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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英，1927年出生在
福州郊区岳峰镇三角池村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她的大哥
刘捷生对其影响颇大。1941
年时任闽江特委特派员的刘
捷生从闽北游击区回福州开
展地下工作。工作期间，刘
捷生常带着同志，到位于吉
庇巷的刘家祠堂秘密开会。
刘秀英则为他们当耳目，通
风报信，站岗放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
福州地下党组织的不断扩
展，地下交通任务十分繁重
艰巨。1945年初，年仅18岁
的刘秀英经组织考察，正式
参加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参
加工作不久，组织就安排她

送一份秘密信件给闽侯县兰
圃乡区委书记林开正，这是
她第一次接受任务。

当时，乌龙江上没有桥，
来往行人过江只能靠渡船，驻
守在渡口的国民党反动武装
调派军警加强警戒，在检查站
出入口严密盘查过往行人，想
要突破关卡，困难重重。刘秀
英乔装走亲戚，把密件藏在发
饰的花朵里。遇到搜身检查，
她把随手提的篮子紧紧抱在
胸前，将敌人的注意力转移到
篮子上，并以篮中水果、饼干、
香烟、鸡蛋为饵，引得敌人为
其争抢，躲过检查。此后，组
织经常派她送信、跑交通，还
让她秘密送枪支弹药等。

画馆夜谈 寻根福文化

永不消逝的“地下航线”
——记航线上的女交通员刘秀英

“福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行走八
闽·读懂福建》的首场活动，在福建省文史馆原馆长卢美松有条不紊的讲述中
开启。本次活动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海峡都市报社承办，赓社经典文
化传习所、归一堂画馆协办。活动为期一年，设计了7大系列主题，并通过读
书会、研学活动等形式，让市民在实践中学，在学习中感悟福建文旅魅力。

12 月 4 日晚，30 多位
市民共聚福州归一堂中国
画馆，一起聆听福建省文
史馆原馆长卢美松开讲

“福文化源流谈”。“近期我
正在编写《福文化概论》一
书，在编辑过程中，我有颇
多感悟。”卢美松老师从历
史的角度来阐述人民对福
文化的理解。

读书会现场，卢老师讲
到，从“福”字甲骨文到金文
200多个造型中，可以体会
到古人强烈的祈福愿望和
丰富的想象力。随着社会
进步和文明开化，人们对福

的意义认识更加清晰，也更
加深刻，于是有了《尚书·洪
范》篇中关于“五福”的解
读：“一曰寿，二曰富，三曰
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终命。”传说这是夏代人祈
福的内容，是福祉的核心。

卢老师表示，人们是
从历史经验和社会生活
体验中认识福祉的。因
此，从古至今有了祈福、
求福、谋福、造福、受福等
不 同 阶 段 与 层 次 的 追
求。“如今，中华民族实现
了由祈福、造福到受福的
伟大目标，让世界赞叹和

艳羡。”卢老师说，南水北
调、航天探月、潜海、造岛
工程是逆天造福、脱贫解
困的造福工程，让亿万农
户山民都过上安居乐业
的幸福生活。中国人更
是把造福工程推向海外，

“一带一路”的倡议，受到
许多国家欢迎，因为他们
切实感受到中国帮助他
们创造福祉的善举。

随着卢美松老师的讲
述，现场听众对福文化的
理解，也逐渐深刻。现场
的互动环节，则把读书会
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福文化传承、福建福文化
特色等内容，成了听众重点关
注的问题。对此，卢美松老师
逐一解答，给出了他的见解。

“福建、福州分别是全
国唯一以‘福’字冠名的省份
和省会城市。”卢老师说，福
建是福州府（今福州市）和建
州府（今建瓯市）各取首字而
来，而福州则因其地界内有
一座福山而得名。随着福
文化的广泛流传，福建民间
传统艺术领域也出现许多
与之密切相关的艺术元素。

“除此之外，福建的福
文化还展现在自然之福上。”

卢美松说，唐代韩偓来福建
为官，留下了“四序有花常见
雨，一冬无雪却闻雷”的诗
句，这是他对“泉州”（注：唐
初“福州”称为“泉州”）自然
气候的真实写照。这里地
处沿海，气候温和，罕见霜
雪。同时受沿海季风的影
响，阴晴相间，光照适当。

“福建文化之福，一样
值得被关注。”卢美松说，
1600多年前，南朝阮弥之从
江左（江苏南京）来闽担任郡
守。其间，阮弥之于乌石山
南麓拓地30多亩，建房20多
座，作为办学施教场所。由

