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邮市民文明行为高邮市民文明行为1010条条
11、、公公共场所讲修养共场所讲修养，，不吸烟不吸烟、、不插不插

队队、、不抢座不抢座、、不大声喧哗不大声喧哗、、不说粗脏话不说粗脏话。。
22、、安全出行讲法则安全出行讲法则，，不闯红灯不闯红灯、、不逆不逆

向行驶向行驶、、不抢道不抢道、、不随意变道不随意变道、、不乱停乱不乱停乱
放放、、不占用盲道不占用盲道。。

33、、净净化环境讲卫生化环境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吐痰、、不乱不乱
扔烟头扔烟头、、不乱丢垃圾不乱丢垃圾。。

44、、文明用餐讲节俭文明用餐讲节俭，，不剩饭剩菜不剩饭剩菜、、不不

铺张浪费铺张浪费、、不劝酒酗酒不劝酒酗酒。。
55、、商铺经营讲规范商铺经营讲规范，，不乱设摊点不乱设摊点、、不不

出店经营出店经营、、不出售伪劣商品不出售伪劣商品、、不随意张贴不随意张贴
广告广告。。

66、、爱护公物讲自觉爱护公物讲自觉，，不私自占用不私自占用、、不不
污损破坏污损破坏。。

77、、爱爱我家园讲规矩我家园讲规矩，，不乱搭乱建不乱搭乱建、、不不
乱挂乱晒乱挂乱晒、、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

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噪音扰不噪音扰
民民、、不无绳遛狗不无绳遛狗、、不不让让宠物随地粪便宠物随地粪便。。

88、、保护绿化讲责任保护绿化讲责任，，不毁绿种菜不毁绿种菜、、不不
践踏花草践踏花草、、不毁坏树木不毁坏树木。。

99、、理性理性上网讲道德上网讲道德，，不信谣不信谣、、不传谣不传谣、、不不
造谣造谣、、不诋毁中伤他人不诋毁中伤他人。。

1010、、观光旅游讲风尚观光旅游讲风尚，，不乱涂乱画乱不乱涂乱画乱
刻刻、、不乱扔杂物不乱扔杂物、、不毁坏文物不毁坏文物。。 今日高邮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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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从即日起，本报将推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5周年”系列报道，开设《红色记忆》专题专栏，集中报道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革命先烈、革命战士的光辉事迹、感人故事，缅怀革命前辈们的丰功伟绩，颂
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
家书承载着战火的回忆，蕴含着亲情的温暖，诉说着无尽
的思念，寄托着殷切的祝福，是革命烈士留给后人无比宝
贵的精神财富。

高邮革命斗争史纪念馆收藏着一些革命烈士的家
书，其中有一封是胡曾钰烈士写给无锡老家兄长的。与
一般家书不同，这封约300字的家书里，除了有胡曾钰烈
士对家人的问候外，更多是她用善意编织的谎言。

宣传抗日，英勇牺牲

胡曾钰1921年4月5日出生于无锡堰桥胡家渡，7岁
时其父因病去世，胡曾钰和大哥、二哥兄妹三人，靠母亲
给人洗衣服、做针线，挣得微薄收入度日。胡曾钰小学毕
业后，进入无锡女子中学读书，后又到胡氏公学（义学）读
完初中课程。1938年，她先后在无锡八士桥方村、梅村当
小学教员。

1937年11月25日，无锡沦陷。 1939年5月，新四
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到八士桥一带开展抗
日救亡活动，胡曾钰积极参加抗日宣传。9月，“江抗”奉
命撤回路西。胡曾钰借口外出求学，瞒住母亲，参加了

“江抗”宣传队，从此走向抗日前线。
胡曾钰参军后，积极工作，部队流动到哪里，她就宣

传到哪里。为了适应游击斗争需要，她和宣传队的同志
经常化装成老百姓，深入群众做民运工作，有时穿草荡同
敌人周旋，有时直接拿枪参战。由于她表现英勇，刚入伍
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9月，由“江抗”改编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奉
命转移至苏北地区，开辟江高宝（江都、高邮、宝应）抗日
根据地。11月，胡曾钰随部队转战高邮，分配到二区办事
处搞民运工作。当时，高邮日伪军据点林立，斗争十分艰
苦。1942年7月，二区划分为二、三两区，胡曾钰担任三
区区委宣教科科长。为了迅速打开工作局面，胡曾钰经

常起早摸黑、走村串户，深入贫苦农民家里，同他们促膝
谈心，讲解抗日救亡的道理，动员和组织群众投入抗日斗
争。胡曾钰在三区工作仅一年时间，就同当地老百姓结
下了鱼水深情，群众有什么事都愿和她交谈，老人把她当
女儿，妇女把她当姐妹，儿童把她当老师。

1942年9月，敌人集中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块
“清剿”。11月8日上午10时左右，敌人再次包抄上来，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军被迫向西北和东北方向撤
离。当胡曾钰最后撤到庄子东边麦田时，腿部中弹受伤，
不能行走，凶残的敌人猛扑上来，对她连刺两刀，胡曾钰
当场壮烈牺牲，年仅21岁。当地群众和胡曾钰的战友含
着泪水，将其遗体安葬于野庙义冢地。

