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擎起男女平等的大旗，一路向前

视点4
2021年4月16日 星期五

主
角

中国故事

女女

主编 吴瑛 见习编辑 孔一涵 制作 佟斌

93岁红色讲解员林翠娥义务讲解近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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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一直讲下去，直到讲不动”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 实习生 孙浩翔
□ 河北师范大学学生 常曌宇

在河北省平山县东柏坡村一处民
房的墙体上，有八个非常醒目的大红字

“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对于今天的人
来说，这几个字没什么稀奇，但是在70
多年前，这却是广大妇女群众想都不敢
想的事情。

这几个字，是第一部婚姻法的精
髓，如星光照亮漫漫长夜，让被封建婚
姻桎梏已久的妇女，终于能够抬起头自
己做主寻找人生的幸福。我国的婚姻
家庭制度也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而这部意义非凡的新中国第一部
法律，就在东柏坡村孕育成型。

“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
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

1948年9月20日，中央妇委召开
了一次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的一天傍晚，中央妇委会
副书记（代理书记）邓颖超对妇委会的
同志们说：“少奇同志让咱们过去一趟，
要布置新的任务。”从东柏坡到西柏坡
也就二三里地，她们转过一个小土坡就
到了刘少奇的住处。

“今天，找你们来，想先交给你们一
项任务，先吹吹风。”刘少奇说：“新中国
成立后，不能没有一部婚姻法，我们这
么个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
法岂不乱套了？”

说罢，刘少奇转身从一个小书箱里
取出一本小册子——《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婚姻条例》，这是1931年毛泽东亲自
签发的，是从封建婚姻制度下解放妇女
群众，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条
例。“你们还要深入调查研究解放区的
婚姻状况，总结解放区这些年来执行婚
姻条例的经验教训，反复讨论，再动手
起草。”刘少奇嘱咐。

10月5日，会议闭幕前一天，刘少
奇到会作重要报告，在报告的最后部分
他专门讲到婚姻法问题，并说：“婚姻问
题是妇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
时机已经成熟了，你们现在就要组织力
量起草新婚姻法，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婚
姻制度。”

从起草到结稿的一年半
中，历经41次修改

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
妇委立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由
邓颖超主持，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
克清、李培之、罗琼、王汝琪。其中，王
汝琪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其他人
虽不是法律科班出身，但大家通过在农
村蹲点搞土改，深切地了解农村妇女们
深受封建婚姻约束的痛苦。

参与中央妇委会旧址重建的平山
县妇联副主席任艳丽告诉记者：“在搜
集史料中了解到，婚姻法从起草到结稿
的一年半中，历经41次修改，起草小组
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每章每条都是字斟
句酌。”

中央妇委会委员、曾参与起草婚姻
法的罗琼生前回忆：“讨论问题时，大家
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因为这是为新中
国和五万万同胞起草的婚姻法，大家都
意识到它的分量。虽然西柏坡的冬天
十分的冷，窗外寒风呼啸，屋里却讨论
得热火朝天……”

婚姻法翻开了中国民主
法治建设的第一页

1950年1月21日，邓颖超将婚姻
法的最后草稿送交中央书记处审阅，并
附了一封信，就争议最大的“婚姻自由
中如何体现离婚自由”请党中央决定。
最后，党中央同意了邓颖超的建议，采
用了“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
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
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
离婚”的条款。

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公布。1950年5
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发《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法不仅推翻
了封建婚姻制度，也翻开了中国民主法
治建设的第一页。

婚姻法共8章27条，其基本精神
就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
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
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
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
义婚姻制度”。

婚姻法为妇女群众追求
幸福婚姻撑起腰

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期间，在石
家庄图书馆举办的妇女运动红色文化
展上，一本泛黄的小册子引人注目，这
就是1952年5月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发
行的一部反映青年妇女追求婚姻自由
的小说作品《赵小姻结婚》。收藏者、河
北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王律介绍，初版
印数1万册，短时间内即售完，于是当
年又重印4万册，一时成为国内宣传新
婚姻法的畅销书。

