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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学徒《简报》总编
!"#$年，父亲屠基远考入上海

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利用业余时间
读大专。在商务印书馆，他积极参加
进步活动，阅读进步书籍。%"&'年他
到夜校教语文、地理，到莘莘夜中学
为青年职工讲课，课本是鲁迅翻译
的《小约翰》，并运用毛泽东《论持久
战》的观点，结合抗日战争的形势教
中国地理。同时父亲还到上海政法
学院新闻专修班上夜校，在那里认
识了朱介瑾（从苏州来上海求道的，
后来成了我母亲）、沈孟先、宋超等
同志，到社会主义专科学校去听课，
认识了方行、韩述之等同志，并积极
在商务印书馆的青年中传播中国共
产党的抗日主张。%"&"年，在张祺、
徐文蔚等的领导和介绍下，父亲在
商务印书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
时上级领导张祺同志也在场。同时，
他成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党支部负
责人。%"&"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了同
人会（工会），父亲先任监察委员会
主席，后任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主
持出版了工会刊物《瞭望》。他们组
织年轻职工学习进步书籍和文件，
宣传抗日革命的道理。有了党的领
导，工人们逐步懂得了斗争的政策、
策略，同资本家作斗争，要求承认工
人的组织和政治权利，增加工资，从
而取得了自从大革命（三次工人武
装起义）失败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工
人群众扬眉吐气。其间父亲还发展
了一些新的党员，其中有凌炯、金尚
俭、朱介瑾等同志。

%"()年，党组织调父亲到江苏
省委所辖上海市委工人委员会任宣
传委员会书记，他虽然离开了商务
印书馆支部，但社会职业还是在商

务印书馆，参加商务印书馆的工人
运动，组织关系由市委直接领导。市
委联系人何振声（解放后任上海警
备区政治部主任）告诉父亲，工作很
重要，主要是专管工人运动的秘密
宣传刊物的编辑、印刷、发行工作。
父亲领导两个编辑小组，一个发行
小组。其中编辑组最得力的是纪康
（曾任中央国际联络部处长），还有
一组是两个老同志，发行组都是工
人同志，来自电车公司、纱厂等，负
责人是法商电车公司的。他们编辑
出版并发行了地下党的秘密刊物
《劳动》等，内容主要是报道工人运
动（如香港中华书局罢工事件、上海
法商电车公司的斗争）以及时局形
势教育，同时以上海工人救亡协会
名义发表了不少支援工运斗争的声
明等。%"()年下半年，上海地下党
（江苏省委）为扩大宣传，决定办一
个可以公开发行的工人运动刊物。
%"()年%%月，父亲担任中共江苏省
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宣传委员，负责
出版工人运动的公开读物《简报》。
《简报》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刊

物，党组织提供一定的资金、稿件和
发行渠道，要求公开发动进步群众
的力量。经党组织决定，利用新闻专
修科一批同学关系，发动大家来办
一份为工人服务的小型报纸，并作
为学习新闻的一个实践基地。推沈
孟先为社长，父亲任总编辑，纪康为
发行部经理。编辑内容也有分工，父
亲编国际新闻，纪康编国内新闻，沈
孟先编副刊，宋超、韩白、何训良等
人参加写作编辑，杨焱负责印刷工
作，其他不少人参加了发行事务工
作。%"()年母亲朱介瑾入党后，也参
加了《简报》的编辑工作。
为了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和文

化知识，《简报》用一版来介绍政治
知识，刊名《天地人》，专栏则有《新
世界》《点将台》《测字摊》及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通俗讲座，同时
兼顾职业青年、学生的需要，每期有
一版，轮流刊登《青年》《妇女》《店
员》《卫生》《读书》《生活和学习》等
栏目。又有副刊《茶馆店》，发表工人
的意见和文化娱乐文章。

父亲觉得这样的办报过程，也
是学习磨练的过程。编辑新闻要阅
读多种报刊，用政治观点去分析，常
常一边编写，一边学习。为了编辑
《测字摊》《点将台》，他和纪康经常

去书摊找资料。母亲朱介瑾在学校
宿舍的被窝里，用手电照着查找资
料，编辑《妇女》《卫生》专刊。沈孟先
编《茶馆店》，为推敲诗歌和民谣，常
常弄到深更半夜。
《简报》从%"()年%%月创刊，开

