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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冉秋光留不住，满阶红叶暮。’每年
秋去冬来这几天，我就格外思念我的三哥。
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还会梦见他苍白瘦削
的脸，我喊着哥哥、哥哥，他对我笑笑，却什么
也没说……”

11月8日，立冬。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
王静的书桌上。摊开一些书和报纸，她轻轻
摩挲着纸面上一位青年的黑白相片，“三哥多
年轻啊！牺牲时才28岁，他倒在了重庆解放
前……”

王静口中的“三哥”，就是红岩英烈王
朴。1949年10月28日，在经历了18个月的
羁押之后，王朴被国民党反动派从歌乐山押
赴大坪刑场，成为白公馆首批被集体枪杀的
10位烈士之一。

母亲金永华第一时间从党组织那里得知
了三哥牺牲的噩耗。“强忍震恸，妈妈选择了
坚强。她说，‘我儿我师’，她继承三哥遗志，
继续变卖家产支持革命，84岁高龄时，她终于
光荣入党。”

我坐在书桌旁听着她喃喃追忆。从我的
角度看过去，一层雾气正在她眼里泛起。鼻
翼微颤，她几乎快抽泣起来。深呼吸，她在努
力调整情绪。

“你看！”她忽然指着一份旧报纸的一行
字——

“富家子弟，革命母子，毁家纾难，资助革
命。”（摘自重庆日报《王朴：千金散尽为革
命》）

“这是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对我
三哥和妈妈的报道。他们为国奉献一生，被
国家和人民永远纪念。拿到报纸那天，我泪
流满面。”王静感叹道。

正说着话，老伴儿钱造雄悄悄走到了她
身后。送上一杯温水，轻轻地按了按她的手。

从1950年初相识，到1959年结婚，92岁
的钱造雄和86岁的王静因舞蹈结缘，相濡以
沫一生。她是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家，他则是
她永远感激的“幕后英雄”。

“王静不容易啊！12岁便走上革命文艺
道路，为理想而拼搏奋斗，创造了自己的艺术
成绩。”钱造雄说，“无论王朴、金妈妈，还是王
静，我觉得他们的人生都闪耀着一种赤诚。”

今年11月 30日，是重庆解放74周年。
74年前，王朴倒在了黎明之前。如今，在这个
重要日子到来之际，我们走近王静，倾听她对
哥哥和妈妈的回忆，以及她的艺术人生。

往事历历，今天的我们，或许能从中有所
启迪。

“18个月没见到三哥和妈妈，
他们到哪儿去了呢”

1949年10月底，秋风瑟瑟，黎明前的重
庆城笼罩着一片肃杀之气。

远郊江北县复兴场莲华中学里，12岁

的王静再次感到一丝丝焦虑。这种感觉在
一年前的1948年 4月底也曾有过。当时，
不满11岁的她，忽然被妈妈金永华派人从
市中区送到自家办的莲华中学，跟初一年级
同学一起学习、生活。她甚至来不及问妈妈
为什么。

“将近18个月没见到三哥和妈妈，他们到
哪儿去了呢？妈妈没来看过我，三哥王朴是校
长，他也从没出现过。偶尔有老师把我叫过
去，‘你妈妈带信来了，叫你好好读书，听老师
的话哟！’那是我跟妈妈唯一的联系方式。那
时我就格外想她。直到1949年11月30日重
庆解放，老师才告诉我，家里出了大事。”

“老师说，你的哥哥，王朴校长牺牲了。
我一下就哭了，我从小就跟三哥很亲的呀，他
大我十几岁，一直非常疼爱我。等我回到城
里见到了妈妈，才晓得三哥1948年4月27日
被捕入狱，1949年10月28日英勇就义，才晓
得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我没有见到妈妈和三
哥。”

“三哥是妈妈的长子，是我们家的主心
骨，他被捕后，我们王家差点散掉。”王静后来
得知，彼时形势危急，金永华无法照顾子女，
只能将孩子们分别疏散，有经香港去延安的，
有去乡下学校住读的，“最可怜的是我弟弟，
他被送去庙里，拜托给长老照顾。我们彼此
的情况都是重逢后才知道的，弟弟说他在庙
里总是害怕，每晚都吓得躲到大雄宝殿的柱
子后面。”

