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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d Hunan female story

扫一扫看 H5
分享红色湘女故事汇

“武将军”丁玲：一支纤笔胜似三千精兵
窑 洞 里 烧 得 热

烘 烘 的， 周 恩 来、

张闻天还有好多平

时难 得见面的同志

都 聚 到 了一 块 儿，

欢笑 声不断、妙 语

不停。

“丁玲同志，你

来讲两句。”

“对，今天是为

你办的欢 迎会，你

才是 主角， 你上 来

讲两句。”

“好，我来说两

句。”丁玲也不扭捏

推辞，“这是我有生

以来，也是 一生中

最幸福最光荣的时

刻”。

这是 1936 年 11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

作为第一个到达延安的文人，丁

玲受到了热烈欢迎。

（一）
一边说着，丁玲的眼眶泛红了。

1933 年 5 月，她被国民党特

务绑架，被从上海秘密押解到南

京软禁。她试图越狱，又尝试自

杀，更为自己与冯达之间“明知

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同居关

系，并导致怀孕、生育而懊悔不

已。外间舆论谣言四起。

尔后，她又悄悄来到上海，

胡风帮她一步步与共产党组织联

系。几经周折，她痛下决心，坚

决要求到陕北。

在这场特地为她举办的欢迎

会上，一路的艰辛和当下的喜悦

交织在丁玲的心头，她百感交集。

“主席来了！”门口响起了一

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来了。

丁玲在周南女校时曾与杨开

慧同窗，还以姐妹相称，虽然从

未见过毛泽东，但对“毛主席”

敬仰已久。丁玲知道毛主席的时

间宝贵，没想到这场小小的欢迎

会竟然惊动了毛主席，她不禁激

动得热泪盈眶。

刚一见面，毛主席就风趣地

说 ：“我们是真正的老乡啊，老乡

见老乡，不必泪汪汪了。你比我

还小 11 岁，算个小妹吧！”

没等丁玲说话，毛主席接着

问，“你大老远来到这里，打算

做点什么事呢？”

丁玲爽朗而又坚定地大声回

答 ：“当兵，我要当红军！”

“好！”毛主席赞许道 ：“可

能还有最后一仗打，正赶得上，

你跟杨尚昆到前线去吧！”

总参谋部在物资供给困难的

情况下，给丁玲配了一匹跛足的

老马和一名饲养员，还派来一名

12 岁的勤务兵，她就这样上了陇

东前线。不久，毛泽东通过军用

电报发给丁玲一首欢迎词《临江

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

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

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

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

小姐，今日武将军。

（二）
抗日火种撒到哪里，丁玲就

把舞台搭到哪里。她天天行军，

搭舞台、开会、讲话、演戏、唱歌、

访问、写剧本……好不容易休息

的时候，丁玲便到处找战士们聊

天，听战斗故事。

有一天夜间，丁玲又和大伙

儿天南地北的聊着，左权兴奋地

一拍桌子，将手上的烟灰弹了弹，

说 ：“明天，我跟你讲山城堡战

斗的故事。”

太好了！丁玲兴奋得睡不着

觉，眼巴巴的等到第二天、第三

天，连着守了好几天，远远看到

左权的影子，可是硬是没挤进去。

几天之后，丁 玲总算“逮”

住了左权，她催起了这位身经百

战的将军 ：“你快讲快讲，今天

不讲就别睡了。”