始发行为三日刊，后曾改为周刊，一
直坚持到%"(%年%*月，一共出了$"

期，发行量达到+)))多份。直到太平
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租界之后
才停刊。

打入敌营 准备起义
上海完全沦陷后，地下党组织

部分同志撤出上海到达南京。父亲
化名屠吉安，也到了南京。组织上指
示他打入日寇华中铁道系统，但由
于日寇控制很严而未果。随后他经
党组织的安排，转道苏州参加“江苏
省财政厅”训练班，潜入敌人内部展
开地下工作，成为敌伪派往各县的
财政专员。
苏州也是我母亲的家乡。为了

革命，母亲朱介瑾放弃了震旦学院
的学业和在上海谋职的机会，回到
苏州以开诊所为名，从事地下工作。

%"(&年&月*,日，父母在上海结
婚。婚礼在祖父工作的汉口路上的
惠中旅社举行。前来庆贺的朋友来
自各个方面，有共产党，有国民党，
还有敌占区的汪伪汉奸，父亲的领
导老闵也来了，坐在祖父母的酒桌
上。大家互不认识，相安无事。老友
凌秋钧因印刷界出事时差点被抓，
正在找组织去根据地，听到消息也
来了，被父亲邀到昆山工作。但让父
亲大吃一惊的是，被日本宪兵队抓
去的徐文蔚也来了。他良心发现，暗
告父亲：“人家不知道你在哪里，快
离开上海。”热闹的婚礼上，其实暗

流涌动，惊险无比。知道有叛徒出
卖，父母被迫草草结束婚礼，立即由
上海返回苏州，住在苏州北栅头，任
何人都没有告诉。这里也成为了地
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张祺、李干成、
闵一凡等领导都来过。

%"((年夏，党组织委派张祺、李
干成同志到苏州家中，通知父亲去
根据地参加政治学习。父亲终于来
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根据地。学习还
没有结束，党组织就指定刘长胜同
志找父亲谈话，派父亲带一些同志
回白区组织城市武装，准备迎接抗
战的胜利。父亲欣然接受了重任。城
工部指示一定要千方百计组织武装
力量。父亲组织了屠传泗、屠振青、
朱钟麟等亲戚朋友搞枪械。后来，父
亲把枪支都交给了新四军。日本投
降后，联络员老潘带来消息，城工部
领导都已经到了上海，一切工作要
向上海方面请示。于是父亲立即赶
往上海，看到马路边电线杆上贴出
了地下党的标语：“欢迎上海市市长
刘长胜！”当时，中央曾计划在上海
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占领上海。
但是几天后，在北海路%'弄$号

我祖父的石库门房子家中，张承宗
向父亲等传达了中央的指示：鉴于
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已准备了大
批飞机空运军队到沦陷区，加上大
批汪伪汉奸投靠国民党，我党准备
改变战略方针，重点巩固华北，进军
东北。因为江南一带是国民党的根
基所在，他们一定会拼命争夺上海，
所以，我们要避其锋芒，放弃在上海
搞武装起义的计划。当前的方针是
在城市搞群众运动，同国民党作合
法斗争。苏州的同志撤回上海，地下
工作仍要继续下去。这时，我二姐出
生，取名为“新华”。

屠基远，新中国成
立之初任上海市民政
局副局长，上海解放前
夕，他受命做了大量地
下工作，负责国民党民
政系统的秘密接管和
组织工作。其子屠新建
将父亲一生数度潜伏
的故事做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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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珺传

李静 张亚圣

! ! ! ! ! ! ! ! ! ! !十七"师徒结缘

在不知不觉中，周慧珺的书法深深吸引
了一位痴迷于书画艺术，此时正在艺苑外盲
目摸索、不晓门径的懵懂少女，她的名字叫李
静。以后天赐的机遇和命运的巧妙安排使她
们走到了一起，结成了令人艳羡的师徒关系。
进小学后的李静很好学，成绩好还会写

写画画。五年级时很得一位代课女老师的青
睐，经常会出题让李静画画，每次画完总会摸
摸她的头说：“好好努力，你长大以后会有出
息的。”一日，这位老师看到了李静的班主任
在批改大楷字，想李静画画那么好，字也一定
漂亮吧？就特意提出要看看李静写的字，可能
字的蹩脚出乎她的意料，她看后露出惊讶的
神色，皱了皱眉。这一幕正巧被李静撞上，李
静那时特别在乎这位很看重自己的老师，此
刻老师那种失望的表情顿时令她感到无地自
容。于是放学后李静就直奔朵云轩买了字帖，
从此刻苦练习，直到画着许多红圈圈、由她所
写的字经常贴在学校的橱窗里成为一景。从
那时起，李静算是结识了书法艺术。
那位女老师也许做梦也不会想到，那年

