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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致一位百岁老人的答卷　　记得是二OO六年七月的一天，我上班刚进屋，就发现桌上有个字条
。
同事告诉我，是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一位姓穆的同志找我，见我没在，所以留下了姓名和电话。
我按照电话号码和对方取得了联系，方知是市人大一位叫武光的同志要找我，因一时联系不上，才通
过平西纪念馆的同志和我联系。
我于是按照纪念馆的同志提供的号码，将电话打到市人大。
电话接通了，立时，一个清脆而洪亮的声音传来。
他说他叫武光。
简单的几句寒暄之后，他问我还写不写书。
我说还写。
他就说你能否上我这儿来一趟。
我因要去趟香港，便说从香港回来立即去。
　　从香港回来四五日后，我去了市人大。
武光身材不高，动作略显迟缓，但目光明亮，思维敏捷。
他让我猜一猜他的岁数，我说大概有八十一二岁。
他一笑，用手比画一下说：九十四岁。
我便有些惊讶了。
一个近百岁的老人，竟如此精神矍铄！
当时，电视连续剧《暗算》热播刚过。
老人说，地下革命斗争，隐蔽战线有三条线：一条是像《暗算》里所写的秘密情报工作；一条是争取
和瓦解敌军工作；另一条就是在城市中开展秘密的建党建团工作。
他说，写城市地下工作的书有一部，就是杨沫写的《青春之歌》，但《青春之歌》写的是青年知识分
子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正面写城市中共青团秘密工作的还没有。
我明白老人的意思，他是想让我写一部反映这方面内容的书。
我感到为难。
我说我对这方面的生活一点都不了解。
他就说，抗日战争你也没经历过，你怎么写出那么厚的书？
他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铁血平西》，这部书分上、下部，总计九十万字。
我深受感动，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竟戴着花镜，一点点看我的小说，而且在书中夹了不少字条。
我再无话可说，决心应老人之约，写一部反映三十年代北平共青团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
　　老人把他的长篇回忆录《冬夜战歌》给了我，要我做参考。
他又给了我一些别的书，包括他自己写的反映自己所经历的斗争生活的《征程漫漫》，和反映文革经
历的纪实文学《不是梦》，由别人写的《武光传》的部分章节也给了我。
　　从北京回来，我抽空阅读武光同志给我的几本书，渐渐地，便被他非凡的经历深深地打动了，从
而对这位老人有了更深的了解。
武光原名张青甫，上高级小学时就开始了革命活动。
自三十年代初起，先是秘密做共青团工作，后来又做党的工作。
解放战争前夕，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
新中国建立后，武光先后任北京航空学院院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第一副主
席，文革后又相继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诸职，是一位对革命事业忠贞
不渝的久经考验的职业革命家！
　　小说《我们是共青团员》参考了武光同志回忆录《冬夜战歌》中的部分章节的资料，用艺术的手
法，集中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北平共青团组织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面对艰苦生活的煎熬，以及随
时可能流血牺牲的危险，克服千难万险，在城市中秘密开展地下革命工作的既波澜壮阔而又丰富多彩
的斗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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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讳言，小说主人公燕宇平，多少有一点近似武光同志。
武光的经历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
他年仅十四五岁时，就接受了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启迪。
十七岁时，担任国民党深泽县县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长，“戴着白帽干红事”。
两年后又悄然到北平，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在北平做共青团工作时，为了生存，也为了掩护，当过洋车夫，冒充过“大学
生”，身份几经变换，名字也改过无数次。
他和其他共青团员一起，秘密发展团员，巧妙地进行宣传，捣毁放映污蔑工人阶级影片的影院，为要
求国民党抗日，砸过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他因此屡涉险境，但始终不屈不挠坚持斗争，把革命当成
自己的天职。
后来去石家庄做共青团特委书记工作时被捕，被关进环境恶浊的石家庄临时监所，此后转押天津，被
天津高等法院强判五年徒刑，相继在天津和北平的监狱坐牢。
在狱中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并以英文、日文和中文速记法为基础，研究成功“狱中速记术”，（实际
是拼音新文字），用以记事，令国民党监狱方难以破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刑满释放，他冒着敌人的轰炸和扫射，几经辗转到达西安，为了
