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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周林同志是新四军的老战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之中，跟随铁军
东进的洪流，奋战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整整8年，接下来在4年解放战争中又转战于华东中原战场，
为经营华东和创建新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经历了长期战争的考验，由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成长为我党优秀的治国理政的领导骨干。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周林同志长期担任贵州省的主要领导，为这一边疆省份的建设与开发，做
了奠基性的工作。
在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和许多老干部一样遭受严重冲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终于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
他作为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又满怀激情地投入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中，在教育文化等领域作出了
杰出的贡献，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三件大事的历史进程中，周林同志都积极参与，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
绩。
这使我们新四军的革命后代感到衷心仰慕：周林同志是我们新四军将士的光荣与骄傲，他毕生奋斗的
经历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周林叔叔及夫人宗瑛阿姨也是我父亲陈毅军长、母亲张茜同志的老同事、老战友。
从皖南到苏南，从苏北到山东，从华中敌后到华东前线，他们一起度过艰难的战争岁月，共同迎接革
命胜利的曙光。
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因工作地域的不同而削弱他们战友之间的深情，他们仍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工作
上的交流，共享国家建设的成就，也共同面对革命征途的考验。
我父母亲先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周林叔叔和宗瑛阿姨艰难地度过了那场劫难，能在历史新时
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若我父亲、母亲有知，当会感到快慰而含笑于九天之上。
    在周林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即将到来之际，他的女儿周芳芳写了一本传记献给其敬爱的父母。
我作为与周芳芳经历相近的革命后代，深知她所做的工作非常重要。
打开尘封的记忆，让今天还健在的老一辈的战士找到感情上的寄托，而让更多的革命后代了解那些越
来越遥远的往事。
我们的父辈作为第一代的共产主义战士，曾经为使社会主义扎根于这片土地奉献了毕生精力，作出了
杰出的贡献。
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出来的伟大事业，我们决心传承他们的伟大理想，继续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虽然我们在这个事业中所能做的工作不能和我们的前辈相比，但那种奋斗的激情和牺牲的自觉，还是
一样的。
我相信周芳芳的书为我们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明，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组织的各种有影响的社会活动
，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证明。
我谨向周芳芳这本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并盼望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功。
    最后，我以新四军革命后代的名义向周林叔叔和宗瑛阿姨表示诚挚的敬意！
愿周林同志的革命精神长存于世，永远给我们以前进的伟大感召。
    2012年2月5日    (作者系陈毅元帅长子，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北京新四军
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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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林同志1912年5月生于贵州省仁怀，青年时期即参加革命，是新四军老战士，长期投身于民族解
放战争的烽火之中，先后奋战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华东中原战场，为创建新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
献。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周林同志从1954年至1964年一直担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为贵州省的建
设与开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周林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即将到来之际，他的女儿周芳芳写了这本传记《打开尘封的记忆：忆
我的父亲周林》献给其敬爱的父母。
　　《打开尘封的记忆：忆我的父亲周林》是由陈毅元帅长子陈昊苏作序的传记性著作。
