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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 11月 2日，镇江省立第六中
学体育教师陈景福愤懑于时政的腐败和
不平的现实，奋笔疾书，给身在上海的
好友萧楚女写了一封书信，倾诉自己的
苦闷。

陈景福，号震寰，江苏常熟人。1920
年毕业于上海东亚体育学校。1921 年
秋，赴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任体育教
员，由此结识同在此处任教的革命先驱者
恽代英和萧楚女。萧楚女在讲授国文课
时，借古论今，经常向学生宣传“中国只有
革命，才能富强起来”的道理。由于他学
识渊博，讲课生动，在学生中享有极高的
威信。陈景福对萧楚女十分钦佩，志同道
合，遂成莫逆。他与萧楚女等人一起，发
动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
并支持学生与反动学监进行斗争。后遭
到安徽反动当局下令逮捕，萧楚女离开宣
城，陈景福也随后离去。

1922年秋，陈景福前往重庆，担任四
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事务主任，并兼重庆
县立联合中学卫生部主任及体育教员。
在重庆联合中学，他再度与萧楚女共事，
并在其带领下，将重庆联合中学作为宣传
革命思想的阵地。1922年 11月，为解决
失业失学青年的就读问题，陈景福协助萧
楚女开办以“选士育才”为宗旨的重庆公
学，公学学生免费入学，教师们自愿不拿

薪俸。后来重庆公
学被反动当局视为
异 端 ，最 终 遭 到 解
散。此后，陈景福先
后在万县省立第四
师范及四川第二女
子师范与萧楚女共
事。在此期间，陈景
福由萧楚女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受到反动势
力的迫害，陈景福于
1924年春离川返苏。
同年下半年，由原重
庆联合中学同事、镇

江省立第六中学训育主任杨效春介绍，受
聘于镇江省立第六中学任体育部主任。

初到镇江的陈景福人生地疏，再加上
自身的遭遇，他一方面郁闷于现状，一方
面急欲施展个人抱负，在给萧楚女的信
中，他对自己的革命引路人直抒胸臆，诉
说自己“很想丢此无味之事，寻一较有益
于社会的事做”，要求投身到火热的斗争
中去，挽救国家的危局。

此时的萧楚女公开身份是重庆《新蜀
报》主笔，而在党内，他的任务是协助恽代
英编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
国青年》，并已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特派员一职，即将赴川渝领导和整顿地方
青年团组织。收到陈景福 11月 2日来信
后，百忙之中的萧楚女很快于11月9日予
以复信，复信用明信片写成，工整的毛笔
字写满两面，足见他对回信的重视与认
真。信中，萧楚女对社会状况作了鞭辟入
里的分析，指出社会的不平“根本由于外
国资本的压迫”“要除绅董，根本要消灭军
阀；要除军阀，……根本要打倒外国资本
势力。”萧楚女并向陈景福指明了宣传和
发动群众的步骤和方法，至于如何宣传、
发动、组织群众，建议陈景福订阅《中国青
年》，学习开展工作的方法。全信情真意
切、循循善诱，展现了萧楚女作为一名马
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精辟的见解以及对

陈景福殷切的期望。
1980年 10月，萧楚女致陈景福的这

张明信片被陈景福之子陈大平在整理家
中旧物时发现。这件湮没50多年的珍贵
革命历史文物方为世人所悉，成为萧、陈
两位烈士革命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成为教
育后人的生动教材。

萧楚女的复信给陈景福以极大的鼓
舞，也使他明确了斗争的方向。陈景福立
即动身去上海找组织研究组建国民党的
事宜，同时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1924
年底，陈景福联系杨植之、陈斯白、柳健和
黄始鸿等人，建立中国国民党镇江小组，
并于次年 5月组建镇江第一个国民党区
分部。

