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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建瓯市有关部门在旧址旁搭起一座50平方米的平房，供沙无泞一家居住。沙无泞
1999年退休后，更是全身心投入这项事业中。一开始，参观的老同志们总是亲切地叫她“小沙，
给我们来讲讲”，后来参观者对沙无泞的称呼变成了“大姐”，再后来是“阿姨”，而如今，附近街坊
的孩子们都知道，序五里43号有位满肚子故事的“奶奶”。“幼儿班的孩子，会带着大人来听；附近
小学的孩子如今都上大学了，还会把同学带来这里参观。”沙无泞说。

小楼被认定为文保单位后，父母一度希望沙无泞回到无锡，谋求更好发展，但她最终没有回
去。曾有武警单位前来旧址参观，请她讲解。那时天气炎热，战士们的汗水划过脸颊，湿透脚
底，依然全神贯注，让沙无泞非常感动。

讲解结束后，武警战士们齐声呼喊：“向沙老师致敬！向沙老师学习！”恰在建瓯养病的母亲
看到，对沙无泞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了，这里，就是你一生的事业。”

“作为烈士的后代，我感到很光荣。我能做的就是努力把革命故事讲好，把革命精神发扬光
大。”采访沙无泞时，她的大女儿为她做好午饭，正要离开。馆里来了访客，女儿、外孙辈们也都
很乐意帮忙接待。“所以我还是后继有人的，我不担心。”老人愉快地说，“即使有一天我不在了，
这房子还在。政府会派讲解员来，这些红色记忆会一直传承下去。”

N海都记者 吴雪薇/文 马俊杰/图

“这幢小楼不能卖掉，要将它保护
好，传承下去。”75岁的沙无泞至今仍记
得1980年外婆临终前的深情嘱咐。她的
外婆在此守护了一辈子，如今轮到了沙
无泞，这一守，就是近半个世纪。

这幢小楼位于福建南平建瓯序五里43
号，由沙无泞的外公、革命烈士刘葆彝亲手设
计。小楼虽小，却不平凡。1984年，小楼被
认定为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旧址。沙无泞
和家族的长辈讨论后，将小楼作为文物捐给
了政府。199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其
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幢小楼不仅寄托着家族的根与魂，
也“住”着一段每每提及都倍感光荣的历
史。三十多年来，沙无泞一直坚持义务讲
解。这些年，虽然沙无泞老人腰椎不好，行
动变得迟缓，但只要站在展厅里，她就好像
获得了力量，不需要拐杖，可以一直讲下
去。至今她已累计服务参观者10万人次
以上。沙无泞说，只要条件允许，她的讲解
就会一直持续下去，让更多人知道烈士事
迹，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旧址纪念馆毗
邻当年客商云集的临江门码头，置身于老
城西一片闹中取静的小巷子里。这里曾
是一座具有明清风格的三进合院古民居，
其中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书厅中西合璧，
由革命烈士刘葆彝亲手设计。除了偶有
外出办事，每天早上，沙无泞都会风雨无
阻地打开纪念馆大门。

时光回溯到动荡的 1927 年，“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
遭到大肆搜捕和屠杀，各地党组织被破
坏，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共八七会议召
开后，党中央为了恢复与发展福建工农运
动，决定成立闽北、闽南两个临时委员会，
领导福建革命斗争。这座小楼便是当时
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机关所在地。

1984 年，这幢小楼被认定为中共闽
北临时委员会旧址。沙无泞和家族的长
辈讨论后，将小楼作为文物捐给了政府，
这也实现了外婆的遗愿。1986年，中共
闽北临时委员会旧址纪念馆建成。为了
让“永久传承”的愿望得以继续实现，沙无
泞在缺乏经费、管理人员的情况下，决定
自负水电费，自己来讲解。

“我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你了，只有这幢
小楼了。”1980年，78岁的外婆在去世前，将
这幢三层书厅郑重托付给沙无泞，“但你要
答应我，不能卖掉它，要将它保护好，传承
下去。”外公留下的照片资料，外婆讲述的
家与国的故事，家族三代红色记忆的艰辛
历程……桩桩件件，都是这里最珍贵的回
忆。沙无泞对外婆说：“我在，房子就在。”

