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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掩不住的阳光》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
它不是专业作家的鸿篇巨制，也不是业余文学爱好者的练笔习作，它是一对革命夫妇的心血结晶。
他们碰巧又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所以在他们的子女，也是我的老同学乔阿光、老同事乔晓阳托我给这
本书写点东西时，我欣然答应。
因为，这是我难得的学习机会，也可以借此表达我对革命前辈的无限尊敬与怀念之情。
　　时间回溯到腥风血雨的1935年初。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不得不离开创建了多年的红色根据地。
为了吸引敌人的兵力使主力红军能够顺利长征，由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奉命首先从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北上。
本书的作者之一——乔信明时任这支部队的二十师参谋长。
在敌人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受重大损失。
危难之时，方志敏同志决定将所剩部队组成一个团，由乔信明任团长，上怀玉山坚持斗争。
乔信明临危受命，率领数百将士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苦战数日，最后弹尽粮绝、不幸被捕。
　　在敌人的囚禁中，乔信明同志对党忠贞不渝、宁死不屈、顽强斗争。
他在生死关头的杰出表现得到方志敏同志的高度信任，所以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方志敏同志想方设
法，多次秘密指示乔信明组织难友开展狱中斗争。
乔信明牢记方志敏同志的泣血遗言，在监狱里秘密组织地下党支部，克服重重困难联络团结难友，发
展党员，领导难友与敌人展开机智勇敢的斗争。
“七七事变”后，他率领难友积极主动寻找党组织，进行争取出狱的斗争，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暗害
阴谋。
1938年1月，他终于在徐特立同志和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营救下走出了牢笼，回到了党的怀抱。
　　我的父亲曾山当年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和东南分局青年部长陈丕显同志一
起对乔信明为支部书记的狱中党支部进行了认真审查，在全面了解了他们在狱中斗争许多可歌可泣的
事迹后，确认他们是一批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党员，因而给以充分肯定，立即恢复他们的组织关系。
并把他们送到新四军，走上抗日战场。
　　皖南事变后，我父亲在盐城任华中局组织部长，分管党校工作。
乔信明因出狱后没有休息，连续作战，双腿浮肿，不能骑马作战，被安排到盐城华中党校边学习边休
养；他的爱人，也是本书的作者之一——于玲同志也带着谭震林同志的介绍信来到华中党校。
由于她已有身孕，我父亲安排她住在了条件较好的图书馆。
后来，乔信明的身体还没有彻底康复，就担任了苏中二分区副司令，在紧张的战斗中两条腿瘫痪了，
被送到军部卫生部治疗。
后来，我父亲和陈毅同志根据华中局的决定，亲自安排于玲同志护送乔信明到上海去治病。
乔信明从上海回来后到黄花塘军部休养，我父亲又参与安排乔信明同志的休养生活。
所以，父亲对乔信明夫妇是比较熟悉的。
本书讲述的是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的方志敏同志以及乔信明同志（书
中化名为赵天明）和他的难友们在狱中英勇斗争的故事。
作者对残酷的战争年代、艰难险恶的环境、艰苦卓绝的斗争、传奇般的故事，用质朴的语言娓娓道来
，使本书有很强的感染力。
由于乔信明同志是本书故事的亲历者，于玲同志也是新四军的老战士，有丰富的战斗经历，在和乔信
明相濡以沫的生活里，对乔信明的战斗经历和传奇故事已烂熟于心，她又是部队中不多的知识分子，
有一定的文学修养。
所以书中先后登场的各种人物栩栩如生，丰富多彩的故事信手拈来，特定的时代感也极为鲜活，本书
也因此显得格外真实生动。
本书的出版过程也是一个传奇。
乔信明、于玲同志完成初稿后，因为时事动荡等原因，书稿竟然被雪藏了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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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幸的是，50年后的今天，在他们子女的不懈努力下，经多方帮助，这本书终于有机会和读者见面，
得以告慰这对可敬的革命夫妻。
当然，同时也是某种遗憾，因为两位老人一笔一画写下了数十万字的书稿，却没能亲眼看到著作的出
版。
乔信明同志在1963年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时年仅54岁；于玲同志在2010年1月9日也驾鹤西去。
当然，他们也许对此并不介意。
