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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荒坪 读卜谷的《红军留下的女人们》这部书稿，不时泪涌眼眶，不能自已。
读罢掩卷，心头分外凝重。
 “女人是水做的。
”“女人的名字叫弱者。
”——这是曾-有过的话语。
前者的意蕴是多重的，如指女性的清纯、秀美等，但也有柔弱似水的含义；后者即直白女性的脆弱。
在性别气质的划分中，历来有男性为阳刚、女性为阴柔之分别，而且往往把阴柔与脆弱划等号。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
还要说的是：相对于男性，女性在生理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因其特殊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会有着别样的
、甚至是更深重的担当。
在常态的生活中是如此，在非常态中更是如此。
 本书讲述的正是女性在特殊际遇中怎样担当起坎坷与苦难的故事。
 故事大都发端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朱毛”红军下井冈山之后，挥师转战赣南、闽西，创建革命根
据地。
当年的革命如火如荼，“横断半壁，红透南国”。
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却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踏上艰险的长征之路。
 红军主力走后，革命队伍中却有许多人因种种原因留了下来，留在这片即将面临血洗的土地。
“留下来的人们”中，有不少是女性。
 《红军留下的女人们》给我们展现了十几位女性在这样的重大生活变异后的命运。
她们当中，有的自身就是红军战士，有的是红军的妻子，有的既是战士也是妻子，还有的是尚未成人
的孩子。
她们中的许多人，本有着如花的青春年华，有着火热的斗争生活，也有美好的爱情和婚姻。
红军主力走了，她们被留了下来，如离群的雁，如风中飘落的叶子，生活一下子产生重大跌宕。
她们留下后，面临着极其艰险、极其困难、甚至是极其无奈的处境：这里有生存的困境，在卷土重来
的反动武装（如还乡团、铲共团、挨户团、搜山队）的“斩草除根，诛家灭族”和“屋换石头、人要
换种 ”的疯狂叫嚣和残酷杀戮中，她们要活着，甚至还要继续开展斗争，就要历尽常人难以体验的艰
辛：或四处转战，或颠沛流离，或隐居深山，或藏身民间，或剃度为尼，更有的在斗争中英勇献身。
这里有性与婚姻的尴尬：有的夫妻分离，长期杳无音信，当发现丈夫竟然活着时，自己已为他人妻，
于是只能遗恨终生；有的被恶霸多次变卖，沦为性商品和传宗接代的工具；有的在困境中将就的结合
，给未来的生活带来无法言说的苦涩；有的终其一生在等待，坚信丈夫会回来，而其实她所等待的丈
夫数十年前就已经-牺牲。
这里有复杂斗争中产生的误会，有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而终生不悔的典型。
这里有骨肉之间的悲欢离合，有离散数十年后再次团聚的“悲苦的喜事”，也有依然在幻想着童年的
年迈的孤女⋯⋯ 由水做的女人、被称为弱者的女人，就这样被推到最粗砺的生活中接受磨难。
柔弱与粗砺、女人与苦难相互照明，那苦难就更加彰显，那柔弱的便也呈现出了韧性来。
柔能胜刚，在苦难面前，女性往往表现出比男性更大的耐受力。
就像荒野中的草，能经-受连大树也要折服的疾风。
是的，她们是生长在干涸贫瘠的沙砾中的草，生境恶劣，孤独无依，没有粗壮的根系、躯体和枝柯，
靠什么抵挡袭来的狂暴？
恰恰靠的是柔韧。
而要做到这一切，却又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和代价呀。
这些女人的力量能从哪里来— —是因为信念？
是因为爱与痴情？
抑或因为女人的天性使然？
——我依然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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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这些女人的命运扼腕叹息，更为她们在苦难面前透出的精神与性情——无论是因为信念、还是
爱与痴情或天性使然——而经受心灵的震撼。
 沙砾中的草，却能开出清丽的花儿。
苦难中的女人们，以她们的坚韧、执著、奉献，以她们面对坎坷、磨难和无奈时的从容、无悔和μ-然
，而释放出女性内在的心灵之美。
她们当中有：马前托孤，身陷囹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斗争不止的李美群；不意入庵为尼，坚