据介绍，《赵小姻结婚》的原型，是
当时藁城区南乡村的妇女赵小烟。赵
小烟和同村的孙志锁是一对自由恋爱
的青年男女，但当他们打算结为夫妻
时，却受到了封建家长乃至一些落后干
部的阻挠。当时在石家庄地委宣传部
工作的王一贵，听闻这一事件后立马赶
到村里，对阻挠赵、孙二人婚姻的家长
及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向周围群
众就新颁布的婚姻法进行了一系列的
宣传工作，声明适龄青年自由恋爱及结
婚的做法是完全合法合规的。

西柏坡村85岁的韩花珍老人也在
婚姻法颁布后，坚定、勇敢地退掉了父母
包办的婚姻，和喜欢的人走到了一起。
如今她已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

今年1月1日民法典施行，新中国
第一部法律退出历史舞台，但婚姻家庭
被列为第五编。当初创设的“实行婚姻
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依旧是适用的基本准则。

□ 河北师范大学学生 常曌宇

春节里，我来到河北省平山县东柏
坡村中央妇委会旧址探访历史。几间
土屋、几张旧桌，71年前新中国第一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就孕育
于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建立了
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新型婚姻家庭制
度，确立了男女平等、夫妻互爱、团结和
睦的婚姻家庭观，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
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这
部“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
婚姻制度”的法律，让女性终于可以为
自己的婚姻做主。

70多年来，在婚姻法的框架下，我
国的婚姻家庭制度建设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守护了几代人的婚姻生活，浓缩
了无数中国人的爱与记忆，汇聚成一条
奔流至今的温暖河流。

如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已成为婚
姻生活中新的“宝典”。然而，婚姻法对
新中国法制建设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不
可磨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殚精
竭虑为妇女群众谋平等、谋发展、谋幸
福，她们的担当付出，永远值得我们敬
仰和学习，也激励我们新时代的女性更
加自信，更加独立，擎起追求男女平等
的大旗，勇敢向前，让自我人生出彩，让
社会和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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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 徐佳敏

四月初，坐落于浙江衢州市开化县何田乡柴家
村的福岭山远山含黛，苍翠欲滴，一派盎然生机。
这翠碧绵延的群山，曾经弥漫着战火硝烟，经受过
血与火的洗礼。80多年前，浙西革命之火在这里
熊熊燃烧。

在这群山之间隐藏着一栋百年老宅，乌黑的梁
柱上积淀着历史的沧桑和岁月的痕迹。守护老宅的
是一位93岁老人，名叫林翠娥。自25岁时跨进这
道门，至今已近70载，这里既是她的家，也曾是中共
浙皖特委所在地。自1983年以来，近40年间，林翠
娥一直为来自各地的游客，义务讲解浙皖特委的建
立及其斗争、抗日先遣队战斗在开化的英雄事迹，让
曾发生在这里的“红色故事”得以代代相传。

开化女儿情深“像守护家一样”
守护红色遗址

1936年4月，开婺休中心县委由长虹库坑转移
到何田福岭山，由此拉开了福岭山革命斗争的序
曲。同年8月，中共浙皖特委在福岭山成立。这是
中共皖浙赣省委下属的五个特委之一，也是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浙江成立的第一个地市级党组
织；中共开化县委、开化县苏维埃也同时成立，这是
浙江省最早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这里成为当
时南方九省坚持斗争时间最久的红色根据地。

林翠娥出生在开化县马金镇，父亲在镇上开染
坊。家境尚可的林翠娥是当时镇上为数不多的女
学生之一。她不仅学会了识文断字，还接触了进步
思想。“那时正是全国抗战时期，学校组织示威游
行，我们举着拳头高喊‘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回忆过往，林翠娥思路清晰。

