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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证《惊 涛 》
赵 阳

2022 年 6 月 25 日 22 时 40 分， 电
视党史纪录片 《惊涛 》 在安徽卫视首
播。 节目尚未播完， 手机短信和微信以
及电话铃声便此起彼伏， 祝贺的， 谈观
感的， 也有探寻节目摄制过程的， 各类
电话和信息让我应接不暇。

我的内心， 波浪翻滚。 《惊涛》 酝
酿和摄制的一幕幕， 就像纪录片里一帧
帧版画情景， 呈现在眼前。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早在 2020 年春， 我们就开始谋划
建党百年的宣传重点 。 寿县是革命老

区， 是一块有着光荣历史的红色土地。
20 世纪上半叶， 中共小甸集特支在这
里建立， 小甸因此成为安徽省党的火炬
最早点燃、 党的旗帜最早举起的革命圣
地， 从而在党的早期革命史中占有浓墨
重彩的一页。 追寻革命先辈光辉足迹，
讲好小甸集特支红色故事， 用百年历程
激励后人， 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正是
党史学习教育的最有效方式。 为此， 我
们将摄制 《安徽省第一个农村党支
部———小甸集特支》 电视专题片， 列为
寿县挖掘当地红色资源、 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宣传活动的主要内容。

转眼到了秋天， 云淡风轻， 天气凉
爽， 金色的稻谷铺满田畴。 这一天， 突
然接到省文联潘小平老师电话， 说要来
采写小甸集特支诞生和发展情况。 潘老

师曾任安徽文学艺术院院长、 《安徽文
学 》 主编 、 安徽省作协副主席和秘书
长， 在文学创作方面给予我很多指导和
帮助， 是我一直敬仰的人。 我一口答应，
陪着老师拜谒安徽第一面党旗纪念园、
曹蕴真烈士墓地等实地， 到县党史办、
档案馆查阅相关资料。 过程中， 潘老师
说， 早在 2016 年春首次接触到小甸集特
支相关资料， 就确定了要以此为主题，
创作一部长篇报告文学。 潘老师说， 曹
蕴真、 方运炽等， 这些最早在安徽土地
上创建了党组织的人， 最终都没能见到
革命胜利。 这些共产党人牺牲了、 奉献
了， 今天的人们应该知道他们的存在，
知道他们曾经奋斗过、 鲜活过！

潘老师的话让我心生震撼。 一位外
地作家， 居然对寿县党史这么看重， 思

考得如此深刻！ 作为地方文化工作者，
我们囿于知识层面和理论、 实践局限，
确难达到他们的高度和深度。 如果借助
于外力， 完成我们的地方党史研究和挖
掘工作， 肯定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将我们正在筹拍电视专题片的计
划告诉了潘老师。 潘老师十分高兴， 说，
她正想在完善资料的基础上， 先给省电
视台制作个纪录片。 如果可行， 县电视
台与省台联合摄制， 优势互补， 岂不皆
大欢喜？

联合摄制， 需要领导支持， 还需要
经费作保障。 我不敢怠慢， 马上将潘老
师的想法报告了县领导。 领导说， 这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呵！ 当即表态， 将
在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

采取 “两条腿走路 ” 办法 ， 一方
面， 由省台纪录片中心牵头组建摄制班
子， 全面推开纪录片撰稿和前期外景摄
录工作； 另一方面， 加强沟通协调， 寻
求相关单位给予帮助与支持。 到年底，
潘老师的 《惊涛》 文学本初稿完成， 县
台与省台的合作协议也已顺利签订。 同
时， 省、 市、 县宣传部门均表态给予必
要的理论指导和经费支持， 省委宣传部
将其列入重点文艺精品项目。

2021 年 3 月 18 日， 安徽广播电视
台纪录片中心与淮南市、 寿县宣传部门
负责人， 集聚在庄严肃穆的小甸集特支
纪念馆广场， 隆重举行纪录片 《惊涛》
开机仪式。 随后， 创作团队按照分镜头
脚本安排， 摄制工作全面展开。