信红军会来接她归队，临终也未能如愿但仍口占一偈“生是红军，死也红军，来日转世，法号红军”
的“红军尼”弘菁；在太长的等待中，因顾虑太深，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被如何评价而不敢在解放后
与组织联系而抑郁而死，死时还把保存多年的一枚苏维埃红印放在身旁的“女红匪”廖秀姑；革命70
多年，到死却还是个临时工，又因有一位被拉壮丁当过国民党大兵的丈夫而累遭责难却无怨无悔的彭
国涛；苦等五十多年丈夫未归，为延续家门的灶火，含辛茹苦将两个残疾人收养为儿子儿媳以传宗接
代的池煜华⋯⋯她们的人格和品性无不让人动容，她们是一朵朵在苦难的沙砾中绽放的女人花。
 赣南是一块历史积淀分外厚重的红土地，作家卜谷长期扎根于此，在深厚的红壤中采掘不止，并不时
向世人奉献出他的成果来。
前些年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少共国际师》，在反映严峻的战斗生活同时，更多的是表现少共战士的童
真、童趣与童智。
而在这部沉甸甸的书中，让人感受的却是深沉与凝重。
朴实的文笔，具有区域特色的原生态的历史与生活的写实，让深藏于赣南群山皱折中的鲜为人知的故
事呈现于世，并见证苦难的凝重和承受苦难的女人们的生命力之顽强和品性之美丽，这就是本书的魅
力所在。
 还值得一提的是，卜谷的腿脚不太利索，直说了是有点跛，可他惦记着这些快要被人遗忘了的人和事
，或被这些人和事所感动，也想让它们感动别人，于是跛着不太利索的腿脚，踽踽奔走于赣南群山的
皱折中，当然还穿州过府，去了外省和京城，历时十几年，去采撷这些故事的素材。
他不满足于道听途说，非要见到主人公，主人公不在了的，也要找到见证人，务求真实，力索细微。
其情其行，亦让人感动。
 感谢卜谷，将那些被遗忘的让我们记住。
 本书的作者嘱我为本书写序。
我在感动之际，写下一点读后感，可为 “序”乎？
 　　2006年1月8日于赣州 （荒坪——陆定一的外孙，现为江西理工大学教授、文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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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军留下的女人们》：这是一部纪实文学。
作者从历史的角度，把握住特定历史人物的个性，描写了14组红军女战士的光辉形象。
这些女人，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了白区，承担着献身革命与护卫家庭的双重重担。
作者从这些红军留下的女人身上，挖掘她们的伟岸人格，圣洁的品格，不屈的个性。
是一部弘扬主旋律的文学佳作。

　　今年幸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此作可作为庆祝建党9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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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卜谷，赣州文学院院长，赣州作协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
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少共国际师》《良心树》；报告文学《抗冰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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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1 沙砾中绽放的女人花
序2 一段耐人追寻的历史
【壹】 一诺百年的爱情守望
【贰】 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
【叁】 漂泊半世纪的两个红军孤女
【肆】 死而复生的元帅前妻
【伍】 贺怡历经三灾六难
【陆】 首席红军女歌手
【柒】 被卖5次的女“中执”委员
【捌】 重然诺轻生死的 “红军尼”
【玖】 40多年的“红军隐身人”
【壹拾】 寻亲寻情  亲伤情殤
【壹拾壹】巾帼英雄 马前托孤
【壹拾贰】痴情的将军
【壹拾叁】 美丽如狐的女“红匪”
【壹拾肆】 46个烈属老人的孝女
跋：苦难不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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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壹】 一诺百年的爱情守望 一、解密中共党史，牵出一诺百年的旷世奇缘 经中央军委副主席杨
