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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新闻名专栏 ]

照片中的男子梳着小
背头，戴着黑色圆框眼镜，
一 副 秀 气 文 弱 的 书 生 模
样。另一张照片中的他须
发尽立，精明强干，像个商
人。

张映雪自上世纪60年
代，就四处收集哥哥张漫萍
的资料，这两张照片是仅存
的个人影像资料，两张同一
个人不同造型的照片，犹如
他的身份，飘忽不定。是老
师、是商人，抑或是一个挑
着担子的短工？都不是，他
真正的身份是活跃在白区
里的中共地下党员。

他利用姻亲关系，出任
国民党西华县政府秘书，将
多位共产党员秘密安插在
西华各个机要部门，创建了
白区里的“小延安”——西
华根据地。

晚报记者 王战龙 文/图

张漫萍摆平小舅子 建立中原“小延安”
老师、商人、挑粪工……完全不同的身份都被他演绎得恰如其分1937年9月曾出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

1936 年 9 月，张漫萍等在党的组织下被
营救出狱，同年 10月，被派遣回河南，恢复建
立党组织。

当时，张映雪仅有六七岁，他回忆说，哥
哥当时对外的公开身份是老师，周边的村民
并不理解这个老师，反而觉得这个老师有点
怪。

张映雪说，经常有村民看到张漫萍挑着
个粪担出去，人们还说，“你看看这哪是老师，
不就是一老农民？”

多年以后，张映雪才知道，哥哥是一边在
郑州、荥阳、新密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
边发展地下党组织。

同年 4 月，中共河南省工委成立，张漫萍
到尉氏、开封、通许一代，继续以教书先生身
份为掩护，积极进行革命活动，恢复和发展地
下党组织，发动群众抗日救亡。

1937 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苏区代
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要求实现白区工作
的转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而斗争，并决定重建河南省委。

9 月初，中共河南省委成立，张漫萍任秘
书长。

省委机关设在开封鼓楼街北如意斋胡同
十四号院。

这座房子的主人是楚博——张漫萍的妻

弟，曾在渑池、封丘等地任职国民党县长，是
具有爱国思想，赞成国共合作抗战的进步民
主人士。

张漫萍让妻子带着孩子住在楚博家，以
住亲戚家为名掩护省委机关。省委负责人经
常在此碰头联系开会。张漫萍负责省委机关
的交通、联络、接头、文印等工作。

张漫萍的伪装技艺高超，经常也会骗过
自己人。张映雪说，哥哥经常为党组织护送
干部，有一次，省委派了一个同志去西华工
作。张漫萍乔装打扮秘密护送，两人路上并
未交谈，直至到了西华后，被护送的同志才知
道，这就是河南省委秘书长张漫萍。

1944 年冬，蚌埠工委决定派遣朱百里到
蚌埠朱家岗，以在一学校当教员为身份掩护，
开展工作，张漫萍特意给朱百里起了一个名字
——张怀仁。

当时，蚌埠是汪伪安徽省政府所在地，日
本宪兵队和伪军遍布大街小巷，特务、密探、缉
查队像鹰犬一样，四处寻觅共产党人和爱国人
士踪迹。

1945年 10月，蚌埠工委敌工科副科长张
叔友因叛徒出卖被捕。朱百里等准备进行营
救。张漫萍一接到报告，立刻意识到营救存在
陷阱，敌人可能已经察觉出朱百里的真实身
份。马上派人送给朱百里一纸通知“怀仁儿，
父母十分想念你，望见信速回。”

朱百里迅速返回根据地。
不出所料，在朱百里离开蚌埠的第二天，

国民党警察和特务接二连三来到朱百里家盘
问巡查。其间，还有一个女人冒充张叔友的
同学，要求介绍关系去根据地。

经过张漫萍等人的长期艰苦努力。建立
了包括工委、总支部及所属市区内的 30 多个
党支部，津浦路东西两侧较大的据点、集镇和
县城，几乎都有地下党的关系。

1946年7月，张漫萍任蚌埠工委书记。这
时，国民党已经发动全面内战，淮北地区我军
主力和大部分地方武装相继撤离。

张漫萍带领工委部分干部和地方武装留
下的 2000 余人进入洪泽湖地区，开展游击战
争。

1947年夏，张漫萍肩负重任，秘密出洪泽
湖，他身穿黑色中山装，头戴呢子礼帽，一副商
人装扮，先后到淮南、蚌埠、宿县等地，传达淮

北区党委指示，布置工作。
同年 8 月，张漫萍由宿县返回蚌埠途中，

不幸被敌人逮捕，准备押往徐州。火车经过新
马桥时，他从车窗跳出，穿过高粱地，带伤坚持
寻找我军。不料再次遭遇地方反动武装，再次
入狱。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
敌人残忍地用绳子将他勒死，投入河中。

