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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缅怀新四军老战士沈为刚
梁立文

在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 原总参解放军工程技术
学院副政委、北京新四军研究会顾问、新
四军老战士沈为刚逝世十周年之际，我
们用文字的形式追忆他那段可歌可泣的
峥嵘岁月， 以告慰这位九泉下值得让后
人深切怀念的革命前辈。

沈为刚，1928 年 9 月生于今安徽省
寿县炎刘镇船涨村。 1943 年 8 月，被保
送到淮南津浦路西抗日联合中学 （抗大
式学校，供给制）接受革命教育，1945 年
4 月 9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 年 2 月
入伍。解放战争期间，跟随陈毅、粟裕、谭
震林等首长转战华中、华东战场。参加过
苏中七战七捷、宿北 、鲁南 、莱芜 、孟良
崮、豫东、济南、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
战役。1948 年冬，改做政治工作。1953 年
后，在总参谋部三部政治部、三部某局担
任领导职务。 1983 年，任解放军工程技
术学院副政委（副军职）,1988 年初，任总
参谋部三部调研员，1989 年 4 月离职休
养。 1989 年 5 月，中央军委给沈为刚颁
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章。

一、走出乡村 投身革命
1943 年，十六岁的沈为刚小学毕业

了。他所在的寿县船涨埠没有中学，日本
鬼子占领了寿县城和正阳关， 迫使寿县
城里和正阳关的中学都停办或迁走了。
他的父亲动员为刚不要上中学了， 就在
家里帮助他做做粮食行的生意。 但沈为
刚不愿意， 天天闹着要上中学。 无奈之
下， 他父亲打听到有个表兄弟在淮南津
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当司令员、专员，而且
抗日根据地还办的有几所中学， 就急忙
找来侄子沈为永， 让他去问问沈为刚能
不能到根据地上中学。

沈为永从船涨埠家里出发， 走了两
天一夜，躲过日伪军岗哨的盘查，来到了
地处定远藕塘的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
地， 见到了日理万机的津浦路西联防部
队司令员、 津浦路西专员公署专员郑抱
真。郑抱真听了沈为永来由后，高兴地笑
着说：“为刚喜欢上学， 是个有出息的孩
子！ 欢迎他来，你回去把他带来，我给他
安排好上学的事。”他对警卫员说：“你带
他到食堂去吃饭，留他在这住一晚，明天
送他回去 ， 从我的费用里拿点路费给
他。 ”第二天，郑抱真给了沈为永路费，
并把他送到专员公署大门外， 沈为永激
动地连连道谢，告辞而去。

沈为永回到了炎刘庙的船涨埠后，
把见到郑抱真以及沈为刚到藕塘抗日根
据地上学的事给沈为刚的父亲叙说了一
遍。沈为刚在旁边听着能去上中学，情不
自禁地跳了起来。

过了几天， 家中给沈为刚备了一些
学费和生活用品后， 他便和沈为永起程
了。 临别时，老母亲对 16 岁的沈为刚叮
嘱道：“自己出门在外，要注意生活起居，
关注天气冷暖，增减衣服，要听学校老师
的话”等等。 堂弟兄二人离开家，迈开脚
步，沿着乡间小路，向定远藕塘淮南抗日
根据地的方向走去。

沈为永带着沈为刚绕过敌顽的哨卡
和碉堡，迂回前进，直至第二天傍晚时分
到达藕塘镇的津浦路西专员公署的门
前。 郑抱真专员的警卫员认得沈为永，
立即进去报告郑抱真，郑抱真听了，很高
兴，吩咐警卫员：“快请他们进来！ ”沈为
永、 沈为刚二人随着警卫员来到郑抱真
的办公室。郑抱真笑道：“好！好！见到你
们真高兴，为刚也长成大小伙子了。看你
身材这么高大， 今后是一块当兵的好材
料。 明天我送你到抗日联合中学读几年
书，掌握了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将来都
是我们党的后备干部，前途远大呀！ ”