尚昆和前外长黄华二人批准。
1984年4—6月，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沿长征路线行进采访，并获准可以随意使用
各种物力、档案和史料。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了一遍红军长征路，曾旋风式地采访了杨尚昆、胡耀邦、聂荣臻、张爱萍、
康克清、陈丕显、伍修权等红军高级将领、党的重要人物及遗孀、档案管理人员和历史学家，以及许
许多多长征的幸存者。
 1985年10月，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出版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此书中，可以找到这样
的叙述：“1935年2月间，中央苏区全部丧失。
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和红24师等红军部队，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在
于都南部这一狭小地区内。
2月下旬，红军分9路突围。
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李才莲、毛泽覃、古柏、刘伯坚⋯⋯ 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都在突围中英勇牺
牲，有的下落不明。
”“死者的名单就是革命运动的名人录⋯⋯粤赣边区军事领导人李才莲也被杀害，但是没人知道是什
么时候和怎样遇害的⋯⋯” 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分局12名委员中，唯有李才莲下落不明，
曾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的李才莲是哪里人，到底去哪里了？
寻找李才莲，数十年间断断续续地进行。
 1995年，江西兴国县爆出了个大冷门：李才莲是茶园乡教富村人。
其妻子池煜华还健在。
 史学界及新闻界的同志喜出望外，如同发现一座金矿，刻不容缓地向教富村涌去。
先后有中央及地方二十多家新闻单位前往采访。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中央电视台一、二、四频道多次播出有关池煜华的专题，许多
省电视台、报刊相继作出报道。
 面对池煜华，那些见多识广的记者都深深地受到了心灵的震撼。
 二、童养媳嫁了革命郎，跟随郎君闹革命 终年不绝的李溪水由秦娥山的怀抱里潺潺而出，与教富村
河背村小组擦肩而过，无声无息流淌了一万年。
 有一天，清澈如镜的李溪水面上悄然出现了一个陌生女孩的身影。
那是1920年，9虚岁的池煜华嫁过来给6岁的李才莲当童养媳。
 池煜华祖上三代都是租田耕作，苦到骨头的佃农。
那一年，为寻点儿活钱，父亲去福建挑盐卖。
缩手就是饿，伸手就是祸。
不意，她父亲老实巴交被诱吸上了鸦片烟，不但没有把盐挑回来，而且连挑盐的扁担、箩筐都吸掉了
。
一个多月后，贫病交加，父亲爬着回到家，捡回了一条命。
家徒四壁，没有东西可卖，要卖只有卖人。
为了生存，父亲打主意卖女儿还债。
 听到风声，倔犟的小煜华赶紧逃避。
逃避到哪里去？
她在深山里转悠了半天，想到了茶园乡有个姑姑，便到姑姑家“躲卖”。
贫穷的姑姑也无力养活小煜华，牵线把小煜华嫁给了村子里的富户李才莲家做童养媳。
小煜华家少了一张吃饭的口，李才莲家则多了一双干活的手。
这对双方是一件不坏也不好的婚姻。
 出了穷窝又入苦穴。
放牛、割草、砍柴，属猪的小煜华做了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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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岁与9岁的婚嫁仅仅是名义上的婚嫁，除了永远干不完的活，不堪重负的小煜华有时也兼带照看老公
——那个比她小三岁的李才莲。
 小小的李才莲多了一个保护者，小小的池煜华却多了一个施虐者，就是李才莲的后母。
都说家婆与媳妇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那么，媳妇与后母家婆也许就是天敌。
在后母家婆的眼里，池煜华这个小天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使唤奴。
 种菜、洗衣、做饭、作田⋯⋯劳累了很会做事的小煜华，就空闲出来不会做事的李才莲，空闲出来的
