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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旦平，新宁人，革命烈士。1922
年入长沙岳云中学，结识毛泽东、何叔
衡、夏明翰等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
1925 年 2 月，参加东征。次年，参加北
伐。1927 年 8 月，参加南昌起义。1930
年，参加龙州起义，任红军第八军参谋
长兼第二纵队司令员。该年 3 月，宛旦
平牺牲于广西凭祥。

出生日期及其家世

宛旦平的出生日期，各种记载都
作 1900 年 12 月 27 日，其实这是以农
历日期为公历日期。据励双杰《名人家
谱摭谈》引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
宁《宛氏族谱》（东海郡木活字本）记
载，宛旦平属俸公房支下，为十七世，
光诂第三子，修谱时仅五六岁，故家谱
中记载其情况较简略：“光诂三子明洲
（宛旦平原名），生于光绪二十六年庚
子十二月二十七日酉时。”光绪二十六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换算成公历为
1901 年 2 月 15 日。宛旦平 1930 年 3 月
牺牲于广西凭祥，故其生卒年为公元
1901—1930年。

宛旦平胞兄宛方舟，毕业于湖南
第一师范，先后担任过民国政府的汝
城、酃县、晋江三县县长及新宁县参
议员等职。而宛旦平父亲以驾船、挑
脚为业，似为贫寒之家，按说是难以

负担这两个儿子的学费的。不过，新
宁《宛氏族谱》记载，宛旦平祖荫颇
厚。其高祖宛学栋，字梁周，号隆吉。
家谱世系中赞称，“公为人襟怀倜傥，
干济多才，子弟以勤俭苦读为教，族
党以排难解纷为心，以故邻里咸称硕
彦”。曾祖父宛宗行，是个监生。世系
中有评语：“伯为人正直，处世刚方，
孝友传于家庭，忠信孚于邻里。”这样
看来，宛旦平兄弟求学应是得到了家
族的资助。

参加第一次东征

第一次东征，是指在 1925 年春由
广东革命政府发起讨伐负隅东江的叛
将陈炯明的一场战役。据彭雪芹《黄埔
军校大事记》，1925 年 3 月 2 日，当时
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调派黄
埔二期毕业生、共产党员宛旦平、卢德
铭等到海丰开展宣传工作，协助训练
农民自卫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
编《周恩来年谱》载：“（1925）3月2日、
3 日，调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二期毕
业生宛旦平、卢德铭等到海丰协助训
练农民自卫军。”又《黄埔军校政治部
第一次东征在海陆丰战事日记》（以下
简称《东征日记》）载：“（3月2日）致函
校长，调宛旦平、卢德铭两同志去海丰
协助农会训练自卫军。”此函数天后得
以批准，见 1925 年 3 月 10 日的《东征

日记》：“致函吴振民同志，介绍宛旦
平同志，与之协同训练。”

吴振民，浙江嵊县人，共产党员，
与宛旦平同为黄埔二期生，吴为辎重
科，宛为步科二队。

在海丰担任的职务

1925 年 3 月 16 日，海丰成立了农
民自卫军和农民军训练所。农民自卫
军的总队长为李劳工，广东海丰人，共
产党员，也是黄埔二期生，为辎重科；
吴振民、宛旦平、陈烈等为分队长。农
民军训练所由吴振民任教官，卢德铭、
宛旦平等任教练。作家聂绀弩也是黄
埔二期生，也曾参加第一次东征，在其
一篇回忆与学者钟敬文交往的文章中
提到，宛旦平当时还担任农民自卫军
的政治部主任。

东征军旗开得胜之际，3 月 12 日
孙中山逝世于北京。3 月 29 日，《陆安
日刊》出追悼孙中山先生专号，其中发
表了宛旦平的文章《孙中山之死与帝
国主义》。

史海钩沉

短 暂 而 光 辉 的 一 生
——关于宛旦平烈士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

阿 旧

《邵阳文史》自创办以来，多
次介绍过邵阳（含新化）境内解放
前出版的一些报刊。其中专文介
绍的有《力报》《真报》《劲报》《邵
阳民报》《观察日报》《小阳春报》

《三湘日报》《新化日报》《新华电
讯报》《工商日报》等，另有综合文
章以辞条形式介绍到更多的报
刊，却均不见对《铁报》的介绍。仅
有《邵阳文史》第 4 辑尹泽民的

