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大钊与赵纫兰：生死守望的爱情典范

从青梅竹马到患难与共，从相濡以沫到生死相随，他们的爱情相互

扶持，温润绵长——

编
者
按

肝胆相照的真挚爱情 荡气回肠的红色恋歌

朱德与康克清：携手半世纪 革命风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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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被誉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他是中国
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把自己毕生的智慧与精力，
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在任弼时的革命人生里，还有一
位勤劳勇敢的女性紧紧与他相随，那就是他的妻子陈琮英。

近日，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任弼时的三女儿
任远芳说，父母在革命道路上出生入死，相濡以沫，心连心，肩并肩，
共同走过了30多年的风风雨雨，给彼此人生增添无限的动力。

爱情的力量

“父母的婚姻看似是上一辈指定的，但实质上父母之间的感情
可以说是两小无猜，纯洁无瑕。”据任远芳介绍，母亲陈琮英自幼丧
母，跟随兄嫂长大。因爷爷那一辈人有约，父亲一出生就与年长两
岁的母亲结下“娃娃亲”。在母亲12岁那年就住到了任家，爷爷和
奶奶都很纯朴，相处都很融洽。

1915年，11岁的任弼时到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求
学，为了让他安心求学，陈琮英就在长沙一家织袜作坊当童工，把
自己的微薄收入给任弼时交学费。带着这份感动，任弼时更加刻
苦学习，立志报国。他们的感情在彼此的理解与支持中得到升华。

“仪芳读书之事，乃儿为终身之谋。”1921年，任弼时赴莫斯
科求学前在给父母的家书中写道，请求父亲帮助和督促陈琮英读
书。“也正是在这样的感召下，妈妈白天去上班，晚上到职校学习，
希望自己能多识几个字，可以读爸爸的来信，相互间可以鸿雁传
书，互诉衷肠。”任远芳说。任弼时在莫斯科求学4年的时间，陈琮
英学识字，学会了给丈夫写信，尽管有很多错别字，但是任弼时感
到很欣慰。

携手后的默契

任弼时回国后，在上海先后担任团中央的领导工作，同时在上
海大学教授俄文。1926年，陈琮英已经成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
娘，她与任弼时在上海重逢，彼此激动不已。就在这一年，他们正
式结为夫妻，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在任弼时的引导下，陈琮英走上
了革命道路。

“每当我看到父母的结婚照时，我的内心里都有一种感动。”任
远芳脸上露出了微笑，照片上，母亲依偎在父亲的怀里，父亲左手
轻轻地搭在母亲的肩头，两个人的目光注视前方，眼神里洋溢着幸
福与喜悦。

1928年秋，任弼时在安徽省南陵县被捕时，陈琮英假扮成一
位来自长沙的老板娘，用自己的智慧和镇定，从任弼时转达的几句
话里就默契地知道丈夫的口供，巧妙地与敌方周旋，帮助丈夫化险
为夷。

“如果没有母亲对父亲的深厚了解，这口供很难领悟到位，可
见他们之间那份默契。母亲在从事革命机要工作时，因叛徒出卖
被捕后，又被营救出来，父亲对母亲激动地说了一句‘我们是革命
的夫妇，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爱
里’。”任远芳感慨，父母亲在动荡的岁月里，相聚又分离，分离又相
聚，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那就是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

长征路上的相互扶持

令任远芳最为感慨的是，长征时，父亲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尤
其母亲那双缠过足的小脚，不能穿草鞋，只能用一些破布缠着脚
走，在遍布碎石的山路上，每走一步都会钻心地痛，无论征程有多
艰难，母亲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她心里有一股强烈的信念，跟随
父亲一起南征北战，照料好父亲。而父亲也是百般疼爱母亲，行军
时，搀扶她走路。那时候母亲刚生下孩子，奶水不足，父亲除了新
鲜的菜叶留给母亲吃，还去小河里钓鱼，给母亲补身子。

