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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慈(1901-1931)，又名蒋儒恒、蒋光赤
等，祖籍安徽六安莲花庵(今属六安市裕安区)，
出生于安徽霍邱白塔畈(今属六安市金寨县)。

蒋光慈，1910年9岁那年，离开白塔畈当地
塾师朱丹开设的学馆，到河南省固始县陈淋子
镇南侧钟集子(今已无集)的志成小学读书，在
此，他很快便与进步教师詹谷堂相熟相知。他
不仅佩服詹谷堂学识渊博，素养高深，更佩服
他倡导民主自由，解除思想禁锢，彻底砸碎封
建桎梏的主张。学校以詹谷堂为中心，很快形
成了一批进步骨干。詹谷堂经常借一些进步书
刊给蒋光慈阅读，教导他要做一个品行高洁、
堂堂正正的人。蒋光慈进步很快。不久，他便
领着同学怒砸了太平天国叛将李昭寿儿子、固
始“八保练总”、平时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
李荫堂的坐轿，闹起了一场大风波。

1916年暑期，蒋光慈离开志成小学，考取
位于固始县城的固始县立中学读书。这个学校
封建氛围浓厚。刚从学风活泼、民主思潮涌动
的志成小学走出来的蒋光慈，颇有一种压抑之
感。尤其使他不能忍受的是，校长刘春阶对贫
富学生相待亲疏的悬殊。他强忍心头的怒火，
但到第一学期快要结束时，实在忍受不下去
了，于是便和几位主持正义的同学，打了校长
刘春阶。

学生打校长，这还了得！蒋光慈被视为
“大逆不道”，当即被学校开除。蒋光慈回到
白塔畈，心情忧郁愤怒。他有时帮母亲做点家
务，因家里乡下有些田，还到乡下放过牛，有
时跑到白塔河边柳林深处，看一些写游侠活动
的所谓“闲书”。一天，父亲蒋从甫看着人高
马大、无所事事的蒋光慈，突然大动肝火，把
他打了一顿，并狠责蒋光慈不该在外抖“横
毛”惹下被开除学籍的大祸。蒋光慈任凭父亲
责罚，但他心中不服，口气也很硬，辩白自己
没有错。他问父亲：“张三是学生，李四也是
学生，只因他们家庭贫富不同，他校长凭什么
就狗眼看人？”蒋从甫一时回答不出，气得直
跺脚。

1917年夏，蒋光慈经白塔畈同乡、芜湖省
立第五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李宗邺的直接推
荐，到省立第五中学读书。

省立第五中学坐落在芜湖的赭山上。它的
前身是清朝末年的皖江中学；历任教员有章士
钊、陈独秀、柏烈武、苏曼殊等人。他们一面

教学，一面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进行
革命宣传。他们的风流余韵影响很深。

蒋光慈在芜湖省立第五中学读书时，有两
位老师对他影响极深，这就是刘希平(1873-
1924)和高语罕(1888-1948)。刘希平是六安县
施家桥人，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会员，是新
文化运动中安徽省教育界的先驱之一。高语罕
是寿县正阳关人，中共早期的党员。蒋光慈和
刘希平、高语罕，虽然分居安徽霍邱、六安、
寿县三县，但均属皖西，乡音、乡情、乡亲，
加之师生之谊和志同道合，使他们更容易亲
近。两位走在时代前列的老师，对蒋光慈可谓
百般呵护和指点，经常向他灌输进步思想，使蒋
光慈进步很快。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蒋光慈得到极大
的锻炼和提高。此年的5月7日，芜湖各校代表举
行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芜湖学生联合
会”，开展爱国运动。蒋光慈以五中学生会副会
长的身份出席会议，并通过了蒋光慈参与起草
的《芜湖学生联合会宣言》。会后，蒋光慈积极参
加组织罢市、抵制日货的活动，并提议编发一种

《鸡毛报》，警告一些不法商人。同时，蒋光慈还
被芜湖《皖江日报》聘为特约撰稿人，在该报及
其《皖江新潮》上，发表了不少抨击时弊的新诗。
1920年春，蒋光慈更是提高了一步，他作为芜湖
各界联合会和芜湖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专程去
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和中华民国学生联
合会总会的有关活动。

1920年7、8月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
团，派小组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出面，于1920
年8月22日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
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的机关设在法租界霞飞路
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团组织
在上海积极开拓局面。为了培养选拔优秀青年
去苏俄学习，培养中国革命的新生力量，团组
织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直接领导下，于团中
央机关所在地，公开创办了外国语学社。