第二天， 郑抱真专员安排警卫员送
二人到沙坝大王庄的津浦路西抗日联合
中学。在学校招生登记处，沈为刚将小学
毕业证给登记人员验看，报上了名。警卫
员将郑抱真写的介绍信交给报名处的人
员说：“沈为刚是郑专员推荐的， 他的报
名费、 住宿费、 伙食费全部由郑专员负
担。 ” 联合中学的工作人员都认识郑抱
真的警卫员，而且又有郑抱真的亲笔信，
所以，沈为刚很顺利地报上了名。报名处
的工作人员将沈为刚送到学生宿舍和教
室。从此沈为刚就在这里上学读书，开始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沈为永应郑专员的要求， 在藕塘参
观游玩了一天， 看到了根据地到处呈现
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心中非常高兴。第
二天，沈为永告别郑抱真专员，带着给他
的路费，踏上了回炎刘船涨埠的路程。

二、坚定信念 刻苦学习
抗日联合中学是津浦路西抗日根据

地举办的一所半军事化学校。 在抗日战
争最艰苦的岁月， 沈为刚在津浦路西抗
日联合中学度过了两年难忘的时光。 这
里不仅是沈为刚求学、 参加革命之路的
起点，更是他磨砺意志、树立理想信念的
熔炉。 在这里，他严格要求自己，最终以
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 为后来坚定跟
党走，进入和适应正规部队生活，成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将领， 打下了非常
扎实的基础。

（一）严守纪律刻苦学习
津浦路西抗日联合中学实行严格的

纪律，沈为刚对此深感敬畏。 他遵守学校
的一切规定，服从命令，无论何时何地，他
一直是一个勤奋刻苦的学生，每天早起晚
睡，严格要求自己按时上课，从不迟到早
退。在教室里，沈为刚总是认真听讲，用心
记笔记，每一堂课都认真对待。他知道，只
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取得好成绩。 他
的学习也很有规律，每天都会安排一定的
时间来复习和预习，以确保自己能够掌握
好每一门课程。 他的勤奋和努力，得到了
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赞赏。

（二）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联合中学，除了学习，沈为刚还积

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 他喜欢参加体育
活动，他认为，体育不仅可以锻炼身体，
还可以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
在课外活动中， 他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去帮助别人， 也从别人那里学习到了
很多东西。

沈为刚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
学，与他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为
革命事业而努力。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支
持，成为了沈为刚求学路上的重要伙伴。
他们的友谊让他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
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为抗日大业而努力学
习的决心。

（三）艰苦的生活与精神的锻炼
在联合中学， 沈为刚过着艰苦的生

活。 1942 年前后，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
的年代，部队和老百姓的衣食严重短缺，
根据地军民在津浦路西专员公署专员郑
抱真的带领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抗日
联中同样每天也要面对饥饿、 寒冷和疾
病的挑战。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让沈为
刚屈服，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他更加珍
惜学习的机会，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在
艰苦的生活环境中， 他不断地锻炼自己
的意志力， 为将来的抗日战争做好了思
想上、身体上的准备。

（四）受到表扬与自我肯定
沈为刚在联合中学读书期间， 郑抱

真多次前去看望， 帮助他解决经济和生
活上的困难，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沈
为刚以十分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得
到了郑抱真的高度肯定和表扬， 称赞他
是“沈家有出息的好苗子”，这让他倍感
自豪和鼓舞。 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为
抗日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信念。

在津浦路西抗日联合中学度过的两
年时光，对沈为刚的人生影响极其深远。
在这里，他学会了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坚
持理想信念，如何与他人友好合作，如何
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 这些宝贵的经验
伴随了他一生， 成为他成长道路上的重
要财富。

沈为刚在津浦路西抗日联合中学读
了两年中学， 最大的收获是系统地学习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理论，树
立了共产主义革命的远大理想。 1945 年
4 月 9 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南征北战 屡建功劳
1946 年 2 月，沈为刚加入了革命的