与此同时，陈景福注重在青年中开展
宣传发动工作，成立小图书室，买来《向
导》《中国青年》等革命杂志，鼓励青年阅
读。并进而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于
1925年 6月初成立“青年励进会”。1925
年秋，上级团组织派中共党员曹壮父到镇
江，筹建共青团组织。在陈景福的联络
下，以镇江省立第九师范学生为骨干，成
立镇江共青团特别支部。支部与上级联
系事宜仍由陈景福负责。

1925年3月至1926年5月间，陈景福
在镇江曾 7 次向团中央写信作书面报
告。信中多次表示：“景福自与兄认识后，
无日无时不以兄之言，做吾之工作指导
者。”“一息尚存，吾决不愿为革命之落伍
者。”……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
念和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同时，他始终
惦念着远方的萧楚女，数番提请团中央向
萧楚女转致问候或打听萧的下落。在
1926年3月5日的报告中，陈景福在末尾
写道：“楚女往广州办刊物，不知他的通信
处何在？请见告，即请。”牵挂之情，文字
间跃然可见。

1926年 6月萧楚女到达广州。到广
州时，正逢由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
讲习所开学不久，而萧楚女即在该所代理
教务主任工作。陈景福随即进入第六届
农民讲习所学习。

1926年底，陈景福担任国民革命军
第十四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参加北伐战
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
随着形势的日益紧张，陈景福被迫离开部
队，回到家乡常熟，并失去了与党组织的
联系。

1929年初，陈景福应好友陈斯白之
召，再次来到镇江。先后担任镇江县第一
区党部执行委员，县党部递补执行委员、
执行委员。陈景福开始仅是应付差事，到
后来干脆很少去上班。1930年1月，国民
党江苏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以“迹近反动，
久离职守”为由，将他撤职。此后，陈景福
辗转于镇江的省会救济院游民习艺所、体
育场、中心民校等处工作。1935年12月，
常熟一批进步青年因组织读书会及参加
学生论坛社被捕，被押往镇江监狱监禁。
陈景福多方设法营救他们，并亲自作保，
将被捕青年保释出狱。

1937年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国
民党江苏省政府通令各县成立民众训练
委员会和壮丁训练总队，陈景福担任专职
的镇江壮丁训练总队队副，并兼任第一区
（即城区）民众学校校长和壮丁训练大队
副，具体负责壮丁训练工作。陈景福在民
众学校上课时，总是反复围绕着“国难当
头，奋身护国”的宗旨慷慨陈词，而军训时
则认真操练，一丝不苟。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镇江壮
丁训练总队负责构筑了许多防御工事、简
易防空壕等；根据前方战事的需要，派遣
民工夫役支援前线；参与接待过境抗战部
队、接运伤病兵员、维持社会秩序、查防汉
奸，为地方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而陈景
福于其中的训练之功实不可没。

1937年 12月，陈景福回到家乡组织
抗日武装，后编入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
军第二路第三支队，他本人出任第二路副
司令员。1939年 10月，江南抗日义勇军
主力西撤扬中，陈景福留在地方坚持斗
争。1941年秋，日伪对苏常太地区进行
大规模清乡，陈景福不幸落入敌手，惨遭
杀害，时年46岁。

最近在翻找资料时，找出两张纸质泛
黄，与省镇中相关的陈旧奖状，算算时间
已过去 73年了。不由引起我对少年时代
进入中学前后的一段学习生活的回忆。

我小学阶段是上世纪40年代，镇江正
处于日寇占领的沦陷时期。百姓生活水
平普遍低下。我家由于父亲早逝，母亲靠
种田、摆小摊、些许的房租收入，独自领着
5个幼子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生活极端
贫困，常常是饱一顿，饥一顿。我上学只
能时断时续，交得起学费就上，交不起就
不上。在小学四年级以前，我上过校址在
城西冬赈局巷（后改名为生产巷）原冬赈
局内，与我家仅一墙之隔的安怀小学。我
也曾在跟随母亲回扬州农村老家种田时
短暂地上过乡村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
我回到镇江上了穆源小学，插班四年级，
直到1949年毕业。