本书由芳草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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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罢工指挥部发出罢工宣言后，通过各厂工人到厂门口去张贴、散发，将罢工斗争纲领公之于众，使沪
东、沪西的工人都能看到罢工宣言提出的5个条件。
同时，罢工指挥部深入到工人中进行细致的宣传和发动工作，按照行动计划和纲领准备罢工。
    在上海二、三厂宣传和讨论罢工宣言时，了解到各个工厂提出的要求不一样，有的工厂要求提
高20%的工资。
周林解释说：“要求不能提得过高，提10%就可以了。
如提得过高，日本资本家不接受，反而使工人的罢工积极性受到挫折，使罢工失败，工人丧失斗争信
心。
”有的工厂提问：是否要派工人代表与厂方谈判？
周林说：“最好不派代表，可以动员工人到厂门口，把我们印的5项条件和宣言贴出去，或者从人群
中把书面要求丢进厂里，散发出去。
这样可以使日本人摸不清这次罢工是谁领导和发动的，避免遭受损失。
”    罢工指挥部将工人罢工的突破口选择在沪东的同兴二厂和上海二、三厂。
不是因为这些工厂大(同兴二厂只有1000多工人)，而是因为这几家工厂的工作基础好，工人觉悟较高
。
我的母亲宗瑛，当时也在上海纱厂从事反日救亡活动。
母亲那时已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同兴二厂从事工人运动工作，得到了工人们的信赖，在工人中享有较
高的威信。
母亲及同伴们在厂内结合工人们受的苦难，宣传罢工宣言及5项纲领，深得车间姐妹们的拥护。
借着厂方拖欠工人工资引起工人不满的机会，同兴二厂决定11月6日行动。
6日凌晨，宗瑛在上夜班后与她的同伴们带领全体工人关机，从前、后纺车间一齐冲出厂门，在上海
纱厂中首当其冲举行了罢工。
    随后，上海二、三厂工人于7日罢工；上海四厂工人在8日早晨罢工；上海五厂和东华等工厂工人都
在当天晚上加入到罢工行列。
11月10日，经韩念龙和陈之一分别做工作，在母亲和其他积极分子的推动下，沪东区的大康、公大和
欲丰等纱厂工人也相继罢工。
沪东的纱厂工人按计划实现了罢工，迅速形成沪东区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的局面。
    沪东日本纱厂突然爆发工人联合大罢工，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
日本人惊惶失措，大动干戈，调动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分驻各厂，并开出装甲车、摩托车队在罢工区的
马路上巡逻。
各个租界的巡捕房也派出大批侦探和巡捕进行镇压。
他们还调用卡车，将居住在厂房宿舍的包身工强行运载到车间开工。
但终因二、三厂的工人不在厂房，纱厂流水线还是无法启动。
    与此同时，日本人以要求工人派代表谈判为幌子，企图诱骗工人首领露头，以便枪打出头鸟。
周林等人识破了日本人的诡计，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并与日本厂方的一系列破坏工人罢工的阴谋
进行斗争。
    日本人软硬兼施，一方面进行镇压，另一方面企图分裂罢工队伍，派包工头在工人中间进行威逼利
诱，拉笼家庭生活困难的工人，允诺增加5%的工资，诱骗他们复工。
这时，有位工人积极分子贴出“反对复工，复工就是工贼，破坏罢工”的传单。
周林发现后，感到情况紧急，赶紧与积极分子谈话，并撕掉了这些传单。
因这种做法容易使复工的工人与罢工工人形成对立。
厂方的欺骗对于生活困难的工人有相当大的引诱力，有着动摇罢工阵营，分裂罢工队伍的危险。
为了巩固工人队伍的团结，周林采取了紧急对策，不但不反对复工的工人，还派积极分子与他们一道
复工，以便在复工中做工作，揭穿敌人的阴谋。
所谓增加5%的工资，果然是一个骗局，一部分复工的工人后来又重新回到了罢工的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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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沪东大罢工的展开，张维桢也按计划积极发动和组织沪西区丰田新、老两厂工人举行罢工。
同时，通过在内、外棉一、二厂活动的宗云(宗瑛的妹妹)和一批女工积极分子，到沪西各厂发动和组
织工人做好罢工的准备。
    经过几天准备，丰田厂定于11月17日罢工。
因丰田老厂的一名工人代表在组织罢工时被逮捕，所以老厂工人的罢工比原定计划提前了3小时。
厂方如临大敌，调来日本海军陆战队，用机枪封锁了工厂的大门。
但工人们毫不畏惧，并且急中生智，包围了厂内的日本人，高喊着誓与这些日本人同归于尽的口号，
日本军队见状不得不撤离了工厂。
工人们趁势冲出厂门，通知新厂工人，两厂工人同步采取了行动。
公共租界和公安局开来5辆满载巡捕的警车，对工人进行镇压。
工人们则爬上房顶，用砖头、石块和棍棒与他们进行了搏斗，猛烈袭击警车，并包围了警车和巡捕，
使他们无法行动。
工人们与巡捕打斗了一整夜，迫使他们释放了被抓的工人，才放他们离开。
11月18日早晨，丰田厂的工人战胜军警后，群情振奋，宣布丰田新、老两厂8000工人联合罢工。
    日本人动用荷枪实弹的军队和全副武装的巡捕、警察，以及白俄义勇军来镇压工人，却遭到失败。
丰田纱厂工人的英勇斗争，大大鼓舞了沪西纱厂工人的斗志，推动了沪西工人罢工的全面爆发，对于
促进上海工人实现全面总罢工，有着决定性意义。
11月20日，全上海市32家日本纱厂工人联合罢工，最终形成了6万多工人参与的反日同盟总罢工的波澜
壮阔的局面。
P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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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完成了最后一稿的修改搁笔时，感到如释重负，总算了却此生心愿，总算可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
然而，我却依然流连忘返在父亲所经历的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深深地沉浸在父辈们所从事的那些惊
天地、泣鬼神的恢宏事业中，久久不能自拔。
    老一辈人能够为国为民贡献一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而我们晚辈，却是在为寻求自己的衣食和温
饱中庸庸碌碌地度过此生，真是相形见拙，相差甚远，自叹不如。
    本书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收集和查阅资料、走访故人、完成书稿。
