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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国民党山东省

反省院里的斗争回忆

自海山

、山东省反省院概况

蒋ft石背叛革命后，其反动政权对何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

罪恶手段主要是z 残酷的屠杀镇压。其口号是z "宁错杀一千

不错放一个"。这虽给党和革命人民造成很大蘸坏和牺牲，但

它并没有捏革命镇压下去。柜反，愈镇压愈发展，革命斗争此

伏镀起。在这种形势下，自民党反动派感到先这样蛮干下去对

其本身并不完全有利，又妄图以政治征服，以补充其屠杀政

策，因此，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反省院。反省院是一种着

重从思想精神上提残革命者的反动政治训练班，是变相的监

狱。

山东省反省院产生于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设在济离市原出

东第一模琶监狱内〈班在的人民商场地址) ，它自成系统。政

治猩住的是天、地、人三个监号的丁字形监房，还另有两个教

室。其编制祝掬是，院长在i下设三个主主=管理处、苦11育处和总

务处。各娃设主任一人〈大多系兼职人员) ，平时只有专职甘I1

育主任王育民兼管理主任，他主持自常事务，是包挠全面的"总

管。"苦11育员是叛佳谭克平〈第六期出院的必反省人" )，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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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甲、乙班音乐课程丙班三民主义课的教员。其他大多数教

员是兼职人员，如甲班三民主义教员姓陆，是国民党省党部

的，语文教员姓赵，是法官推事，再就是几名事务人员和狱

卒。

反省院的吕的是E 强制灌输"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嚣"

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罢语"等反动思想，并谩骂诽谤共产

党。也就是企望从政治上瓦解和俘虏共产党人，促使其"悔过

自新纱。以黠达到他们在刑讯、监禁中达不到的目的。按规定

一般政治犯经监狱服刑三分之二的时间后送反省院，但判刑三

年以下者可直接入院。每期期限为三个月至六个足〈一九三三

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是三个月一期，到一九三五年

下半年改为半年一期〉。每期人数约在七十名左右。每期集剖

开始时，每人都要办理登记手续，按文化程度编班，分甲、

乙、丙三个班级。高中、大学程度者编为甲级班，高小、裙中

程度者编为乙级班，初小和文盲编入丙级班。

课程项吕有s 三民主义〈周佛海编的《三民主义理论体

系}} )、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史、地理、音乐等，还有

专门诬蔑共产主义谩骂共产党的"总理纪念周"·纪念周是每

星期一旱是举行一次，内容有六七项，如行鞠躬礼，唱完歌，

静默三分钟，恭读总理遗嘱，如i话〈是纪念周的中必内容) , 

礼成等。甲、乙班每天三节镖，丙班两节课。甲、乙班课程内

容相同，只是甲班多上唯生论和古文两节课，并每两月写论文

一篇〈实际上有写的有不写前，不写的居多数) ，丙班只讲三

民主义和一节大仿课〈练习写字〉。除这些课程之外，还设有

每人每日都要填写的日志。目志的内容有四项s 生活情况F 学

习情况F 感想〈篇幅不限，有时还指定题吕要你填答) J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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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以忠孝、仁爱、信义、和乎八个字为内密。每天填写，于