有一次，在行军路上，负责机要工作的陈琮英背着密码箱，由
于饥饿、疲劳，渐渐地她掉队了，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
连背带拖地带她赶上部队。任弼时这才知道陈琮英掉队了。他诙
谐地感谢陈罗英：“真要感谢你啊，不然，我不光丢了老婆，连军团
的密码箱也丢了！”

在任远芳看来，父母亲把他们的爱情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爱
里，正是如此，母亲从一名不识字的女孩成长为革命女战士，父
亲从一名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心系天下的将帅。

1950年，任弼时因脑出血去世，面对患难一生、生死与共的
爱人突然离去，陈琮英万分悲痛。任远芳说：“父亲去世时，母亲才48岁，
她独自生活了55年，肩负着家庭的重任，把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陈
琮英把对丈夫那份深深的爱和崇敬埋藏在心中，她曾说：“与弼时一生一
世足矣，他是我亲爱的丈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老师！”

“关于爱情，父母之间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他们在平淡的日子
里，坚守信仰，彼此珍惜，他们的爱情就像一朵散发着清香的茉
莉，洁白无瑕，冷对风霜雨雪，笑傲春夏秋冬。”任远芳说。

“爷爷和奶奶患难与共，共同的信仰让他们
生死相依，一起穿越了炮火硝烟的年代，携手走
过了和平岁月。”近日，朱德、康克清之孙朱和平
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谈起爷爷奶
奶的爱情，他感慨万千，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共产
党员，将个人的情感深深地融进了党的事业，超
越半个世纪的爱恋，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
润物细无声的陪伴。

初识井冈山

1928年，康克清跟随万安暴动的游击队上
了井冈山，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批女红军
中的一员。就是在井冈山，初识了令国民党闻风
丧胆的红四军军长朱德。

据朱和平介绍，爷爷第一次见奶奶时，是在
部队攻克福建长汀后，爷爷去妇女组同女战士谈
话，奶奶的上进、质朴、纯真给爷爷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加之奶奶曾坦率地公开自己的婚恋观：

“我可以奉告大家，我的婚恋观就是无产阶级的
婚恋观，只要革命坚决，品德高尚，对党的贡献
大，志同道合，我就不计年龄，不媚权势。”当时，
在奶奶的心里觉得爷爷早已是一位成熟的红军
统帅，而自己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女战士，论文化
知识，论思想都与爷爷相差甚远。但真挚的感情
无须华丽的语言，往往是顺其自然的，可能只要
一个眼神，或一个举止。

朱和平说：“对于奶奶的顾虑，爷爷给出了一
个坚定的答案，‘我们现在都是革命同志，不论军
长还是战士，都是一个样。我们干革命反封建，
有话就直说。我很喜欢你，觉得你好学上进，工
作大胆泼辣，有许多优点，是很有前途的同志。
希望你能同我结婚。虽说我们彼此有些差距，但
这不会妨碍我们。结了婚，我会帮助你，你也可
以给我许多帮助。我们会成为很好的革命伴侣，
你能答应我吗？’爷爷说得真诚、恳切，奶奶难以
回绝，只是点了点头。”

1929年3月，朱德和康克清就在长汀举行了
简单的婚礼。从此，他们成为了一对革命伴侣，
彼此鼓励，共同前进。

金子般的爱

1935年，朱德与康克清踏上漫漫长征路。
他们携手三过草地，三爬雪山，整整走了两年，彼
此间相互扶持照顾，以乐观的精神挺过了那段漫
漫长征路。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爷爷奶奶产生了超越
时光、近乎生死的爱情，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相
爱更深。”朱和平说，正是两个人心系信仰，再大
的困难都能战胜。

在战争年代，爷爷一直鼓励奶奶学习，一起
为革命事业努力奋斗。“干革命就不能当官太太，
当官太太就不能干革命。生活上的事不用你操
心，你只管努力工作、学习吧!”这是爷爷对奶奶
的期望，朱和平有趣说道，用现在的话来说，最好
的爱情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