王家曾在重庆城富甲一方，金永华是商
人王莲舫的续弦。20世纪20年代，夫妻俩把
家族的猪鬃生意做到了日本。1926年，6岁
的王朴也随父母漂洋过海到了日本。

“有一天，三哥被一个高年级同学骂‘支
那猪’，立马就挥舞小拳头打了过去。回到
家，妈妈看他头上都出血了，问怎么回事，他
说，我打架了，同学骂我们中国人‘支那猪’，
我不服！”

1927年，金永华夫妇回国，他们在重庆置
办了大量田产，孩子们也都得到了良好的教
育。从小目睹家国忧患、民族危机的王朴尤
其发奋读书，渴望通过学习寻求到救国真
理。他对党报党刊、马列著作更是如饥似
渴。潜移默化中，读书重塑着他的人生观、价
值观。

“三哥是富家子弟，但从小就很有正义
感。1934年，重庆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他就
读的求精中学决定提前放假。放假前，学校
要退还预收伙食费。但后勤负责人只退了富
人家庭学生的费用，贪污了穷苦学生的钱。
已领到退款的三哥嫉恶如仇，他喊着‘我们是
为平等而读书’的口号找学校理论。最终，他
帮穷苦同学要回了伙食费，自己却因此被学
校开除。”

1944年，王朴考入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
系，很快成为党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骨干，
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这些经历成为他人生的
转折点，让他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

“三哥本想去中原解放区参军，但组织上
希望他回老家农村办学。当时内战爆发，党
需要发展农村根据点。在三哥的劝说下，母
亲也认为办学有功德，于是拿出30两黄金买
下一间祠堂，后又购入逊敏书院，陆续开办了
莲华小学、莲华中学。他还带《挺进报》等给
妈妈看，给妈妈讲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妈妈通晓民族大义，变卖田产筹集巨额经费，
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

1948年，因为叛徒出卖，重庆地下党组织
遭到了严重破坏。

“当时，党组织要三哥赶紧转移，但他放
弃了。被捕前几天，他在一次会议上表态，我
们出了叛徒，学校和我都被暴露了，党组织要
我走，我不能走，因为学校是我办的，很多老
师都是地下党，我走了他们怎么办？让其他
同志转移吧，我来坚守。”

“这不是演电视剧的台词，他是真的把
生路留给同志，把牺牲留给了自己。后来他
在歌乐山被关了18个月，我们家另外几个据
点都没出任何危险，说明他在狱中很坚强，
没有出卖组织。”王静说，每年这几天她都忍
不住想，三哥怎么能这样，什么人能做到这
样？“一个富家子弟，前途无忧，上有老母，下
有儿子，还有妻子弟妹，他怎么就能舍弃这
一切？”

“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
继续支持学校……”

事实上，在被捕之前，王朴就有预感。他
甚至还就即将来临的危险，跟金永华有过一
次长谈。

“妈妈很着急，让他去成都躲避，他说，‘我
怎么能走？我加入了组织，就不是娘一个人的
儿子了。’想到万一自己出事，妈妈要走的路将
面临更严峻的考验，他还给妈妈讲了三点想
法：一是要妈妈掩护学校，保护我们的同志，继
续把学校办下去；二是要妈妈继续听党的话，
变卖剩下的田产，支持革命；三是弟弟、妹妹将
来也要依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王静说。

被捕入狱后，王朴设法给金永华带去口
信，再次表达了上述想法：“娘，你要永远跟着
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
校，弟、妹也交给学校。”

“这个学校指的是莲华中学，实际上，也
就是指的党组织。在临近生命的最后时刻，
三哥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他将自己未竟的事
业寄托给了理解他、支持他的妈妈，寄托给了
弟弟妹妹等后来人。三哥也给妻子带了口
信，叮嘱她：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狗狗
（儿子的小名）取名‘继志’，要让他长大成人，
长一身硬骨头，千万莫成软骨头。让他真正

