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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文史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李 一 氓（1903—1990），四 川 省 彭 县
（今 彭 州 市）人 。 1925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一氓曾任国
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南昌起义
参谋团秘书长，后在中央特科工作。参加
过长征，并先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
新四军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李一氓先后
任淮海区、苏北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
等职。

1945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华中分
局在淮安城成立，李一氓担任华中分局党
委委员、宣传部长，并兼任苏皖边区政府
主席，直至 1947 年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华
中工委成立。在淮安期间，李一氓十分重
视分管的文化教育、党校建设、新闻出版
和卫生工作。今年是李一氓同志诞辰 120
周年，特撰文纪念。

一、李一氓任华中分局党委宣传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统一和加强华

中地区党政军领导，经党中央、毛泽东主
席批准，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在
淮安城宣告成立，坐落在今淮安市淮安区
东长街 63 号（周恩来红军中学南校区校园
内）。该校于 1933 年 10 月建造，有二层中
楼、东楼、小北楼以及大礼堂，作为华中分
局、华中军区办公地址。

1945 年 11 月 26 日，在淮安文庙召开
苏皖豫各大解放区、各地方区以上干部会
议，宜布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会由邓子
恢、张鼎丞、谭震林、曾山、粟裕、刘晓、陈
丕显、管文蔚、张爱萍、吴芝圃、刘瑞龙、肖
望东、方毅、黄岩、赵汇川、周骏鸣、吴仲
超、钟期光、李一氓、李坚贞（女）、章蕴
（女）共 21 人组成。由邓子恢、张鼎丞、谭
震林、曾山、粟裕、刘晓 6 人为华中分局党
委常委，邓子恢为书记、谭震林为副书记。

华中分局党委组织部长由曾山担任，
宣传部长由李一氓担任，民运部部长由刘
瑞龙担任，城工部部长由张登担任，联络
部（情报部）部长由杨帆担任，社会部部长
由谭震林兼任。

华中军区主要负责人有：司令员张鼎
丞，副司令员粟裕、张爱萍，政委邓子恢，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华中野战军
司令员为栗裕，政委谭震林。

二、李一氓兼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
为了更好地坚持、巩固、建设解放区，

争 取 和 平 局 面 的
尽快实现，华中分
局 决 定 统 一 行 政
机构，成立苏皖边
区政府，它是党领
导 的 新 四 军 在 苏
中、苏北、淮南、淮
北 四 大 解 放 区 创
建 的 唯 一 民 主 联
合 政 府 。 1945 年
11 月 1 日 在 淮 阴
（今清江浦区淮海
南路 30 号），正式
成 立 苏 皖 边 区 民
主政府，推选李一
氓 为 主 席 ，刘 瑞
龙、季方、韦悫、方
毅为副主席，张鼎
丞、粟裕、邓子恢、
谭震林、曹获秋、
张帐帆等 27 人为
委 员 ，政 府 内 设
厅、局、处 16 个部
门 。 边 区 政 府 下
辖 8 个行政区，73
个县市（其中江苏
省 50 个 县 市 、安
徽 省 20 个 县 、河
南 省 3 个 县），人
口 2500 万 ，面 积
10.5 万 平 方 公
里 。 区 域 东 至 黄
海，南到长江，西
及大别山，北达陇

海铁路。
苏皖边区民主政府成立后，在不到一

年的时间里，以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为宗
旨，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城市工业、乡村农
业、交通邮电等，修复了桥梁 279 孔，公路
2330 公里，发放了大量贷款，创建了 5 所
医院，创办了十几种报刊杂志，创立了华
中建设大学、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和 9 所中
专学校。这一系列的工作，对领导华中人
民保卫民主权利，从事和平建设，发展工
农业生产，繁荣地方经济，解决灾民扶贫
困难和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物
质基础。

三、李一氓批准建立苏皖教育学院
李一氓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在当时苏

皖边区政府财力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从
1945 年 11 月起，仅用一年多时间，全边区
8 个行政区，仅中等以上学校就创办了 94
所，包括 1 所建设大学，1 所工专，2 所军事
学校，6 所师范学校，一个医务学校，一所
新闻专科学校，6 所综合性干部学校，以及
大部分的普通中学。