纪录片 《惊涛》 共分上、 下两集，
每集 30 分钟。 上集 《星火湖畔》 以小
甸集特支书记曹蕴真为主线人物 ， 从

1923 年冬中共安徽省境内的第一个农
村党组织小甸集特支成立切入， 串连起
寿县早期党建中一系列重要人物和事
件， 突出小甸集特支在安徽省早期党建
中星火燎原的历史作用和巨大贡献； 下
集 《烽火万山》 以小甸集特支中最年轻
的党员方运炽为主线人物， 通过对革命
史实、 历史细节的梳理和挖掘， 再现六
霍起义、 瓦埠暴动等著名革命事件， 展
现小甸集特支对于我党军队建设的特殊
贡献和重大意义。 按照 “以影像讲述历
史， 用史实传承精神” 的摄制原则， 创
作团队北上北京， 南下上海、 广东， 走
访了数十位党史专家、 学者， 查找文献
资料 100 多万字， 拍摄了大量画面素材。

就在大伙夜以继日忘我工作的时
候， 北京、 上海等地先后出现疫情， 外
出开展专家采访、 实景拍摄的工作只能
暂缓。 怎么办？ 省台领导一锤定音： 延
缓 《惊涛 》 播出计划 ， 时间服从于质
量， 《惊涛》 必须打造成精品！

领导的理解和支持， 成为摄制组一
帮年轻人的无穷动力。 大伙心无旁骛，
心思和精力全都集中在作品打造上。 不
能外出拍摄时， 就在工作室里做内业。
艺术表现形式上， 大胆尝试进行创新和
探索， 巧妙运用情景再现+动画特技还
原技术， 赋予 “小甸百年” 以充分的时
代感和当下性： 在情景再现模式下， 采
用以实景为主、 演员为辅、 淡化表演痕
迹的方式， 在红色语境的氛围营造中，
引领观众切身感受上世纪初年革命大潮
的汹涌澎湃， 感受中共安徽省第一个农
村党组织中共小甸集特支人物命运的起
伏跌宕； 在动画特技模式下， 采用在革

命时期有独特历史地位的版画形式， 大
色块粗线条表现 ， 淡化细节 ， 突出情
绪， 有效地渲染出革命年代的情境与氛
围； 在音乐音效方面， 虽是一部小体量
纪录片， 但仍然坚持了主题曲 《青春》
的原创， 在激荡与崇高的苏俄风格的主
旋律下， 加入了一定的流行元素， 以期
得到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喜爱与接
受， 一定程度地突破了革命题材、 红色
影像在表达手法上的单一与局限。

匆匆间， 一年半时间过去了。 时长
1 个小时的 4K 电视纪录片《惊涛》终于
杀青。 在省、市、县分别举办的专家评审
会上，大家认为，《惊涛》紧扣 “初心 ”和
“使命”的时代主题，通过追溯上世纪初
发生在小甸的安徽党建历史上的光辉时
刻，努力发掘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展现
了安徽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建设中
的独特历史地位和贡献。无论是讲历史，
还是说人物，该片都有新鲜的切入角度、
多层次的展开维度、 饱含情感的叙事温
度。在近百年的时间跨度里，建构了一个
广阔深邃的叙事空间。

6 月 24 日 ， 还是在小甸集特支纪
念馆广场 ， 安徽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
心 、 淮南市委宣传部 、 寿县县委宣传
部、 寿县融媒体中心又在这里举办了电
视纪录片 《惊涛》 首播发布仪式， 《惊
涛》 总撰稿潘小平介绍了纪录片创作过
程， 分享了 “小甸百年” 给年轻的主创
团队所带来的精神震撼。

6 月 25 日，《惊涛》作为庆祝“七一”
献礼片在安徽卫视首播， 随后被各级视
听媒体广泛转载， 平面媒体的各类专家
评介、记者专访持续不绝， 好评如潮。

纪录片《惊涛》首播发布仪式现场

启 蒙 者
———张树侯和他的学生们

高 峰

前年秋冬， 我多次行走瓦埠湖东南
岸边， 从小甸集到上奠寺再到瓦埠街的
路上， 遇到背着书包放学的孩子， 突然
怀想， 他们是不是从百年前附近邢家岗
上的一间私塾里走出来的， 这些孩子中
有曹蕴真、 方运炽、 曹渊、 曹云露、 曹
鼎、 曹广海……他们的家就住在附近，
教他们的先生叫张树侯。

“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但
是， 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 在百年前的
穷乡僻壤里， 有一个启蒙者在这里点燃
了革命的火苗， 并在以后若干年创造了
安徽革命的奇迹。