懂得‘继志’的含义。”
1949年10月28日，在歌乐山关押18个

月后，王朴在大坪被杀害，时年28岁。金永华
得知王朴牺牲的消息后，把自己关在屋里，三
天三夜没有出门。

“三天以后，房门打开了，她交给地下党
同志一个包袱，里面是她的戒指、项链、耳环
等金首饰，以及一些私房钱，约有40多两黄
金。她说，这是我身边最后的财产，交给党。
我儿，我师，我的儿子牺牲了，但他也是我的
老师，老师交给我的事情，我还没有做完。学
校继续办下去，田产继续变卖。”

这些情况，都是在重庆解放之后，王静陆
续从家里的亲戚、地下党的同志，以及从渣滓
洞脱险的曾经跟哥哥一起被关押的志士口中
听说的。

妈妈金永华反而常常是沉默的。“我们团
聚之后，她并没给我说太多过去发生过什么，
甚至历尽劫波后理所当然的痛哭都没有，她的
反应，就像是我出了一趟远门，现在回家了。”

她的泪，或许早就流干了。
王静后来得知，从三哥被捕那天起，妈妈

就像变了一个人，承担起了本不属于她的责
任。“三哥是在宏泰大厦南华公司附近被抓
的，南华公司也是我家为资助革命办的，是地
下党的一个联络点。三哥出了事，妈妈紧急
疏散我们几个孩子，接着就跟姨妈住进了公
司，她们冒着危险，在特务重重监视下，想尽
办法为尚不知晓危险而前来接头的同志打暗
号，就像出事前三哥让其他同志转移一样，妈
妈她们也保护了大批同志。”

重庆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南局准备归还
金永华历年来的捐赠，当一张折合黄金2000
多两的巨额支票放在她面前时，她却拒绝
了。“妈妈说，‘我把儿子都奉献出去了，还要
钱干什么。革命刚胜利，国家还很穷，这些钱
就拿去搞国家建设吧。’”

金永华还说：“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
的，现在要享受特殊待遇是不应该的；我变卖
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
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

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
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

1984年，84岁的金永华光荣入党，她高
兴极了：“我现在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了，我可
以放心地去见我的儿子了。”1991年1月1日，
新年伊始，91岁的金永华在重庆逝世。

最后的时光，王静守在她身旁，“弥留之
际，妈妈反复念叨的，还是三哥的名字……”

“要学习你三哥，听党的话，
不要给党添乱……”

“我的三哥不怕牺牲，我的妈妈也是勇
士。三哥是在风云诡谲的斗争中用生命迎接
革命的胜利，妈妈则用她最顽强的意志力续写
了三哥的革命传奇。”王静说，解放后，作为“烈
士的母亲”，妈妈备受尊敬，但她从没向党提过
任何要求，“她还总是教育我们，烈士的光不要
沾哦，烈士的遗志一定要继承，要学习你三哥，
听党的话，不向党伸手，不要给党添乱……”

这番叮嘱，王静从12岁开始，一直听到妈
妈逝世。“刚解放时，我还太小，只知道三哥是
烈士，为革命牺牲了。随着慢慢长大，我才开
始懂得妈妈这番话的意义。时过境迁，如今
我也年近九旬了，然而说真的，我还是很难完
全理解妈妈。但我听她的话，永远尊重她。”

王静说，自己走上革命文艺道路，后来从
事了一辈子的舞蹈事业，也是听妈妈的话，听
组织的安排。“三哥要妈妈把我们交给组织，
回城不久，妈妈就送我去参军。我先考上了
当时在沙坪坝山洞的炮校文工团，后来在重
庆市第一任市长陈锡联的关心下，留在了重
庆市委文工团。”

到市委文工团时，王静只有小学五年级
文化水平，“我在莲华中学寄读一年半，初中
课程跟不上，但我很活跃，爱唱歌跳舞，是班
上的康乐股长。有一次，育才中学的老师来
学校教我们跳《青春舞曲》，她说她是舞蹈家
戴爱莲的学生，我跳得很高兴。所以能进文
工团，我非常愿意。”