她皱了皱眉，竟令一个自尊、好胜的小女孩义
无反顾地走上了学书之路，这一走便是四十
年……但最重要的还是“文革”后期李静与周
慧珺的相遇、相知及相守，使她的学书之路步
入了正轨，也是周慧珺老师金针度人，引领她
走入了书法艺术的殿堂。而能得识恩师周慧
珺，完全仰赖于中学同班同学周德音，即周慧
珺的大哥周坚白的女儿。

%"$)年，十四岁的李静进了上海市六十
七中学，同班有个女同学叫周德音，长得非常
文静、秀气，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李静知
道她书法幼承家学，就特别愿意和她接近，交
流切磋，由于志趣相投，很快就结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李静路过朵云轩，被橱窗里挂着的一
张署名周慧珺的书法作品吸引住了，字体腾挪
多姿、刚健骨力，很有节奏感，是她特别喜欢的
风格。也许是有缘吧，总觉得这字有些眼熟，好

像在哪见过，可名字却是陌生的。
那天晚饭后，周德音让她妹妹周德林

来请李静去她家玩，李静忽然想起下午在
朵云轩看到的字，就问周德林：“你家有叫周
慧珺的人吗？”周德林回答：“周慧珺是我姑
妈。”李静不禁心中释然并笑道：“怪不得我

觉得眼熟呢，原来德音的字是跟姑妈学的呀。”后
来，李静不止一次向周德音提出，想拜她姑妈为
师学习书法，但总是一次次被婉拒。周德音说姑
妈生性安静，不容易接近，她是不肯收学生的。
李静的要求未能被接受，按理说她也并

不是个很执拗的人，可不知为什么周慧珺的
名字和她那特别的书风像在她心中扎下了根
似的，无法忘怀，更不愿放弃。从此，跟周德音
的姑妈学书法成了她当时最大的愿望。简直
是迫不及待，茶饭不思了。思来想去，于是提
笔给周慧珺写了平生第一封信，信里求学之
心溢于言表，自以为是能感动她的。可是信发
出后，左等右等也没等到这位同学姑妈的回
信，心想周慧珺真像周德音所说的不太好亲
近吗？可她还是执着且焦虑地等待着。
苍天不负有心人，不经意时机会悄然而

至。%"$*年，在一次上海市书法展上，李静终
于得以和仰慕多时的这位同学的姑妈不期而
遇。那天风和日丽，李静和周德音相约去美术
馆看书法展，走到大门口时，周德音推了她一
把说：“你乱张望什么呢？到时可别再怨我不
介绍啊，喏，这就是我的姑妈！”望着已经到她
眼前的这位心仪已久的周慧珺老师，李静脸
涨得通红，不知所措，紧张得哑了口，想说的
话全都噎了回去，傻傻地呆在那里不知说什
么了。周慧珺很善解人意，见李静紧张得不会
说话了，笑了笑说：“你的信我收到的，只是我
这人懒得写信，一拖拉也就放下了。这样吧，
下周三我休息，你下午两点左右来我家吧，把
你写的字带来，我们谈谈。”
就这样，李静和周慧珺遇上了，在以后的

日子里，师生俩反复地感叹过今生的相遇。佛
说：“相遇是缘。”周慧珺是李静今生注定要寻
觅到的，书法给了她这样一个理由和契机。而
周慧珺，也正是在回眸一瞥之际注定了和李
静的缘分。以后周慧珺也曾对李静说过：“这
一生有了你，多了很多快乐。”对于李静来说，
能拜周慧珺为师才是她此生最大的幸运，后
者改变了前者的整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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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林则徐看来，英商具结是不成问
题的事———值银一千余万两的鸦片都已缴
出，比缴烟容易得多的具结还能有什么麻烦？
但在查理义律看来具结比缴烟关系更大，“缴
烟只是一时的事，具结则是长远的事”；也就
是说，查理义律虽一时被迫缴出鸦片，但他仍
然没有忘却鸦片贸易的长远利益，并
相信鸦片贸易不难恢复。据说 (月 *%

