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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波家住夹滩乡下，钟永发家住江津城关三倒
拐天星凼棚街，蹇俊德老家在油溪场乡下岩脚坝。杨
子波、钟永发是江津中学堂38班同学，蹇俊德高他们
一班。钟永发从1934年起开始失学，杨子波于1935
年毕业。三个来自底层的贫苦家庭的孩子成了好
友。蹇俊德津中毕业后在城里教小学，而钟永发因无
钱而辍学，时年仅15岁，年龄小、体力弱、就业无望，
就上“民众图书馆”里坚持自学，阅读报纸、杂志。他
特别喜欢丰子恺的漫画，经常临摹，他聪敏好学，渴求
新知识，喜欢阅读《东方杂志》以及鲁迅、郭沫若的杂
文、小说和其他一些进步书刊。他们还互相交流，共
同追求进步。

津中有一位老师叫赵其文，是地下党员。1935年
前曾教过他们的国文，后来身份暴露去了成都。巧的是
这时来了一个叫朱近之的老师，也是地下党员，教他们
国文。其实赵、朱两位老师是1923年在北京艺专的同
学。朱比赵早入党四年。这两位老师对学校中追求进
步的学生是倍加爱护的。朱近之曾有记述：“我重返津
中教书时，青年学生群众和我接近的不少，而且有些还
结下了很深的关系。如杨子波、钟永发、蹇俊德便是其
中很突出的。失学的钟永发学丰子恺的画，常常把他的
作品携来，同我商量。蹇俊德当时同我的恋人同在一个
小学教书，经常和他见面，有时在他的屋里坐坐，发现他
的案头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及鲁迅、郭沫若的
杂文、小说。杨子波还协助掩护一个外地进步青年在江
津隐避，走龙门场、去刁家场，特务夏光行追至两场，途
中他们险些与夏光行相遇。杨子波是当地人，熟悉道
路，机警地绕小道而行，直至把那个他并不相识的进步
青年从鲤鱼石送过了河，西行而去。他把任务完成得很
好。他们同我谈论的事情很多，因此，有较深的关系。”

他们是有文化、有追求的优秀的进步青年。抗战
爆发，更痛感国难深重，渴求寻得一条正确人生之
路，自然地想到革命中心延安，于是他们决心到延
安！他们把想法告诉了老师朱近之，朱老师即与当时
在成都《华西日报》作副刊编辑的赵其文老师联系。
很快赵回信说:“叫他们来吧！来此暂住一段时间，等
得机会就北上吧！”朱老师指点他们：“要分别先后出
发，不要结伴同行，避免他人——尤其是那些‘狗’注
意。”

1937年秋，三人先后从江津启程，齐聚于成都后稍
做休整，再出剑门，越秦岭，过西安，直奔革命圣地延安。

他们先到成都后，就去会合赵老师，一切听他的指
引。在成都住了一段时间，赵老师给他们在一家工厂找
了工人夜校辅导教员岗位，借以解决生活问题。最后他
们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和赵老师的帮助下，从成都乘敞
篷汽车北上了。

钟永发回忆说：“我们行进在川陕路上，当汽车翻
越秦岭的时候，路旁是万丈深渊。到了剑门关，我们
又遇上一连数日的细雨。我们三人坐的汽车颠颠簸
簸，行进很慢，到川陕边界检查站临羌时，当局把我们
扣留住了。事有凑巧，站长正是我和子波在38班时的
同学王某……但我们都有“堂而皇之”的介绍信。我
的便是赵其文老师为我写给陕西什么公署长官，请代
我谋取文书一职的介绍信，而我的真正介绍信却用化
学药品写在一本线装的《论语》中。在八贤庄，《论语》
使我非常顺利地通过了八路军办事处这一关。几天
后，便搭办事处回延安的军车出发了。”

“卡车把我们的行李卸在城中央的延安师范旧址，
即抗日军政大学所在地。我在门口看着行李，他们二人
去校部报到，时间是1937年11月24日。”

终于到了心仪已久的延安，三个青年激动不已。他
们都被分配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们感觉这是一个
全新的世界，于是杨子波更名朱讯，钟永发更名钟惦棐，

蹇俊德更名蹇子英
（文山）。1938年
他们三人都光
荣地加入了
中 国 共 产
党。

朱 讯
从 抗 大
续 转 马
列 学 院
学 习 ，
1939 年，
任徐海东
将 军 的 秘
书，赓即随
徐海东南下，
赴新四军工作，
历任支队参谋、政治
部教育科长、中共华
东局组织部干部科
长、皖江军区政治部
组织部长。解放战争
时期，任华东野战军
第一纵队政治部组织
部长。浙江解放后，
任浙江省农林厅厅
长，省财委副主任，中
共浙江省委委员。1953年调任华东
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后任上海市委
常委、市委财贸部长。

钟惦棐从抗大转鲁迅艺术学院
学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
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普通班班主
任、东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教员、晋
察冀边区文联驻会理事、华中新华
书店编辑部主任等职。全国解放
后，任文化部艺术局办公室副主任，
中宣部文艺处和电影处干部、新闻电
影制片厂第二总编辑、《文艺报》编委
兼艺术部主任。钟惦棐还是中国电影
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
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是当代著名
文艺评论家，电影美学理论家。主编了
《电影美学》，出版了《陆沉集》《起搏书》《电
影策》等著作，共百余万字。

