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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君宇与石评梅，结识于 1922
年在北京的一次山西老乡同乡会上。

石评梅，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
一，高君宇羡其才情，向其求爱，在一
片红叶上写了：“满山秋色关不住，一
片红叶寄相思”。接到这片红叶后，
抱定独身主义的石评梅在背面写上：

“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
儿。”高君宇与石评梅书信往来，谈理
想、谈生活，交往逐渐频繁。

直到高君宇病逝前一天，石评梅
前去探望，才答应嫁给他。高君宇逝
世后，石评梅极度伤心，题写碑文：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
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

是君宇生前自题相片的几句话，死后
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
住你迅忽如彗星的生命，我只有把剩
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
你的时候。”

石评梅常去墓旁凭吊，诉说衷
肠。3 年后，石评梅患急性脑膜炎，
离开人世。临终前，她手上依然戴着
高君宇送她的白色象牙戒指，朋友们
根据她“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
得并葬荒丘”的遗愿，将她安葬在高
君宇墓旁。1965年 6月，周恩来总理
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特别强
调要保存“高石之墓”。

1996年 1月，高君宇故居被公布

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
年 10 月 22 日，高君宇诞辰 100 周年
纪念日，修复后的高君宇故居正式开
放，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2009年，被中宣部确定为第
四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3年 7月，高君宇故居纪念馆
对外开放，前厅放置高君宇胸像一
座。馆内陈展内容以高君宇投身革
命，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为主，分
为六个部分：立志报国、追求真理、驰
骋南北、播火三晋、光照千秋、星火传
承，展示了高君宇短暂一生的革命功
绩。

本报记者 陈辛华

孔河沟村，位于太原市西北部的娄
烦县天池店乡，距太原市城区 70公里，距
娄烦县城 35 公里。1936 年 3 月，中国工
农红军东征山西进入娄烦时，所到的第
一个村庄就是孔河沟村。这里曾经是红
军走过的地方，留下了红军的足迹，也留
下了许多红军的故事。今天，就让记者
带你走进“孔河沟”，听听这片红色圣地
上发生过的故事。

红军东征到娄烦
1935 年 10 月，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

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北上抗日和扩大
根据地，在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叶剑
英、林彪等人的率领下，于 1936年 2月 20
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红军东征，转战山西 50多个县，其中
就有娄烦县。1936 年 3 月 25 日，农历三
月初三，中国工农红军东征，左路军第十
五军团，在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和周
士第的率领下，由交城岔口镇（今属古交
市）出发，翻越孔河岭山进入娄烦县的孔
河沟村。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
队第一次来娄烦。孔河沟村民用煮鸡
蛋、绿豆汤和谷面窝头慰问红军、夹道欢
迎。

红军走后，国民党军尾随而来，在娄
烦屠杀了 6名掉队的红军战士和一些群

众。敌人妄图利用白色恐怖来吓倒娄烦
人民，但是娄烦人民在红军身上看到了
光明和希望。红军东征在娄烦历时七八
天，撒下了革命的火种，为第二年中国共
产党组织在娄烦成立，为娄烦成为党领
导的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红色体验创意新
为了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革命精

神，激发全社会的爱国热情，从 2018 年
起，太原市体育局、天池店乡以及村两委
班子、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精心策
划，整理挖掘红色故事、布置人文景点，
成功打造了孔河沟红军东征革命教育路
线。

穿一身红军服，走一段东征路，吃一
顿红军餐，听一堂东征课，当一天红军的
传承人……2019年红军东征路线正式向
社会开放，成为娄烦县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截至目前，孔河沟村已接待了 40 余
批、共 900余人重走红军东征路，他们中
年龄最大的七十多岁，最小的红军东征
体验者只有八九岁。大家以体验式现场
教学的形式，重温红军长征的波澜壮阔，
体验红军的坚毅品质及永不放弃、奋勇
前进的精神。

重走英雄东征路
今年 34岁的王志坚已经是第二次来

到孔河沟红军东征纪念地，“第一次是参
加单位组织的爱国主义专题教育活动，
当时就真切体会了东征路上的苦难与辉
煌。这次是带着孩子第二次来，希望能
够让孩子了解更多与革命历史有关的故
事，通过亲身体会东征路，培养吃苦耐劳
的品格。”