长征结束后，康克清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
学、中央党校学习深造，她在革命实践中政治理
论、文化修养都得到了提高。

朱和平告诉记者，爷爷和奶奶的关系一直融
洽和谐，他们志同道合，理想信念一致，奶奶曾在
晚年回忆中写道：“我们相互间的真正了解、相互
体贴是在结婚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爷爷和奶奶相伴走过了近半个世纪，他们
一起共同经历了残酷的革命战争，从井冈山，到
爬雪山、过草地、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挑战人类
生存的极限，他们经受的各种考验和挑战是我们
难以想象的，也正是这样血与火的淬炼，铸就了
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也培育出他们之间金子般的
爱情。”朱和平说，他们彼此的爱情并没有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淡漠，相反与岁月一起燃放出更加灿
烂的激情。

一生的守护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与康克清终于有了
稳定的家，他们在一起生活时温暖的画面
很多。令朱和平印象较深的是，爷爷
患有糖尿病，要严格控制饮食，餐食比
较清淡，肉吃得也很少。爷爷非常想
吃肉时，奶奶就会亲自为爷爷送一
小块肉到嘴里，亲切问道：“味道好
吃吧。”细微之处时时能感受到
他们彼此间的默契。

1976年7月6日，朱德因病
不幸去世，给康克清造成沉重
的打击。1991年，朱德诞辰
105周年，康克清不顾路途遥
远，拖着病体坚持赶往朱德
的故乡——四川仪陇，参加
朱德铜像落成仪式。已经
坐轮椅一年多的康克清，硬
是凭着强大的毅力站起来
为朱德献上一捧鲜花，令在
场的人们感动不已。

“奶奶对爷爷的爱深
沉而绵长，超然而纯粹。”
朱和平回忆起这段往事时
百感交集，奶奶给爷爷铜像镌
刻的“在我们风雨同舟的岁月
里，我与你同甘共苦，休戚与共，
你‘革命到底’的苍劲题词，将永
远镌刻在我们心中。”这句话虽
不是誓言，但奶奶是用一生守护
他们之间那份革命年代来之
不易的感情。

每逢朱德的诞辰日、
祭日或清明节，康克清都
会带领朱家后人到八宝山
革命公墓去凭吊和悼念，
献上朱德生前喜欢的兰
花，这一坚持就是十五年。

爷爷奶奶的感情令
人敬畏，他们携手半世
纪，同心近五十年，在漫
长的革命征途和人生之
旅中，他们坚定信仰，同
甘共苦，肝胆相照，谱就
了一曲脍炙人口的红色
恋歌。朱和平说。

总有一些故事值得我们追寻和铭记。
在革命年代的烽火硝烟中，因家国情怀相知，因情投意合相恋的红色恋人，并不少见。那时的

爱情，少了些卿我缠绵，多了些相知相扶；少了些小情小爱，多了些家国奉献。他们的爱情既浪漫又
悲壮，每一次分开都可能成为最后的诀别。他们在革命的洪流中相遇，与理想信念同行，将最炙热的爱
奉献给主义和信仰。

值此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让我们踏着历史的足迹，走近朱德与康克清、李大钊与赵纫兰、任弼时与
陈琮英相濡以沫、肝胆相照的爱情故事，感悟革命年代、如歌岁月里，炽情挚爱中的初心守望。

他们相识于中央苏区的艰苦岁月中，他们既是生活伴侣，也是肩并肩的战友，
他们半个世纪相濡以沫，肝胆相照，谱就了一曲脍炙人口的红色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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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
一，他的一生波澜壮阔，他与妻子赵纫兰的
爱情温润绵长。他们从青梅竹马到患难与
共，从相濡以沫到生死相随，建立了幸福的
家庭，堪称夫妻恩爱楷模。