队伍，被调到华中军区司令部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他跟随陈毅、粟裕、

谭震林等首长行动，转战华中、华东各个
战场，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宿北、鲁南、
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淮海、渡江、解
放上海等多个著名战役。 特别是孟良崮
战役，他凭借着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以及
敏锐的洞察力， 截获破译了国民党电台
的信息， 为粟裕等下决心消灭张灵甫的
七十四师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最终
全歼了国民党全副美式装备的王牌师七
十四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他截获破译
的信息不仅帮助了粟裕等制定出正确的
战略战术，也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使他们
更加坚定了为夺取全国胜利而勇敢战斗
的决心。

1949 年开始他改作政治工作，1949
年， 入上海华东军政大学干部班学习。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负责对援
朝的部队青年干部进行培养教育。 1953
年 4 月，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干部
处工作。 1959 年，入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
学习。1964 年，任团级政工干部。1967 年，
调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政治处工作。1979
年， 调总参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工作，先
后任政治部二系政委。 1983 年，任总参解
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副政委（副军职）,他把
满腔热忱投入到军事教育事业中，团结带
领全院同志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
委和总部关于院校建设的方针，工作兢兢
业业、勤勤恳恳，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查
研究，积极探索总结军队院校政治思想工
作的方法和经验，深受全院同志的尊敬和
爱戴。 1988 年初， 任总参谋部三部调研
员。 1989 年 4 月， 离职休养。 1989 年 5
月，被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章。在长期
革命工作中，曾多次立功受奖。

四、清正廉洁 严律自我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 还是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 无论是在总参谋部三部工
作， 还是在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担任领
导， 沈为刚始终都以毛泽东的 “两个务
必”和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廉洁自律， 起到了一个领导干部的表率
作用。他始终坚守着党的纪律和原则，以
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
命，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沈为刚的廉洁自律不仅仅体现在他

的言行举止上， 更体现在他对权力的理
解和运用上。 他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
老领导，深知权力是人民的，是为人民服
务的，而不是用来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因此，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权力
所诱惑，始终坚守着公正公平的原则。

沈为刚不仅是对自己要求严格，更
是严格约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庭成员的
一言一行。他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都始
终坚持以人为本， 关心关爱着每一位下
属的成长和发展，教育他们要听党话、跟
党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以
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影响着身边的人，
让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
党员应该有的精神风貌。

五、离休职场 发挥余热
离休后， 沈为刚仍然一如既往地关

心国家和军队建设， 关心三部建设和发
展，并热心公益。 他被委以重任，担任了
北京市新四军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兼二
师分会会长。 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既是一
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他始终遵循军史
服务于党史的宗旨， 全心全意致力于北
京新四军研究会的各项工作。

沈为刚的领导风格深受大家的赞赏
和尊敬。 他以身作则，严谨治会，注重实
践， 带领研究会成员深入挖掘新四军的
历史资料， 深入研究新四军的战斗历程
和革命精神。 他关注新四军老战士的生
活状况和历史遗留问题， 积极为他们排
忧解难。 他鼓励广大会员积极发表研究
成果， 共同探讨新四军的历史意义和价
值。在各种活动的开展中，他不仅亲自组
织和主持各种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还积
极推动研究会与各地新四军研究会的交
流与合作。在他的带领下，研究会成员们
不仅深入了解了新四军的历史， 还拓宽
了视野，增进了友谊，为新四军的历史研
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对于新四军历史研究的热爱和对
研究会工作的投入， 不仅仅是他个人的
荣耀和责任， 更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
的奋斗精神。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
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情怀和无私奉献精
神， 为新四军的历史研究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

2008 年，沈为刚以北京市新四军历
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的身份， 率领新四
军将领的后代， 参观了淮南市新四军纪
念林， 受到了淮南市委市政府和淮南市
新四军研究会的热情接待。