张映雪说，1979年，曾到宿县哥哥牺牲的
地方考察，一位曾经目睹张漫萍从容对敌的老
人黄吉庆说，“共产党人真英勇，我非常佩服，
至今不忘！”

2003 年清明节，张漫萍纪念碑在安徽蚌
埠固镇落成，薄一波题写碑铭。2009年，张漫
萍被评为河南省“6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
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荥阳市城关乡五龙寨，一个院落，多年
无人居住，杂草丛生，坍塌破旧。

张漫萍就出生于此，原名张复礼，取“克
己复礼”之义，1926 年，考入位于洛阳的河南
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洛阳四师）。

1928 年，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黄公略到
洛阳，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和共青团支部，洛
阳四师成为洛阳地区传播马列主义和学生
运动的中心。

在学校，张漫萍并不是一个安分的学
生，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研读了许多
进步书籍，探寻救国真理。自己改名张漫
萍：立志革命者要像水中浮萍，浪迹天下，四
海为家；要像青萍宝剑，铲除人间不平。他
曾在墙壁上赋诗言志：大丈夫马革裹尸，行

人事人间时雨。义侠心抱打不平，好男儿忠
贞国事。

现有一本他遗留下来的《西方革命史》，
在书的最后一页写着“民十九（1930 年）五九
读完”。书内字里行间画着红色蓝色和黑色
的线条，大量的眉批。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东
北。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
日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翌年春，张漫萍
在北平天桥附近散发传单时，因叛徒告密，被
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他化名王若愚，被关
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

张映雪说，据父亲回忆称，费劲许多周
折，家人赶到监狱探望张漫萍。

只听沉重的脚镣声由远及近，张漫萍身

穿一件被撕破的长衫，蹒跚而来，脸色苍白，
额头的眉心间有个枣核大的伤疤。

父子二人只有简短的一句对话：“我不
认识你们，你们走吧！”一顿足，径自转身回
到了牢房。

家人四处托关系捞张漫萍，国民党当局
假意答应，企图诱降，提出“写个悔过书，可
以释放”的条件，张漫萍坚定地回答“我抗日
无罪，无过可悔！”

后来有人回忆，在监狱里，他受到敌人
的残酷折磨，被戴上沉重的脚镣，投入水牢；
受尽严刑拷打，坐过老虎凳，喝过辣椒水，甚
至被以枪毙相威胁。

1932 年冬，张漫萍在狱中被批准由共产
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7 年底，中共长江局向河南省委发出
准备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河南省委决定把
开展游击战争作为党的头号任务，并提出了为
准备十万武装而斗争的口号。

1938 年 2 月 5 日，河南省委发出了《保卫
河南宣言》：号召全省人民总武装，为保卫河南
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这时的楚博任国民党西华县长。张漫萍
利用姻亲关系进入西华县，任职国民党西华县
政府秘书。

他开始游说楚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
主张和政策。他的努力得到了楚博的积极支
持，在楚博的支持下，西华开明绅士有钱出钱、
有粮出粮，动员进步青年参军，组建人民抗日

武装，不到两个月时间，就组建了3000余人的
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团。县长楚博任司令，张漫
萍任一大队副队长。

而在西华，中共党员逐步控制了西华地区
的领导权，各级农民抗敌组织普遍成立。省委
和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也到西华县政府担任
秘书，西华县委书记王子英担任西华县抗敌动
员委员会秘书。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党中央指示“要发
动大批城市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和党员到农
村去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开展
抗日游击战争”。

根据张漫萍等的建议，楚博革新政权，任
用爱国抗日人士，将西华各区区长改由共产党

员担任，整编地方武装，使全县58个联保处很
快大多由共产党担任领导工作。

一个多月内，西华便组成了4个团约3000
人的抗日武装，创建了我党领导下的西华人民
抗日自卫军。楚博任司令，共产党员沈东平任
参谋长，王其梅任政治部主任。

西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彭雪枫率部挺
进敌后提供了人力物力的支持。成为日后新
四军第四师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8年 10月，楚博经彭雪枫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

西华被称为白区包围中的“小苏维埃”、
“小延安”，《新华日报》曾以《西华动员》为题予
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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