他们是优秀的共产党人，是忠贞的革命者。
在他们眼中，也许只要写出了书稿，就算完成了重要的心愿和使命：给后人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遗产。
对于今天的人们，本书的确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革命者即使身陷囹固，仍然怀有坚定的信念：为求理想实现而奋斗，为谋民众
利益而牺牲。
为了坚定这个信念，他们表现出为民族大义挺身而出、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表现出威武不能屈、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肝胆血性；即使面对死亡，他们也同样表现出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革命勇
气。
今天，新中国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的光荣岁月，中华民族已经直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改革开放更激发
出我们国家和民族从未有过的发展活力。
正因为如此，我们尤其应该心怀感激，缅怀先烈，继承和发扬他们的光荣传统，学习他们舍身忘我的
献身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光阴荏苒，时隔半个世纪，长篇纪实小说《掩不住的阳光》正如书名一样，在历经曲折、辗转之后云
开日出，终于出版与读者见面了。
此时此刻，我们作为两位作者的子女，真是思绪万千，感慨万分！
这是一部极富传奇色彩的书，从20世纪50年代末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来信约稿，至今又由解放军文艺
出版社编辑出版。
整整半个世纪，其中浸透了作者的艰辛和心血，凝聚了两代编辑人的不懈努力，得到了众多热心人士
的鼎力相助。
今天能够出版发行，是历史的巧合，历史的机缘，也是历史的必然。
 2009年4月，在纪念父亲乔信明诞辰百年之际，我们编辑刊印了《乔信明将军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画
册。
在这本画册里，收入了父亲乔信明和母亲于玲编写的《狱中斗争》电影剧本（封面）和1959年2月解放
军文艺出版社希望修改后出版这部小说（剧本）的来信。
2009年5月，陈丕显同志的长子陈小津（中国船舶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看到这本画册后，对这个电影剧本很感兴趣，认为是进行革命
传统教育的重要题材，建议整理出版并组织影视创作。
在京工作的乔信明、于玲的长子乔晓阳、次子乔泰阳与陈小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南京工作的三个女儿乔阿光、乔春雷、乔文雷也非常赞同，决定由长女乔阿光根据乔晓阳的建议为
《狱中斗争》剧本增写《引子》和《尾声》，并做适当修改，抓紧出版的有关准备。
为充实剧本相关内容，2009年12月乔泰阳夫妇拜访了曾经多次采访乔信明、帮助筹划创作的新四军老
战士王昊同志。
王老曾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总政治部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部门领导，虽然年事已高，身体较弱，但是
谈起往事，神采飞扬。
他讲了当年的采访情况，特别提到他还曾配合我们的父母创作过一部长篇小说。
他说，1959年初收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约稿信后，乔信明、于玲非常兴奋，决定在《狱中斗争》剧
本的基础上充实提高，进行再创作。
这年夏天，乔信明、于玲就与江苏省军区政委曾如清（当年狱中秘密党支部组织委员）以及王昊等同
志，一起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曾经战斗过的黄山地区，着手剧本修改扩充、创作长篇小说。
亲历者回顾叙说指点，执笔人加班加点突击，仅用一个多月就写成了四十多万字反映当年狱中斗争经
历的长篇纪实小说书稿，定名为《掩不住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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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乔信明、于玲又作了修改并委托王昊同志整理出版这部小说。
整理和出版需要一定的工作周期，以后又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
这样，时间很快就到了对此类题材的作品口诛笔伐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期间，王昊同志冒险保存了小说的原始手稿，1978年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新四军老
战士吴早文同志，请他帮助整理出版。
以后，吴早文编辑作了不少努力，又由于一些原因没能出版，他就一直把这部小说的原始手稿珍藏在
家中。
2007年12月，根据王昊同志提供的姓名地址，吴早文夫人给乔阿光写了一封信，说是吴老已84岁了，