八点前写完后放在规定的地方，然后集中收去，由苦11育主任阁

批后再发下来。一般都是说育主任王育民阅报，有时￥11育员谭

克平代阅。还有时按他们认定的对象找去谈话。还办了一个《生

路》半月刊〈其中稿件是从论文中选登的〉。衣、食、住等日

常生活管理方面，和监狱基本上相同。

国民党反省捷对"共产党政治猩纱如果达不到从精神上消

磨其革命斗志，以及从政治上加以俘虏的吕菌，是不会释放的。

历以反省条倒中最基本的一条是: ~J反省院的政浩犯如果在第

一期"感化"不过来，就继续留级到下一期、于两期甚至一直

到下十期〈等于无期徒刑，实掠没有留到十期的，连超过三期

的也没有) ，反正不能无条件释放。

出反省院的条件，形式上是考试及格者，实际上是靠反省

院监视人写 "/J、报告PF ，和 E常的思想行动混察而决定能。具

体做法是s 每一攘攘终，将被认为及格者宣布为出院人，再召

集出院人讲话，跑后同其他政治犯踞离，集合到另外监号，以

防受鼓动中途反悔变卦。出院前必须办理如下几种"手缤纷事

〈一〉在报纸上发表反共宣言，吕的是扩大其反共宣传。其主

要内容是什么误入歧途，经过学习觉悟了，认识了共产主义不

适合中国雷情，共产党不通人性，不尊重道德等等。这篇宣言，

是经过反动当局从出院人中选择的人物执笔起草的，草稿送院

方修改定稿后，再召集出院人宣读逼过，签字打手印。起草人

一般都是签发反共宣言的领街人〈第六期领帘的是谭克平，第九

期张君羊，第十期窦瑜等，第十一期李玉培) 0 (二〉悔过

切结。实际上是出院人向国民党递交事先印好的悔过书。其内

容要点是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今后绝不再上当受骗等，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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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宣言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内容较简单而已。〈三〉启事。就

是反共叛觉的声畴，刊登在当时的《国民日报》上。〈西〉通

讯切结。就是要体保证在出院后三年之内，每一个季度，自捷

方汇报一次你的思想、生活等情况，以示长期监督。〈五〉保

结。要找一定的保人或铺保，保证在自院后遵纪守法，出了问

题以保人或铺保是闰。

出东省反省院共办了十三期，于一九三七年的十至十一月

份结束。

一-、 反对反省政策的巨大胜利

山东反省院第一到十各期出院的政治犯，不管自愿不自愿

都是办理了前述"手续"出院的〈没有无条件出院的，也没有

西拒绝"反省"或拒绝办理"悔过"手续而被押回监狱的儿

只有到了第十一期才出现了大突茧，二十多名政治花经过反对

反省院政策〈简称反"反省" )的斗争，以宁肯坐穿牢底等待

时机的精神，重新扛国监款，最后争取了无条件的恢复自由。

第十一期的组成和以前各期基本相同，一部分是前一两期

留级的"反省人纱，一部分是新拨来的。原有的"反省人"中

有留级一期的，如邵德孚、:x1J玉荣( )(JJ泽如〉、文u庆珊等。有

留级商攘的，如刘特夫〈卢寇拚1)、彭瑞林、董瑛等。新拨来

的当中有青州第四模落监狱来的金费、李世光、鄙肇基、侯星.

五和我〈当时叫唐玉清〉共五人。我们第四监狱的同志，有些

人对国民党反省院的性员，以及我们f;l持的态度等方面，事前

是经过一番讨论的，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

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被送反省挠，绝不办理悔过自新

4 



子读，从狗洞里爬出去。如不能无条件释放，就宁可自监狱重

薪坐牢，并尽量争取带一批人一国国监狱，争取无条件出狱。

我初到反省院时，对各方面情玩都不具体了解，好似对付蛇揭

一样的警锤着。则入反省院一登记，又一听课，就产生了反感。

当看到刘玉荣窍志借黯搞不上课，在庭院里陋太阳时，我也决

定倍黯病不上课，和刘一起每天在院子里晒太阳，不听他们那

一套摆布〈一直坚持到离开反省院〉。当从留级的柜熟的同志

中，了解到有些同志在出院时签署悔过切结和反共宣言问题上

存有混乱思想，认为反共宣言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影肉每太大

太坏，悔过切结是即就的一张纸，只签上个名字影端不大。同

时对只签署悔过切结，不签发反共宣言出院是否可行的问题正

在我豫不定时，我们就抓住这个核心问题，挠了我们的认识，

和他幻进行交谈，服利的统一了思想。认识到z 居民党的反

省院是对政治犯施行政治俘虏的阴谋机关，它设立的那一套手

续，都是为了达到使我们 U悔过阜新纱这个罪恶目前的。悔过

切结与反共宣言是那些反动手续中的主要部分，这二者之间虽

有文字繁需之分，有公开发表与不公开发表之分，但它的内容

实E竟是一致的，都不应签署〈当时简称"担签'，下同〉。如果

想从反省院出去，认为悔过切结的文字震动性较轻就签署了，

之后势必被逗得一步一步走下去，到最后还得走签发反共宣言

之路。我们应站稳立场，不能上当。不能在办理这矜卖身契约的

条件于出反省踪，否则就是丧失政治立场，自我毁灭政治生命。

当这些意见传到一些积极同志之间时，很快被接受，增强

了大家的斗争信，告，形成了一支尖刀式的反"反省"和"拒签"