《邵阳解放前夕的〈劲报〉》一文提
到，《劲报》的前身是1946年由中
共地下党组织在邵东团山创办的

《开平周报》，1947年夏于团山迁
来邵阳城里，年底与《铁报》合并，
改名《劲报》。

关于《铁报》，史料缺乏介绍，
甚至在档案馆也难觅踪影，最近
却在隆回县周旺镇偏僻的石井村
冒了出来。遗憾的是，一张四版的
报纸，不知何时被沿中缝撕去了
一半，现在仅存头版和二版。这半
张《铁报》是深航广州分公司部门
负责人陈守清先生在清理父亲遗
物时发现的。

这是一张很小的报纸，每个
版面仅比A4纸大一点。在头版右
上角“报头”位置，竖排的繁体行
楷“铁报”二字锋芒四射，颇具金
石之气。在报名的右边竖排一行
小字“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
三月创刊”，左边竖排一行小字

“社址：邵阳沙井头十九号”。下边
有三行从右往左横排的文字，第
三行为“发行人 刘魁”。再下有
一个表格，包括订报价目和广告
价目两项内容。头版的内容基本
都是广告，有十余条之多。

在二版的顶部，清晰可见报
纸出版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五
年三月二十六日”。二版除一篇社
论外，都是消息。社论题为《急待
解决的公教人员生活》，文中以邵
阳为例，指出因物价飞涨，导致公
教人员实际收入不及一个“黄包
车夫”，只赢得“仰不足以事父母，
俯不足以蓄妻子”的两句古话。报
纸为公教人员的生活发社论，与
该报的发行人暨社长刘魁浓浓的
教育情结有关。

刘魁（1899—1973），别名卓
孚，隆回桐木桥（今属荷香桥镇）
黄桑园人。1927 年，他于武汉中
山大学毕业后曾在冯玉祥部下任
秘书，后任山东定陶县县长。抗日
战争爆发后，他弃政从教，与著名
历史学家李剑农等筹办松坡中学
（隆回一中前身），担任常务董事
并被推举为首任校长。因他当时
还未辞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工
作，暂由范希亮出任校长。一个学
期后，他上任松坡中学校长，并教
公民课。1946 年春，刘魁辞去松
坡中学校长，到邵阳创办《铁报》，
并在邵阳各中学兼任国文教员，
深受师生爱戴。

1947年，国民党逮捕省立六
中（邵阳市一中前身）学生周志贤
（系中共地下党员），准备杀害。刘
魁得知，不顾个人安危，利用自己
担任三青团监事会成员的身份，
挺身营救，使周志贤免遭毒害。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志贤曾
任海军某师政委。

（陈扬桂，邵阳市党史联络组
成员）

思想者营地

半张《铁报》漫话
陈扬桂

2018年秋季，学校建立了心理咨询
室。我在这里接待并帮助了出现形形色
色问题的学生不下百次，其中印象最深
的要数黎同学。

那天，小黎是被其班主任拖到心
理咨询室来的。据说他上课故意说很
难听的话，把上课的老师气得不轻。
班主任反映，这个孩子以和人对着干
为乐，怼老师、怼同学，在家里也常常
和家长唱反调，好话丑话都听不进
去，所有人都拿他没办法，班上同学
叫他“犟牛”。

通过初步了解，我也从他上课的表
现、造成的后果入手，教育他这样做不
管是从短期还是长期看，后果都很不
好。孩子也答应以后要好好改。

结果，过了几天，班主任又跑过来
告诉我，这个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还是
老样子，做了错事还强词夺理，他爸爸
妈妈气得说不想要他了。

我才明白，我们对他的教育他完全
没有接受。于是，我详细打听了他家里
的情况和他在学校的情况。原来，他个
子矮胖，成绩也不好，家里所有的人都
宠他的妹妹、数落他。于是这个孩子的
自尊心开始作祟，抱着“与其让你们都

讨厌我，还不如我先讨厌你们”的扭曲
心态，处处和人作对、唱反调。

找到问题所在，我和班主任一起
制定了教育计划。通过他最擅长的五
子棋比赛，重拾他的自信心，然后让家
庭、同学接受他、关爱他、肯定他。结果
效果出奇得好。小黎发现身边的人都
接纳他了，他开始变乖巧了，还懂得怎
么关心他人了，甚至还培养出拼搏精
神了。2021 年，在一次排球赛中，小黎
和队员们凭借精湛的技术、敢打敢拼
的斗志获得了冠军。小黎也因为吃苦
耐劳、团结一致的精神被评为“新时代
好少年”。他也从家长口中的“犟牛”变
成了“乖崽崽”。

