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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三剑客”之一葛琴（2） ! 丁言昭

! ! ! !葛琴带着鲁迅给的!""元钱，与
母亲赶到济南去探监，可是终因钱
太少，没能把华岗救出来。
这时，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及时向

党中央汇报了华岗在青岛被捕的情
况，并迅速组织营救。其间，连吉鸿
昌、宣侠父都出面营救，但均无果。
葛琴眼见营救丈夫无望，处境

又非常困难，便决定离沪到华岗的
家乡去。这就是葛琴在《〈总退却〉后
记》一文中所写的：“灾祸和贫困突
然把我击落到一个极困苦的环境
里，而孩子苏苏又在这时死去，一切
的不幸同时向我压下来，我只得离
开上海到偏僻的农村去。在生活鞭
子残酷的挞击下，焦头烂额的奔波
着……”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董必武以

中共代表身份向国民党当局交涉，
!#$%年!"月!&日华岗被营救出狱。
出狱后，华岗任《新华日报》总编辑，
后又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不久调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中
共上海工委书记。在党的统一战线
工作中，特别是争取民主人士、分化
瓦解国民党军政要人等方面，做了
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年华岗
遭人诬陷，以“反革命罪”被长期关
押，!#%(年含冤瘐死狱中。!#)"年经
中央批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对于葛琴嫁给邵荃麟的这段经

历，据("!!年!!月(日《作家文摘》上
刊登的《赵俪生谈华岗：书生气害他
丧命》一文所述：

华岗是个书生气很重的人!不善

于料理生活" 他一心扑在革命上!一

心扑在革命理论上!其余的事不大理

会"就以家庭说吧!他一生也充满了

不幸"他的第一任夫人葛琴是他的革

命同志#党员!而且在一个党小组"小

组有三个人!第三个是邵荃麟!后来

成为著名作家!再后来又因为提倡写

中间人物而被批判" 当时大革命时

期!邵荃麟身患很严重的病$大概是

肺结核%"为了发扬同志的友爱!华夫

妇就精心地护理他!可是华岗突然被

捕了! 只剩华的夫人一人护理他"护

理着护理着! 同志爱就转变为夫妻

爱"这件事令华岗终生遗憾"他说过!

他到北京开会时遇见邵荃麟"两人擦

身而过!不打招呼"

赵俪生!#!%年出生于山东，新
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师范大学、山
东大学、兰州大学教授，在中国农民
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方面颇有
建树，(""%年逝世。华岗曾任山东大
学校长，故与赵俪生熟悉。
而据我所知，葛琴嫁与邵荃麟

还另有隐情。最近，我与上海作家协
会的艾以老师联系上了。他与华岗
是同乡，与其儿子华贻芳又是溪口
小学和龙游仗时中学（即龙游中学）
同学。他说，他小时候有一次回家乡
时，葛琴看到他，还抱过他呢。!#)&
年!!月!%日家乡成立华岗研究学会
时，会长是林默涵，他任副会长，对
华岗一家比较熟悉。
听艾以说：“华岗被捕后，报上

登了华岗已经牺牲，所以葛琴才嫁
给邵荃麟的。”艾以还告诉我，华岗
的第二任妻子姓谈，生了两女一男，
现在两家的孩子还经常来往，关系
很好。

“影射江青”遭迫害
葛琴从!#$(年开始创作，到

!#&&年，先后共撰写发表了近五十
万字，出版了十几本书。在繁忙的革
命工作中，能有如此多的作品，实属
不易。

葛琴在!#*)年写过一篇文章
《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她在文中

说：“每次写完一篇改而又改，发表
后仍然还觉得要改。因此，我只希望
自己在这不断需要改造的过程中，
也多少能有些不断的进步。”其实，
葛琴有时候是违心地修改自己的作
品，如短篇小说《贵宾》就是如此，因
为“文革”中有人认为其内容有影射
江青之嫌。

!#*)年底，在一次香港《小说》
月刊的编委会上，主编茅盾提议写
幻想小说，想象全国解放之后，人们
会有怎样的变化。在中国即将发生
深刻变革的时代，蒋家王朝已如融
化的冰山，全面崩溃指日可待。葛琴
的《贵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
的，最早发表在!#*#年!月出版的
《小说》月刊(卷!期上，后收入!#*#