的组织力量，并迅速有对象的在"反省人"中展开了秘密串连

活动，促使反省院的形势膜利地向着反必反省"、 "握签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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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发展。几个叛徒分子也不再象往常那样嚣张了。

在第十一期，一部分积极分子曾带头发起过改善伙食的斗

争，很快取得胜利。这在客现上对反"反省"运动也起到一种

练兵作肆。相继绥远拉战爆发，有人向院方提出捐款援缓〈以

节食一日的伙食费作为捐款〉商院方却由政活犯提出了代舟、

"援绥"捐献的通知，我的识磁了提方的欺骗伎俩，便将计就

计理直气壮地提出释放政治犯到绥远前线参如统战的要求。他

们对这种要求当然不会答应，但他们宛不过舌头，说不出道理

来，只是气假地表示说"你ffJ不配'来拒绝市已。在这种形势

下，政治犯的反"反省纱斗争情绪更高涨了。不久，西安事变

爆发，群情更加摄奋，无形中显现出一种无条件获释的希望，

但同时我们也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这一期的期终阶段来临了，往常正是反动当局忙着办理出

院手续，恩威兼施，品评成绩的得意时刻，商这次他们却感到

从未有过的反"反省"和"担签纱的冲击，表现出慌了薛酶的

丑态。反动狡溃的"总管纱王育民却故作镇静地说:"你们能进

利，我就佩服你们共产党"。我们暗想，他这话算说对了。果

不其然，未多久， "七·七纱事变抗自战争爆发，共产党在山

东各地发动了武装起义，组织领导了武装抗日保卫祖国的斗

争。这时王育民跑到他家乡一带，拉起了一部分队伍，也打出

抗日的旗号，并曾寻找八路军取联系，但也不久即因其队伍内

汪被打死了。

反动当局跟踪着这期不能照常颇利结束的形势，就驱使叛

键走漓献计献策，以期收拾败局。随之有叛捷张复生〈薛培元〉

写了秘密报告，提出对反"反省"的积极分子要采取扛击镇压

的建议，其中列举了十几个名单，并分类提出了评论和对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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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出的是: t，二唐〈唐玉清〉是最顽固的家住，非勇斩钉

截铁的办法处置不可。还有几个也是不易改造的分子，都应严

惩纱。她这个报告是夹在日志中随同一起上交的，上交前被-

a反省人"偷偷抽出来交给了我们，在传阅过程中撞些JL被搜

去。但反动当局第二天早饭后就动了手，气势油油的武装狱卒

们，一声不吭，袭击式的首先提我从监号拉到天井里，猥狠地

按倒在地，碰上脚镣，带上手铐。随后接着挂出彭瑞林、侯星

五、韩雏密、李美庆、董事楚、金明、李世光、赵传博、文。开凌

等十人，都程上了镣铐。正在郭疑徨们这样做到底是干什么

时，副被拉出来的董瑛同志说，这是捏我们持到监狱去的。再

听之于，怀疑顿失，并满意地感到我们所希望的一个自的达到

了。我们被镣铐完毕后，随即若是带到高等法院的"便庭"，法

宫简单间了闰姓名、籍贯等，并说了一些什么不老实遵守院

规，就不能早日枝复自由等斓言，随即宣布了分持到各个监猿

去的名字。我于当日上午即被法警捍送到德1+1第七摸范监狱。

在上述十人之后，刘特夫、唐昆山二同志于第二天下午被法同

样办法押送到第一监狱。就这样，我们以胜利者的姿态，高兴

地重新打西了蓝狱。

反省院把"反省人"重新押送回监狱，是其反省政策遭到

打击和失败的结果，同时他的还想借此威镜一下其他反省人，

企图阻止今后再出现类似事件，但他们的企图银快失败了。在

我们第一批押回监狱后，相继有另些同志也要求国监狱去了。

最后一批部肇基、题崇德、刘考文、玉堂、岳擅自、:XtJ庆珊、

邵德孚等七人，国要求自监就不譬应，干跪进行了绝食斗争，

终于争取囡到了监狱。

第十一期因支"反省"、 "拒签纱斗争而重薪留到监戳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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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法处释放的计有金明、侯星五、李桂先、董瑛、彭瑞林、XlJ