一
张树侯祖居瓦埠湖东岸， 东淝河边

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叫张老郢子的村庄。
他在 《金氏家谱 》 序中说 ： “悠悠我
祖， 本自武林， 有明洪武， 迁于寿春”。
到了他的祖父辈 ， 人丁兴旺起来 。 于
是， 又在老郢子四周新辟了四个村庄，
分别叫东、 南、 西、 北岗， 张树侯家住
在南岗， 务农为本， 重视读书， 称为耕
读人家。 由于家境贫苦， 家教严格， 上
学的人都十分发奋用功， 成绩优秀。 在
不长时间里， 百十口人的家庭， 有七人
考上秀才， 他们分别是张树侯的叔祖父
张积钰， 三个叔叔张善凯、 张善仕和张
善璞。 张树侯的父亲张子兰， 二哥张希
乔和张树侯， 所谓： “一门七秀才”。

在双庙集镇迎河村， 我们找到张树
侯的孙子张培老人， 几间孤瓦屋立于大
片青麦之中， 门前池塘， 几只麻鸭， 秋
风老树， 甚是清寂。 老人说， 爷爷二十
多岁时， 不知什么原因， 也许是与家族
中的人闹了点不愉快， 受了点委屈， 他
带着自己的母亲、 妻儿从祖居地张老郢
子搬到几十里外的妻子的娘家小甸集曹
家岗一路之隔的邢家岗， 依靠曹家亲友
帮助， 盖了四间草房， 居住下来。

安顿好家人后， 他就抛妻别子， 浪
迹天涯了。 秀才出身， 放弃科举， 怀着
革命抱负， 参与反清运动。 张树侯先是
在寿州城里与柏文蔚 、 孙毓筠等组织
“阅报书社” “强立学社”， 后入安庆武
备练军营等密谋暴动， “走杭州， 客吉
林， 屡濒于危”。 参加同盟会， 追随孙
中山先生， 参与安庆马炮营起义， 到上
海组织地下革命联络处， 又返回家乡，
参与淮上军等……民国建立 ， 军阀当
道， 政局混乱， 国事日非， 决心不再参
与军政。 力拒孙中山邀请担任总统秘书
之职， 黯然隐退， 课徒乡里， 同时致力
于书画金石。

1916 年， 51 岁的张树侯因为遭到
当时的皖督倪嗣冲通缉， 潜走六安， 经
鄂入川， 九月返家， 从此决定， 不参军
政， 隐居教学。 一个半生困顿奔走、 亡
命天涯的游子 ， 最后还是故乡接纳了
他， 他也以博学多识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回馈了故乡， 隐居乡里， 继续干他的教
书老本行。 在 《抵家》 一诗中他写道：

人生久别须欢乐, 漫把闲愁搅我
心。

壁间古画犹高揭， 架上书籍森成
列。

人生百年已过半， 从此不作风尘
客。

因为张树侯娶小甸集曹氏为妻， 又
投靠曹家来此安家， 曹家岗与邢家岗一
路之隔， 三里多路， 离得很近， 因此，
他的学生中， 大部分都是曹氏家庭的子
弟。 如果按这一年计算， 他的学生中，
曹蕴真 15 岁， 曹渊 14 岁 ， 曹广化 11
岁， 方运炽 10 岁， 曹鼎 9 岁， 曹广海
8 岁， 曹云露 6 岁……

二
曹鼎烈士的孙子曹拥军把我们领到

了小甸集老街中段， 他指着小甸集特支

成立所在地曹氏宗祠的遗址对我们说，
他家就住在祠堂的斜对面， 在老街正中
间开了一家大门朝东的 “永丰斗行 ”。
因为宗祠地点狭小， 有时地下党开会，
就到老街背后我家的大屋子里开。 因为
家里富裕， 爷爷跟张树侯念书， 张树侯
只要一上街， 就会到我家喝酒。 因为张
树侯名气大， 找他写碑刻碑的人太多，
学生们一边上学， 一边要轮流帮他拎写
字刻碑的工具， 跟着他走村串户。 因为
我爷爷在学徒当中年龄偏小 ， 到人家
去 ， 没人看得起 ， 也很少逮到机会干
活。 但有一回， 张树侯背着人家， 放手
让他刻碑了。 结果， 干得很漂亮， 受到
称赞， 我爷爷感到很有面子。

