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8 年 8 月 2 日，中原大学在宝丰

正式成立以后，8月中旬，在豫西洛阳干

部训练班学习的我和一些同学，徒步经

伊川、临汝等县，长途跋涉到宝丰中原

大学学习。当时中原大学只有三个大

队三百多名学员，我被编入第三大队，

和我一个小组的有禹淑范、杨玉洁、施

文英、谌贻训、阿华、王强、王欣、李隆等

同学。

当时的中原大学是一个以政治学

习为主的“抗大”式的、为新解放区和解

放军培养干部的新型大学，其主要任务

是通过短期培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干部。学校学习课

程有《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概论》《辩

证法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当

前形式和任务等课程，使同学们对共产

党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和新民主主义社

会有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树立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以无产阶

级的立场观点来认识问题、改造自己。

所以说中原大学是革命的熔炉，是培养

革命知识青年的摇篮。

中原大学在宝丰时期（初在大白庄

农村，后迁到城关文庙）条件是相当艰

苦的。同学们分散住在老百姓家中，屋

内地上潮湿就铺上稻草打地铺，时有跳

蚤来骚扰；老乡家养的鸡、狗、猪在院内

乱跑乱叫。我们学习之余常帮老乡打

扫 卫 生 、挑

水。每天早

上起来，就到

麦场上听大

课，大家坐在

石头或砖头

上，把膝盖当

课桌，边听老

师讲课边记

笔记，一听就

是几个小时，

坐得腰酸屁

股疼。回到

住地吃过饭

后，就坐在地

铺上讨论。晚上没有电灯，点的是油灯。学习

讨论中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别人提意见

时，还真不好意思，主要是不习惯。那时，嵇文

甫、王毅斋等教授也很辛苦，为了授课常需走

很远的路，有时还要骑着驴子来，下雨天就戴

着斗笠讲课。就那样，师生们精神都很饱满，

老师讲得认真，学生听得也很认真。

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捷报频传，解

放区不断扩大。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后，

学校组成了4个宣传队活跃在街上敲

锣、打鼓、扭秧歌，欢庆济南解放。11

月中旬，开封第二次解放后，学校准备

于月底迁往开封，这时的学校已有十

五个大队一千五百多人。同学们组成

十五个梯队，穿着草绿色军装，胸前戴

着“中原大学”校章，自背行李，扛着写

有“中原大学”四个大字的红旗，唱着

《走，跟着毛泽东》等革命歌曲徒步向

开封行进。行军途中北风吹、尘土大，

甚至赤脚蹚河，脚都冻得红肿，天黑了

住在沿途的招待站。我记得有些同学

手上生了冻疮，在朱仙镇招待站用稻

草烤，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都精神

抖擞，经过8天行军，于12月上旬到达

开封。进城时，受到开封市学生和市

民的夹道欢迎，互相握手，分外亲切。

学校就借住河南大学，同学们继续上

课。

刚到开封不久，12月14日学校组

织支前团，我也报名参加了，16 日出

发，共有258名同学，都分到二野战地

野战医院。到了前方，我先后担任过

连部文书、民运干部、调剂员、司药。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于 1949 年 3 月留

部队参军，参加了4月份的渡江战役。

渡江时，军人们高喊着“打过长江去，

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冒着敌人的炮

火，浩浩荡荡地前进。我们野战医院

就 在 安 庆 高

河 铺 收 容 救

治 伤 员 。 紧

接 着 又 进 军

大西南，从安

庆出发，途经

武汉、孝感，

到宜昌时，把

我 留 在 二 野

驻 宜 昌 办 事

处 卫 生 处 任

司药，以后又

从 宜 昌 到 重

庆 大 坪 西 南

军 区 后 勤 司

令部卫生科任司药，直到1954年8月调到成都

西南军需生产管理局 505 工厂卫生科。这期

间，我听说中原大学于1949年8月全部迁到武

汉，从那时起，中原大学就从短训式的革命大

学逐步过渡发展成为培养各类专门高级人才

的新型的正规化大学了。

中原大学——人民的大学，在战火纷飞中

诞生，从战争中走向胜利，从黄河走到长江，在

胜利中不断成长壮大。 （刘文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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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陈赓

将军率军在中原作战，驻

宝丰期间给老百姓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都称赞他

的赫赫战功，传扬他的革

命风范。

一
1948年7月28日至8

月 7 日，中共中央中原局

和中原军区在宝丰县城

东街文庙召开团以上干部

会议。会间，陈赓得知夫

人傅涯从黄河北到达驻鲁

山县的豫西军区。一天

午休时，他把第四纵队通

讯科长戴其萼叫去，让他

用电话联系豫西军区。

戴其萼问：“找哪位

首长讲话？”