1968年，19岁的沙无泞离开家乡江苏无锡，来到了闽北建瓯。妈妈让她来照顾年事已高、腿
脚不便的外婆。“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外婆。”

在妈妈的描述里，建瓯的老宅子有宽阔的三进院落，一座书厅花园。但等沙无泞来到这里
时，却大失所望：垂垂老矣的外婆守着仅有的三层书厅与花园，一片萧瑟。“那时没什么人在意这
是革命烈士留下的房子，于是宅子就破败了。”

做饭、洗衣、买菜……陪着外婆的日子里，沙无泞常在花园里听外婆说过去的故事。那么大
的房子，为何只剩一栋书厅？它是什么来历？沙无泞的问题总是很多。外婆很喜欢这个俊秀又
能干的外孙女，和她慢慢地讲述那些往事。

1923年秋，为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沙无泞的外公刘葆彝赴北京，先入郁文大学，后进国
立北京工业大学学习。1924年国共统一战线建立，他抱着“须知国民革命成功之日，才是实业发
达之时”的愿望，变“实业救国”为“革命救国”，成为北工大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

1926年春节，刘葆彝返乡度假，适逢日舰炮轰大沽口事件爆发，时年24岁的刘葆彝，在家人
的支持下毅然返校，并被推为该校学生代表，参与了师生反帝运动。是年3月18日，刘葆彝协同
北工大中共党支部书记江禹烈，率领学生在天安门前参加李大钊领导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
民大会”，会后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政府大门前请愿，不幸当场殉难。那时，在他千里之外的故
乡建瓯，这幢由他亲手设计的书厅才刚刚落成。

“我的外公外婆年纪相仿，结婚七年，一直聚少离多。虽知此去归期又将无定，但外婆却对
外公说：‘你是精忠报国的，我会永远支持你。’二人相拥而别。”沙无泞和记者说起这段往事，依
然眼眶湿润。失去丈夫后，外婆在刘家人的帮助下，将一双幼女拉扯大，一生没有再嫁。这座小
楼便成了她的念想。“我心里只有你外公一人，再装不下别人。”她对外孙女说。

为了小楼的存续，沙无泞付出了许多。小楼是她在建瓯唯一的房子，被列入文保后，一层、
二层开辟为展厅，沙无泞一家住在三楼的小屋里，“实在没地方住的时候，我和来帮忙的老叔公
都住在楼梯底下”。

当年，沙无泞一边在玻璃厂工作，一边在家人的支持下，自费把纪念馆运营起来。受牺牲哥
哥的感召，刘葆彝的弟弟刘葆康也积极参加革命，在闽北临委工作过。沙无泞上班的时候，这位
老叔公就帮着接待参观者，给他们讲这里的历史。许多当年在中共闽浙赣省委工作过的老同
志、刘家曾经的师友等，听说“闽北临委旧址”修建成了纪念馆，纷纷前来参观探望，让沙无泞的
讲解材料愈发完整起来。

在这座书厅内，沙无泞还和记者说起，这座宅院之后发生的父母红色爱情故事——
刘葆彝牺牲后的 1927年 4月，他设计建造的三层书厅掩蔽了遭国民党通缉追捕，退到建瓯

的生前好友衷至纯、老师潘谷公。同年8月，闽北临委书记陈昭礼与后成为其夫人的潘超人（潘
谷公之女）等人也来此隐蔽。“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家也由纯粹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渐升华为要
解放全人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沙无泞说。

在这种思想的感召下，刘葆彝的两个女儿，即沙无泞的大姨与妈妈均参加了当地的抗日剧
团，因此结识了沙无泞的父亲，《闽北日报》记者沙仲虎（沙陆墟）。刘家在建瓯当地素以长幼有
序、热情好客的良好家风著称，交游广阔的沙仲虎也是一名地下工作者，此后，这里便成了中共
在建瓯的一个地下交通站，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捐出小楼建纪念馆

家族三代的红色记忆

“我不在了，这份记忆还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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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准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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