此，福州学风大振，奠定了宋
代“海滨邹鲁”的基础。闽地
从“俗未知学”做到“家有诗
书，市无斗嚣”。两宋时期，
随着全国政治中心南移，福
州经济社会和学术文化异
常活跃。这样的文化优势
也一直延续至唐宋明清。

卢美松老师的个性突出
研究，引发在场倾听者阵阵
掌声。“一场读书会听下来，
真的是收获满满。”读者陈女
士坦言，卢美松老师不光引
经据典，讲述福文化的知识，
更将其人生经验、感悟融合
进来，让人听得津津有味。

70多年前，闽江上曾活跃着一条“红色地下航线”，地下党员从福州台江码
头出发，将战略物资和情报送到南平的游击队，有力支援了闽中北游击革命斗
争，为解放福建作出了积极贡献。

这里也是地下交通员刘秀英战斗过的地方，她同共产党员饶刚生假扮夫
妻，演绎了“真实版潜伏”的故事。她的战斗历程和革命事迹，也被载入1959年
由毛泽东题签出版的《星火燎原》和福建革命斗争回忆录《光荣的历程》中，曾荣
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勋章。

解放初期，刘秀英服
从组织分配，从隐蔽战线
转入永泰农村，亲历了剿
匪、反霸、土改、镇反和贯
彻婚姻法等工作，为建立
新生革命政权、巩固胜利
成果，竭尽所能。

刘秀英先后在永泰
县妇联和县第一区土改
队工作，历任中共永泰县

委委员、永泰第四区副区
长、永泰县政府副县长，
曾光荣当选省党代会代
表。 1964 年从永泰调任
福州郊区农工部部长，后
提任赤卫区生产组组长、
鼓楼区计委主任、台江区
计委主任和台江区人民
政府调研员。2018 年 12
月 1日病逝。

刘秀英用她的一生，
见证了伟大的祖国从站
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她在《共产
党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
中写道：“回首革命征程，
我深刻体会到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
改革开放和国家繁荣富强
的今天。”

用一生见证对祖国的热爱

假扮夫妻 守住闽江地下航线

福建福文化独具特色从历史角度溯源福文化

智斗敌人 躲过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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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不
久，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

“双十协定”，在全国发动
内战，盘踞在福建的国民
党反动政权，对我省各部
山区游击队实行严密封
锁。中共福建省委遵照
中央的指示，决定在省城
福州建立省委地下联络
站。

1945年 12月，省委选
派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省
委委员苏华和饶刚生、陈
德义等三人，秘密潜入福
州，筹建省委福州地下联
络总站。为加强地下联络
总站工作，组织决定派刘
秀英来榕担任省委交通
员。为便于工作，组织决
定让饶刚生以商人身份，
与刘秀英假扮夫妻，苏华
同志装扮婆婆。从此他们
并肩战斗。

1946 年初，经中共省
委批准，闽江下游运输船

队党支部和闽江轮船公司
党支部，分别在福州台江
码头江滨路 8号魏依珠家
等处相继成立。刘秀英则
任省委交通员，和战友们
在闽江航道上不畏艰险，
留下了许多扣人心弦的传
奇故事。

《星火燎原》等书中，
闽江轮船公司党支部书记
梁宝通回忆称，那段时间，
组织上对支部的工作意见
和指示都由刘秀英传达。

“刘同志还告诉我，南山、
吉溪一带的敌后武装斗争
有了很大发展。游击队急
需武器弹药，让我们支援，
负责购买和运送。”梁宝通
说，刘秀英同志带他到大
庙路一家铜铁修理店去接
头。这家店老板的哥哥是
国民党军队的一名连长。
通过这层关系他们买到了
枪和子弹，并转交给运输
船队送到闽中北山区支援

游击战争。
那个年代，军用物资

是严格禁运的。因此刘秀
英的任务极为艰险，且不
能有闪失。其中一个故事
就发生在解放前夕。当时
组织安排刘秀英到洋中亭
铜店取一把轻机枪和一箱
子弹，发送到南平游击
区。为安全将物资送达，
刘秀英把枪拆散装到麻袋
里，将子弹放在篓子里，找
了一部黄包车，送往龙潭
角轮船公司地下党支部青
岛号轮船转交梁宝通同
志。在路过大桥头仓前中
洲一带，意外发生了，他们
碰上国民党宪兵巡逻队。
这时，刘秀英越发冷静，在
宪兵接近时，她镇定自若
地从身上取出手帕和镜子
假装擦脸，并故意从口袋
里带出伪币撒落地上，趁
着宪兵捡钱的当口，催促
车夫快速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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