他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严于律己、乐观豁达、坦荡平和，始终保
持一名老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 他酷爱
书法艺术，坚持书法十余年，如同一颗璀
璨的星辰， 在人生的舞台上悄然绽放出

独特的光芒。他远离了繁忙的职场，没有
华丽的光环，远离喧嚣，选择了一个宁静
的世界，那里只有墨香和纸韵，只有他和
他的书法艺术。 他倾注了所有的热情和
精力， 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看似平凡却
又充满魅力的书法艺术世界中。 他曾经
在军队职场上挥斥方遒，而现在，他在书
法的世界里自我沉醉。

他对他的书法作品， 如同他的生活
一样，充满了深深的情感和智慧。他的字
体简洁、刚劲有力、直击人心。每一个字，
都像一颗颗种子，播种在他的心中，然后
慢慢生长，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他的字
如同他的性格一样，既有刚毅的一面，又
有温润的一面， 字里行间充满了力量和
生命力，仿佛每一笔、每一划都在诉说着
他的故事。他的字又如同他的心灵，既有
热情又有深度，既有刚强又有柔情。曾多
次参加中国书画家联谊会等单位举办的
书画展，并获得多个奖项。 2006 年，在家
乡寿县被国务院命名为 “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20 周年之际， 沈为刚应邀参加了
寿县文化艺术协会举办的全国书画展，
其书法作品被评为特等奖， 名字镌刻在
寿县孔庙后院明伦堂的廊房的石碑上。

桃花红雨英雄血，碧海丹霞志士心。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河中， 有无数个
像沈为刚这样的共产党人， 为了民族的
解放、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不惜抛
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篇篇悲壮激越的
历史篇章，他们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

沈为刚参加革命工作以来， 长期在
一线部队和军事院校从事思想政治工
作。 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 始终忠于
党、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教育事业。 他政
治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
头脑清醒，旗帜鲜明，在思想上、政治上
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他服从组织，顾
全大局，注意团结，坚持真理。 他平易近
人，以诚相待，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
疾苦。 他既是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又是单
位官兵的良师益友， 在广大官兵中享有
很高的威望。 沈为刚一生淡泊名利，秉正
刚直，坚持原则，廉洁奉公，他生活俭朴，
以身作则，对子女教育严格，待人宽容，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充分体现了一名老
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和高风亮节。

沈为刚忠于党、 忠于祖国、 忠于人
民， 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的事
业和总参三部的工作。 他的一生是革命
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一生。 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 他的革命
精神和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
念。 他的革命精神、优良作风和崇高品德
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值得我们学习和
缅怀。

野 火 春 风 斗 煤 城 （下）

———纪念淮南解放七十五周年
管德宏

朱怀明 三野联络部干部。 1946 年 5、6
月， 化名李学明在寿县地区进行地下工作，
任寿霍地下工委书记（亦说任豫皖苏区东线
工委委员），其间，曾奉命与国民党绥靖区副
司令兼暂编第一纵队司令廖运泽、一纵副司
令廖运升联络，由时任一纵上尉附员的中共
地下党员常传甫（知名资深民主人士常恒芳
侄孙）牵线，洽谈该部起义事宜。该部指挥所
设在正阳关，时称颍上指挥所。 廖氏兄弟抗
战后即决心起义，但因困难重重， 迟迟未能
如愿。 1948 年 11 月， 朱怀明奉命再次与
廖氏兄弟联络， “请他们出面找淮南煤矿
上层人物 ， 组织护矿 ”。 12 月底的一天 ，
朱怀明和廖运升在正阳关枸杞园一座旧炮
楼见面， 向廖运升传达中野首长刘、 邓新
的指示： “如起义时机不成熟， 就不要急
于起义， 要设法保护淮南煤矿免遭破坏。”
廖运升当即表示， 保护淮南煤矿， 义不容
辞！ 并说， 近期家乡也派路景才等前来求
助。 鉴于淮南三镇属于刘汝明防区， 一纵
不便直接插手， 廖氏兄弟与朱怀明等商定，
以国民党绥靖区颍上指挥所名义， 将路景
才委为一纵副司令， 将矿区已成立的一个
个护矿 （厂） 队分别编为一纵独立团， 对
护矿 （厂） 队员一律发给一纵军服。 这样，
就实际上将矿区划归一纵管辖， 必要时一
纵可以出手。 1949 年 1 月初， 廖运升专程
返乡， 在田家庵镇公所（位于“爽园”澡堂后
面），邀请煤矿局、铁路局、矿路警察总所及
淮南商会等单位负责人密商，使这一举措得
到落实。 与此同时，朱怀明还与程华亭在常
传甫家见面，要求程为“保矿护厂”，对矿区
上层人士多做工作。 之后，又在程华亭寿县
私宅，与程华亭和胡卫中密谈，研究了“保矿
护厂”措施。