找寻党组织，一心奔赴延安，却因故未能成行，转而成为开辟晋南根据地的一名主要领导人。
　　但小说又不同于一般的纪实文字，需要讽动必要的艺术手段，塑造鲜活感人的艺术形象。
而回忆录是按照时间顺序记事，特别其中一些人物，如走马灯一样出场快下场也快。
因此，小说《我们是共青团员》在内容和情节的安排上，就要适当虚构和细化。
在人物和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则完全按照艺术手法，除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为了前后照应，贯通
全书，有时不得不把发生在几个人身上的事集中到一两个人身上。
至于人物设计，因为艺术需要，有时回忆录中只有一句话，到小说中则要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此外，三十年代前后，国内形势复杂多变，从人物关系上讲，简单地可分为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
但同一阵营中情况又不同，革命阵营中，有人坚定忠诚，有人徘徊动摇，甚至叛变；反动营垒中，又
因各自地位和利益的不同，在历史舞台中的角色也有不同。
　　拉拉杂杂写了一些，不知意思表达清楚否。
我也曾想，武光老人要我来写这样一部书，不是为了留下自己百年人生中一段辉煌的记录，而是要给
今天的共青团员和青年们一份赠礼。
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以及无数革命者，为了中华民族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
，流血牺牲。
前辈们奋斗的每一点印迹，都是国家和民族历史足迹的一部分，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前辈人的奋斗和牺牲，以及今天人们的努力奋斗，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无产
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
历史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来，终于传到了今天的青年人手中。
新世纪的共青团员和青年们，肩负着怎样的历史责任，读一读《我们是共青团员》这部书，定会有一
定启发和感悟！
　　愿今天的共青团员和青年们喜欢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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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老一代革命家武光同志真实经历创作而成的纪实文学，是建国以来第一部以共青团员
的革命斗争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本书分为地火、南下、炼狱三部分，以艺术手法，集中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
城市共青团员，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笼罩下，面对随时可能流血牺牲的危险，积极开展地下革命斗
争的生活场景，场面波澜壮阔，情节跌宕起伏。

　　全书生动刻画了燕宇平、苏小凡、黎晖等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共青团员的英雄形象，将革命青年
的理想、志向和爱情融入复杂凶险的隐蔽战线之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
征程。

　　书中还穿插着百岁老人与年轻采访者关于地下革命工作的对话，为如今的青年上了一堂生动的爱
国与革命传统教育的历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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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南京城的示威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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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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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选择开会地点，黎晖一连跑了好几处地方。
他先是想利用一个团员的住处。
那是一个在中法大学读书的学生I临时租用的房子，在德胜门内羊肉胡同一个大杂院内，院子很深，要
穿过两道门才能到后院。
但院子也很窄，本来房与房的距离不过六七步远，对面屋子两口子说话这边都能听见。
再加上临时用废砖头和木棍破席片搭的小厨房或盛煤的棚子，最窄处连对面两个人推自行车都要侧身
才能通过。
而且大杂院人过杂，要是突然间闯进几个人来，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他还想到了前门火车站附近反帝大联盟青年部一位同志的家。
反帝大联盟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群众的反帝组织，青年部由共青团北平市委员会派人负责。
但前门一带过于显眼，特别到晚上，不仅有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四处活动，还有连小胡同都不放过的
