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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迎

“这一面鲜红的党旗，真像是一支火
把，照耀着这位革命家的故居，诉说着革
命家的故事，熠熠生辉，永不熄灭。”1月 4
日，难得一见的浓雾笼罩了镇江城区，沿
着宝盖路边的小巷一路向下，拐了两个巷
口后，记者见到了 2023 年年底入选第三
批江苏省革命文物名录中不可移动革命
文物名录的嵇直故居。虽然有着薄薄雾
气的遮挡，但故居门口处那面鲜红党旗依
旧清晰可见。

巷道有些狭窄，青砖灰瓦，斑驳的墙
壁上留着岁月的印记。一串串写着“清风
里”的红色灯笼在雾气中轻轻摇动。记者
走近这栋“100”多岁的老房子，好几块不
同年代，来自不同单位，材质也不一的“嵇
直故居”铭牌挂在墙上，和墙体斑驳的青
砖共同诉说着这栋老房子的故事。

靠近主巷道的墙体上，6块记录着嵇
直生平的展板依次排开，细细读之，一幅
描绘着“镇江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嵇直”风雨人生路的时代画卷清晰地
在记者眼前铺展开来。

1901年，嵇直生于镇江润州区布业公
所巷，1916 年在扬州美汉教会中学读书
时，曾任校学生自治会会长，“五四”时期
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创办“星期演讲会”和

《新镇江周报》，揭露时弊，宣传进步思想。
1922年嵇直进入上海东南高等师范

学校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同
学驱逐市侩校长，为将学校改造为党培养
革命干部的摇篮上海大学打下基础。嵇
直后来又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创办沪西工
友俱乐部。1924年，嵇直赴莫斯科东方大
学学习，“五卅运动”后回国，转为中共党
员，和刘少奇、李立三、恽代英、项英等一
起从事工人运动。1926 年 10 月，嵇直被
党中央派赴苏联远东，培训由国内派去的

党团员基层干部，由于发生“四一二”政变
而长期滞留。

1928年，嵇直转为苏共党员，1932年
应征到远东特种红旗军工作。1934年，为
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嵇直和俞
秀松等被派往新疆从事地下工作。1937
年因在“西安事变”中自觉执行党的政策，
被盛世才怀疑软禁后“礼送出境”。嵇直
返回莫斯科后，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积极
参加莫斯科保卫战，荣获“红星勋章”“战
功奖章”“战胜德国法西斯奖章”等多枚勋
章奖章。

1955年，嵇直经中苏两党中央批准回
国，曾在公安部、北京图书馆等单位任职，
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中，他被加以种种不实之罪，入狱 7年
多，“四人帮”倒台后得到彻底平反。

1983 年 1 月 3 日，嵇直在北京病逝。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主持了
追悼会。在治丧委员会发表的讣告中是
这样描绘嵇直的：“他的一生，是为人民服
务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实现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
誓言”。《人民日报》和苏联《远东问题》杂
志都发表了长篇文章，悼念这位历经坎
坷，为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都做出了贡献
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展板上寥寥数百字，并不能详尽地诉
说嵇直的革命人生。但记录中一个个他
亲身参与的革命事件，却已能折射出他革
命生涯的惊心动魄、曲折艰难，更彰显他
为革命奉献一生的情怀和信念。

2001年 12月，嵇直诞辰 100周年，嵇
直的侄子嵇钧生出版了 29 万字的《风雨
人生路——嵇直纪实传奇》。嵇钧生曾
说，他问过伯父一句话：“历史书上对你们
有记载吗？”

嵇直是这样回复的：“中国革命的历
史是千百万革命志士和人民用鲜血和生

命写成的……我们这些人不过是整个巨
大历史环节中很小的一环，虽然都占有它
的地位，但如果都要写进历史书，那历史
就将不称其为历史，而成为功劳簿和名人
录了。更重要的是，如果当初我们冒着生
命危险参加革命，是为了把名字写进历
史，那么，我相信中国的革命也就绝不会
取得今天的胜利了！”

铿锵的话语，将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无
私的高尚情操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嵇直
不仅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去苏联
学习前后，嵇直的妻子去世，三个子女无
人照看，儿子嵇正椿 20 岁不到就在贫病
交困中去世。两个女儿因为没有得到教
育培养，一直过着普通的生活。

大女儿荫雪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做瓦
匠小工，拉着个大板车走街串巷。1959
年，嵇直到南方视察公安档案工作。在镇
江，当他回到祖屋门前时，正好大女儿荫
雪做小工拉着板车回来，在场的市领导表
示要帮她解决工作问题，但被嵇直婉言谢
绝了。他的其他子女也没有受到特殊待
遇。

“你好，请问你是哪里的？”正在仔细
看着展板的记者，被一位老人喊住了。记
者转身看去，是一位穿着厚厚棉衣的奶
奶。简单交流后得知，她是嵇直的外孙媳
妇，名叫侯小华，今年 72岁。眼前这栋房
子，是她嫁过来后，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

“我是 1978 年嫁给我的丈夫王国俊
的，我的婆婆就是嵇直的大女儿荫雪。”侯

小华说，年轻时，婆婆经常给她说嵇直的
故事，她也对这位老革命家钦佩不已。同
时她对婆婆一辈子不利用“特权”谋福利
的做法深感敬佩，这样的家风，也一直传
到了她的孙子辈，“孙子今年 16 岁了，他
也知道嵇直的故事，深感自豪。”

说话间，老人打开了门，望着屋内，老
人沉默了片刻，才带着记者走入。院内，
一方天井透着亮光，二楼的雕花木窗讲述
着历史。门厅处，数根交错的钢铁支架互
相交叠，为这栋历经百年风雨的老房子，
撑起年迈的腰杆。“这栋老房子我住了近
50年，儿子出生在这里，结婚也在这里，孙
子也出生在这里。100多年了，这栋房子
见证了家族几代人的时光。”

如今，因为年久失修，这栋房子外墙
体已出现明显裂缝，大门口的墙上，也张
贴着社区的温馨提示，“此房危险 请快速
通过”。“我丈夫 2018 年得癌症走了，后
来，房子成了危房，我们全家搬离了这里，
但没事的时候，我都会回来看看，回忆和
婆婆、丈夫、孩子的点点滴滴。这座百年
老房子，不但有革命精神的传承，更有人
情冷暖的延续。”

短暂交谈后，记者和简单收拾屋子的
老人告别。走出院门，阳光透过薄雾洒了
下来，这栋百年老屋，也在晨光中亮堂了
许多，那一组嵇直的风雨人生路的展板，
看得更加清晰，那一面党旗，越发鲜艳夺
目。

编 者 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为了
新中国的诞生，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
鲜血染红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镇江这片红色
的土地上，为了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无数仁人
志士前仆后继，持续奋斗，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
地的颂歌，也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为了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
神血脉，本报从即日起推出“追寻梦想的足迹
——行走在红色土地上”专栏，探寻这片红色土
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记录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坚定不
移实施产业强市的道路上，这里演绎的寻梦、圆

梦、逐梦的新时代故事，聆听全市上下奋力谱写
“强富美高”新镇江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的时代足
音。相关报道在中山东路4号微信公众号、今日
镇江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敬请
关注。

革命的“火把”熠熠生辉
——访第三批江苏省革命文物嵇直故居

追寻梦想的足迹
——行走在红色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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