张锦章 寿霍地区地下工委干部，淮南
商会会长张莹清之侄。 1948 年 10 月，奉朱
怀明之命回乡做张莹清等工作。经张锦章做
工作，张莹清“经反复考虑，恳切答复：只要
共产党需要我，自当尽力而为！ ”张莹清首先
和外甥倪荣仙联络， 知其已和我地下党接
触，嘱其“应按地下党要求去做”。 然后又做

了程华亭、胡卫中、樊香甫等三人的工作，并
连续两次在胡的家中和程华亭、 胡卫中密
商，决定由胡卫中出面，尽可能说服刘铁军
放弃破坏计划。如刘拒绝，则不惜以金钱、物
资进行贿赂。 樊香甫时任专署警卫中队队
长，对其，张莹清则“以形势相告，并表示（自
己）不愿离开淮南的意图”。 “樊队长慨然表
示也不离开淮南，听从（会长）指挥。 ”为了维
护社会治安和市场秩序，张莹清还主持商会
组织商警队，发给枪支。 商警队在街头昼夜
巡逻，并在一些要害地区部署岗哨，加强警
戒。 为便于指挥，张莹清从商会搬到东泰来
木厂办公。 得知我军准备渡淮， 张莹清于
1949 年 1 月 17 日下午，在东泰来木厂召集
各机关、各同业公会、专署警卫中队等单位
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说明“解放军即将渡
河，解放淮南”，自己“奉有任务，请诸位镇
静，各守岗位，准备迎接解放。 ” “到会者甚
感宽慰，一致表示‘听从张会长部署指挥’”。

为了“保矿护厂”，我党地下工作者们各
自为战，殊途同归。淮南三镇上层人士，对于
“保矿护厂”， 态度也越来越坚定。 但是，这
时， 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加紧对他们进行监
视，施加影响，尤其是对曹式夷更是竭力拉
拢。 上述坊间传闻，其实确有此事。 1948 年
夏秋之际，为了挽救败局，蒋介石将白崇禧、
杜聿明、刘峙调到蚌埠，成立徐蚌“剿总”指
挥部。 该部成立不久，白崇禧等就电邀曹式
夷去蚌会晤，曹未予理会。 接着，刘峙就“借
与曹有旧谊”，乘专列来淮南见曹，并带来徐
蚌“剿总”指挥部《委任状》，委任曹式夷为
“徐蚌‘剿总’指挥部少将军事高参”。曹不为
所动，应付了事。

刘峙等之所以对曹式夷特别“看重”，并
非偶然。曹式夷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空军飞行
员。 曾历任国民党北平南苑航校校长、西北
航空司令、南京航空署副署长、国民政府航
空委员会主任等职， 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抗战中期，因对蒋介石不满，辞职赋闲。 1946
年，应胡卫中之邀，来淮南矿区，任淮南矿路
警察总所副所长。曹式夷与胡卫中曾多年同
窗，彼此感情甚笃。胡虽兼任所长，但总所日