李一氓主席亲自批准在淮安建立苏皖
教育学院，该院的前身为设在淮安城内的
盐阜师范学校（前身为省立江苏省第九中
学）。1945 年 10 月，华中分局成立后，盐
阜师范学校迁往板闸镇，将该校更名为苏
皖教育学院。借用板闸的庙宇作为基本用
房，搬进镇北观音庵，为院部所在地。学
生分住三元宫、四施庵和附近群众家。实
验学校沿用原板闸小学校舍，学生住伍佑
帝君庙，幼儿园设在肃宗祠。但用房仍然
不足，决定拆除板闸附近几座破旧公产新
建校舍，拆除了漕运大关通元寺、篆香楼、
一日庵、爱莲亭等建筑。新建了厨房、食
堂（兼会堂和大教室）和两个教室，解决了
学院的用房困难，学院占地达 5000 平方
米。

1946 年初的一天，李一氓视察苏皖教
育学院，为学院亲笔题写了校名，亲手挂
起了“苏皖教育学院”校牌。当地人民群
众将淮善公场邢、文、常三公祠的祠产及
600 余亩善义堂土地、公产捐献给学院办
学。

苏皖教育学院的办学方针是“干部教
育第一”，主要是培养解放战争、土地改革

和解放区的高中级教育行政干部，以及中
等教育师资。高等教育主要是培养文教
干部，实行全日制教学。学院内设中等教
育和教育行政两系，分为师范班、艺术班
和师训班。

1946 年 4 月 14 日，苏皖教育学院并入
华中建设大学，更名为“建设大学师范学
院”。由建大副校长白桃任校长，陆维特
任教务长，聘请汪达之（新安小学校长、新
安旅行团顾问）任校长后未到任。至此，
华中地区共建有大学和专科学校 9 所，中
学 77 所，小学 8688 所。

四 . 在河下创办华中分局党校
1946 年 7 月初，在宣传部长李一氓直

接重视和关怀下，华中分局党校在河下镇
及附近的三里庙创办，校部设在河下镇。
由张鼎丞兼任校长，余立金任副校长，刘
清扬任教育长。学员均来自新四军各旅、
分区、团和各地地、县一级干部，学员总数
达 130 多人，设立 2 个党支部，1 支部设在
河下镇，由王世仁担任支部书记；2 支部设
在三里庙，原为杜屏（调华野六纵任参谋
长）后江坚继任支部书记。党校开学典
礼，由李一氓亲自主持。1946 年 9 月中下
旬，由于国民党进犯两淮，党校为防止遭
到敌人捣乱和破坏，华中分局党委决定华
中分局党校解散。

五 . 创建新闻专科学校、复刊《新华日
报》（华中版）

李一氓十分重视新闻和出版工作，为
迎接全国解放，1946 年初，新华社华中分
社社长及《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兼总
编辑范长江，在板闸镇创建了“全国第一
所革命的新闻专业学校”——华中新闻专
科学校（简称“华中新专”），探索新闻人才
培养的专业化之路，培养了如邵彤、高羽、
田丹、高杨、徐中海、肖凡、孟还等一批人
才。因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国共北平谈判
破裂后，解放大军进军江南，“华中新专”
只办了两期，就提前结业随大军南下。

1945 年 12 月 9 日《新华日报》（华中
版），在淮阴创刊，作为华中分局机关报，
始为对开 2 版，后扩大为 4 版。成立报社
党报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邓子恢、李
一氓分别任书记、副书记，范长江任社长
兼总编。1946 年 5 月后由恽逸群接任社长
及总编。12 月 10 日，李一氓在接受《新华
日报》（华中版）记者采访时说：“把苏皖解
放区巩固起来，同时动员一切人民力量，
反对反人民的内战，保卫和平，以求得边
区的和平建设更加在经济上、文化上、政
治上发展起来。”《新华日报》(华中版)曾于
宿北战役和涟水战役后，合并到山东《大
众日报》社。