穿着浅黄色制服的宪兵。
宪兵的巡逻都是循一定线路绕来绕去，一个晚上不知要巡逻几次。
最讨厌的还是那些无孔不入的嗅觉像狗一样灵敏的特务和暗探，他们穿着普通人的服装，有时还扮成
洋车夫和街头行乞者，叫人难以辨认。
没早没晚，这些人会像旱地蚰蜒一样出出溜溜。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跟踪、盯梢。
发现可疑情况，马上像影子一样步步紧跟，而且分工明确，有人盯梢，有人去报信。
警察得到消息，会马上采取行动。
做秘密工作的，既讨厌和鄙夷这些人，又对他们无可奈何，因为这些人随处可见，遍布北平的大街小
巷，所以又不得不躲着他们。
　　黎晖也想到了北海后一个秘密地点，和花市大街东侧一条院落挤挤挨挨的胡同，但又觉得不合适
。
　　这天黄昏时分，黎晖独自一人来到宣武门内一条南北向的大街上。
他站在路边，随意看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
在一片散乱的如流水一样行进的洋车当中，由崇文门到宣武门的标有“5”字的一辆电车正巧驶过。
随着电车发出的“当当”的铃声，行人和洋车不由都知趣地躲向两边。
很快，电车到站，停了下来，有人开始下车。
宣武门内是最后一站，电车停靠的站是倒数第二站。
下车的人很多，穿长衫短裤的都有。
忽然，黎晖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人是共青团员，叫章海，和他不在一个支部，平时也没有工作关系，但他认得他。
章海到这儿来做什么？
他是辅仁大学的学生呀，跑到南城来干什么？
　　或许是出于革命生涯的警惕性，黎晖竟油然注意起这个叫章海的学生了。
只见章海下了车，从人群中挤出来，两三步便跨到了便道上，随即扭头向右手一个胡同走去。
　　黎晖偷偷跟了上去，但没走几步，却发现章海不见了。
黎晖找了半天，终于在一盏昏黄的路灯下发现了章海的身影。
只见章海背对大街，面冲临街的一个四合院的墙壁，在和一个人说话。
两个人似乎说得很投机，有说有笑。
章海边说边比划着什么。
黎晖想看个究竟，便稍稍走近几步。
街上来来往往行人很多，他夹在人群中，假意向西走，装作鞋带开了，低下头系鞋带。
就在“系鞋带”的当口，黎晖瞥了前边的两个人一眼，顿时吓了他一跳。
原来那个和章海说话的人，也是个大学生，但却是个有名的托派分子_沣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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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托派人物说话？
这不是背叛是什么？
起码是丧失革命立场。
　　黎晖看得真真切切，一个共青团员，确实在和一个托洛茨基分子谈话，而且谈的时间很长。
但他又不能停下来，或是再靠近些，听听他们在谈些什么。
一则街上人多，声音嘈杂，很难听清。
再则如果再靠近，对方也会把他认出来。
他只好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信步从两个人身边走了过去。
但他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他要向燕宇平汇报，并且要求在组织中讨论这个问题。
对一个和托派分子亲密接触的人怎样来处理？
最好是把这样的团员清除出组织。
　　黎晖离开两个人，又走了一段路，忽然一个新的想法在脑际产生了：是呀，开会为什么非要在北
平城里转悠呢，去城外开不更安全些吗？
从宣武门大街向西，出广安门向南扎，没多远就是卢沟桥。
“卢沟晓月”是有名的“燕京八景”之一，过两日就是“望”日，几个“大学生”去观赏卢沟晓月美
景，决不会引起旁人注意。
但要在那里开，得事先和燕宇平商量。
北平共青团组织早就派有骨干，到卢沟桥畔的长辛店铁路职工中做铁路工人的工作。
长辛店是铁路工人集中的地区之一，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
镇压，长辛店是损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但这里早就有革命传统，特别在铁路工人中，拥护共产党，打倒封建军阀，是不可动摇的信念。
这里不仅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还有共青团组织，有铁路工会，以及各种各样的职工补习学校和识字
班。
工人工作十分活跃。
长辛店虽然有警察分所，但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也无可奈何。
　　想到这里，黎晖如释重负一样，感到身上轻松多了。
没在街上再多逗留，他就叫了辆洋车，坐上车自宣武门奔西四牌楼方向赶。
过一夜后，他要把有关会议地址的安排建议直接告诉燕宇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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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作家张昊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我们是共青团员》是根据老一代革命家武光同志的真实经历
改编创作而成，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以共青团员的革命斗争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另一条隐藏
战线惊心动魄的地下工作。
小说具有相当的文学水准，堪称纪实版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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