李大钊从小由爷爷李如珍抚养长大，
家中没有劳动力，按照当地的习俗，1899
年，与大他5岁多的赵纫兰结为夫妻。

“奶奶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在别人眼
里，爷爷与奶奶的婚姻好像不太般配，他们
属于包办婚姻，但是他们对待婚姻忠贞不
渝。奶奶不识字，但奶奶肩负起家庭的全
部重担，从未有任何抱怨，正是在奶奶的帮
助下，爷爷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学习，去
追求革命理想。”李大钊之孙李建生说起爷
爷奶奶的感情，难掩对奶奶的赞佩之情。

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堂，在

此期间，他的爷爷去世，家里就
那十几亩薄田。在这样的境况
下，赵纫兰以一己之力承担起
整个家庭的重担，并不辞辛劳
地为李大钊筹集学费。

“爷爷赴日本留学三年期
间，奶奶在乡下照顾年幼的孩
子，她在内心里认定爷爷所做
的事是大事，是关乎民族未来
的事。”李建生说。在那个艰苦
年代，奶奶一个人除了抚养4
个孩子，还要接济爷爷的学费，
她没有任何怨言。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
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就把赵纫兰和
孩子们接到北京生活。

“当时新文化运动兴起，正是新旧交
替、思想解放的时代，很多人质疑，一位大
学教授怎么会娶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
但爷爷从未嫌弃过奶奶，相反，只要家中有
客人来，爷爷都会帮助奶奶换好衣裳，并郑
重地介绍给客人。”李建生告诉记者，爷爷
一直坚守着他与奶奶那份患难感情。正如
李大钊所言：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
分，应该保持它的自由、神圣、崇高。

赵纫兰在与丈夫的朝夕相处中，视野宽
阔了，思想觉悟也提高了。“奶奶勤劳朴实、
慈爱明理。每当爷爷在家里与同志们谈论
事情，她就承担起在门外站岗放哨的职责，
有时还会帮忙传送情报。”李建生说。

李大钊曾这样表达对赵纫兰的感情：

“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既是我的
妻子，又像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姐姐。”

作为一直默默支持丈夫的赵纫兰说：
“你是为劳苦大众而生，我是为你而生。”

“从这两段话，能感受到他们在艰苦
年代结下的感情情深似海。奶奶不仅
是爷爷的结发妻子，更是爷爷的革命助
手，是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特殊贡
献的平凡而伟大的女性。”李建生说。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
义的消息传来，赵纫兰痛不欲生，身体
每况愈下。但因为李大钊的遗体尚未
入土，她拖着病体操劳奔走，六年后终
于安葬好丈夫。

1933年4月，李大钊的灵柩安葬，
党组织要举行一次群众性悼念活动，
揭露反动派残害共产党人的暴行，伸
张革命正义。赵纫兰非常支持配合这
次活动，她说：“大钊是属于党的，他是
为革命而死的，党组织有什么要求，只
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做。”

同年5月，赵纫兰因过度悲伤，积劳
成疾，离开人世，终年49岁。她留下的唯
一遗嘱是：“要把自己埋在大钊的墓旁，她
要到九泉之下陪伴丈夫的铁血忠魂。”

如今，在北京香山东南的万安公墓
内，矗立着李大钊汉白玉全身雕像，一如他
高尚的人格屹立在后人的心中，赵纫兰与
丈夫相伴长眠于此。他们相濡以沫、相互
扶持、砥砺前行的爱情故事，一直被人们奉
为爱情的典范。

他们在平

淡的日子里，坚

守信仰，彼此珍

惜，他们的爱情

就像一朵散发

着清香的茉莉，

洁白无瑕，冷对

风霜雨雪，笑傲

春夏秋冬——

朱德与康克清

李大钊与赵纫兰

任
弼
时
与
陈
琮
英

本版撰文：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