教书有多种多样， 教师也有多种多
样， 有的教师只是逐字逐句地讲解和死
记硬背， 教好教坏是另外一回事。 张树
侯却不是这样， 他的半生历练， 在探索
多灾多难的国家出路的过程中， 他渐渐
明白， 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组织———中
国共产党， 才能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
中。 于是， 在教学中， 他向学生们传播
革命思想。 有时候三言两语， 就把做人
做事的道理和为之奋斗的目标说透了。

学生曹蕴真是中共小甸集特支第一
任书记 （1923 冬—1924.3）， 1901 年出
生于瓦埠镇一贫苦农民家庭。 因为住在
邢家岗邻村， 幼年时， 就读于张树侯门
下。 在教学中， 张树侯向他讲述自己早
年与孙中山、 陈独秀的革命交往， 讲述
徐锡麟、 熊成基、 黄花岗石德宽烈士事
迹等， 传授民主革命思想， 在曹蕴真幼
小的心中播下了改革社会的种子 。 后
来 ， 他到芜湖、 上海求学 ， 1922 年在
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受党组织派
遣， 1923 年冬， 回到家乡参与组建安
徽最早的党支部———中共小甸集特别支
部 ， 任特支书记 ， 直属党中央领导 。
1924 年 5 月入黄埔军校， 后回乡从事

农民运动。 1926 年夏赴武汉参加北伐。
1927 年 10 月因病不幸逝世， 被追认为
革命烈士。

中共小甸集特支第二任组织委员方
运炽也是张树侯的学生， 他 1906 年出
生于瓦埠竹园村。 先随张树侯念私塾，
后入瓦埠小学就读。 1923 年在上海大
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 同年冬 ， 与薛卓
汉、 曹蕴真等回乡建立中共小甸集特别
支部。 1926 年冬， 党中央选派其前往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 1929 年以 “第
三国际” 东方特派员的身份回国， 以中
央巡视员的身份到安徽视察和指导工
作。 1931 年 2 月 15 日， 中共安徽省委
正式成立 ， 被推选担任省委书记 。 此
时， 他正在皖北巡视， 未能到任， 书记
职务由王步文代理并兼宣传部长。 同年
3 月 27 日， 在寿县上尊寺召集寿、 凤、
阜三县县委联席会议， 发动震惊江淮的
“瓦埠暴动”， 揭开寿县人民武装斗争的
序幕 。 1932 年 12 月 ， 被张国焘所谓
“肃反” 不力， 惨遭迫害、 折磨， 殉节
于红四方面军进川陕途中， 年仅 26 岁。

三
曹渊烈士之子曹云屏在 《求索》 一

书回忆： “树侯先生的故居即曹家岗村
西的邢家岗 ， 父亲曹渊即跟随先生读
书， 他的学生多走上革命道路。 除曹渊
外， 尚有曹广化、 曹云露、 曹鼎、 曹广
海、 陶久仿、 孟靖、 方英等烈士。 父亲
曹渊学习成绩很好， 书法也很好， 很受
先生钟爱。 关于父亲和树侯先生之间亲
密的师生关系 ， 我曾多次听到乡间传
说。 因为先生是书法家， 乡间求字的很
多， 但先生脾气有点古怪， 往往不知原
因就被碰了回来， 但你只要找到曹渊去
请先生写字， 就会获得成功了。 两家也
时有来往， 记得我家屋里所挂的中堂即
树侯先生所书写的篆书。 家人告诉我，

我的名字即是先生所起， 另外还起了一
个乳名叫 ‘东黎’， 意思是黑暗即将过
去， 东方黎明， 曙光在望。”

“一门三烈士” 的事迹在寿县家喻
户晓。 曹渊 1900 年出生于小甸曹家岗。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 中共党员， 叶挺
独立团一营营长， 北伐军攻打武昌时壮
烈牺牲 ， 年仅 26 岁 。 周恩来赞扬他
“为谋国家之独立， 人民之解放而英勇
牺牲了， 这是非常光荣的”。 叶挺称他
是 “模范的革命军人， 且是我最好的同
志”。

当曹云露得知二叔曹渊在北伐军攻
打武昌战役中光荣牺牲的消息， 他悲痛
不已， 化为力量， 毅然离开学校， 参加
革命 。 1928 年加入共产党 。 1939 年 9
月在湖北被捕后被押送浠水县， 在狱中
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百般利诱， 始终
大义凛然， 坚持斗争， 威武不屈。 1939
年 10 月 2 日壮烈牺牲， 时年 29 岁。

