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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党的同龄人瞿独伊：传承红色气质
文/新华社记者 孙 浩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

对党的同龄人、“七一勋章”获得者瞿独伊来说，《国际歌》是独一无二的传家记忆。

一个世纪前，她的父亲、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求取革命火种的道路上第一次

聆听这首歌，而后翻译中文歌词并配曲谱刊登在由他主编的《新青年》复刊号上。

痛别父亲的 86 年间，瞿独伊曾一次次唱起这首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

现……”百岁老人言语不多，依然能用俄语唱起这一句。

生死考验“不用考虑”

“小小的蓓蕾，含孕着几多生命。陈旧

的死灰，几乎不淹没光明。”

——节选自瞿秋白 1929 年给女儿的

小诗

人可以为信仰牺牲到什么程度？瞿秋

白以36岁的生命写就答案。瞿独伊在参加

革命工作85年、入党75年的岁月中续写着

答卷。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中山公园

凉亭前，瞿秋白神色泰然，留下生命最后的

定格。之后，他唱着《国际歌》从容不迫走向

刑场。那一年，瞿独伊 14 岁，偶然从《共青

团真理报》上得悉噩耗，哭出病来。

当时，她已与父亲瞿秋白、母亲杨之华

阔别五载。革命伴侣“秋之白华”回到白色

恐怖下的中国开展党的工作，不得不把女

儿留在苏联儿童院，归国前甚至没有透露

行踪，行至柏林时给女儿寄去一张印有鲜

花的明信片。

“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哪一个

是我的父亲？”在新华社2016年微电影《红

色气质》中，老人摩挲着影册说。

“总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直至

甘洒热血的先烈，何尝不是唤女儿“亲独

伊”、为女儿写小诗、因女儿学会写信而欣

然的父亲？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根据组织上

的决定，瞿独伊与母亲杨之华等在苏联工作

的同志启程经新疆回国。1942年，当地军阀

盛世才投向国民党，软禁、逮捕了包括她们

母女在内中共在疆人员及家属150余人。

深陷囹圄 4 年多，瞿独伊与同志们一

道，沉痛悼念这期间舍生取义的陈潭秋、毛

泽民、林基路等烈士，与敌人开展坚决斗

争，做好长期坐牢准备。艰难时刻，她向党

组织表达了坚定的入党决心。

国共重庆谈判后，我党积极斡旋营救

之际，国民党抓紧审讯，想诱降或逼迫一些

人脱党。档案上记录了一次审讯瞿独伊的

片段：

敌人问：“你还是拥护共产党、替她辩

护吗？你需要考虑现在是生死两条路。”

瞿独伊答：“我始终信仰共产主义，不

用考虑，我已经谈过，共产党是为国家民族

利益而奋斗的，我就是要为民族独立、民权

自由、民生幸福而奋斗，死了也是光荣的。”

“不用考虑！”这是瞿独伊的答案，也是

她对父辈、对先烈、对战友的呼应。

1946年集体获救抵达延安后，瞿独伊

与其他3名获救战友一起宣誓入党。70年

后，当时95岁高龄的瞿独伊仍能对记者脱

口而出两位入党介绍人的名字。

“阴沉沉，黑魆魆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

线微细的光明来了。”

——节选自瞿秋白《饿乡纪程》

瞿独伊的职业生涯与父辈有着惊人契

合。

一个世纪前，瞿秋白以特派记者身份首

次远赴莫斯科，记录时代、探寻真理。两年

间，他深入调研并发回了大量系统阐述十月

革命后苏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党的建

设等情况的珍贵文字。

回到延安后，瞿独伊与在新疆期间相知

相爱结成伴侣的李何一同被分配到新华社

工作。1949 年 10 月 1 日是她“永生难忘”的

一天。在父亲牺牲14年后，她替父亲见证了

他曾为着劳苦大众深切热盼的“光明”。

据瞿独伊 1999 年撰写的回忆文章，当

天她为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担任翻译，参加

了开国大典观礼，位于西观礼台靠近城楼的

一侧，能清楚地看到毛主席。“最激动人心的

是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成立了！那个高兴劲儿是无法用语言

来表达的。”