年%月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小
说集《结亲》中。
葛琴将《贵宾》的故事发生的时

间安排在!#'"年，主人公陆锦霞是
“国际上闻名的妇女民主会”会长，
由黄部长安排到莫干山疗养院疗
养。谁知陆女士发现疗养院里住了

一些受伤的士兵、生肺痨的工人农
民，感觉很不舒服。于是，黄部长连
夜派车接她回南京。途中，司机为了
避开一个老头紧急刹车，把陆女士
吓昏过去。陆女士苏醒后，要司机把
区长叫来，接她到区政府去休息，并
让区长审查司机出事故“有什么企
图没有”，又让黄部长的夫人专程来
接她去南京。陆女士觉得“他们革了
命，有的是领导权，天下属他们！”对
老百姓“绝对不能太民主”，应该让
老百姓为她这位“社会名流”“人民
团体的领袖”服务。葛琴的这篇小说
写在建国前夕，并用了一个问句做
副标题：“在来年人民自己的国度
里，还会有这样的人吗？”

小说发表后未产生什么反应，
也没人将作品中的陆女士与江青对
号入座，然而到了!#&&年“文化大革
命”爆发后，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
变化。
“文革”前，葛琴是北京电影制

片厂的艺术副厂长，运动开始时，是
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
“文艺黑线”参与者受到批斗。

到了!#&)年$月，葛琴被隔离审
查，中央专案组“一办”立案，罪名之
一是“叛徒”，之二是写小说攻击污
蔑江青。
葛小鹰回忆道：葛琴自参加革

命以来，从来没有被捕过，“叛徒”之
罪根本是无中生有。至于第二条，他
有一次找东西，偶然发现母亲的一
叠材料，出于好奇和紧张，“便拿起
来看，不过由于没有得到妈妈的允
许，属于偷看，我有些内疚和慌张，
只是匆匆地看了一些，没有细读。记
得认罪内容大致是自己写小说‘攻
击污蔑了江青同志，罪该万死’一类
话。这种自我责骂的空话，在那种用
皮鞭和拳脚‘横扫一切’的年代里，

实在是很普通的事。”葛琴在认罪的
同时又辩解道：“小说里我虽然写过
有人说：‘说不定她是毛主席夫人
吧？’但马上就有别人驳斥他：‘毛主
席夫人哪会是这样的？’所以我绝不
是在攻击江青。”
虽然葛琴一再说自己没有攻击

江青，可在那个年代，谁会理你呀。
后来再批斗，也整不出什么新的材
料，将她弄到干校。!#%(年$月!日葛
琴在那儿发生脑血管意外，昏迷了
三天，双目失明，瘫痪，大小便失禁，
可是专案组竟见死不救，说要等“中
央首长”的批示。后来周恩来总理得
知后，立即作了三次电话指示，可是
专案组非要有书面指示为凭据。等
到总理的书面指示到达时，已经过
去)天，葛琴才被送入医院“抢救”。
经过一位老中医的救治，葛琴开始
能够说些简单的话语。

葛琴出院时，仍然是偏瘫失语，
专案组以“案情重于病情，病情服从
案情”为由，将她关押隔离在干校农
场，不准独立开伙。后来通过一些老
同志的帮助，!#%$年!"月周总理指
示：“要发给全薪作为生活费，住房问
题由单位负责妥善解决。”可是专案
组的人没有完全执行，直到!#%*年!"

月来了两个新领导，此事才解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葛琴的

冤案得到了平反，精神面貌大为改
观。一些老朋友纷纷前来看望她，如
骆宾基、艾芜、沙汀、楼适夷、骆耕漠、
李何林和王振华夫妇等。虽然葛琴不
能说话，可是情绪的变化很明显，听
到他们一起回忆往事时，很高兴地点
头，张嘴大笑，听他们说到在“文革”
中的不幸遭遇时，会眼圈发红，发出
“啊，啊”的同情声。葛琴于!##'年!月
$日凌晨$时去世，享年)%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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