左权笑了笑，讲起了山城堡

的故事 ：“中央军七十八师丁德

隆的部队，那可是一个有战斗力

的劲旅啊，我们决定打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山城堡驻了四天了，

而且侦查骑兵回来报告，那里的

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

丁玲听得津津有味，她仿佛

听见了战场上一声连一声的枪炮

声，仿佛听到战士们拼杀咆哮呼

喊的吼声，感受到和着烟尘和血

腥味的风猛烈地扑上脸颊，看到

战士们用血染成的鲜红旗帜高高

迎风扬起……

听左权讲完后，她迫不及待

挑灯写成《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

之战》一文，记叙下山城堡之战

的故事：

“我们一到，敌人就发觉了。

不过因为天黑，敌人的大炮失去

了作用，只听到他们的机关枪噼

噼 啪 啪， 热 闹

得 很。 而 我们

的冲锋 号 像竞

赛 似 的， 四 面

八 方， 远 远 近

近一齐吹起 来

了。 首 先 是 南

面 的 战 斗， 在

那边火光四射，

是我们部队 逼

近 时所投的手

榴 弹。 信 号 弹

在 寒 夜的天空

里 爆 炸 了。 光

芒拖得 很 远很

远， 它 照 亮了

我 们， 兴 奋了

参 战的所 有战

斗 员， 因 为 它

告诉 我们胜利

了。 慢 慢 地 那

一方 向 的 枪 声

稀少了，但另外的地方，一处一

处又在密集的枪声里闪着繁密的

火花，战士的吼声阵阵传扬：‘冲

呀！’‘冲呀！’‘不愿作亡国奴的

快缴下枪来！’”

《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

发表在延安《新中华》报副刊上，

给红军将士和读者极大的鼓舞。

丁玲认为，为了争取抗战的

胜利，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抗战

是非常重要的，“要使群众在我

们的影响和领导之下，组织起来，

走向抗战的路，建国的路”。而

她 最有力的武 器和手段，无疑

是手中的那支“纤笔”。她忠实

地践行着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后，

自己在《红色中华》创刊号上写

下的文 字 ：“战 斗的时候 要枪，

要子弹……去打毁 敌 人，但我

们也不要忘记使用另一种武器，

那是能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

的一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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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 日， 湘 西 州 妇 联 党 支 部 在 扶 贫 联

系村永顺县东路村支部，携手开展党建

“1+1” 促 脱 贫 攻 坚“ 送 党 旗、 送 党 徽、

送党章、送医疗、送温暖”活动。

州妇联党支部书记邓建英表 示，通

过党员“面对面”结对活动，增强了党员

身份意识、党性意识和先锋意识，更加

充分的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中发

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活 动中， 州妇 联党支部还 邀 请了州

民族中医院推拿科、内科、外科、心病

科的十余名专家为东路村群众现场义诊，

并免费提供常规药品，受到了大家的热

烈欢迎。

据悉，今 年以来，州妇联机关 党支

部先 后在 扶 贫联 系村 举 办了手工 编 织、

水 果 培 管 等 技 能 培训，“让 党徽在岗位

上闪光” 等主题党日活动和“最美家庭”

表彰等一系列活动，把携手基层开展党

建“1+1” 促 脱 贫 攻 坚活 动 落 实到 具 体

工作中，切实为扶贫村群众解难题、解

民忧，也促进了扶贫村党建工作规范化、

科学化水平。

湘西州：党建“1+1”巾帼促脱贫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挖掘湖南得天独厚的红色湘女资源，传承发扬红色湘女精神，唱响爱党
爱国主旋律，省妇联决定在全省开展以“巾帼初心耀三湘”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讲好湘女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从 7 月开始，我们每周将推出一个红色湘女故事，带你走近不一样的她们……今天要和你讲述的是丁玲的传奇
故事。

丁玲
（1904 年10月12日-1986 年3

月4日）女，原名蒋伟，字冰之，

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

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

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中

共党员，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

1936 年 11月，丁玲到达陕北

保安，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

丁玲的到来，给陕甘宁抗日根

据地原本力量薄弱的文艺运动

增添了新鲜的血液。她在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作出过无法取代

的贡献。1986 年 3月4日，丁

玲在北京多福巷家中逝世，享

年 82岁。 

扫一扫，听丁玲的故事

策划：湖南省妇联宣传部 文：吴雯倩 漫画：潘晶慧

抗日火种撒到哪里，丁玲就把舞台搭到哪里。
行军途中，她利用空闲搭舞台、开会、讲话、
演戏、唱歌、访问、写剧本……

二十二

丁玲“逮”住左权讲起山城堡战斗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