皖西霍邱县的蒋光慈、韦素园，由于在安
徽芜湖、安庆的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两人均
被招进外国语学社学习。先后来这里学习的，
还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曹靖华、吴葆
萼、许之桢、彭湃、罗亦农、李启汉、马念一
等20余人。

1921年5月初，蒋光慈、韦素园、刘少
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一行，由上海出发，转

道日本长崎，踏上苏俄土地，先后行程7000公
里，于7月9日到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莫斯
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
东方大学)学习。

1922年12月7日，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陈独秀，来到东方大学，主
持召开共产党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
刘少奇、罗亦农、李人俊四人。经陈独秀提
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八位同志入党。其中：王
一飞、彭述之、任弼时三人是“转为正式党
员”；华林是由联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蒋光
慈、鲍朴、谢文锦、许之桢四人，是新加入的
候补党员。这样，东方大学就有12名中共党员
了。

蒋光慈从少年时代起，就疾恶如仇，向往
自由，追求解放。通过“五四”运动时代大潮
的严峻洗礼，他更懂得祖国和人民正处于内忧
外患的深重苦难之中。作为一个正直的有为青
年，应该为真理、正义献身，应该奋不顾身地
拯救危难的祖国，拯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
民。而到了苏俄之后，他亲眼目睹了十月革命
的伟大胜利，目睹了农民、工人、士兵等劳动
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这使他的心灵受到巨大
的冲击。他赤诚地希望在中国也爆发一场像十
月革命一样翻天覆地的革命，而这种革命必须
由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刚过21岁的蒋
光慈，真心诚意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
在人生道路上所迈出的关键一步。从此，他一
直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旗帜下，奋进，搏击，
胜不骄，败不馁，无怨无悔，直至生命的终
结。

1924年6月25日，蒋光慈与萧子璋、华
林、尹宽、萧劲光等一行10人，作为留苏归国
的第一批同志，由莫斯科启程，由海参崴乘船
先到威海卫，然后回到上海。接着，蒋光慈于
7月中旬回到霍邱故乡的白塔畈。

此时，皖豫交界处的固始县志成小学，以进
步教师詹谷堂为核心，逐渐在师生中形成了一
批进步骨干。1921年，由詹谷堂倡议，志成小学
成立了读书会，除进步教师参加外，还吸收一些
年龄较大、思想进步的学生参加。詹谷堂被推荐
为读书会的负责人。他不仅收集了当时最有影
响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而且还得到一些马
列著作的传抄本。同时，他所教的国文课，已由
过去单纯的个人理想的传布，变为将无产阶级

革命理论与新文化思想揉合起来向学生宣传；
他能诗善画，其革命性也更加鲜明。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读书会逐渐发展到百
余人。他们的活动形式，也由过去的口头宣传、
秘密酝酿而变为公开的行动；活动的范围，也由
学校内部逐渐转向周围社会。学校附近的安徽
叶家集、河南陈淋子，都是比较大的集镇。每逢
节假日或庙会期，他们都组织学生集会演说，游
行示威。读书会逐渐成了建团建党的基础。就在
这犹如大旱之盼云霓的情势下，1924年7月中下
旬，蒋光慈来到志成小学，他以革命的火种，点
燃了以读书会为核心的这堆蓄势待发的干柴，
发展了自己的老师詹谷堂为中共党员。于是，中
国共产党在皖西、豫东的地方组织，逐渐发展起
来，并乘风就势，燃起冲天的革命火焰。

蒋光慈，我们从全国的角度以至世界的角度
看待他，他是一位刻苦勤奋、贡献卓著的作家，
更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蒋光慈自1925年出版诗集《新梦》之后，在
短短的6年时间内，又出版了两部诗集，《哀中
国》(1927)、《乡情集》(1930)(其中《新梦》和《哀
中国》的合编《战鼓集》曾于1930年出版；《乡情
集》内的长诗《写给母亲》，1928年曾以《哭诉》为
题出版过单行本)；又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鸭
绿江上》和 8部中、长篇小说《少年漂泊者》
(1926)、《短裤党》(1927)、《野祭》(1927)、《菊芬》
(1928)、《最后的微笑》(1928)、《丽莎的哀怨》
(1929)、《冲出云围月亮》(1930)和长篇小说《咆
哮了的土地》(1930年写成，1932年出版时改题
为《田野的风》)；出版了两部散文类作品《纪念
碑》(1927)、《异邦与故国》(1930)；一部文论《俄
罗斯文学》(上卷，1927)；三部译著《冬天的春笑》
(1929)、《爱的分野》(1929)和《一周间》(1930)；
此外，还有一大批未收入文集的小说、散文、杂
文、文论和译著。