“那时我亲眼看到一个女孩被杀害在马金的河
滩上，亲耳听到她高呼着‘就算杀了我，将来还是红
军的天下’。”“她只有19岁，是真正的英雄。”……
革命烈士的英勇无畏深深烙印在林翠娥幼小的心
里。多年以后，她得知当时被杀害的是余云凤烈
士。

1953年，25岁的林翠娥与从部队复员、在马金
邮电所工作的江光银结为夫妇，生育了六个子女。
自从嫁到福岭山后，林翠娥就一直生活在中共浙皖
特委旧址的房子里。

房子是林翠娥公公传下来的，那时住宿条件简
陋，最多时住着兄弟妯娌等10余人，随着生活条件
改善，大家陆续搬出，只有她和丈夫依旧守在这里。

这栋老房子，承载着她的过往岁月，也是她内
心坚守的红色情结。1983年，开化县民政局找到
林翠娥夫妇，希望征收他们家的老宅，恢复中共浙
皖特委旧址。夫妻俩商量后，将房子的使用权无偿
转移给了县民政局，并希望能继续住在里面看护老
宅，这才有了如今这间中共浙皖特委陈列室。

原先林翠娥与老伴一起风雨同舟守护着这里，
自丈夫过世后，老人每天起床后仍会清扫浙皖特委
旧址，若有人来参观，她会热情地向游客讲解。现
在的她，既当管理员，又是讲解员，不收任何报酬。

浙皖特委旧址为两层砖木结构，坐西朝东，面
阔三间，进深两间，总面积约90平方米。走进这栋
老宅，门边墙上的红军标语“红军政宣”依然字迹清
晰。厅堂正上方挂着原浙江省委书记铁瑛书写的

“中共浙皖特委旧址”牌匾，下方悬挂着赵礼生和邱
老金两位革命先烈的画像。

林翠娥介绍说，限于当时的条件，两位先烈牺
牲后并没有留下照片。画像为20世纪80年代，后
人通过走访、认真倾听相关人员的描述后凭着印象
所绘制。

九旬女讲解员“心怀红色情结”
滋养好家风

“我丈夫参加过抗日战争，他的三个哥哥都是
红军。大哥在一次被组织派到隔壁村做地下工作
时，因为叛徒出卖被杀害，只有25岁……”说起这
些，老人神情凝重。

她说自己记忆里的“红色”故事，来自婆婆。“当
年红军驻扎福岭山，这里是他们的办公地……”说
起老屋的光荣历史，老人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听
婆婆说，红军每次来住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来了
就走，有的住上半个月，经常帮婆婆挑水、砍柴。婆
婆常说红军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是最好的。”没有
华丽的词语，但句句饱含着老人对红军和共产党的
无限崇敬和热爱。

福岭山是革命圣地。据史料记载，当时福岭山
共有29户 107人，参加革命的有29人，牺牲11
人。可以说红色记忆已烙印在福岭山村民们心中，

也在林翠娥家中不断传承。
最早，中共浙皖特委旧址由林翠娥的三伯负责

讲解。三伯去世后，村里就想请林翠娥负责看护房
子。没想到，林翠娥不仅守得好，还主动为游客讲
解了起来。林翠娥教过书，有一定的文化底蕴，这
一讲，就讲了快40年。

这么多年来，无论风霜雨雪还是烈日酷暑，老
人每天都坚持来陈列室“报到”。守护这段曾经的
革命历史仿佛是她和她家族的使命，早已成为她生
命的重要部分。

在革命先辈和父辈的影响下，儿孙们从小养成
了勤勉正直、自强自立的品格。“我和他们说，眼睛
要看得远，不是自己的不要，清清白白做人。”如今，
老人的孙辈中有3人考上重点大学，其中2人留学
归来。

