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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浙江嘉
兴，是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召开地，也是中国革命红船
的起航地。一代代“红船人”，用生命守护着红船，用
最真挚的情感讲述着红船故事。

造船

1921 年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上
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中举行，庄严宣告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这艘画舫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
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
征。

这艘画舫，新中国成立时已难觅踪迹。1959 年，
南湖革命纪念馆开始筹建。现任馆长张宪义回忆说，
建馆的中心是船的复建问题。在多方考证和细致还
原后，送往北京的船模得到了认可。经过紧张施工，
1959 年 10月 1日前，南湖红船在蓝天秀水间重现。

“我的父亲、两个姐夫、师兄和我，参与了大部
分船体的建造。”嘉兴造船厂原副厂长萧海根曾这样
谈起当年造船时的情景，“大家加班加点地干，每天
晚上都不回家，累了就在一个小房间里休息。”

广西运来的老杉木，江苏请来最好的雕花师傅，
橹、槁、藤床、梅花桩，一遍遍细致打磨、精雕细琢……

“船体刷的是紫光漆，刷这种油漆时对环境温度
的要求很高，必须是 25 摄氏度左右。但我们那时候
没有空调，风扇都没有，怎么办呢？大家想了个土办

法，煤气炉上架锅烧水，整个房间烟雾腾腾的，用这样
的办法保持住了温度。”萧海根说。

几十年岁月流过，不变的是匠人初心。“那时候造
船，没人是为了钱，而是觉得无比光荣。一提到红船，
我心里就高兴。”萧海根说，“我一生中造了 30 多种
船，最幸运的，就是参与造了这艘红船。”

护船

20 世纪 90 年代，萧海根在红船旁给南湖革命纪
念馆的工作人员做报告，观众席中有一位年轻的护船
工，名叫张新志。近 30 年来，他一直是南湖红船的忠
实守护者。

“一般的木质船很难保存这么多年。但南湖红船
不一样，这是我们的母亲船，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她保
护好。”1985 年，张新志入职南湖革命纪念馆，主要负
责红船的维修保护等工作。

一年一小修，两年一大修。每次维修，张新志和
同事们都要把红船的 1000 多个零部件挨个儿检查一
遍。大暑时节，他们在烈日直晒下给红船木板抹桐
油。八道桐油，抹完一层，晒干，再抹一层，确保桐油
完全渗透进木板。“夏天的时候，别人希望下雨降温，
我们就怕下雨耽误修复，光抹桐油这道工序，就要 50
多天。”

台风来临，张新志和同事们时刻守在红船旁，根
据风向和水位，拖拽红船不断换到避风的位置；寒潮

来袭，他们不惧冰冷刺骨的湖水，为红船清理冰霜和
积雪……

2018 年，张新志光荣退休，还是时常会带客人、朋
友到红船边讲故事。“跑到哪里，我都会说，我是南湖
修红船的”“小船上诞生了大党，红船精神引领中国。
守护红船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啊”。

颂船

张新志的妻子和女儿，都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
解员。妻子徐金巧，曾是嘉兴地区京剧团当家花旦，
1984 年到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女儿张一，自小在南
湖边长大，如今已是红船旁的金牌讲解员。

“爸妈是我工作上的良师益友，我们三个人在一
起聊天，经常三句不离‘南湖’和‘红船’。”张一说，“妈
妈告诉我，讲解员表面看光鲜亮丽，但要做好吃苦的
准备，对个人素质要求很高。爸爸告诉我，讲好南湖
红船的故事，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要以岛为家、
以馆为家……”

这些年，张一接待了许许多多来看红船的人。参
观者聆听她的讲述，她也从参观者身上收获感动。张
一曾接待过一位 80 多岁的老红军，老人坐在轮椅上，
面对红船时特别激动。他对张一说，自己年岁大了，
最大的心愿就是到嘉兴南湖，再亲眼看一看红船。

“先辈们给我树立了榜样，现在，我要为后代树立
榜样！”张一说。 （新华社杭州1月21日电）

承此一诺 必守一生
——我在南湖守红船

新华社记者 袁震宇 俞 菀

一、祁金兰——第一批党员之一，第
一个支部书记

祁金兰，男，1904 年生，夏县祁家河
乡交泉村人。1925 年冬，在运城山西省
立第二中学上学时，由中共太原地方委员
会 执 行 委 员 王 鸿 钧 介 绍 参 加 中 国 共 产
党。1926 年春，担任运城地区有史以来
第一个党支部——中共运城支部书记。
1926 年 7 月，河东支部干事会成立，书记
仍由祁金兰兼任。

1927 年 10 月，中共夏县县委建立后，
由祁金兰任负责人。1928 年春，中共夏
县县委遭到破坏，祁金兰到河南等地避
难。1942 年国共合作抗日时期，他隐蔽
身份在河南渑池县参加十三战区长官司
令 部 工 作 ，组 织 了 一 个 10 多 人 的 谍 报
队，活动在夏县祁家河交泉村一带，与党
组织领导的十支队联合开展抗日活动。
1944 年 5 月，祁金兰到夏县泰山庙高小教
学，5 月 10 日，被日伪张同文派人杀害，终
年 40岁。