那时虽然已经抗战胜利，但由于日本
强盗长年统治压榨，抗战胜利后又内战不
断，一般民众普遍生活贫困，老师工作不
稳定，说不定上学期还在教学，下学期就
不被聘用而失业了。学生失学更是家常
便饭，常常是上学期一班有 30来个同学，
下学期就不足 20人了。许多同学在读完

“初小”，即读到四年级后，就无力继续读
“高小”，即读到六年级。从此不得不失学
走上社会，学徒打工，提篮小卖，挑起了生
活的重担。

穆源小学是由热心教育事业的回族
人士创办，面向回民大众，带有义务性质
的一所学校。许多回民子弟来此求学，贫
穷的还可以申请减免费用。学校也兼收
非回民学生。因此虽然我不是回民，但当
时校董杨公崖先生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后，
仍然爽快地接受我入学。

穆源原是一所名校。但早在抗战初
期，学校漂亮的教学大楼就被日本鬼子的
飞机炸毁了。抗战胜利复校后一度暂设在
城西山巷清真寺里，教室是借用了礼拜大
厅对面的几间屋子。后来才搬回杨家门旧

址残存的瓦破屋漏、四墙透风的老平房里。
我之所以上穆源，是听说当时的穆源

不但学费比较低，还有一个很好的奖励制
度。即年级第一名可以免交学费、杂费和
书本费，也就是一切费用全免。第二名可
以免交学费和杂费，自己负责书费；第三
名就只免学费了。因此我必须努力学习，
力争得到第一名，以争取到全免，才能继
续上学。从现在保留的小学奖状来看。
我在五年级和六年级都获得了第一名，总
算没有了欠交学费的窘困。

也许有件事值得一提。大概是 1948
年，镇江一家地方报纸（报纸名字我已经
记不清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报社社址在京
畿路与伯先路和宝盖路的丁字路口处），
举办了一个读者奖学金的活动，我也申请
了。记者到学校和我家调查，了解了我的
学习情况和家庭情况后，给了最高的奖学
金，当时还登了报纸。我现在已记不得具
体钱数，但记得比学校的免费金额还多。
由于当时学校的经济状况也不好，我便主
动放弃了那个学期的免费资格，自己交了
学杂费，得到了学校的好评。

这样我终于得以“高小”毕业，获得了
穆源小学颁发的“高级修业期满成绩及
格”的小学毕业证书。

现在的孩子享受着国家九年义务教
育，大概不会知道过去小学竟然还有四年

“初小”和六年“高小”之分。还要为费用
发愁，然而这张小学毕业证书正是当时社
会贫困、教育水平低下的历史见证。

“高小”毕业了，有人也就不再继续上学
了。但我的母亲认为，我们家庭既无钱也无
势，要想立足社会得以生存，必须要有一定
的知识，因此主张再困难也要想办法继续升
学。这就面临上哪个学校的问题。

正好这时看到了江苏省立镇江中学
“暑期师生服务团”举办暑期补习班的招
生布告。于是我就报名了。

这种补习班多是义务性质的公益活
动，只收极少的讲义费。补习班的老师多

为高中学生，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他们的名
字了，但印象中，在老师带领下，这些同学
都很认真负责。

因为我一心想继续上学，所以学习很
用功。补习班结束考试时，我获得了好几
张奖状。现在还保存的两张，一张是“暑期
各科测试比赛”成绩优秀奖状。另一张是

“政常（政治常识）比赛”成绩优秀奖状。这
些奖状很简陋，是手写刻在蜡纸上油印
的。奖状上的五角星用水彩涂成了红色。

“奖状”二字也是用水彩上色的。第一名涂
成红色，第二名涂成黄色，第三名涂成蓝
色。记忆中我还有几张单科的奖状，但一
时找不到了。不过各科综合第一名的成绩
说明我的单科成绩也是比较好的。

