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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召唤 奔赴延安
董慧，原名董奉然，祖籍广东，

!"!#年出生于香港一个爱国的实
业家家庭，父亲董仲维是香港总商
会会长、道亨银行董事长。她是含
着“金钥匙”出生的千金小姐。如果
不是成长在 $%世纪 &% 年代这个
特殊时期，董慧应该过着养尊处
优、荣华富贵的生活，顺风顺水地
度过令人羡慕的青春岁月。
但是，董慧恰恰成长在民族危

难的特殊年代，她选择了舍弃优渥
生活，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道路。
这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董家在香港是望门大族，生活

条件富庶优越，自不待言。难能可
贵的是，这个家族怀有深厚的家国
情怀，注重中华传统文化对子女的
教育熏陶和传承发扬，尤其注重爱
国向上，这种情怀直接表现在对子
女的教育方面。

董仲维认为，香港在英国的殖
民统治下，教育制度有明显的殖民
教育痕迹，不利于子女学习优秀的
中华传统文化。于是，董慧从小就被
送去广州求学，中学阶段进入了受
中共地下党组织影响的广州培道中
学。求学期间，董慧受到进步思想的
影响，开始追求进步，向往革命。

'"&(年初夏，董慧在父母的
支持下，从香港北上北平报考大
学。此时，恰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爆发后，董慧随流亡学
生一起到了西安，并考上了西北联
合大学。该校由北平大学、国立北
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大
学合并而成。
在西安，董慧在抗日爱国热情

的激励下，主动找到八路军驻西安
办事处，要求报考延安的革命学
校。经考核录取后，毅然转赴延安，
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于
)"&*年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
年 (月，又转入延安马列学院学
习。在延安，她系统接受了革命理
论的教育熏陶，更坚定了献身革命
的理想信念。

)"&"年夏天，党中央决定成
立中央社会部，统一领导国统区的
隐蔽战线工作，扩大党的隐蔽战线
力量，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为此，
中央社会部举办了隐蔽战线干部
训练班，专门培训派往国统区的干
部。董慧因特殊的家庭背景，也被
入选其中。从此，董慧走上了职业
革命者的道路。
这时，她遇到了影响她一生的

人：潘汉年。

使命在身 遇引路人
)"&*年 )+月，潘汉年应邀到

延安干部训练班作报告，讲授党的

隐蔽战线斗争历史。在黄土高坡上
简陋的教室里，董慧第一次见到了
潘汉年。
当时，潘汉年才三十出头，但

俨然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因
丰富的阅历而显得格外成熟稳重。
短短几天讲课，董慧了解了党

的隐蔽战线斗争历史，那么曲折艰
难、惊心动魄，对潘汉年的敬慕崇
拜之情油然而生。

董慧还了解到潘汉年的人生
经历，特别是在上海的革命生涯：
学生时代的潘汉年，深受五四

进步思潮影响，!(岁便离开家乡，
到上海投身进步文化运动。

!"$,年，潘汉年进入中华书
局工作，这是中共地下党活动的重
要场所。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
年，经介绍，潘汉年加入了由郭沫
若、成仿吾领导的进步文化团体
“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如他自己所
说，当时每天工作时间长达 )$小
时，非常辛苦，但想“为我们的后起
者谋一点幸福”。在此期间，潘汉年
和他人一起创办了《.))》《幻洲》
《战线》等进步杂志，揭露社会黑

暗，鼓励广大读者“跟着时代前
进”，活跃在上海的文化战线。

)"$"年 /月，党的六届三中
全会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
会，年仅 $&岁的潘汉年被任命为
第一任书记，在周恩来、李立三和
李富春等领导下，直接参与上海各
进步文化团体的组建工作。

)"&+年 &月，中国第一个左
翼文化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在上海成立，潘汉年为此殚精竭
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左联”成
立后，他担任第一任党团书记。更
重要的是，他和文化战线的党员一
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努力消
除和鲁迅的思想隔阂，建立革命友
谊，得到鲁迅的鼎力相助，高擎起
左翼文化大旗，对实现左翼进步文
化力量的大团结，推动进步文化运
动从上海向全国发展，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

)"&)年夏天，因中央特科负
责人顾顺章叛变，党中央和许多党
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危在旦夕。
这时，潘汉年临危受命，被周恩来
召唤到党的隐蔽战线，参与中央特
科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此后，他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精
神，与国民党特务机构斗智斗勇，
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出生入死，
屡建功勋。陈云曾高度评价说，当
时，潘汉年在中央特科不是一般的
干部，是实际负责人。

)"&&年 -月，潘汉年在极其
恶劣艰难的政治环境下，以惊人的
毅力和胆魄，细致周全地安排护送
许多党中央领导同志，从上海转移
到江西中央苏区。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潘汉年
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南北转战，特
别是在上海、香港等地，与国民
党反动政权、汪伪集团，乃至日
本在华特务机构机智勇敢斗争，
屡建奇功。
潘汉年传奇经历，深深地印刻