方銘、马德俊两位同志主编的《蒋光慈全
集》(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
几乎收录了蒋光慈的所有作品和译著，全集近
160万字。

在写作、译著的同时，蒋光慈还组织领导了
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的太阳社，主编过“太阳小
丛书”、“拓荒丛书”和“中国新兴文艺丛书”等三
种丛书，出版了钱杏邨、杨邨人、王艺钟、卢森堡
(任钧)、冯宪章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和译作；还有
鲁迅、柔石、白莽(殷夫)、冯铿等革命作家作品的

合集。他先后主编《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
风周报》、《新流月报》和《拓荒者》等杂志，更是
为发表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和译著、培养青年作
家、推介文学新人，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蒋光慈才华横溢，善于探索，勇于创新，始
终领导着上一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无产阶级
文学的新潮流。1924年11月，他和沈泽民等人组
织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文学社团“春雷社”，并在
上海《民国日报》上，出版了无产阶级文学第一
个周刊性的“觉悟·文学专号”。1925年他出版了
诗集《新梦》，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大厦奠定了
第一块基石，是中国新文学史中第一部献给十
月革命的歌集。蒋光慈1926年出版的中篇小说

《少年漂泊者》，被认为是中国“革命小说”的发
轫之作。1927年出版的《短裤党》，几乎是同步地
表现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国第一部
描写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革命斗争的小说，同
时也是中国“报告小说”最早的范例。他1927年
至1928年出版的《野祭》、《菊芬》，又被认为是

“革命与恋爱”小说的“始作俑”之作。这类小说
将“五四”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的主题转换了新
的阐释方向，革命取代恋爱成为唯一的能指，因
而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蒋光慈于1930年开始
发表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又是最早地
纠正“革命与恋爱”小说的某些流弊之作；同时，
这部小说就选择农民运动的重大题材，就表现
土地革命和农民武装斗争的重要主题，就真实
可信地塑造农民运动领袖等等方面来说，在中
国新文学史上都是第一部。蒋光慈在翻译苏俄
文学作品上，也有不凡的表现；他还是中国翻译
斯大林著作的第一人。

蒋光慈在建设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历程中，
创造了这么多的“第一”和这么多的“先导”、“先
声”之作，令人深深感佩。他从社会的底层走出，
站在时代的高巅，洞察社会的走向，了解人民的
需求，加之他天资聪颖，刻苦努力，留学过苏联，
旅居过日本，精通俄语，熟悉英语，将世界文化
精粹揽于胸怀，所以能在30年的生命历程中，绽
放出灿烂的生命之花。他的很多作品都被当时
青年奉为“圣经”。以胡耀邦、陶铸为代表的数万
青年，都是在读了蒋光慈的小说之后，才毅然踏
上革命的征程。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在
其回忆录中也深情地指出：“蒋光慈的小说《鸭
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
象。”

给皖西人民带来光明的无产阶级作家蒋光
慈，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纪念和崇敬！

给皖西带来光明的蒋光慈
徐 航

4月26日，安徽迎驾集团霍斛科技有限公司魂之草霍斛花第五届采摘
节在大别山霍斛文化馆门前广场精彩开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
员、著名作家许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姚云、方雨瑞、金从华等20多位国
家、省、市、县作家应邀共赴以“斛韵新篇，繁花启春”为主题的年度盛会。
以霍山石斛起源、种植、科研、发展为内容创作的歌舞、情景剧、朗诵

等文艺节目为采摘节的盛大启动助兴添彩。
大家兴致极高地参观霍山石斛炼苗基地与拟境种植园，实地了解从

育苗、炼苗到种植的全过程，真正认识到“原产地、原种地、原生态种植
地”标准的践行力度；在霍斛百草园与文化馆，更是为厚重悠远的石斛文
化所吸引、叹服。
作家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客商、游人一起走进石斛园，在馥

郁花香里，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
作家朋友们通过此次体验，对霍山石斛产业有了深入了解，对霍山石

斛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纷纷表示，将把所见所闻融进心海化作文思，书
写霍山石斛文化新篇章，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精神动能。

本报记者 徐缓 文/图

斛花盛开 共书新章

4月27日，“守护民间智慧 赋能企业创新 共筑产业未来”版权公开
课活动如期举行。
安徽省版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版权部副总监金竹君、皖西学院法学院

讲师陈娟作为主讲嘉宾，结合典型案例，围绕守护民间智慧、版权赋能企
业创新进行专业讲解。市直相关部门、各县区委宣传部、各专业协会等参
会人员纷纷表示，讲座精准而详细地解读实用知识，能够更好地指导今
后知识产权的保护，为营造良好的文艺发展环境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岳阳 文/图