患有重病，生活不能自理，但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再说要负责看护好稿子，天天要拿给他看；现
在稿子在我们这里不能发挥作用，子女不在身边，稿子太重去邮局寄也拿不动，希望来人把稿子拿回
去。
可是，老人家的身体太虚弱了，这封很重要又很感人的信件没有寄出。
这样，直到乔泰阳从王昊处得知原始手稿的下落后，立即告知在上海文新集团工作的女儿乔争月与上
海文艺出版社联系。
此时，吴早文已住进医院神志不清了，几经周折找到他的家，从白发苍苍的吴早文夫人袁秀凤手中接
过了厚厚两大包珍贵的手稿，马上专程送往北京。
小说手稿到京后，乔晓阳、陈小津、乔泰阳专门研究了整理和出版工作。
中船集团公司组织人力、设备，把这批纸张已经破旧发黄的手稿复印保存、制成电子版。
随后由乔阿光、乔泰阳和夫人曾红对小说原稿集中整理，由乔晓阳和夫人卢红生审查阅读。
这部纪实长篇小说以乔信明及其难友根据方志敏临终前重要指示开展狱中斗争为主线，内容丰富，情
节复杂，涉及的人物和事件很多，并进行了一些艺术加工。
作者是在患病和担负繁重工作任务的情况下，利用疗养时间进行创作的，来不及进行全面细致的修改
；加之手稿几经辗转，多处破损，一些字迹略显模糊，整理工作颇费时日。
特别是辨认繁体字、核对生疏词汇、梳理零散稿纸、查证重要史实等，进行了数次整理、反复校对，
并送有关作家和军史专家审阅指导。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时常被这些真实的故事和生动的描述所感动，又时常想起父母亲的音容笑貌和谆
谆教诲，沉浸在难以忘怀的回忆之中，久久不能平静。
在完成了这部书稿的整理之后，我们更加感悟到新中国的建立来之不易，前辈们的品格令人敬佩，后
来人的责任铭记在心⋯⋯冥冥之中，又感到这是父母亲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十分宝贵的传家之宝，要格
外珍惜，传承下去。
2010年8月，我们终于将这部长篇纪实小说的稿子送交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
考虑到曾庆红同志的父亲曾山同志是这一段狱中斗争历史的见证人，又是给予父母亲许多关心、帮助
的老领导；上海解放后，陈毅同志和曾山同志担任上海市领导，他们安排乔信明到上海治疗腿伤，几
家都住在上海，孩子们就在华东保育院学习、生活；庆红同志一贯重视革命历史研究和革命传统教育
，我们希望他能为这部小说作个序。
庆红同志得知后欣然同意，几天之内就撰写了一篇充满深情厚谊的序言文稿，并对乔晓阳说：“这部
小说已经耽搁了五十年，在我这里不能耽搁。
” 历经整整半个世纪，这部长篇纪实小说的创作、保存、整理和出版，凝聚了有关领导和许多人的努
力、智慧和奉献。
在此，我们首先要感谢父母亲乔信明、于玲以及他们的亲密战友曾如清、何秉才、赖荣光、单志辉、
陈志强等革命前辈留下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非常感谢王昊同志热诚指导、全程参与了筹划和创作，南空有关同志积极协助，还有吴早文夫妇保存
小说原始手稿达三十多年，这种牢记嘱托、无私奉献的精神令我们十分感动。
特别感谢陈小津同志和中船集团公司，不仅提出了出版这部剧本（小说）的好建议，而且给予了有力
的指导和支持。
诚挚感谢空军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关心，空军和北空创作室的两位主任刘天增、郭兵艺认真审阅点评，
航空杂志社佟玉斌编审加班加点审读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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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感谢总后创作室主任周大新在担负繁重创作任务的情况下，作了细致精到的指点帮助。
尤其要感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对这部小说长达半个世纪的关怀和约定，1959年吴金风
编辑的约稿来信启动了长篇纪实小说的创作，2010年张鹰主任接收稿件后精心审阅编辑，有关领导全
力相助；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传奇而又感人的故事。
还有许多同志对这部小说也很关注，采用多种方式给予了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几十年来，我们子女只知道父母创作了《狱中斗争》电影剧本，却不知晓又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
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那时我们年纪尚小，随父母同上黄山只是自己贪玩，完全没有注意到大人们做的
事。
这样，直到2009年12月，王昊同志对我们讲述了这部小说的创作经过，特别是后来看到原始手稿的大
多数章节里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母亲于玲的笔迹时，才知道这部巨著中凝结了父母亲多少心血和汗水
啊！
这时，乔阿光回想起那一段时间母亲经常失眠，翻字典、寻词摘句的情景。
2010年1月初，就在这部小说手稿找回不久，我们93岁高龄的母亲病危了。