依本人之拙笔，断不能圆满、完整地写出父亲那曲折、丰富的人生，更无法全面而丰满地描绘出父辈
们所经历的那个伟大的时代和他们所从事的那些恩泽后人的千秋大业。
我只能尽自己之所能，记载、留存下珍贵的史料，尽力陈述我所知所见所想。
至于“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在我完成自己多年的心愿之际，我要在此对帮助过我的人，表达我由衷的谢意。
首先，我非常感激父亲当年的战友和同事、后来分布在各个工作领域的叔叔、阿姨们，对父亲所写的
那些回忆纪念文章，生动地记载了一页页真实的历史场面，为我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为
完成此书构成了最基本的实体内容。
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如今也已经仙逝，却无私地为我留下了如此宝贵的资料，如果没有他(她)们的回忆
文章，我难以想象今天能够完成此书的写作。
    同时，我要衷心地感谢我在走访和收集资料中，父亲当年的战友、同事以及亲友们给我的帮助和建
议，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行动上，都给予我极大的支持。
他们中间有的人已年过古稀，有的人已是耄耋老人，有的人则是病卧在床，但他们却都能尽心竭力地
追忆往事，为我口述历史、提供资料，甚至为我审阅初稿，以保证历史的真实性。
父亲已经辞世多年，而这些叔叔、阿姨们依然对他那样不离不弃、深切怀念，体现了他们对我父亲的
那份真挚的深情厚谊。
    尤其要感谢的是，我父亲当年的秘书刘兆咏与孙显真夫妇，给予我的大力支持。
他们回忆和叙述了当年在父亲身边工作时，我知与不知的许多往事，这些往事一幕幕重现，历历在目
，使我仿佛又回到那久远而亲切的年代，使父亲又栩栩如生地重现在我的面前；更为令人感动的是：
父亲当年在贵州的同事张玉环叔叔(原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为了保证历史的
真实，以他90岁的高龄，一字不漏地阅读了我的初稿全文。
张叔叔说：“你文章中的每一个字记载的都是真实的历史。
由于你当时还小，不是当事人，你只有漏写的，但却没有任何的夸张和添枝加叶。
我从头到尾看完了这本书稿，眼泪就没有停止过。
”听了他的话，我不胜唏嘘感激。
    我最应该感激的是我的父亲，是他一生的业绩，他自身丰富、坎坷的经历，留下了值得后人怀念、
回顾和记载的历史。
也正是他生前的为人和品行，令我耳濡目染，铭记在心，使我产生这样的激情，撰写书稿来纪念他，
以表达我的怀念和敬佩之情，愿将他那正直、刚强、清白而又宽厚的人格和亮丽的人生展现给后人。
本书正是打开了父母亲尘封多年的遗作和口述资料，以此作为脉络和主线，展开了对他们一生以及他
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追忆。
也正是要感谢他们留下了如此弥足珍贵的资料，使我有径可寻，有据可查，才能得以完成我本人的这
一“大业”。
    在此还要特别提到的是父亲在新四军时的老战友和各个领域工作时的同事们：王家扬、恽前程、姜
习、丁肇甲、洪星、陆锡书、朱文祥等人，他们都已是耄耋老人，却在我走访时，给予大力支持；同
时要感谢我的亲友们，尤其是我的堂姐周珍强(烈士周国荣之女)对我的全力支持和帮助，并向我口述
了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宝贵资料；还要感谢在本书撰稿和出版过程中，给我提出宝贵资料
、意见和建议的亲戚、朋友们：陈昊苏、钟德苏、钟德东、周珍麟、陈仁珠、刘建安、吴晓黎、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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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杨枫、周宗扬等人。
    最后尤其要感谢的是南京大学党委、离退休处和南京大学出版社对我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
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在短期内顺利面世的。
    需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如若任我的思绪流淌，将源源地从我的笔下溢出，难以抑制。
事实上，我由衷的感激之情是无法以语言和笔墨来表达的，由于篇幅有限，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此，谨向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的各位长辈、亲戚、朋友表达我最诚挚的感谢！
    由于本书记载的是我父亲的历史，且许多事情是发生在本人未曾经历过的久远年代，时间跨度大，
文中涉及的许多人也都已作古，因此，在时间、地点、名字等细节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差，敬请读者
谅解，并欢迎指正。
    作者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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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林同志是新四军的老战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之中，跟随铁军
东进的洪流，奋战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整整8年，接下来在4年解放战争中又转战于华东中原战场，
为经营华东和创建新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经历了长期战争的考验，由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成长为我党优秀的治国理政的领导骨干。
    为纪念周林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由其女儿周芳芳撰写、陈毅元帅长子陈昊苏作序的传记性著作《打
开尘封的记忆忆我的父亲周林》，正式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书由芳草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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