不久中学招生考试，我同时报考了省
镇中和市一初中，两所学校都录取了。我
原来是一心想上省镇中的，但因为省镇中
在远郊的七里甸，离家远，每天要走太远
路，妈妈不放心。而住宿花费大，经济上
承受不了。当时我的家已搬到宝塔路福
安里。于是决定上离家比较近，在山门口
街的市一初中。

这样我就在市一初中上了一年级上学
期。不料到下学期，我申请减免学费未获
批准。当时家中已是三餐难以为继，妈妈
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我只好失学在家了。

那时新华书店在大西路，于是我几乎
天天泡在书店里，翻看各种书籍，甚至有

时中午也不回家。同时我自学初一下学
期的课程。初二时，插班考入省镇中。此
后由于哥哥参加工作，家庭经济困难的状
况有所缓解。我终于得以持续上到 1955
年高中毕业。

在省镇中刚上初二时，我学习还有些
吃力，后来才慢慢适应了。现在我还保留
了省镇中的初中毕业证书。从背面历年
的成绩单看到，我初一下的成绩单部分是
空白的。这正是我当年失学的见证。至
于初一上的成绩应当是抄录市一初中时
的了。

今年是我的中学母校江苏省镇江中
学成立 130周年，我写了一篇约两万字的

《散记》，回忆我 1952年至 1955年在省镇
中的学习生活。文中贴出了一些已经保
存了六七十年的“个人档案”资料，包括
1952年的初中毕业证书和 1955年的高中
毕业证书、成绩单以及当时的作文本、学
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一些笔记、实物等资
料。这些“文物”助我唤醒沉睡在脑海深
处的记忆，使得回忆鲜活起来。

现在又补充了这两张73年前的奖状，
虽然纸已泛黄陈旧，但很可能是仅存于世
的了。它不但是我童年苦难学习生活的
一段记录，更是当年母校师生热心普及教
育事业和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见证。我
相信我的回忆对于年轻朋友了解过去的
一些教育和生活状况也是会有所裨益吧！

镇江有着悠久的历史，出现过无数的名人名家。其中
有这么一位，为镇江现当代的民族工业和社会事业做出了
卓著的贡献，他就是李友芳。

力挽狂澜救恒顺

提起镇江，大家经常用一句非常流行的广告语来描述：
一个美得让你吃醋的城市。这里的“醋”，就是“镇江三怪”
之一的镇江香醋。镇江香醋之所以驰名海内外，则主要来
自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在香醋酿造上的成就。

江苏恒顺集团最早创建于 1840年，在 180多年的发展
历程上多有跌宕起伏。李友芳，1946年至1955年主持恒顺
工作，被认为是李氏恒顺的第二代掌门人。

当时，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镇江也终于从日本侵
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但是各行各业可谓千疮百孔，百
废待兴，恒顺更是被国民党地方政府列入要封门的厂，

“绥靖公署”甚至派人到恒顺搬走了 100余件家具。在那
生死攸关之际，刚刚接手恒顺的李友芳，动用了大量的人
脉，通过多种渠道最终化解了恒顺被封门倒闭的危机。他
又利用自己在金融界的社会影响力多方筹措资金，经过不
懈的努力，李友芳终于帮助恒顺渡过了那个灾难深重的时
期。他不仅保住了恒顺，也保住了一百多名职工的饭碗和
几百名家属的生计来源，更保住了这一发源于镇江的珍贵
的民族工业品牌。

为了重新振兴恒顺，李友芳高度重视产品质量。为了提
高工人师傅的工作积极性和稳定性，他亲自定下一条规矩：
不管哪一天，只要醋的质量好、产量高，就通知厨房买肉犒赏
工人师傅。这在当时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被传为美谈。