庆珊、李美庆、赵传博、刘开俊〈潘复生〉、XtJ特夫、唐昆山

〈李文人XtJ王荣、邵德孚、部肇基、韩维密、XlJ考文、周崇

德、王堂、自中睿〈固政农〉、李瑞芝〈措芳瑭〉、孟金山、

李应分〈李分人〉、孔繁阁、王登明和我，共二十五名，占了

议往每期出院率的一半以上。

但在这以前的十期当中，就多数反省人的思想情况来说，

对雇行出庭手续是无所谓的状态，只要能出院就行。因此，凡

是从反省摆出去的都办理了"悔过自新"手摸，没有一个例

外，没有一个国反 u反省"或"捏签"而重新回到监狱去的，

都在政治上沾染了污点。这并不是说以前各藏没有任何人进行

过反抗和斗争的表现〈第十期是有过斗争表现的〉。但是，就

是一些开头有"拒签"表现的分子，终因经不起考验商办了悔过

手续，如九期的朱 X ，第十期的阁 x就是挺证。到十一期的彭

势黯大不相同了，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斗争方向，并旦是有领导

的组织了这期的斗争，最后形成了反"反省"、 G拒签"雨大

批返回监狱去的气势，这一胜利在山东反必反省纱斗争的历史

上是空前的，影璃是很大的。反动当局因迫于形势和害拍遗留

下"祸根"，就对其余"反省人"的大部或全部〈约四十人左

右) ，都给办手续出了挠，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打国监狱的胜利者，不仅本身经受了考验，而对以后的反

必反省"斗争也起了开路先锋作用。此后，十二、十三两期都

选行过斗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科。十二黯期末，王育民召

集"反省人"出题目要大家解答，其吕的是勾引动摇分子上钩。

张睁同志在西答中当众揭发了他们的阴谋。随后，敌人气势汹

汹地把张军事、XtH中益、岳描画、于世瑞四人绑捍吕监戳，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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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叛变分子和动摇分子签发反共宣言出了踪。

十三期，也是最后一期，开班时正赶上"七七"事变，反

"反省"活动更加活跃了，加以未到黯终日寇就入侵到黄河北

岸，虽然院方仍企图要大家办理悔过手续，但遭到坚决反抗声，

转商提出"你们出院总得有个表示吧? "在这种情况下，以张

北华、王云生为苦的几位同志商定写了个拭目声费，院方无可

奈何地接受了。这期除几个叛变分子故i日办理反共悔过手续

外，其他都光明正大地恢复了吉白。到此，国良党反省院也寿

终正在了。重返监狱的同志，汇合了仍蹲在监数的同志，乘

μ七·七"事变后的大好形势，又进一步开展了斗争。在中共

中央代表的交掺和爱国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

复架不得不释放政治犯，于是我们光荣地获得了自由。这部分

在敌人圈圈中经过严棱考验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一旦恢复启

白，就立即投入了民族战争的革命洪施，有的被输送到党中央

学习培养，大部留地方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的工作，发挥

了先锋作用。其中有的同志已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了，有的积劳

成疾病故，后来又有的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后琵琶在这个材料的写作过程中，曾向住过出东反省院第十一期的

一些难友作过反复查对，刘特夫同志在一些重要情节上提供了不少宝贵

意见，同时也蒙他对稿件做了审郎和校正，于此特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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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敏家世及青少年事迹片断

张子元口述离嘉德整理

陈少敏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抗击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同李先念、郑位三等同志一起，创造

了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对发展中原地区的革命斗争，做出

了很大成绩。她是我觉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

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在十年动乱期间，她坚持革命原

则，坚决抵最i林彪、江青一伙的佳i行逆施，被迫害致死。

陈少敏同志的家乡是山东省寿光县范于村，我与她是同衬

近邻。她比我大十岁，我与姐弟弟又是同学，所~我了解一些

她曲家庭及青少年时代的情况。

陈少敏本姓卦，原名叫孙肇修，她参加革命后改名为陈少

敏。我记得她的老家在村子的北边。家中西屋三部为主房，东

屋三间和北屋二闰都十分矮小，土墙草顶。院前是小巷，院后

是树林。她家历代贫困，靠程地过洁。她前父亲叫孙万庆，兑

弟三人，孙万庆行三。孙身材魁梧，性格副直，为人慷慨，青

年时期曾参加辛亥革命，与同县人赵化溥等，在海县组织革命

军，宣布撵县独立，孙捏任革命军连长。当时由于革命力量单

薄，清军反扑，孙单身提检保护赵化溥回到寿光〈赵化湾是寿

光斟灌人，其子赵魏也是辛亥革命党人〉。赵品学兼优，德高

望重，曾创办化搏小学，倡导革命。当时赵先薄家境富裕，便

在落于村掏地十几亩托孙万庆一家代为耕种。自珑，孙万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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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面种田，一百办学。孙担任校长，办起了范于小学。这