39岁的江友恒说起奶奶林翠娥，丝毫不掩饰
自豪感。他的名字就是奶奶取的，希望他长大做事
要有恒心，对人真诚友善。“奶奶是一个胸有格局、
坚强果敢的人，也时常叮嘱我们遇事要勇敢面对，
不逃避。”江友恒克服离家的难处，在异乡打拼，成
长为某企业分公司的项目生产经理。

现在广州大学任教的江进是老人的外孙。“外
婆经常教导我们要真诚做人、坦诚做事，实实在在
地报效国家。”在外婆家风家训影响下，在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江进，四
年前通过人才引进回国。

红色故事滋养着他们的好家风，也引领着他们
讲述新时代下鲜活的幸福故事。

巾帼红心炽热“不遗余力传帮
带”传承红色根脉

每天清晨6点，老人准时打开老宅大门，用干
净的抹布擦拭柱子板壁，扫地、烧开水，静静等待游
客的到来……

每逢节假日，中共浙皖特委旧址都会迎来参观
游客的高峰。此时，林翠娥特别忙碌，不仅要为来
往的游客泡开水，还要为大伙儿解说福岭山的红色
故事。尽管忙碌，但她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且满足
的笑容。

在林翠娥的“家”里，她把每一位游客都当作客
人。不论来的是一个人还是一批人，她都用心讲
解，从不敷衍。每次接待前，她都换上干净的衣服，
再洗脸洗手，她觉得这不只是对客人的一种尊重，
也是对红军先辈的致敬和感恩。“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这是老人在讲解中，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

“共产党很早很早就在我心里扎根了！”在革
命先烈精神的感召下，林翠娥也曾想加入共产
党。“但我年纪大了，不能为党做什么贡献。”她轻
声说道。

这些年，村里水泥路开通了、自来水装好了，大
家生活越来越好，林翠娥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日渐
浓厚。今年的4月8日，她正式向村党支部提出入
党申请：“我叫林翠娥，今年93岁。我家出了3个红
军，我丈夫是抗战老兵，我经过新旧两个社会，通过
对比，我深深地感受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我一直有一个心愿，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向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恳请
党组织考验我……”这份由林翠娥口述，她女婿执
笔的入党申请书，字字传递着老人的心声。

“只要讲得动我会一直讲下去……”说完，林翠
娥笑了。话虽如此，但她传承自上一辈红色精神的
情怀难以割舍，现已着手培养红色故事传承的接班
人。

林翠娥所在的柴家村妇联，安排组建了一支由
村妇女干部、女执委、女巾帼志愿者组成的“女子别
动队”跟着她学讲解。同时，开化县妇联也组建了

“8090”新时代理论巾帼宣讲团，通过面对面，一问
一答的形式，请林翠娥给巾帼宣讲员进行现场传
授，让全县巾帼宣讲员都能讲好浙西革命的红色故
事，真正让红色故事口口相授代代相传。

这是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木岗镇的油菜花田（3月5日摄，无人机照片）。谷雨前后，种瓜点
豆。春天是满怀希望的季节。农人在广袤田野辛勤耕耘，春耕备耕已从南向北进入高潮。华南的早
稻、南方的油菜花、华北的小麦，已经纷纷绿的绿、黄的黄，展现出盎然的生机。 新华社记者 陶亮/摄万里春耕图万里春耕图

林翠娥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林翠娥将旧址内的桌椅擦拭得一尘不染。
余红军/摄

第一部婚姻法诞生第一部婚姻法诞生：：
确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原则

林翠娥，今年 93 岁，自 25 岁时住
进浙江衢州市福岭山的老宅，至今已
近70载，这里既是她的家，也曾是中共
浙皖特委所在地。自1983年以来，近
40年间，林翠娥守护着这里，为来自各
地的游客，义务讲解浙皖特委的建立
及其斗争、抗日先遣队战斗在开化的
英雄事迹，让曾发生在这里的“红色故
事”得以代代相传。

今年4月8日，93岁的她正式向村
党支部提出入党申请。

/ 人物小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