日查理义律接到林则徐催促具结的谕
文，立即把它撕得粉碎，声称宁可杀头
也不能具结，这可见他抗拒具结的强
硬态度。
林则徐本没有长期停止与英人通

商的意思，到 +月 *%日鸦片完全缴清
后，查理义律就通告不许英船开来黄
埔进行交易，并率全体英商离广州前
往澳门。林则徐曾数度催促英船进口
或开回本国，不准再在沿海逗留，查理
义律都置之不理。,月 +日，查理义律
忽又具禀请求暂在澳门进行交易，存
心想在澳门再干鸦片走私的非法勾
当，林则徐当然批驳不准。
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件事实是值

得特别提起注意的。第一，这时有英船三十二
只停泊海面，急于想要进口贸易，但被查理义
律无理阻止，所载货物大都潮湿霉烂，因而引
起英国正当商人对查理义律的不满。第二，新
到英船仍有夹带鸦片的，虽因各海口稽查严
紧，整箱鸦片无法运进，但沿海渔民购买零烟
转售获利的，仍有发现；而且英商还私放小
船，装载鸦片，偷往潮州、南澳、高州、廉州、雷
州、琼州等地，用低廉价格诱人购售。第三，英
船虽不进口，而其他各国船只仍照常贸易，尤
以美船乘机活跃，获得巨利；同时英商货物多
有假借美船输入的，而英商所需要的中国茶
叶，也由美船带出转交英船，中英通商仍在若
明若暗之中继续着。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查
理义律决不肯放弃对中国的非法鸦片贸易，
甚至不惜以停止其他一切合法贸易来要挟中
国，而美国呢，它表面上装得十分“恭顺”，实
际上充当英国的帮凶。
具结和商船进口（或回国）的争执不曾得

到解决，不幸又发生了一件新的纠纷，这就是
所谓林维喜案。这纠纷的发生，使中英两国间

除了鸦片问题的交涉外，又加上了法权问题
的交涉。

$月 $日，英船水手酒醉行凶，棍殴沿海
村民林维喜毙命，林则徐严令查理义律负责
交出凶犯抵罪。查理义律却私自在英船开庭
审判，结果只对行凶的五个水手处以轻微的
罚金和监禁，并具禀推说凶犯未能查出。林则

徐斥为“谬妄”，仍勒令交出凶犯按
中国法律惩办；而查理义律竟置之
不理，甚至抗不收阅林则徐发来的
谕文。'月 %,日林则徐就亲自到香
山，下令驱逐英商离澳门，并断绝食
物供给，查理义律只得率英商避居
到船上。

'月 &%日，英国政府由印度派
来兵船数只，查理义律得到这支兵
力，胆量为之一壮，竟想用武力来抗
拒林则徐。"月 (日，他率船向九龙
开炮进攻，广东水师奋勇迎击，岸上
炮台也发炮声援；交战十小时终于
把英船击退，并击翻英船一只，击死
英兵至少十七名，广东水师死二人，
伤六人。以后到 "月 %*日，广东水
师又在沿海烧毁鸦片趸船一只。

查理义律见武力抗拒无效，就托居留澳
门的葡萄牙人代为转圜，请求再行商议各项
问题。林则徐允许了他的请求，计自 "月中到
%)月底双方交换多次文件，但商议并无多大
进展。自然所商议的问题仍不外缴出新到鸦
片、具结、交凶和商船进口（或回国）等几项，
而最大难关则在具结一事。查理义律虽表示
愿意具结，但对林则徐所提“货尽没收，人即
正法”的要求，只肯答应“货没收，人驱逐”，双
方争执集中在“人即正法”四个字上。
恰在 %)月间，有英国商船多只自愿遵令

具结进口，而英国以外的其他各国商船，也全
部具结进口，这就更使得林则徐坚持必须具
结的原定办法，也给了查理义律的威严和权
力以重大的打击。到 %%月初，又有英国商船
数只遵令具结进口，查理义律恼羞成怒，竟率
英兵船两只到穿鼻海面横加阻止，当时就与
广东水师发生冲突；但在水师提督关天培亲
自督兵奋勇迎击之下，英船终于战败伤逃。此
后在 %%月间，广东水师又曾和英兵船接战数
次，每次都获全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