是我材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药、万庆在学校中提倡进步思

想，主张男人割辫子，如女放脚，反对封建迷信。在学生中宣

传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始腐败，以激发青年人的革命热

情e 他也以这些进步思想教育他的子女，因此，他的子女从小

就具有了一些革命意识。孙万庆在一九二0年费远。身后留下

妻子、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大儿子孙茂锤，在家务农，结婚

后不久死去，并无后代。二子孙幸修，早年加入共产党，建国

后曾任江苏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一九八0年在青岛病逝。大女

儿和三女儿在少年时即因病死去，二女儿孙肇惨即陈少敏同

志。

我看到有的材料上说，陈少敏司志十三岁即到青岛进纱厂

当童工，并说她有一男孩，在丈夫牺牲后死去，这些说法不准

确。陈少敏生于一九O二年，她在十四岁以前的童年时代是在

家乡范于村度过的。这时期趟家人口多，收入少，家境贫困。她

从很小就参加劳动，除在家撞碾、拉磨、拾柴、照看弟妹外，

还参加力所能及的自闰劳动。这在当时，妇女下被干活还是少

晃的。在农闲时离父亲教她识字、读书、许国家大事。在繁重

的劳动和贫苦的生活中，她体会到了中国贫苦农民生活的痛

苦，产生了朴素的阶级斗争意识。同时在父亲民主革命思想的

启发下，她产生了变革现实的革命思想，她常对人说: t，将来

都要改变的，人人有饭吃，有房子住，不受外国人欺负。"这

时正是辛亥革命以后，她对男人割辫子、妇女放脚、男女平等、

女孩子上学等新鲜事辑接受很快。在那时全村妇女无一人上

学，始却要求上学。那时妇女都还大兴撞足，她却"冒天下之

大不是纱，硬不缠足。有人口号撞"孙大脚纱，她毫不介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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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目势力不妥挠的反抗性格，在她的少年时代已显露出来。

陈少敏同志十五岁到十七岁时，到本县黄家庄教会学校上

学，当时在黯近几个村庄她是第一个女学生。因为那时范于学

校只收男生，不收女生，所以她就远出二十多里到黄家庄就

学。在教会学校里她学到了文化科学知识，也受到一些自由、

平等、博爱、科学救国等西方的资产盼级民主思想的熏陶，思

想进一步解放。她认为中国要强盛起来，必须人人学习新文

化，掌握科学知识，才能铲除愚昧和落后。她常说: "一个人

不识字，就无法掌握现代科学，建设新国家。"因匙，抱在假

期里，用自家的西屋当教室，军告员本村十凡名妇女上学，办起

了妇女识字班，发给每人一个本子，学习拼音字母，还学唱

歌、语诗。她自己充当教蹄。那时有的人对她的作法看不顺

眼，说笑她"俊气"，指责她"异样纱，但她置若离阔，我行

我素，但然认真地教人学文化。这也看出她在青年时期就有救

国教民的大志。又有不屈服于18势力的锯强性格。

陈少敏同志二十岁w.后，在海坊市文华教会学校上中

学。在这里她学到了更多的文化科学知识，视野开阔了，认

识事物更为深刻，凡事都患癌分析，对祖国未来充满着希望。

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最为深刻。原来在寿光攘的西南方向，离攘

二里许有一石碑，这石碑立在小路旁边，平时和一般石碑相

似，没有两样，可是一到朋天，碑的正面就出现一个湿润的影

像。从远处看去，就象一个老人，向里站着，低着头，躬着身

子。过路的人都说奇筐，对匙，就产生了一些迷信传说。 5在少

敏同志听到这事，总不相信有鬼神。有一次她借放假的机会，

选了个大阴天，跑了二十多里到县城去看石碑。我们在寿光上

学的学生也都一块跟着去看。当我们走到碑前，看到碎的正面

1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