典礼还在进行中，廖承志找到她，急切

地说：“独伊，快到广播电台去，用俄语广播

毛主席的宣言。”乘车赶到电台后，她用留声

机录音，录了一遍不满意，又录了第二遍。就

这样，瞿独伊成为第一个向世界播报新中国

成立喜讯的记者。

瞿独伊也是新中国面向世界的最早亲

历者和记录者。

1950年3月，瞿独伊与李何被任命为新

中国第一批驻外记者，到莫斯科建立新华社

记者站。当时，除了外交官，他们是最早一批

代表新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人。

赴莫斯科途中，他们就满腔热情投入工

作。正逢苏联举行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列

车上也设有投票箱，他们立即采访了旅客，

发回第一篇报道。

在莫斯科期间，二人身兼数职，既是记者、

通讯员，又是译电员、抄写员、打字员、翻译。瞿

独伊精通俄文，爱人李何则是“大笔杆子”，两

人一俄一中亲密搭档，采写了大量报道。她还

为使馆和国内代表团做了大量翻译工作，包括

为出访苏联的周恩来总理担任翻译。

艰苦忙碌的驻外工作中，他们采写的各

类报道在国内获得广泛采用。新华社专门去

信表扬：“稿件详尽、切实、新鲜生动，说明国

外分社记者在掌握语言的条件下，是可以大

大发挥工作能力，很好地推进我们的宣传报

道的。”

让老人欣慰的是，71年后的今天，新华

社作为世界性通讯社，已在全球180多个国

家及地区设有派驻机构——而这只是中国

在共产党领导下创造“奇迹式发展”的一个

缩影。

瞿独伊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庆大

典后感慨道，国家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国际

地位不断提高，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所起的作

用也越来越大，“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赓续红色血脉

“……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

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

——节选自瞿秋白《儿时》

信仰不是生来铸就。

1928 年，瞿独伊随母亲冒险

掩护代表们通过边境，赴莫斯科

参加中共六大。会间休息，她为代

表们边唱边跳《暖和的太阳》。不

到7岁的她懵懂地知道：“共产党

是为人民做好事的人。”

她 25 岁在延安宣誓入党那

一刻“更深刻地理解，为共产主义

要奋斗一生”。

她95岁时，给采访她的新华

社年轻记者上了一堂朴实无华又

直抵心灵的“党课”，寄语年轻一

代：“要真正对共产主义事业有一

个深刻的认识：什么叫共产主义？

为什么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领

导？为什么只有共产党能领导中

国？”

“中国共产党100岁了，我也

100岁了。”今年“七一”前夕，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老人极缓慢

地说着。

如果她能像以往那样自如表

达，会怎样谈及“七一勋章”这份

荣誉？瞿独伊的女儿李晓云说，相

信母亲会强调这不是给她一个人

的荣誉，而是给所有坚守信仰、共

同奋斗的战友和同仁的集体褒

奖。

李晓云从小就从长辈口中知

晓瞿秋白和很多革命先烈的事

迹，“他们的名字深深地刻在我的

心里”。“瞿秋白为了信仰而牺牲，

杨之华一辈子为党工作，从我的

母亲到我，受到的都是潜移默化

的影响。”

共产党是谁？

三十而立的瞿秋白在给妻子

杨之华的信里称之为“娘家的人”。

期颐之年的瞿独伊曾说“党

就像自己的家一样”。

共产主义是什么？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

理想。”瞿秋白就义前的呼声言犹

在耳。

“是什么？我问你，你回答。”

瞿独伊面带微笑将这个问题提给

年轻人。少顷，她给出心中答案：

“这是共同的理想。”

向世界播报新中国喜讯

6月23日，在北京的家中，瞿独伊（左）和女儿李晓云向记者展示

家人的相册。 摄影/新华社记者 才 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