“你让军区的通信人

员去找傅涯和我讲话！”

“傅涯同志来了吗？

派个骑兵把她接来吧！”

“不接，我要和她讲

话！我要劝她回黄河北

去！”

“ 人 家 大 老 远 地 来

了，为什么要劝她回去？

新 区 也 需 要 妇 女 干 部

嘛！”戴其萼表示不同意。

一会儿，陈赓和傅涯通话。

互致问候之后，陈赓就劝傅涯回

黄河北去。他说：“还是开明一

点吧！现在前方在打仗，我不能

带这个头。”傅涯经陈赓一劝说

就回黄河北去了。

戴其萼总认为陈赓这样做

不妥，自己的爱人从黄河北远道

而来，连面都不见就动员人家返

回，有些说不过去。为此，他两

次三番地向陈赓提意见。最后

竟然把陈赓惹急了，批评戴其

萼：“你懂什么！这样做就是鼓舞

士气。我若照你的意见做就是瓦

解士气！现在我们整个部队在

打仗，在流血牺牲！我能带头干

这种事？”后来，直到淮海战役结

束后，傅涯才同部队其他家属一

道过黄河，在漯河和陈赓团聚。

二
陈赓率领的第四纵队有个

京剧团，宝丰会议期间每晚都要

为会议演出节目。一次会间休

息时，四纵十三旅旅长陈康陪同

陈毅、陈赓去看望在文庙旁的剧

团。相互寒喧之后，陈赓向剧团

主演刘美娟提出请求：

“刘美娟，你给我们唱一段

吧？”

刘美娟对此有些反感，她把

这种请求当作是国民党的唱堂戏

了。就脱口回答说：“我不唱，你要

看戏，我就在台上演给你们看！”

陈赓看出了刘美娟的意思，

忙表歉意：“好，不唱了，不唱

了！我向你检讨。”

刘美娟原是国民党二○六

师京剧团的演员。1948年3月洛

阳战役时，二○六师被

歼，演员们纷纷四处逃

散，躲在残垣断壁间挨饿

受冻，是陈赓派侦察分队

把他们找到一起，整编为

陈谢兵团第四纵队第十

三旅京剧团。刘美娟这

次对待陈赓的态度是个

误会，事后，陈赓没有因

为刘美娟的顶撞而疏远

她，刘美娟也更加敬佩陈

赓。后来京剧团到了云

南，刘美娟有了女儿大

毛，陈赓特地买了毛线和

布料，让夫人傅涯送到后

台给刘美娟。1960 年 10

月，刘美娟随云南省京剧

团赴京演出，她听说陈赓

病了，连忙领着女儿大毛

前去探望，因为陈赓是把

她引向革命的恩人啊！

1990 年 9 月，刘美娟在为

宝丰县委党史委写的《回

忆在河南宝丰的日子里》

一文中，还记忆犹新地叙

述了陈赓对京剧团关怀

备至的往事。

三
宝丰会议上，陈毅的

报告很长，一连讲了几个上午

（每天下午讨论），陈毅讲完之

后，刘伯承司令员讲话。他着重

强调对陈毅传达的党中央、毛泽

东的指示，要坚决贯彻执行，要

求大家要以“这次传达的精神为

依据，做好整党工作，搞好部队

建设。”最后由陈赓、杨勇作表态

发言，陈赓司令员表示，一定将

这次会议精神在部队中认真传

达贯彻好，做好整党工作。由于

陈毅在报告中一再提到三支大

军过黄河，充分肯定了陈赓挺进

豫西作战的业绩，所以陈赓在表

态发言中特别说明：“我们能顺

利挺进豫西作战，主要是由于敌

人主力被引向陕北、大别山、沂

蒙山区三大主战场，我们乘虚而

入。我们这支部队是晋冀鲁豫

野战军的一部分，因作战形势需

要，在一个地区单独活动了一段

时间，现在又归还了建制，归刘、

陈、邓首长指挥。前一段通讯

社、报纸为了宣传，称我们为陈

谢大军，我陈赓何人？怎敢和刘

邓、陈粟并列？”陈赓的表态发

言，既实在又谦虚，受到了与会

同志的一致好评。

1990 年 7 月 8 日，戴其萼重

访陈赓将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在宝丰会议旧址留影纪念，并深

情地回忆了陈赓将军在宝丰会

议上传为佳话的往事。他说：

“这些虽都是小事，但可以看出

陈赓将军的气质和品格。他大

公无私，不搞特殊化，与部队战

士同甘共苦，患难与共，严于律

己，以身作则，堪称楷模。”

本版资料来源【宝丰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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