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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关向应在
延安病逝。噩耗传来，身在前线的贺
龙放声大哭，并在《晋绥日报》上发
表《哭向应》，表达了哀悼之情。
在追悼会上，中共中央充分肯

定和高度评价了关向应革命的一
生，毛泽东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
国，向应同志不死。”中共中央在讣
告中称其为“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
导者之一”。

贺龙，人称“贺胡子”，为人坦
诚，性格刚烈，爱憎分明，脾气有些
大。能够与“贺胡子”处得来、处得好
的人不一般，不是神人，也是能人。
关向应生前是大连乃至东北籍中最
高级别的中共干部，历任共青团中
央书记、红二方面军政委、八路军一
二!师政委，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
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政治局委
员。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
员。虽然他从 !"()年离开大连，再
也没有回去过一次，但生前死后，他
与大连的情缘从未中断，向应街道、
向应小学、向应广场、关向应纪念馆
等星罗棋布，大连人都为家乡出了
个关向应而自豪！

一
关向应的家在大连市金州区

大关家屯（今金州新区向应街道），
坐北向南，硬山式草房三间，碎石
头垒就墙壁。西屋土坑上摆着一张
小炕桌，桌上放着一盏油灯，是他
少年生活、学习的地方。东屋是他
的居室，室内狭小，光线黯淡，唯一
的豪华用品，就是一座老式座钟。
东窗前，老槐树下面，有一盘石磨，
磨牙已磨得粗钝，看来是老祖先留
下来的传家宝。
关向应是满族。而清朝时，满族

拥有许多特权，其中，男孩一出生，
政府每月就发给 (两银子，一年 ()

两，足可以养活一家老小。当时的人
们把这一俸禄称为“铁杆庄稼”，意
思就是旱涝保收，一辈子有吃有穿。
关向应是 '"*(年 "月 '*日生，那
个时候，清廷还在苟延残喘，因为政
治腐败，官吏无能，军队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割地赔款，已经无力按时
发放津贴，再厚的家底也经受不住
坐吃山空。满族也和其他兄弟民族
一样，底层家庭经济拮据，吃了上顿
没下顿。据同村知情人介绍，关向应
的故居是按照原先样式重建的，青
少年时代，他的家比现在还要残破。
可以说，他的家与周围的乡亲们相
比，只算差不算好。
生儿为喜，所以，关向应学名关

致祥，小名就叫喜麟子。
关向应上有慈祥的奶奶，下有

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原来是一
个织布匠，肩上承担着一家八口人
的生活，劳累可想而知。忙时，他就
扛着织布机外出，帮人家织布；闲
时，他就在自家的几亩薄田里干活。
由于日本人打赢了日俄战争，大连
地区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商品
倾销大连。日本布是机器制造，成本
低、质量好、价格便宜，城乡热销，中
国土布难以匹敌，大连地区农村的
织布业很快就破产了。他的父亲因
此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面朝黄土

背朝天，辛勤劳作难糊口。关向应
'*岁那年，父母送他上了私塾，本
想让他认识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
字就行了。可是，他天资聪慧，成绩
优异，读书之余，还不耽误帮助家里
放猪赶羊。所以，父母忍饥挨饿，一
路供养，上了私塾之后，又上了亮甲
店第二蒙学堂、普兰店公学堂，成为
全屯有名的读书人。

'"((年 +月，关向应从大连伏
见台公学堂商业科毕业。不久，就进
了泰东日报社印刷厂，在账房做事，
认识的人渐渐增多，眼界渐渐打开。
业余时间，他常去中华三一学校，请
石三一老师补习文化。当时，共产党
员李震瀛与陈为人一道来大连考察
工人运动，认识了《泰东日报》记者
刘 躬，刘 躬邀请他俩参观了妻
子石三一创办的三一学校，进而认
识了关向应。“他们给关向应的帮助
和教育，也是先由生活环境、家庭景
况、职业前途，渐进到社会现象而时
事政局。关向应对当时的中国政治
局面和社会现象是很有感慨的”。李
震瀛曾对后来担任过中共大连党特
支第一任书记的杨志云说：“是同志
不是同志见面一谈话就能看出来，
如关致祥一见面谈话就认为他可以
成为我们的同志。”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年，

关向应已经 ((周岁。那个时候，男
的 ',岁成家是普遍现象，而满族男
子成家会更早一些。因为，满族有个
风俗，就是喜欢娶年龄大的女子做
儿媳妇。道理也很简单，婆家娶进了
大姑娘，既可以多一个劳动力，还可
以早日生儿育女，早日享受清廷的
“铁杆庄稼”。所以，父母开始四下托
人，在同村给喜麟子找了个对象，多
次催他回乡结婚。
而关向应胸怀鸿鹄之志，渴望

纵横天下，岂愿意年纪轻轻就受家
室拖累。'"&)年 +月，李震瀛再次
到大连活动，吸收关向应加入团组
织。关向应成为大连历史上第一批
共青团员。
不久，关向应就随李震瀛远走

高飞，去了上海。在《忆兄长向应》
中，妹妹关运兰说：“父亲在乡下给
他找了媳妇，结果他逃婚了。父亲骂
他……向应离家那天，父亲生气没
有送他，妈妈领着我哭着送到三幢
碑。他对母亲说：‘我走后你别想我，
就是想也不要乱想，我不会死的，也
不会做什么丢人的事。父母把我养
大，供我念书，我一定会叫你们过上
好日子的。’他弯下身亲了亲我，又
对妈妈说：‘妹妹长大了找婆家，可
别找有钱人家，因为咱家穷，到了人
家要受气的，要找一户劳动人家。’

向应兄走的时候是 )月。他走了以
后，再也没有回来。”

二
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关向应就

像一块上好生铁，百炼成钢。
'"+&年 '月 &-日，关向应从

上海中央特科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
地中心———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咀，
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
会主席和红三军政委，开始与贺龙
交往。
当时，湘鄂西根据地革命形势

异常严峻。分局书记夏曦非法取消
了红三军的军师两级指挥机关，将
部队编为 -个团，名义上是由军委
分会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他一人说
了算。红三军军长贺龙受到了排斥。
夏曦还想以送他去苏联学习的名
义，调虎离山，赶走贺龙。他领导的
“肃反”运动持续屠杀几个月，洪湖
县区干部几乎杀光，有的连队前后
杀了 '*多个连长，被以“莫须有”罪
名杀害者多达几千人。

到达湘鄂西之后，经过深入
地调查研究，关向应公开表态：
“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军事
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为
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
他的。”

'"++年 '月，中央分局在毛坝
召开扩大会议，夏曦提出解散党、团
组织“创造新红军”的主张，并坚持
要继续“肃反”。与会者纷纷表示反
对。贺龙说：“解散党，我不同意，我
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
动后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
导的，要解散党我坚决反对。”但是
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反对，
滥用自己手中的最后决定权，解散
了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从此，红
三军中仅有夏曦、贺龙、关向应 +名
党员。到了年底，红三军在南征北
战、东拼西杀中损失惨重，仅存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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