在北京的两个儿子与夫人火速赶往南京，特地带上了一箱子小说手稿，准备送给母亲看看。
到了南京人民医院见着母亲时，她躺在病床上紧紧握住我们的手，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妈妈不会走
的⋯⋯”这时，她的心脏已极度衰弱，医生要求不能有任何事情引起她的情绪激动。
这样，这个箱子在病房里放了四天，直到她驾鹤西去也没敢把手稿拿出来。
这是我们既深感遗憾又比较欣慰的事，虽然她没有看见亲手撰写的小说手稿，但是毕竟这些手稿在与
她分别半个世纪以后，又回到她的身旁，陪伴着她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在这部长篇纪实小说出版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敬爱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为这部小说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要继承他们的遗志，告慰他们的英灵，传承他们的品格。
希望这部小说出版以后，能够使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前辈的创业艰苦，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弘扬前
辈的革命精神，为建设和保卫祖国、造福社会和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乔信明　于玲的子女：乔阿光　乔晓阳　乔泰阳　乔春雷　乔文雷 2010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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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北上抗日途中，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
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弹尽粮绝，某师参谋长赵天明坚持到最后不幸被捕。
在南昌陆军监狱里，遇见了已被关押的方志敏和其他战友。
　　监狱内外国民党官员贪污腐化、尔虞我诈，想方设法迫害革命志士。
方志敏大义凛然，不为威逼利诱所动，壮烈牺牲。
临终前，他秘密指示赵天明组织难友坚持狱中斗争。
赵天明与郑镜清、贺平才等组成秘密党支部，带领难友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机智勇敢地开展多种形
式的斗争，在狱中传播了革命火种。
　　抗日战争爆发，赵天明等人积极争取出狱，准备奔赴抗日战场。
军法处长曹直斋、监狱长钱金堂等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阻止他们出狱，先后四次将其押送转移，伺
机暗害。
　　赵天明等人及时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巧妙地与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取得联系。
最后终于云开日出，在党组织和徐特立同志全力营救下走出关押三年多的牢房，投入抗日战争的新战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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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信明（1909-1963），湖北大冶人。
1928年参加农民自卫军，1929年参加共青团，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
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闽浙赣军区红军五分校军事总教员，红十军八十二团团长、
八十七团政委，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二十师参谋长；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大队长，新四军三支队六团
参谋长，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参谋长，挺进纵队一团团长，新四军一师一旅一团团长，苏中军区
二分区副司令，苏中军区后勤部长兼政委，华东野战军总留守处负责人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军管会房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华东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南京军区空军后勤
部政委。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年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于玲（1917-2010），江苏江阴人。
1937年参加进步读书会活动，在当地报纸办副刊，动员妇女抗日。