同时，李友芳还非常崇尚技术革新。他买了许多相关
的专业书籍进行理论学习，亲自到车间和一线工人师傅一
起讨论和实验。每次实验他都做好配方和检测效果的记
录，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通过无数次尝试，李友芳
终于研制出最佳配方，即以千斤大米搭配 1400斤麸皮，不
但每月可节省主粮600公斤，还可多产醋700多公斤，醋的
品质也较之前更好。

多管齐下的措施使恒顺很快恢复了元气，走上良性发
展道路，并逐步成为引领酱醋行业的翘楚。

大爱大义沧桑路

其实在正式掌管恒顺之前，李友芳就已经为恒顺的发
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抗战期间，李友芳与其父把上海恒
顺分店作为大本营，在此期间通过多种关系，先后到菲律
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
地区，并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绕道西南大后方，维护客户关
系，拓展业务。他这种巩固老客户、建立新客源的方法，为
日后恒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李友芳还是一位具有爱国精神的民族资本家。他曾利
用参议员这一公开身份，筹集资金购买了600担大米，还有
通过各种渠道买来盘尼西林等解放区急需药品，冒着巨大
的风险分批送到了苏北解放区，支持革命事业。

不仅如此，李友芳也是一位光荣的烈属，他的两位爱子
分别献身于解放战争和和平时期的海军建设事业。在白色
恐怖时期，他的长子李光耀与一批有志青年冲破千难万险，
奔赴中国革命圣地延安。1948年10月，李光耀在解放太原
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以身殉国，时年25周岁。抗美援朝战争
爆发后，李友芳的四子李光辉报名参军，于1951年1月随部
队赴朝参战，凯旋归国后被送到海军基地海测培训班学习海
测技术，1956年被分配到东海舰队海测大队担任测量员。
1960年12月6日，李光辉带着两名战士划着橡皮艇到舟山
附近的沿海进行测绘时，橡皮艇在暗礁上搁浅，为救战友，李
光辉光荣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记三等功。那一年，李光
辉年仅29周岁。当时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得知消息后
悲痛地说：“李光辉是海军和平建设时期牺牲的第一人。”

邮情无价有“芳”名

除了在振兴民族工业和支持革命事业上的建树，李友
芳也是我国早期著名的邮票收藏家。他集邮时间早，收藏
邮品品质高，数量多，在国内屈指可数。

在李友芳先生收藏的众多邮品中，很多都是稀世奇
珍。如我国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就是邮票印制前打印
出的样品，仅供验审、存档、备案用，流传极少，无比珍贵。
还有一些特别发行的邮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
年”（1959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1963年）、“中国
人民解放军”（1965 年）和“革命现代舞蹈——白毛女”
（1973年）等，这些邮品从不同层面反映出我国在政治、经
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时代特色和变化，不仅为专业集邮者提
供了富有价值的研究范本，也为不懂邮品的普通民众提供
了欣赏学习的宝库。

为数不少的实寄封也是李友芳先生藏品中极具研究价
值的部分。实寄封记录了比邮票更多的资料，对于研究邮
政史和邮票史、印证有关事项的史实，有着重要的作用，是
集邮收藏、研究的重要对象，是制作邮政史邮集、传统邮集
和专题邮集的重要邮品。

李友芳先生经历了硝烟四起的战争年代和风云动荡的
“文革”时期，这些宝贵的藏品能够留存下来，也足见他对集
邮爱好的极大兴趣和缜密严谨的行事作风。欣赏他慷慨捐
赠的精美邮品，仿佛将自己置身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
缩影版，精致而曲折，又仿佛看到了他为民族工业走南闯
北、殚精竭虑而风尘仆仆的样子。

李友芳：

一个值得镇江人
记住的名字

□ 田海虹

陈景福与萧楚女的革命交往
——兼记陈景福烈士在镇江的活动

□ 孟宪威

两张奖状引出的故事
□ 嵇钧生

萧楚女写给陈景福的明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