常事务全由曹主持，“如发现异常情况”，曹
也“可全权立即处理”。 因资深年长权重，矿
路上下统称曹老。

其实，曹老和胡卫中等为“保矿护厂”早
已与我地下工作者形成“共识”，并响应我二
野刘伯承司令员致函呼吁：伺机“率矿路警
察总所起义保矿护厂”。 1949 年 1 月初的一
天，曹式夷与胡卫中避开国民党桂系驻矿区
高参吴绍礼和特务们的监视，在总所后面的
大院（今淮南十四中校园内），召开全所官佐
大会，动员全所举行起义。 在会上，曹老说：
“工人要吃饭，保护煤矿、电厂，是我们当然
的责任。共产党来了，我们拱手相让，欢迎进
城。土匪及其他坏人破坏，我们就跟他干！愿
大家审时度势，好自为之。 ”会后，除个别顽
固分子，绝大多数官佐都服从命令，坚守岗
位，摩拳擦掌，枕戈待旦。

1949 年 1 月 15 日，国民党国防部派工
兵从南京将 1 车皮 30 吨炸药运到淮南矿
区。 淮南三镇骤然紧张。 我地下党组织紧急
动员，以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护矿
（厂）队和各警察分所，立即行动，占据矿井
和电厂。 队员们纷纷表示：誓死保卫“大饭
锅”！ 1 月 17 日晚 19 时许，大通矿矿长张光
正突然打电话向曹老告急，称刘铁军已派工
兵将炸药运到大通矿三号井口附近，准备毁
矿，井口已有护矿队和矿警把守，正与炸井
工兵对峙。自己已与胡师童、倪荣仙等商量，
准备请刘铁军来“谈判”，并已备好“厚礼”。
如刘住手，即将其“礼送”出境。 但恐刘顽固
蛮横，故请曹老来压场。曹老听罢，立即着少
将军服驱车前往， 演绎了一出惊心动魄的
“送瘟神”活剧：

曹老抵达大通矿不久，刘铁军也被派车
接到。 张光正按曹老事前吩咐，让矿警将其
6 个警卫和两个勤务兵领到矿门房内，设宴
款待，自己则和曹老等将刘领至惠工室。 这
时酒菜早已齐备，大家分宾主落座。 酒过三
巡，曹老劝刘铁军说：“今天，老伯我在此，你
要慎重行事，不要砸掉工人饭碗。 我建议你
先撤出去，以后待机再来嘛！ ”刘铁军充耳不
闻，随即掏出了上司命令，站起来宣读。待其

读完，曹老笑道：“铁军，你念的好像是真的
嘛！ ”刘铁军不解其意，赔笑道：“这哪会有
假？ ”说着双手将“命令”递给曹老过目，曹老
接在手里，站起来严肃地对刘说：“上峰命令
是该尊重，可是我这里也是受上峰委托。 你
也该看看外面，工人愤愤难平，你要是那样
干了，落不到一分好处。为了你好，我只好以
徐蚌‘剿总’指挥部军事高参少将身份，命令
你立即撤出淮南矿区！ ”曹老话音刚落，大通
矿警察分所所长刘少江立即上前将刘的左
轮手枪拔下，曹老的警卫员王建华和周善俊
拔枪站起来立于曹老两旁，三支张开大机头
的手枪，一齐对着刘铁军。 刘铁军只好慢慢
站起来，以军人礼节对曹老说：“是！ 立即撤
出！ ”曹老赔笑道：“那就请吧！ ”刘铁军在曹
老、张光正等陪同下，一起来到大通火车站，
曹老指着专列车箱，对刘铁军说：“这是一点
小意思，4 车皮精煤和一辆小轿车等， 是煤
矿和我为你准备的，请笑纳！ ”是夜刘铁军率
部撤离了淮南矿区。 这正是：野火春风斗煤
城，老将出马送瘟神。淮南三镇迎解放，煤矿
电厂归人民！

