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弹痕累累的绒线背心
在龙华烈士纪念馆“左联五烈士”展区的

醒目位置，陈列着一件色泽灰暗的绒线背心，

虽是复制品，但从上面淡淡的血迹和被子弹撕
碎的窟窿中，不难想象当年冯铿就义时悲壮的

画面。胸口处左右两个弹孔印虽小却格外触目
惊心，今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子弹穿透胸膛

的冰冷和凌厉。

陈列橱窗的玻璃里，整齐折叠、静静摆放

着的，是一件男士背心，针脚整齐细密，对襟
敞开的款式既实用又落落大方。绒线背心是冯

铿为丈夫许峨织的，至于最终她为何会穿着它
英勇就义，如今有两种说法：一说许峨虽十分

喜欢却因太过珍惜一直舍不得穿，在那个物资
贫乏的年代，他最终还是执意要让冯铿穿上御

寒。也有说，在冯铿被捕置身寒冷的牢狱之中

时，许峨特地带着这件绒线背心去看她，并留
给她御寒。两种说法如今虽不可考，但毋庸置

疑，这件背心代表着一份深切的爱和关怀，也
在冯铿短暂却璀璨的人生最后时刻，给予了一

份暖意和支撑。
这件弹痕累累的绒线背心，见证了革命先

烈的钢铁意志和凄婉爱情。冯铿穿着它为革命
奔波，带着它进入牢房，绒线背心陪伴着冯铿，

直至她走向刑场。
1931年 1月，正在秘密开会的冯铿等人，

被突然冲进来的上海租界巡捕带走。同年 2月
7日，眼看再过 10天便是农历新年，就在这

个深夜，冯铿连同林育南、李求实、柔石、胡
也频、殷夫等革命同志被逐一带到刑场，他们

脚下拖着沉重的镣铐，金属碰擦地面发出低沉

的哀鸣。那是三九天里最寒冷的冬夜，亦是黎
明前最黑暗的时分。敌人面对一张张正气凛

然、毫无畏惧的年轻脸孔，甚至不敢直视，他
们躲在小木屋里，将漆黑的枪管伸出窗口，一

阵惊天动地的枪响划破寂静夜空，第一排同志
甚至还来不及喊口号就倒下了；第二排同志勇

敢走上前，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并高唱《国际歌》。
刑场上，身穿绒线背心的冯铿身中七弹倒地，

壮烈牺牲，年仅 24岁。背心上的血迹，见证
了反动派的残忍，七个触目惊心的弹孔，也见

证着革命女性的勇敢和刚强。
同年 2月 12日，《红旗日报》报道了这一事

件，并发出“反对白色恐怖”的战斗号召。3月 12

日，《群众日报》发表《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
怖》社论，预言烈士的热血将燃烧起更旺的革命

火焰。两年后，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
写下了他在得知五位青年作家遇害消息后的悲

愤心情：“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
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

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
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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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渐浓，当梧桐树叶落下一地
金黄时，你是否也会翻出那件柔软又
贴身的旧毛衣，虽是最家常样式，却
因是爱人一针一线织就，留存着一份
温柔和暖意。

在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的纪念馆
中，同样陈列着一件绒线背心，而它
却弹痕累累，七个枪弹孔穿透前胸和
后背，弹孔边缘都留有锈迹斑斑。

献身理想的革命作家
冯铿，原名冯岭梅，广东潮州人，她早年就

读汕头友联中学，后在家乡任小学教员，并从事

文艺创作。1929年，冯铿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代表

“左联”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年
1月，她在东方旅社被捕。

在龙华烈士纪念馆中，介绍冯铿的板块讲述
了她从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成长为勇敢献身理想

的革命作家的故事，冯铿短暂的生命历程充满了
传奇色彩。

冯铿在汕头友联中学就读期间，正值国民革

命在广东兴起。1925年 2月，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
征到潮汕，冯铿组织慰劳队，热情慰劳千里出征的

将士。“五卅运动”发生时，她被选为学生联合会代
表，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不久，冯铿就成为潮汕学