二、王月春——第一批党员之一
王月春，男，1906年生，临猗县牛杜镇

田村人。1925 年冬由中共太原地委组织
部部长王鸿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底，担任“中共河东支部干事会”组织委
员。省立二中毕业回乡后仍继续革命，在
中共山西临时省委特派员郭巨才的领导
下，于 1927 年 6 月，先后组织了“猗氏县学
生联合会”“猗氏县农民协会”。1927 年 7
月，猗氏“学联”和“农协”在县城举行了以
学生和各村农民代表为主体的首次游行
示威，查封了县财政局、捣毁了横征暴敛
的税务所。1927 年农历八月初一(公历 8
月 27日)，组织 5000多农民在县城集会（后
增至万人），揭露刘廷训和王万年把持财
政、侵吞沪案后援会捐款、破坏反帝运动
等罪行，遭到反动军警开枪镇压，高头村
农民南乱娃被当场打死，70 余名群众受
伤，40 余名群众被抓，史称“八一农暴”。
王月春、郭巨才印发猗氏各界为“八一农
暴”死难烈士复仇、讨刘大同盟的宣言，广
为散发张贴，还派人分别到运城省立二
中、省立二师、第二女师、临晋蒲坂中学和
太原等地，宣传事件真相。猗氏“八一农
暴”震惊秦晋，震撼了阎锡山，王月春也因
此被捕入狱。1929年 7月被党组织营救出
狱。但由于在狱中受到严重摧残，8 月在
家病故，年仅 24岁，后被追认为烈士。

三、冯彦俊——第一批党员之一，第

一任特委书记
冯彦俊，男，1907 年生，夏县上冯村

人。1925 年冬在省立二中上学时，由崔
锄人、王鸿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至 1930 年，先后担任中共河
东特委书记、太原市委组织和军事委员。
1927 年 初 省 委 派 郭 巨 才 到 河 东 健 全 组
织、领导工作，他成为郭巨才的助手，到安
邑、闻 喜、夏 县、猗 氏 等 县 建 立 党 组 织 。
1927 年农历七月初十，协助中共安邑县
委书记李尔明组织了“驱赶安邑贪官县长
郑裕孚”斗争大会。1927 年农历八月初
一，参加领导了猗氏县“八一农暴”。1928
年 6 月，领导解县一带灾民同当局斗争，
帮助饥民度过灾荒。1929 年 2 月，调任中
共顺直省委太原市委组织、军事委员，协
助汪铭恢复了榆次、祁县等地的党组织。
1930 年 5 月被捕入狱。1936 年 6 月被释
放。10 月进入山西牺盟会办的村政协助
员训练班，担任指导委员会组织干事，之
后任永济牺盟特派员，恢复和发展党组
织，建立了中共永济县委，组建永济人民
武 装 自 卫 队 。 永 济 沦 陷 后 ，坚 持 斗 争 。
1939 年初，冯彦俊担任了夏县牺盟中心
区条西办事处主任，负责平陆、永济、芮城

三县工作。晋西事变后，先后隐蔽到雪花
山杨振邦部，豫西中国工业消费合作社鲁
山事务所，中条抗日游击十支队。1945
年 1 月，冯彦俊调任平陆县县长。1947 年
2 月，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学习
结束时，不慎从马上摔下受伤。1947 年 6
月 28日在河北省武安县西金村病故。

四、乔子甲——第一批党员之一
乔子甲，男，1904 年 6 月 30 日出生，

临猗县楚侯乡张嵩村人。
1925 年冬，王鸿钧在省立二中发展 4

名学生党员，乔子甲是其中之一。1926年
冬 ，中 共 太 原 地 委 选 派 他 到 苏 联 留 学 ，
1928年 12月底回国，与嘉康杰一起开展革
命活动，撰写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及人
民生活情况》作为嘉康杰创办的平民中学
教材。与金长庚在中条山地区开展调查
研究，建议学习井冈山经验，利用夏县山
区开展游击战。1929 春调任中共顺直省
委太原市委宣传部部长兼交通员。1930
年 12 月，乔子甲到西安后，与党失去联
系。1947 年 12 月 28 日运城解放后，乔子
甲先后被安排到运城中苏友好协会、康杰
中学图书馆、运城师范图书馆工作。1995
年 11月 29日在家中病逝，终年 91岁。

咱运城第一批入党的 4名党员

上图：游客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2020 年 10月 28日摄）。
左图：停靠在嘉兴南湖湖心岛的南湖红船（2020 年 10月 27日摄）。
下图：嘉兴南湖湖心岛（2020 年 10月 27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左上：王月春，男，1906
年 生 ，临 猗 县 牛 杜 镇 田 村
人。

上：冯彦俊，男，1907 年
生，夏县上冯村人。

左：乔子甲，男，1904 年
生，临猗县楚侯乡张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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