从这个案例中，我也收获了两个道
理。

一、心理教育不能单单“以理服
人”。我们平时在教育中，总是从事情的
后果出发，总是教育孩子“这样做后果
是什么”，希望用这样的方
式告诉孩子们哪些事可以
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可
为什么有些孩子明明知道
这样做不对，却“偏向虎山
行”？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了

解孩子这样做的原因。
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的感性是大

于理性的，为了一块橡皮、为了一句玩
笑，他们是可以“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的。“生死”尚顾不上，对和错就更不那
么看重了。所以，我们在开展心理教育
时，首先考虑孩子心中所想，做到“以情
动人”“以爱感人”。

二、心理教育要让孩子获得“尊重
感”。青少年尤其重视自我观念或自我
意识，包括对自身形象方面的观察、看
法，关注自己外貌美丑、体能强弱、运
动机能优劣等，常将自己的形象与理
想中的标准进行比较，或与同辈人进
行比较。比较结果，或满意或自卑，倘
不能正确对待，也对身体的发展带来
不良影响。我们做心理咨询工作的，首
先要读懂孩子的内心。“要不是没有办
法，谁愿意破罐子破摔？”面对有偏激
行为的学生，我们切记不要做给孩子

“指一条明路”的高人。所以，作为心理
教育工作者，走进孩子的内心，获得他
们的信任，维护孩子的自信心，是保障
孩子心理健康的重要措施。

（赵霄，任职于双清区前进小学）

从“犟牛”到“乖崽崽”
赵 霄

我家四代人与《邵阳日报》
结了缘。

首先与《邵阳日报》结缘
的，是我的父亲赵魁先生。他曾
是《资江农民报》的编辑、记者，
后任市委对台办副主任。记得，
那年市委准备创办《邵阳日
报》。一天，他从单位回到家里，
便对我妈妈说：市委安排他和
市委宣传部一副部长筹办《邵
阳日报》，并让他们一起去长
沙、湘潭等市考察办报事宜。后
来，他尽管没有挂帅《邵阳日
报》，但他与《邵阳日报》的情缘
非常深厚，每年都要在报上发
很多稿件，而且连续多年被评
为优秀通讯员。

受父亲的影响，我也爱上
了《邵阳日报》，并且成了她的
首批通讯员。那时，我是负责市
东区文化馆馆办刊物《广场文
艺》的总编辑，经常与《邵阳日
报》副刊部的邱刃老师和李利
拉编辑打交道，还时不时在《邵
阳日报》上刊发些文章。之后，
市东区区委把我调到区委宣传
部，负责全区的新闻报道工作。
从此，在《邵阳日报》上发稿就
成了我的工作任务之一。进入
区委宣传部担任新闻专干以
后，我就在《邵阳日报》编辑老
师的指导下，稿件发得越来越
多。正是因为有《邵阳日报》这
个展现才华的平台，我从一个
新闻专干，逐步成为双清区的
新闻带头人；由新闻“普通一
兵”，变成了副科级新闻干事，
继而成为区主管新闻报道的副
部长……

然而，在我与《邵阳日报》
接触的四十年里，让我最难忘
怀的是发行《邵阳日报》。那时

《邵阳日报》初办，发行比较艰
难。我这个基层宣传部的新闻
主管，与《邵阳日报》发行部的
同志们，走村串户，进店入室，
一份一份推销着《邵阳日报》。
就这样，区里征订数达到了
3000 多份。靠着这样的努力，
区委宣传部连续多年荣膺党报
发行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我个
人也连续多年被《邵阳日报》授
予党报发行先进个人称号。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虽
然一手抓发行，一手抓上稿，
苦是苦点，但是仍然感到其乐
融融。

在从事行政工作之后，我与
《邵阳日报》的联系并没有疏远。
我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于是乎，

《邵阳日报》副刊部的刘鹏、马笑
泉等老师又成了我的好朋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
常常带着读小学的儿子，上邵
阳日报社请教罗础、石擎岳等
老师。有一天，我儿子写作的一
篇文章刊发在《邵阳日报》上。
也就是这篇文章的发表，使我
儿子爱上了《邵阳日报》，更为
他以后成为新闻媒体的工作人
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我在大祥区读小学
的孙女，因爱好写作，成了《邵
阳日报》的小记者。她在《邵阳
日报》编辑老师的指导下，也开
始了自己的新闻写作之路……

（赵大明，双清区作家协会
主席）

《邵阳日报》惠及我家四代人
赵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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