曹少修是曹渊烈士的二哥， 曹云露
烈士的二叔。 他比张树侯小 20 岁， 不
是学生胜似学生。 按曹姓辈份， 张树侯
是他前辈， 受其影响， 张树侯曾推荐他
投考安庆陆军小学， 因视力不良， 未能
入选。 不久， 在上海参加同盟会， 致力
于革命活动。 1947 年 9 月 ， 解放战争
中 64 岁的曹少修留在淮西根据地， 被
国民党寿县县长王镇华逮捕。 关押中，
敌人软硬兼施， 百般利诱， 曾捏造一封
家书 ， 叫他签字 ， 劝其儿子曹云鹤投
降， 遭到严词拒绝。 就义前， 叫看守拿
来纸笔写道： “吾弟渊， 为革命而死；
吾侄云露， 亦为革命而死； 今吾亦死，
一门三烈士， 足以光荣吾门庭！”

小甸集曹氏 “一门三烈士”， 正是
张树侯妻子的娘家人。

四
1927 年 “四·一二” 惨案， 蒋介石

发动武装政变， 大肆屠杀共产党员， 革
命陷入低潮， 党的活动转入地下。 张树
侯曾以书愤诗二十首抨击 ， 其中云 :
“风云义烈感沧桑 ， 痛哭血花溅沪江 。
新义三民嗟幻影， 神州暗淡恨茫茫。”

张树侯的儿子张曙云早年自上海大
学随周恩来至广州入黄埔军校一期， 后
加入共产党从事革命工作 。 1927 年 ，
张曙云困于时局， 感到前途迷茫时， 来
信向父亲询问时事 。 张树侯复信道 ：
“当今青年 ， 如大海孤舟 ， 方向为主 ，
一时逆风起处 ， 澎湃狂澜 ， 则飘荡中
流， 不知所止， 尔曹其勉乎哉。” 鼓励
儿子在时代潮流中， 认定目标， 立稳脚
跟， 不要随波逐流。 正如韩愈 《师说》
中所言： “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 ,所
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张树侯的孙子张楠 1939 年参军 ，
任新四军连指导员 ， 在抗战中英勇牺
牲， 是革命烈士。

这一年， 张树侯在回答友人时说：
“宁汉分裂， 蒋汪合流， 玉阶举事南昌，
前景如何？ 余曰： 总理联共， 非为一党
之私， 乃天下为公之至意。 中共主义，
仲甫为余道之甚详， 然以世界潮流合吾
国国情观之， 共产主义适为吾国所需。
总理倡苏俄为师之说， 吾意民生主义之
实例， 非中共莫属。 设吾及身见之， 必
书 ‘德奉三无， 功安九有’ 八字为中共
颂。 余老矣， 君如身践其世， 当谓余之
预意不虚也。” （《晚菘堂谈屑》）

这个反清斗士， 民主志士， 胸中已
然明了： “中共主义， 合吾国国情， 共
产主义 ， 吾国所需 ”。 于是大胆预测 ，
中国共产党必得天下。

任何革命都需要思想者的启蒙， 张
树侯以自身参加反清运动和民主革命的
切身经历， 得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
中国 。 于是 ， 他向学生们灌输革命思
想， 成为小甸集革命策源地的启蒙者。
在小甸集这个穷乡僻壤， 1923 年冬， 建
立了安徽第一个直属中央领导的特别党
支部。 如今， 这里被建立了安徽第一面
党旗园， 在耸入云天的纪念碑下， 在苍
松翠柏簇拥的陵园里， 长眠着先生的一
群学生， 漆黑的大理石墓碑上， 铭刻着
革命烈士的名字， 他们是曹蕴真、 方运
炽、 曹渊、 曹云露、 曹少修、 曹鼎、 曹
广海……目前所知张树侯学生中， 曹广
化最富有传奇色彩， 他有勇有谋， 身经
百战， 出生入死， 屡立战功， 先后获得
二级八一勋章， 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
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他
是新中国成立后张树侯学生中唯一幸存
的开国将军， 官至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
员会副书记。 2004 年 4 月 21 日因病医
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享年 100 岁。

我们在铭记革命者的觉醒和牺牲
时， 也不应忘记启蒙者的功勋。

梅花图 张树侯 作（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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