李才莲进了李溪上游的李溪村小读书。
 学校是播种知识的地方，也往往是播种革命的地方。
三民主义的道理无声无息地浸入李才莲心田，在老师的带领下，李才莲开始秘密地参加了革命活动。
 那年14岁，即将小学毕业的李才莲中断了学业，却并没有中断革命活动。
有时，李才莲打个招呼就不见了，无影无踪要几天后才回来。
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中，池煜华经常做一个半人甚至于做两个人的活计。
做得多则食得多，有时她实在饿得忍不住，就会乘李才莲在树荫下偷懒或看书时偷食一点儿李才莲那
份饭。
 红军来了，早已参加革命的李才莲完全卷入了革命风暴之中，他毅然舍弃了自己家里的那头水牛，一
下子成了职业革命者。
 李才莲虽然6岁就与池煜华结婚，却仍是由祖母带着睡觉，一直与祖母睡到15岁。
15岁那年李才莲与池煜华圆房。
那是1929年春节前夕，年三十晚上睡觉前，李才莲在祖母指点下，才把枕头从祖母的床上放到池煜华
的床上，两人就算圆房了。
 革命风暴席卷赣南，圆房第三天，也就是大年初二一早，李才莲告别了蜜月中的妻子，去参加县城的
暴动，从此踏上了血雨腥风的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
 县城里面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中，大家一窝蜂地参加革命，一夜之间，人们才得知15岁的李才莲是少共兴国
县委书记。
 李家一下出了几个革命人。
李文兰是李才莲的胞叔，担任了区苏维埃主席；李才万担任了区少先队队长，后参加红军在红三军团
某部三营任政委；池煜华也担任了区苏维埃妇女部部长。
 大家都去闹革命嘴巴吃什么。
田里有那么多活计要做，池煜华怎么走得脱身呢！
 “家里面老老小小有这么多人要吃饭，管得你革命不革命，田地里的功夫，家里的事情你就要去做。
”李才莲的父亲和后母如此要求池煜华。
 “我就是要革命。
”池煜华虽然还不理解实际意义上的革命，却本能地要革命。
一切都是从丈夫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为了一个干革命的丈夫，做妻子的也应该干革命；为了一个干
革命的丈夫，做妻子的不能脱产干革命。
所以，池煜华当的是不脱产干部。
她干革命的主要工作是叫大家打草鞋，叫大家交公粮，叫大家当红军，干革命，她是在帮丈夫；做家
务，她也是在帮丈夫。
帮丈夫，是一个做妻子天经地义的责任。
她日日最悬挂的是丈夫，所以日日保佑的也是丈夫，丈夫——李才莲在外怎么样了呢？
 李家几个在外的人常有书信捎回来。
 大哥李才万来信说在福建打仗的事，在福建患病的事⋯⋯ 丈夫李才莲也时常有信捎回来。
询问家乡的生活，家乡的收成，交代池煜华要搞好家业，善待弟妹，千万不要打弟妹，让弟妹记恨一
辈子⋯⋯ 不过，这些书信常常到不了池煜华的手里。
因为她在家里的地位卑微，因为书信不是写给她收的，因为她不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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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认得她，她却认不得书信。
虽然书信近在咫尺，书信上的内容却还要很久很久才能传到她耳朵里，有的是几天、十几天，有的是
一二个月，半年，有的她永远都不得而知。
无论下河洗衣服，在家做家务，下田劳动，她的耳朵都高度注意搜索李才莲与自己有关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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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红土地留下的血染历史，闪烁良知下写就的那片真情⋯⋯　　——何建明　　　　这是一部具有
区域特色的原生态的历史与生活的写实，让深藏于赣南　　群山皱折中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呈现于世，
并见证苦难的凝重和承受苦难的　　红女人们的生命力之顽强和品性之美丽，这就是本书的魅力所在
。
　　——荒坪　　　　《红军留下的女人们》集纳了十数个女红军或与红军有关的女性的不　　同形
象和故事，其中有女部长、女“苏干”、女山歌手、红军的女婴甚至　　女“叛徒”、女“匪徒”等
等。
视角独特，文笔流畅，读来令人扼腕叹息　　，振聋发聩。
　　——胡国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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