在董慧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机缘契合 结为眷侣
)"&"年，党的隐蔽战线工作

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发展需

要，决定进一步加强在国民党统治
区，特别是在上海和香港地区的隐
蔽战线领导工作。鉴于潘汉年在这
方面的卓越领导才能，决定派他返
回上海，统筹领导南方地区的隐蔽
战线工作。

考虑到潘汉年肩负的重要使
命，党组织决定给他配备一名机要
工作者，董慧成了最佳人选。董慧
有配合潘汉年的天时地利：她显赫
的家庭背景，可以提供特别的安全
保障，她父亲开办的银行，是最佳
的职业掩护；她信仰坚定、工作细
致，是忠诚可靠的地下党员。
这一机缘巧合，使董慧与潘汉

年自然走近，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
萌发真挚情感。
对董慧而言，潘汉年是思想上

的引领者，工作上的领导者，生活
中的良师益友，情感上的依赖者。
而在潘汉年看来，董慧是政治

上的追随者，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生
活中的红颜知己。董慧的清新脱俗、
美丽优雅也深深吸引着潘汉年。
在上海、香港地区工作期间，

董慧工作的道亨银行，成为地下党
的联络点。党组织的重要情报，经
董慧上情下达、下情上报；潘汉年

与其他党内同志、社会各界人士的
交往，大都由董慧周全安排；党组
织所需要的经费，由董慧经办处
理，连董慧的家，也成为潘汉年开
展工作的重要场所。
共同的理想，把董慧和潘汉年

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俩的感情
也因此逐渐增温。
斗转星移，日积月累。董慧与

潘汉年，历经八年风雨岁月，从相知
到相恋，情感与日俱增。后来，潘汉
年解除了由父母包办、名存实亡的
婚姻，在 )",(年与董慧喜结连理，
成为一对情投意合的红色情侣。

患难与共 矢志不渝
志同道合、互敬互爱，常人难

以企及，董慧与潘汉年却堪称圆
满。他们的情感，萌发建立在白色
恐怖时期，又在人生的壮年和暮年
延续升华。

潘汉年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
治智慧和杰出贡献，受到党中央的
赏识。)","年，党中央曾内定，请
他出任中国第一任驻英国大使，后
因接管上海的重任更为迫切，让他
改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为建设新
上海再立新功。董慧也随潘汉年到
上海，在市委统战部任职。

)"--年春夏，潘汉年陷入一
场政治风暴，从此蒙冤长达 $(年。

患难见真情。在漫长的困境
中，董慧无怨无悔，跟随潘汉年辗
转北京秦城监狱，团河劳改农场，
直至湖南洣江茶场。潘汉年病故
后，董慧谢绝亲友们让她回港生活
的邀请，坚持留在大陆，直到去世。
炽情挚爱，感人至深。
根据有限的历史资料记载，我

们看到这对红色恋人，身陷冤屈，
矢志不移，期盼云开日出；他俩在
人生暮年，白发霜雪，疾病缠身，依
然恬淡平静，相互搀扶，温情满满；
他们热爱生活，关心驻地干部群
众，为职工子女辅导功课。当事者
追忆往事，真切动容。
潘汉年对董慧一往情深，曾赋

诗多首，其中“患难相遇共相倚，恩
爱情深亦太痴”两句最为真切，浓缩
了这对红色情侣的情感密码，给他
们自己，也给后人留下美好的遐想。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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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国情怀相知 因情投意合相恋

传承红色基因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董慧潘汉年：志同道合的红色情侣

! ! ! !从宝山路上的!创造社"出版部#到窦乐

安路$今多伦路%上的中华艺术大学&从鲁迅

先生寓所# 到武定路修德坊的中央特科所在

地''上海的许多大街小巷# 都出现过潘汉

年(((这位长期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最前线

的传奇英雄身影)

!"#$年 %&月#潘汉年奔赴延安#参加党

的六届六中全会# 并在会后被任命为新成立

的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在延安# 因机缘巧合# 潘汉年遇到了董

慧) 从此他俩从相识相知到相恋#最后结成一

对!红色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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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因爱结缘#相守一生#是人们梦寐以求%尽善尽美的境界&

在中国革命洪流中相遇#因家国情怀相知#因情投意合相恋

的红色恋人#并不少见&

身处党的隐蔽斗争第一线的董慧与潘汉年# 在特殊的岗位

上为党的事业奋斗奉献#由此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情谊#成为不离

不弃%生死相依的红色情侣&

爱所赋予的意蕴#因所处时代和个人追求不同而相异#但其

精神内核却是相同的&

只有人生目标一致%两情相悦的爱情#才会天长地久& 这是

红色情侣董慧与潘汉年给我们的启示&

陈埃（中共党史研究学者）

因爱结缘 相守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