生运动、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在校刊和汕头《岭

南民国日报》副刊发表具有激进思想的论文、小说
和诗歌等，开启了她的文学创作之路。她曾写下

“只要血不干，什么困难都可以打破！”等文字。
在那个年代，像冯铿这样勇敢追求理想的

女性鲜有且珍贵，而她的勇气和魄力也源自姐
姐对她的影响。冯铿的姐姐名素秋，长她 10

岁，因反抗包办婚姻而闻名乡里。虽然姐姐争
取到了婚姻自由，但终在封建势力的摧残下悒

悒而亡。临终时，姐姐对冯铿说：“要学武松的
气概，将来替女人们向旧礼教复仇。”冯铿却说：

“我不学武松，要学秋瑾！”姐姐激发了冯铿为谋

求妇女解放而奋斗的决心。
1929年春，满怀救国豪情的冯铿来到上海，

她起初在上海持志大学读书，不久因经济困难而
辍学。在潮汕师友的帮助和引导下，她开

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

论、唯物主义哲学，苏俄文学作

品，还学习英文和日文，以便掌握

更多的工具和武器。1929年 5月，

冯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逐渐成长

为左翼文化运动先锋。

1929年下半年，冯铿连续发表了

几篇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在上海

《女作家杂志》创刊号上，她发表了中篇

小说《女学生的苦闷》前六章；在《北新》

半月刊“新进作家特号”上，她发表了短篇《遇合》。

次年的《拓荒者》上，冯铿发表了《乐园的幻灭》《突
变》等文章。作品题材由描写小知识分子的革命逐

渐转变到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上，展现着
冯铿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清晰的成长脉络。

绒线背心

这是一件色泽灰暗的绒线背心， 有七
处弹孔，主人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冯铿。 绒线背心是冯铿一

针一线为丈夫许峨织就的。 1931年，“左
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穿着这件背心在龙

华从容就义。

唯爱与信念生生不息
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不但给予冯铿旺盛的

创作灵感，也让她的组织及应变能力逐渐被发
掘。1930年 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

立，冯铿是 50余位发起人之一，后成为“左联”
机关刊物《拓荒者》的主要联络员，负责征集、接

收和传递稿件。同年 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
次代表大会召开，冯铿与柔石、胡也频三人被推

举作为“左联”代表出席会议。
这次大会对冯铿触动很大，使她进一步意识

到什么是“中国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她采
访和收集了不少新材料，此后创作了《小阿强》

《华老伯》《女同志马英的日记》等以苏区生活、红
军斗争为题材的作品，成为中国左联文学中第一

批歌颂苏区斗争的文学作品。冯铿也成为最早在
国民党统治区宣传讴歌苏区和红军的青年作家。

尽管在 24 岁的青春年华就惨遭杀害，然
而冯铿留下的遗诗、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

现代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下了深深

印记。冯铿在为赞颂劳工力量而创作的《晨光

辐辏的曙天时分》中写道：“晨光辐辏的曙天时
分，谁愿在被温（被窝）里的柔腰之旁，连想（联

想）到在那肮脏的场所里，我们瑟缩地，正磨练
着苦工？‘叮铃！叮铃！’是我们钢铁铿鸣；‘吭

唷！吭唷！’是我们呻吟之声。烬里的火焰熊熊
地灼燃着，灼燃着哟，是我们血之沸腾！”

拥有理想的人不会被打倒，信念的火光照
耀的他们，在黑暗的夜期待着光明。即便最终不

一定能撑到天明，但有着那希望的光在前头，遥
遥引领着，也有着坚不可摧的意念和百死无悔

的决心。“2017年，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为龙
华烈士纪念馆进行展陈更新，首度尝试以国家

级非遗扬州漆器的平磨螺钿工艺，制作、呈现革
命烈士的形象———这样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设计师为冯铿制作了特别的展板，将留存下为
数不多的遗稿和照片有机陈列。”高蕾说：“她留

下的照片极少，仅有一两张也很模糊。”
站在冯铿的展板前，和那个在晨光中端坐

在书桌前的少女对视，稚嫩的脸孔，坚毅的嘴
角，略带英气的眉眼，柔柔目光中透着一丝早慧

的、似能洞穿世事的犀利。经过平磨螺钿工艺的
特殊处理，她的脸庞闪耀着贝母的光泽，荧光点

点、熠熠生辉。书桌上堆满了书籍，手边翻开的
书还未读完……原本她也可以继续做一个普通

的女性，但在那个饱受欺压的时代，已被唤醒的
信仰又怎么可能归于平静，眼看着劳工被欺凌、

同胞备受磨难、让普通女性成长蜕变为革命战
士。纵然纤纤弱质，也要以笔为刀枪，发出激越

的呼号，唤醒广袤大地上无数沉睡的心灵。时光
流转、岁月变迁，唯爱与信仰的火光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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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清明节，人们在龙华革命烈士就

义地附近挖掘出的烈士遗骸遗物中发现了一
件满目疮痍却尚未腐烂的绒线背心。“1931年

凛冽的冬日，‘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就是
穿着这样一件背心在龙华从容就义。正是凭

着这件背心，听闻挖出遗物而匆匆赶来的许
峨在现场一眼认出，这就是她，这就是他们。

也是凭着这件背心，人们才确定了挖出它的

地方就是‘龙华二十四烈士’的就义地。”龙
华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高蕾动容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