至此，淮南各界人士“保矿护厂”斗争，
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49 年 1 月 18 日
晨，解放军进驻矿区，淮南煤矿、电厂完好无
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在这场斗争中，我地下
党组织、地下工作者和广大工人无疑是中流
砥柱；而倪荣仙、胡卫中、曹式夷、胡师童、张
光正、张莹清、程华亭等上层人士，深明大
义，各显其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
没。 “保矿护厂”，迎接解放的胜利，是我地下
党组织，党的地下工作者和淮南各界人士共
同奋斗的结果。

史料主要来源：
（1） 中共淮南市委党史研究室《淮南

解放史料专辑：舜耕春晓》（2001 编印）；
（2） 黄山书社 2018 年出版之《淮南

煤矿史》（主编孙学海）；
（3） 淮南市政协《淮上人物·之二》

（1991 年编印）；
（4）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之《淮上廖氏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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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中的成语“好（hǎo）自为之”原作“好
（hào）自为之”。

《说文解字》释，“好”本义为“美”，“好”为上声；
《康熙字典》载：“又《广韵》呼到切。 《集韵》《韵会》
《正韵》虚到切，并音耗。 ”又引《说文》曰：“爱而不释
也。 女子之性柔而滞，有所好，则爱而不释。 故于文
女子为好。 ”解释为喜爱、喜好时“好”则为去声。

《淮南子·主术》：“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为之，
则智日困而自负其责也。 ”高诱注：“不任用臣智能
也。 ”在此，“好”为去声，“好自为之”意指（君主）喜
欢亲自去做。

但“好（hào）自为之”仅有《淮南子》中的这一例
用法。 到了明代，念为上声“好”延伸出副词“好好
地”的义项，“好自为之”便转为自己妥善地处理或
好好地干下去之意，多用于劝人自勉。 如此，“喜欢
亲自去做”的义项便被后者代替，如明杨尔曾《两晋
秘史》：“鉴曰：‘卿好自为之，勿虑无报也！ ’”清张杰
鑫《三侠剑》：“人非木石，秦贤弟此后好自为之。 ”民
国徐哲身《大清三杰》：“我能料定你数年之内，必定
大富，将来还要大贵，好自为之。 ”这是成语的理性
意义发生了演变。

“好自为之”又作“好去为之”，“去”表示要做某件事，如清天花藏
主人《赛红丝》：“凡事依汝，汝好去为之。 ”

从语义的色彩意义上看，“好自为之”始终为褒义。 根据检索语料
库，可以发现“好自为之”在明清时期的文献中均用于积极语境，带有
劝勉、激励他人将来有所作为的目的。但从民国至今，“好自为之”更常
出现在消极语境中，是为了委婉地告诫对方。如民国小说《古今情海》：
“我虽然在这里，我也一定不会去看你，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民国小说
《雍正剑侠图》：“师兄给你起的号是过了些，望你好自为之，洁身自爱，
勉励而行就可以了。 ”现今更是如此，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中，“好自
为之”都只用来表示极力希望他人或自己不要做错事，暗含着警告乃
至威胁的口气，甚至《现代汉语词典》中也只列出“多用于告诫对方”的
释义。

此外，“好自为之”中的“之”随语义演变而不断虚化。 起初，“之”用
于指代前文出现的某一件具体事情，但自清代开始，“之”逐渐虚化，不
再指代具体的对象了，其意义也逐渐脱落，整个成语只剩下“好自为”的
意思了。

可见，就成语的形式而言，“好自为之”的结构自诞生之初便已固
定，清代小说中虽曾作“好去为之”，但这一变体并未被广泛使用。 就成
语的语义而言，“好自为之”因“好”一词在释义和读音上的不同，曾先后
产生过两个义位，并且后产生的义位完全取代了前者，一直沿用至今
日。 就成语的具体语境而言，“好自为之”在明清时适用于勉励他人的
积极语境中，但自民国起便逐步转变为严肃地告诫对方或自己之辞 。
与此同时，“好自为之”的“之”也经历了虚化，由实词变为虚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