金寨讯(黄海波 文/图)为培育金寨县
文艺骨干人才队伍，推动金寨县文艺事业
蓬勃发展，4月26日，由金寨县文化旅游体
育局和金寨县文联主办，金寨县文艺创作
组协办的2025年金寨县文艺创作骨干人才
培训班圆满举办。

来自全县的120余名文艺骨干人才、乡
村文化特派员们齐聚一堂，学习文学、舞台
艺术剧作、音乐、摄影摄像、短视频等门类
丰富的文艺课程。在学习中探索文艺创作
新路径，共绘红色文化新图景。

青年作家禹茜茜以《今天，我们如何用
文学之笔，创新讲好红色文化故事？》开启文
学讲座，围绕红色诗歌、红色广播剧、红色舞
台艺术创作、打造“红色+”故事四个部分展
开。她以自己创作的广播剧、红色舞台艺术
剧的创作心得讲述创新带来的文化力量。

音乐培训由声乐教育家、声乐教授闫业

景授课指导，带来讲座《美声唱法在民族
声乐中的应用》。闫教授还邀请学员上台
交流指导，因材施教，通过分析学员在演
唱中出现的问题，给予专业指导。

短视频课程由短视频领域专家、金寨视
窗党支部书记储修军授课指导，主题是《短
视频赋能金寨故事新表达》，用宽广的视
野，有深度的见解，结合自己人生经历、宝
贵的创作经验，以“潘姥姥”等为案例，论述
了短视频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方向，认
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短视频推动的
不应该只是某一件产品的销量，而是应该
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摄影摄像创作培训由90后青年导演、
编剧李延伸授课指导，深入浅出地讲述摄
影与摄像艺术的区别与共性，对构图、光影
等专业性技巧进行细致解读，剖析如何用
镜头语言表达金寨故事、红色故事。

参加培训的人员纷纷表示，要将所学知
识融会贯通，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彰
显地域特色的文艺作品，讲好金寨故事，为
美好新老区续写新华章。

春风作笔绘新卷，文心逐梦踏歌行。4月26日，由舒城县
文联牵头，县作家协会组织26名骨干会员开展“相约天马山”
春季文学采风活动。采风团先后探访天马山景区、吴展纪念
馆及转水湾精品示范村，通过沉浸式采风多维度感知自然与
人文交织的时代画卷，在山水田园间捕捉跃动的创作灵感。
众人沿登山步道拾级而上，体验天马山的自然风光，新

建的景区门楼、古炮台、古城墙、万年井、百丈崖、撑腰石等让
大家沉醉其中。近两年，舒城县投资实施景区提质工程，建成
天马栈道和多处观景平台，已成为县域休闲运动网红打卡
地。
走进吴展纪念馆，大家被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和一件

件革命实物深深吸引。这些展品生动地再现了吴展烈士的革
命生涯，从其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到毅然投身革命的壮烈历
程，再到最终英勇牺牲的感人场面，每一幕都让在场的作协
会员们肃然起敬。
阙店乡转水湾村，作为安徽省“千万工程”第二批和美乡

村精品示范村，这里麦浪翻涌成碧玉海，香椿基地嫩芽初绽
染红霞。大家聆听该村的蝶变故事，沉醉于百姓辛勤耕耘的
成果，捕捉着每一处细微之美，将这一个个生动的画面、一段
段感人的故事深深烙印在心中，为后续的文学创作积累丰富
而鲜活的素材。
此次采风活动，不仅让作协会员亲近自然、领略历史文

化魅力，更切身感受美丽乡村的新变化，纷纷表示，将以此次
活动为新的起点，用手中的笔，用心去创作一批展现时代气
象、彰显地域特色的精品力作，为助力“三色舒城”建设贡献
自己的文学力量。

宋功山 文/图

匠心筑梦新时代
4月29日，六安开发区举办迎“五一”庆

“五四”活动。文艺小分队送文化进园区，宣
讲党的方针政策、党的二十大精神及六安红
色文化；鱼鼓说唱，弘扬非遗文化；音乐快板
送安全知识进企业；情景朗诵，以时空对话
的形式，让百年红色工运史在开发区热土上
焕发新声；大合唱气势昂扬，将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融入深情的演唱，把联欢
会推向高潮。

张孟舒 文/图

知识产权保护在行动

培培育育人人才才力力量量 赋赋能能文文艺艺振振兴兴

春风作笔绘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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