1939年参加江南抗日义勇军，同年入党。
历任“江抗”四路政治部组织干事、常熟市塘南区委书记、“江抗”驻澄办事处副主任和祝塘常备队
大队长、江阴县委宣传部长兼祝文区长、苏中军区二分区政治部民运科长、华野总留守处直属队协理
员和子弟学校副校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秘书科长、华东军区空军后勤部宣教科长、江苏省监察
厅处长兼厅党组成员、江苏省手工业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兼局党组成员、江苏省中医院副院长、顾问（
副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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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关于《掩不住的阳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
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
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第
三十一章后记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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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重溪镇，这是赣东北苏区北面的重镇。
从赣东北苏区的中心婺源镇爬过一重高山，越过一座威武的关隘，再翻过一道峻岭，就到了群山环抱
里的重溪镇了。
重溪镇，一片片瓦屋，一条条石街，河水从镇头流过，高大的樟树在镇边摇曳，四周鲜艳的茶花把小
镇装点得花团锦簇⋯⋯这个镇，也许没有太多的特点，也许不为很多人所知，也许在地图上找不到。
但是，只要从这里向北走一天路程，就是国民党统治的白色地区了，再向北，就是国民党军驻扎的德
兴县城。
在那边人民的心目里，重溪镇是光明的象征，是理想的世界。
在灾难、劳役、赋税、地租、高利贷等等的盘剥重压之下，农民们拄着锄头，远望着南方，叹着气，
悄声说：“要能搬到重溪那边，多好啊！
”有人就举家南迁了，苏维埃政府就把他们安顿在重溪镇附近，分给他们土地。
于是，他们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
当然，还有很多人“热土难舍，故乡难离”，心里却是把重溪镇作为安慰，汲取力量，挨过苦难的岁
月。
　　今天的重溪镇沸腾起来了，人头攒动，锣鼓震天⋯⋯　　歌声震响着重溪镇四周的崇山峻岭，应
和着潺潺流过的河水⋯⋯　　茶花开来满园香，　　红军脸上发红光，　　威武雄壮方主席，　　调
兵遣将上战场。
　　姑娘们在歌唱，儿童们在歌唱，唱得满脸红光。
青春的光辉，美丽的向往，热情的颂扬，依恋的情愫⋯⋯无限制地从他们心底流淌出来，演化成嘹亮
的歌声，回荡在峰峦叠嶂之间。
　　街头上贴起了大文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北上抗日宣
言。
”镇外，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的战士们集合在河滩上、草坪上。
即将远征的红军战士，依依不舍地望着苍茫的群山，望着清澈的溪流，望着正在欢歌的村姑和孩童，
望着送别他们的父老乡亲。
要远征了，要离开生长的土地了，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言一语⋯⋯都给人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山是如此的青翠，像翡翠琢成的；水是如此碧绿，像锦缎铺成的；树枝在点头，小草在招手，鲜艳的
茶花满山遍野，像在微笑。
歌声是这样迷人，他们心弦被拨动了，震荡起来了，一阵悸动，一阵心酸，一阵火热，被诱得也都大
声唱起来：　　十月里来茶花香，　　红军战士在北上。
　　一马当先方志敏。
　　带兵北上打东洋。
　　1934年的初冬，灾难深重的岁月啊！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我国的东北；1932年又将魔爪伸到上海，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突袭我驻
沪军队，强占上海闸北。
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沪战爆发，紧接着在3月上旬伪“满洲国”在长春宣布成立，1933年1月初日本
陆海空军联合攻陷山海关⋯⋯蒋介石却说，抗日要先“剿匪”，“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
，违者即予最严厉之处罚。
称其为“安内攘外决策”，大举进攻我苏区。
眼看中国就要断送在蒋介石反动集团之手了。
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伟大号召：“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在一致抗日等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停战，以便团