为了纪念胡曾钰烈士，高邮县抗日民主政府将她牺
牲的地方命名为“曾钰乡”（现为汤庄镇曾钰村）。1976
年，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又将烈士遗骨移葬于曾钰小学
校园内，并立碑纪念，用烈士的革命精神激励教育后人。

写满“谎言”，为报平安

1942年1月，胡曾钰烈士牺牲前10个月，当时高邮
的革命形势正如火如荼。

因胡曾钰参加革命时对家里人称其在外求学，临近
春节，每逢佳节倍思亲，为了不让家人担忧，她决定将这
个“谎”继续圆好。1月17日早晨，她给家中亲人写了一
封满是“谎言”的家书报平安，收信人是其二哥胡曾锽。

透过高邮革命斗争史纪念馆展柜玻璃，记者看到，
这份家书300字左右，纸质已经泛黄。家书开头这样写
道：“曾锽兄，来信已接，请勿牵记。自我进入高邮地区
后，奉书已将四封，不知吾兄统统收阅否？素知懒惰的
我，再加上杂务的缠身，故离家至今未曾好好流通消息，
敬请原宥。”胡曾钰隐瞒了自己参加抗日斗争的忙碌，以
自己因“懒惰”和杂务缠身，没有时间多多写信沟通消
息，向家人表达了歉意，并请家人勿牵挂自己。紧接着，
就是为让家人安心而继续编造自己还在求学的“谎言”：

“年假将放，但因时间的短促，明春即刻开学，故妹想不
必回家，以免一切的麻烦。望兄、父母亲勿必天天待望，
更勿必为我们而多虑，祈望贵体保重是盼，免得妹在外
求学不安心。”胡曾钰用“谎言”告诉哥哥，因为寒假时间
短，开学又早，所以她决定不回家过年，请母亲、兄长不
要过分担忧。信末，她希望二哥收到信后能即刻回复，
告诉她家乡的事情。

纸短情长，这封家书虽没有豪言壮语，却能在字里行
间里感受到一名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在硝烟弥漫的战
争年代，在小家和大家的抉择中，胡曾钰把对亲人和家乡
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里，毅然选择了伟大的革命事业。

不知道胡曾钰有没有收到哥哥的回信，但哥哥再也
不会收到妹妹的信件了。1942年11月8日，胡曾钰被敌
人残忍杀害，献出了年仅21岁的宝贵生命。

烈士已逝，精神永存

高邮革命斗争史纪念馆内，胡曾钰烈士遗物展柜上
方摆放着一束花圈和用十字绣绣成的玫瑰花束，这是胡
曾钰的侄女，即胡曾钰二哥胡曾锽长女胡继芳前来祭拜
姑姑时敬献的。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胡继芳告诉记
者，她的姑姑、父亲与大伯都参加了革命，姑姑和大伯在
革命中都牺牲了，姑姑牺牲时年纪最小。“虽然我从小没
见过姑姑，但家里人一直都很惦记她。姑姑写给父亲的
那封家书，也一直被父亲珍藏着。父亲时不时地拿出来
看看，嘴里还经常念叨。”胡继芳介绍说，姑姑的这封家书
是1942年1月17日清晨写的，父亲收到信时已隔了一个
多月。收到信后，父亲立即回了信，还随信寄了些钱给姑
姑。但父亲回信后，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姑姑寄来的任何
信件。虽然心中有所猜测，但家人都愿意相信她是在外
求学，总认为姑姑有一天会回家。解放后，父亲四处打听
姑姑的消息，一直没有结果。直到1975年9月份，高邮政
府工作人员找到家中，才知道姑姑已于1942年在高邮牺
牲了。

“得知姑姑的消息后，当时我曾陪同父亲随高邮政府
工作人员踏上姑姑曾经战斗过的那片土地。”胡继芳说，
那是自己第一次来高邮，虽然至今已时隔数十年，但回想
起当时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来到高邮后，才知道姑姑
牺牲的地方被命名为曾钰村，当地还为姑姑立了纪念
碑。去祭拜时，有很多当地老百姓自发前去一同祭拜，向
我们表示感谢，场面非常感人。第一次来高邮时，父亲也
随身带来了姑姑写给他的那封家书，并将之交给了高邮
政府工作人员，也看到了姑姑牺牲时所穿的那件蓝色旗
袍，上面还有血迹。“那件蓝旗袍是姑姑当时离家时所穿，
父亲见后眼泪纵横。”胡继芳说，从此以后，每年她都会陪
同父亲至少来一次高邮祭拜姑姑，2000年父亲去世后，
自己也时常带着家人前来。“高邮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
乡，今后还会再来。”

烈士永垂不朽。如今，那封泛黄的家书以及蓝色旗
袍均陈列在高邮革命斗争史纪念馆内，诉说着胡曾钰烈
士永不褪色的革命信仰和精神光芒。

一封满是“谎言”的家书
□ 杨晓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