我孙氏世居乐安，系出姬姓，始祖讳
仕宁，字载之，号云阳先生。”传至“二十四
世，讳曰觉，号莘老，与秦氏少游交，名闻淮
海。宋室南迁，邮为兵冲，致我孙氏有徙广
东、河南、太原者，有徙建康、南昌、九江者，
惟吾一支讬籍苏州。”孙觉后裔传至十五世
惟善、惟纶，于洪武六年（1373年）遵“移民
之命”，携家来邮。惟纶公迁居城北，惟善

公迁居城西。其后裔也有迁居菱塘桥、金
湖夹沟、金沟等地。惟善公的八世孙兆祥
公，诰赠奉政大夫。兆祥公子宗彝，进士，
内阁中书，奉直大夫。宗彝公子弓安，顺治
丁酉科举人。弓安公濩孙，癸卯科举人，内
阁中书，刑部主事。濩孙公子穀，南康知
县、赣州府同知。上述记载与高邮州志所
载基本相同。

《孙氏宗谱》共五卷，第一卷主要刊载
序文、传记、诰封、墓志铭表及前十九世祖，
后四卷分别以淇门、源门、泓门、浚门、海
门、善门（惟善公后裔）、金门（淇门分支、迁
仪金公后裔），记载了孙氏世系年表，截止
时间为光绪三十年（1904年）。

光绪三十年至今又过去100多年了，
高邮孙氏人口肯定增加很多，但哪些孙姓
是福四公、惟善公后裔？需要借助家谱仔
细查考。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中科
院院士孙云铸，其家族堂号为“映珠堂”，取

“甓社珠光”之意，始祖孙觉。《江苏高邮孙
公玉溪世系谱》收藏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图
书馆。2016年报载，北京76岁老人孙言修
补孙氏家谱，不知情况如何？我们希望找
到更多的老的孙氏家谱，尽可能理清高邮

孙氏源流。
孙觉（1028-1090年），字莘老，高邮

人，家住甓社湖南岸，北宋皇祐元年进士，
文学家。是胡瑗的学生，苏轼、王安石、曾
巩的好友，黄庭坚岳父，秦观老师。四贤聚
会文游台，留下了千古佳话。孙觉先后任
七个州的知府，官至吏部侍郎、御史中丞、
龙图阁学士兼侍讲。著有《周易传》《秦秋
经解》《奏议》《荔枝唱和诗》等近百卷经典
之作。孙觉与秦观齐名，孙觉值得研究，孙
觉文化值得传承。

我们寻找孙觉在高邮的后裔，就是为
了增加研究孙觉的力量。因为孙觉后裔
研究孙觉更有情感，更加执着。高邮可以
由孙觉后裔组成一个“孙觉文化研究会”
或者“孙氏宗亲会”，加强孙觉文化研究，
同时与金湖、仪征、揭阳等地孙觉后裔进
行文化交流，定期联谊、研讨，乃至组织
孙氏宗亲在文游台举行祭祖活动。2028
年是孙觉诞辰1000周年，届时可以由孙
觉文化研究会、孙氏宗亲会牵头，搞一次
大型的纪念活动，以此来弘扬名人文化，
塑造人文精神，提升高邮的文化魅力和吸
引力。

寻找孙觉在高邮的后裔
□ 倪文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