结全国力量抵抗外侵。
”中国人民的优秀子女行动起来了，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坚决北上抗日！
　　老人们领着青年走了过来，望着红军指挥员说：“同志，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交给你们吧，狠狠
地打日本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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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狠地打不准我们抗日的反动派！
”　　青年妇女领着小伙子过来，小伙子粗粗壮壮，穿着自制的军服，斜挎着绣着红五星的干粮袋，
走进了队伍里。
青年妇女高呼起来：“参加红军最光荣，北上抗日最光荣！
”　　一队又一队穿着新军服的青年来了，走进了队伍里⋯⋯　　一队又一队的担架队、运输队走来
了，走进了队伍里⋯⋯　　锣鼓声欢快地响起来了。
　　大娘、大嫂、姑娘们来了，送来了一担担的军鞋，一篮篮的鸡蛋，一袋袋的干粮⋯⋯　　身材高
大的方志敏跨着大步从镇上走出来，捋了捋长发，微笑着向人们招了招手，走向部队集合的沙滩上。
　　锣鼓声更加响了，战士们和群众欢呼起来，都齐声唱道：　　用兵如神方志敏。
　　哪怕鬼子再猖狂。
　　⋯⋯　　“工友们、农友们、兄弟姐妹们！
红军要出发了，要去北上抗日，挽救我们苦难的民族，挽救我们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
感谢乡亲们的支援⋯⋯”方志敏激动地说。
　　“感谢乡亲们的支援！
”战士们也欢呼起来。
　　方志敏神采飞扬，深邃的眼睛里闪着亮光，不断挥动着双手。
他遏止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情相送的人民，英姿勃发的战士，给予了他无穷的力量。
崇山峻岭的险恶，国民党反动派的拦击，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是他和他所带领的这支部队即将面临
的。
然而，对这样的人民，这样的战士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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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掩不住的阳光》是一部极具传奇色彩的书，五十年前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约稿，五十年后隆重
推出。
　　关于作者　　开国将军乔信明，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被捕入狱的我党干部中职务较高的幸存者
，也是方志敏狱中斗争和生活的见证人。
这部作品，就是根据其亲身经历创作的：于玲女士是乔信明将军的夫人，由大家闺秀、名校毕业而投
身革命，成为新四军的女干部。
长篇纪实小说《掩不住的阳光》是这一对革命夫妇的心血结晶，可以看作是革命岁月绽放出的爱情之
花结出的壮硕果实。
　　关于书名　　或许是经历过牢狱生活的人对于阳光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乔信明将军五个儿女中有
三个的名字都与阳光有关⋯⋯阳光象征着光明，象征着真理，象征着正义！
它终究无法遮掩得住，就像赵天明和他的战友们终于；中出牢笼，走向抗日战场⋯⋯这部热烈讴歌光
明的作品也像“掩不住的阳光”一样，几经辗转，历经周折，终与广大读者见面。
　　关于《掩不住的阳光》　　1959年2月，一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约稿信到了乔信明将军的案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品完成了，却只得尘封于箱底。
1963年9月乔信明将军因病逝世；2010年1月，这部书稿在离开半个世纪以后又回到于玲女士的身旁，
陪伴老人度过了最后时光⋯⋯2010年8月，又来到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的案头。
这次正式出版凝聚了两代编辑人的不懈努力和众多热心人的鼎力相助。
这是历史的机缘，又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
　　关于原型　　这是一部纪实小说，打开书卷，方志敏、刘畴西、周群、曾山、陈丕显和徐特立老
人等革命前辈便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栩栩如生而又真实自然地向我们展示了历史背后令人颤栗的
真实⋯⋯乔信明、曾如清、何秉才、赖荣光、单志辉等，也可以在作品中找到他们的原型。
这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历史画卷的真实再现。
掩卷沉思，你会觉得，血写的历史极具震撼的力量。
　　尘封半个世纪的红色传奇，方志敏最后岁月的见证人，记述狱中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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