蹇子英由抗大转马列学院进修。1939年
分配到120师任政治部理论教员，给团以上干
部高级班当教员，任宣传科长。1946年任独一旅
二团政治部主任，接着任政委。1948年任一军二
师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调北京总政宣传部
任干部教育处处长。后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
团出国到苏联、捷克、波兰、匈牙利四国访问。1953
年，赴朝鲜参加停战谈判。1957年，军委授予他二级
勋章。

……
抗战时期，优秀的江津青年为抗日救国，冲破重重阻

挠，克服种种困难，不远万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接受革
命洗礼，然后又奔赴前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贡
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作者曾任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现任区
文旅委二级调研员、区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会员。）

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一个初心闪亮的
日子。

打开102年的过往，翻开一页页档案，就会看见一道道光
芒从中升起：微弱、渐强、放大、闪耀、渲染，渐如红日大光，灿烂

夺目于世界的东方。
上海石库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一束光被定格，收藏在透

明的玻璃展柜里。这是一件实物档案，一本纸张发黄的小册子，散
发着动人的微光。这是岁月的光、精神的光，空气之中也弥漫着一种

甜香。因为，“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103年前——1920年的一个早春之夜，乍暖还寒。在浙江乡下一间

柴房里，一灯如豆，一个小伙子伏案疾书。母亲在屋外喊：“吃粽子要加红
糖水，吃了吗？”儿子应声答道：“吃了吃了，甜极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

碗筷时，却发现儿子嘴里满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也没动。原来，儿
子竟然是蘸着墨汁吃掉了粽子！这位把墨汁当红糖吃掉的人叫

陈望道，他翻译的册子叫《共产党宣言》。墨汁为什么那样
甜？原来，真理也是有味道的，甚至比红糖更甜。

讲解员含泪解说，展柜里的这本小册子，是一位共产党人的
老父亲当年为了躲避反动派搜查，放在衣冠冢里才保存下来。

珍藏在生死之间，所以弥足珍贵。
此后，这本诞生于西方的书，连同它的思想，犹如那

一灯如豆的种子播散在中国大地，更如一把火炬为黑暗
中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方向。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
时，意味深长地讲述这个“真理味道”的故事。

为什么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
能救中国！为什么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因为正是把马克

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才能
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为什么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因为，我们没有忘掉百年前立下的“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誓言。

这样的初心与使命，早已“刻写”在102年前嘉兴南湖的那
条红船上。

以档见党，初心如磐。7月1日被确定为党的生日，是在革命圣
地延安。1938年，毛泽东主席写出抗战光辉著作《论持久战》。文中

特别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
党的领导同志首次明确党的诞生纪念日。

当时在延安，曾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代表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他
们回忆会议是7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楚确切日期。因为缺乏档案材料，一
时无法查证，所以就把7月1日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党的一大准确开幕日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由党史工作者
考证清楚，根据新发现的史料，确定为1921年7月23日。但这丝毫不
影响光辉日子的神圣。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
生廿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义把7月1日作
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瞬间，即是永恒。百年后的瞬间，也已进入党史——
2021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

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广场大屏幕出现了钟摆的画面：1921、1931、
1941……2021，年份数字依次显现。8时整，象征着巨轮启航的汽笛响
起，庆祝大会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一
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为党的百岁华诞献上又
一份厚礼。

2022年10月，历经史所罕见的高温酷暑天气，阳光和煦的秋天终
于来临。重庆缙云山，8月山火期间挖开的隔离带旁，初春开过的玉兰
花，甚至有几株桃树又第二次开花。人们说，这是秋天里的春天。

百年大党，金秋如春。2022年10月16日至10月22日，党的
二十大召开。“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宣言，令人热血沸腾。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嘉兴南湖
的一叶扁舟到引领“中国号”巍巍巨轮行稳致远……这
样的热血一直在沸腾，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从来
不曾改变。

2023年的7月1日，如期而至。崇德湖的荷花次第
开放，亭亭玉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可以比
喻：从“窑洞对”的第一个答案“人民监督”，到第二个答
案“自我革命”，“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
共产党人寻求一切答案的钥匙、秘方与逻辑力量。

又一年初心闪亮的日子，是却不仅仅是庆祝、纪
念，也该是铭记、警醒，更是希望、昭示与宣言。

这日子，是一部伟大史诗中最鲜艳的一行。
我坚信，怀揣初心，重整行装再出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美好图景，就在前方！
（作者系西南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副馆长）

这日子
初心闪亮

□郑劲松

介绍信用化学药品写在一本线装的《论语》中

86年前
3个江津进步青年
逃离国统区
奔赴延安

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全国敌后抗战的指导中枢，
是抗战文化发扬的模范地域，因而延安成为全国广大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

当时江津属国统区，但有一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投身于抗日救国和
革命的洪流之中。

在这批优秀青年中，杨子波、钟永发、蹇俊德几位津中校友很具代表
性。

作 者 庞 国 翔
（右一）采访钟
惦棐儿子、著
名作家钟阿城
（右二）一家。

钟惦棐

□庞国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