在体验过程中，有的道路狭窄而陡

峭，但是每一位参与者都相互帮扶、相互
鼓励，共同走过这一段艰辛的路程。

张悦是娄烦本地人，生活在这片红
色沃土中，红色文化早已渗透在她的生
活之中。她说：“听老一辈人说了许多红
军东征进娄烦的故事，通过今天重走一
段东征路，对红军战士的坚毅品质和永
不放弃、奋勇前进的革命精神有了更深
的体会。” 本报记者 毕晶晶

本版图片均由娄烦县委宣传部提供

高君宇：从娄烦走出的“播火者”

重忆峥嵘岁月 传承东征精神
——走进娄烦县孔河沟红军东征纪念地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
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
忽。”这是高君宇的一首言志诗，也
是他短暂而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高君宇故居纪念馆，游人相伴
而行，在先烈的铜像前，留下一张
张合影。铜像由国家文化部捐赠，
刻画了当年高君宇为共产主义事
业奔走呼号的风貌。

高君宇一生短暂，只有29岁，
但他是一座永远的丰碑。他为传
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壮大党的组
织、领导工人运动、促成第一次国
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光
辉业绩永载史册，吸引着一批批青
年走近他、了解他，以他为“火花”，
向梦想与信念奋进。

高君宇出生于 1896 年，是中国
共产党第一批 57 名党员之一，我党
早期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是在中
国最早播撒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之
一，也是山西党团组织创始人。

1925 年 3 月 6 日，高君宇在随孙
中山北上筹备并促成国民会议后，因
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北京，年仅 29
岁。他短暂的一生，实践了“我愿生
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
忽”的革命誓言。

娄烦县峰岭底村的高君宇故居，
是他 16 岁以前生活和学习的地方。
他奔走革命后，也曾多次回乡，在这

里秘密从事党的活动。
峰岭底村依山傍水，汾河绕村而

过，村东是海拔 1378米的峰岭山，山
顶上，北宋时娄烦人民抗击外敌入侵
所建的烽火台巍然屹立。高君宇故
居依山而建，坐北朝南，以窑洞为主，
青砖灰瓦。高家大院始建于清咸丰
年间，高君宇曾祖时，为东上院、东下
院、中院、南院、西院和园子 6 座院
落。现在的高君宇故居，主体为原

“高家大院”的东上院、东下院和中
院，占地面积 2612平方米。

高君宇，原名尚德，字锡三，家中
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二。“五四”运动

后，他取均分寰宇之意，自号“君
宇”。父亲高配天，是当地有名的开
明绅士，慈善仁厚，积极参加革命组
织同盟会，拥护并响应革命，曾被当
地政府授予“咸与维新”“热忱国事”
的牌匾。

辛亥革命爆发后，君宇与其父兄
带头剪掉辫子，以示革故鼎新。1912
年，高君宇考入太原模范中学校，该
校于 1913 年更名为山西省立一中。
1916 年 9 月，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
校长蔡元培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北
大校园思想活跃，成为新文化思潮的
摇篮。

1919年 2月，高君宇当选为北京
大学学生会负责人，5 月 4 日下午，
高君宇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率领北
大学生及北京各校学生齐集天安
门，之后带头冲进曹宅，痛打章宗
祥，火烧赵家楼。当日，北京学生数
千人四处演讲，高君宇参加了街头
宣传。5 月 6 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
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邓中夏等
为北京大学代表。他忙于组织北大
和各高校学生罢课、营救被捕同学，
积劳成疾。

1920 年 11 月，首届北京社会主
义青年团成立，高君宇当选为书记，

同时，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山
西最早的中共党员。

1921年春，高君宇被派回山西筹
建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 1日，在省立
一中组建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 5月，带着北京区委和李大钊
的指示，高君宇回到山西省立一中，
秘密进行建党活动，中国共产党太原
支部正式成立，山西第一个党小组诞
生。

1925年 1月，高君宇参加了中国
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
会。大会期间，他受周恩来委托，前

往天津面交邓颖超一封信，成为周、
邓的“红娘”。3 月 1 日，出席孙中山
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3月 2日突感腹部疼痛，仍
然坚持工作。3月 4日，腹痛加剧，被
诊断为急性盲肠炎。3 月 6 日，因手
术后大出血，于凌晨 2 时 40 分逝世，
年仅 29岁。

3月 29日，中共北京区委书记赵
世炎主持，在北京大学礼堂举行追悼
大会，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王若
飞等送了花圈、挽联。5月 8日，遗体
安葬于北京陶然亭。1973年，骨灰安
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如闪电之耀亮

如彗星之迅忽

生死相思相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