过去，王静是养尊处优的王家小姐；如
今，她成了文工团里稚气未脱的小文艺战
士。大家都很照顾她，她也从不娇气。一切
从零起步，她学习洗衣服，刻苦练习舞蹈基本
动作，尤其喜欢钻进阅览室看书，“《卓娅和舒
拉的故事》《童年》《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战争与和平》，还有普希金、马雅科夫斯
基的诗集，等等，背诵诗句是我的乐趣。”

她把阅读中体会的人物情感运用到舞蹈
里，渐渐地在团里有了名气。儿童舞蹈《明
朗》、儿童舞剧《小白兔》、女子独舞《养鸡姑娘》、
双人舞《蛇舞》、小舞剧《放裴》、自编自演的女子
独舞《白鳝仙子》……一大批优秀作品，是她在
舞蹈艺术之路的长途跋涉中留下的足迹。

其中，《放裴》曾在莫斯科青年联欢节上捧回
了国际艺术银质奖章，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重庆艺术界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白鳝仙
子》曾代表重庆参加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

“我十几岁才开始练舞，起步虽晚，但我
很用心，一生都在摸爬滚打中奋力前进。这
个过程里，有三哥和母亲留下的精神财富长
期的激励，还有两位伟人的殷切鼓励。”王静
回忆，“1958年3月28日晚，毛泽东主席视察
大江南北时途经重庆，在市委小礼堂，他嘱咐
我要好好学习；后来，周恩来总理访问东南亚
时路过重庆，看了《放裴》和作为《白鳝仙子》
前身的一个舞蹈，他说，舞蹈艺术向传统文化
取经的做法很好，要好好打磨作品。”

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坦坦荡荡
走过一生，这是86岁的王静对自己的总结。

“这辈子我当过演员，干过领导岗位，创作、演
出过很多作品，带队出国演出过，办过舞蹈学
校，培养了上千名舞蹈苗子，我还办过舞蹈报
纸，组织召开了首届巴渝舞研讨会……有时
也觉得‘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在做的时候
我并不清楚结果会是什么，但回头看看，就知
道自己没白活。”

在庆祝建党70周年之际，重庆电视台曾拍
摄电视剧《歌乐忠魂》。其中《赤诚》一集就是讲
述王朴母子的动人传奇，时任重庆市歌舞团副
团长的王静，受邀扮演了自己的母亲金永华。

“将三哥王朴烈士和妈妈金永华的故事
传递给更多的人，是我的责任。”她说，也正是
怀着这样的一份责任感，她答应了我们这次
漫长的对谈。

如今，她更享受与老伴儿钱造雄安详宁
静的退休生活，那是一种近似于传统文人晴
耕雨读的恬淡。眼神不好了，老伴儿就给她
念书里的句子。她尤爱记诵唐诗宋词，“不知
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春花秋月何
时了，往事知多少”……类似句子她早已揉
碎，烂熟于胸。

《红楼梦》让她情有独钟，她也有自己的见
解，“林黛玉有才华，有自尊；薛宝钗更会处事，
她一大家子寄人篱下，会处事才能生存下去
嘛。我可能更喜欢史湘云，她让我想起还在王
家大院生活的自己，痴痴憨憨的，总是很快
乐。总之啊，每个人活在世界上，都不容易。”

“远山长，云山淡，晓山青。”风雨一生，如今
的王静内心草木丰沛，从容淡定，夕阳无限好。

当年，您没能见到王朴烈士最后一
面。假如，现在能跟哥哥重逢，您想对他说
什么？

她想了想，说：“三哥啊，你为之献身的
国家，已经站起来了，富起来了，强起来了！
你的事业后继
有人，你可以安
息了。你在妹
妹心中，永垂不
朽……三哥，我
很想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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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王静，1937 年出生于重庆，
红岩英烈王朴胞妹、新中国第一
代舞蹈家。1950 年进入重庆市
歌舞团（时为重庆市委文工团），
曾任重庆市舞蹈家协会主席、四
川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她的三哥王朴，于 1949 年 10 月
28 日牺牲于大坪刑场。她的妈
妈金永华，在儿子王朴影响下散
尽家财支持革命。

11岁的王静在莲华中学。

图①：小舞剧《放裴》。
图②：《白鳝仙子》剧照。
图③：《小白兔》剧照。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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