随着淮海战役的节节胜利，淮阴、淮安
城于 1948 年 12 月 2 日、9 日先后解放，华
中《新华日报》（华中版）又迁到淮安板闸
镇，社长由中共中央华中工委宣传部长俞
铭璜兼任，古老的板闸镇成了当时华中地
区新闻中心。1949 年 1 月 3 日，在板闸出
版复刊后第一张《新华日报》（华中版）报
纸，编辑部和无线电台设在镇上的杨家大
楼上，经理部、发行科设在小南街，华中新
华印刷厂设在三元宫。

在此期间，新安旅行团在老校长汪达
之的亲自领导下，同时发起组织华中少年
出版社，出版《华中少年》《儿童画报》等刊
物，在全国发行，影响很大。

六、成立华中军区卫生部和后方医院
1945 年 10 月 29 日，在淮安这块火热

的土地上，华中军区卫生部在淮安西长街
西侧，北起老西门大街南至小羔皮巷的天
主堂巷内成立。李一氓亲自负责组织筹
建，由新四军四师原卫生部部长齐仲桓任
部长，新四军苏浙军区卫生部部长李振湘
任副部长。并由李一氓亲自选址，同时组
建华中军区第一个后方医院，院部及第一
医疗队驻扎在河下湖心寺内（今淮安生物
工程高等专科学校），时称湖心寺医院。
院长陈海峰，政治部主任白书章。

徐海东将军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曾 9
次负伤，身上有 17 处伤疤，时人称“中国之
夏伯阳”。湖心寺医院建立后不久，党中
央安排徐海东从安徽定远县转移湖心寺医
院进行正规治疗，李一氓曾多次陪同华东
军区首长张鼎承、邓子恢、谭震林等到医
院看望。后考虑安全起见，李一氓又亲自
将徐海东安排在河下西北新路村的居民家
中疗养。

李一氓曾多次深入到医院，视察了解
病员医治和康复情况，切实帮助院方解决
医疗设备、药品短缺、医务人员严重不足
等实际困难。1946 年 1 月至 6 月，宋庆龄
女士先后 3 次派国际友人奥地利的严斐德
来淮安湖心寺医院实地考察，在宋庆龄基
金会的帮助下，购买了美军在菲律宾马尼
拉一所野战医院全套设备共 1217 箱，总重
量达 430 吨，从马尼拉运到上海，突破国民
党军队的重重封锁，辗转到湖心寺医院。

1946 年 8 月 13 日，苏北国际和平医院
在此挂牌，8 月 20 日正式对外开放。当时
也称“宋庆龄国际和平医院”，华中军区医
学学校也同时在此成立。后因内战爆发，
湖心寺医院实行战略转移而北撤。

1948 年 12 月，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决定
以解放军六分区淮海医院为主体，将湖心
寺医院改造成军队医院，服务于大军南下
的渡江战役。1950 年，华中野战军五院部
分人员在扬州组建成解放军苏北军区医
院。1951 年 9 月 3 日，苏北军区医院从扬
州北迁至淮安湖心寺医院。1952 年 7 月 8
日，医院移交给苏北康复医院管理委员

会，划归地方建制。1953 年 2 月，更名为
江苏省第十康复医院。1955 年该院接收
了第一、三、九康复医院，更名为江苏省第
七康复医院。1956 年 3 月，又更名为江苏
省第二干部疗养院。1958 年迁至淮阴县
王营镇，改为江苏省淮阴专区人民医院，
今为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七、华中分局卫生所设在闻思寺
闻思寺为淮安名刹之一，始建于唐代

末期，是河下八大寺之一，1946 年 10 月，
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卫生所设在河下镇闻思
寺内。时任华中分局党委委员兼民运部
长、苏皖边区政府第一副主席刘瑞龙，就
居住在闻思寺大雄宝殿里。李一氓从淮阴
苏皖边区政府往返淮安华中分局之间，经
常在卫生所与刘瑞龙研究边区政府重大事
项。刘瑞龙的二女儿，前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1945 年 11 月
就出生在闻思寺这个卫生所内。日本投降
后，新四军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刘瑞龙
豪迈地给她取名“延东”，以纪念抗战胜
利。

八、李一氓夫妇骨灰安撒淮安
1990 年 12 月 4 日，李一氓同志溘然在

北京逝世，享年 87 岁。1991 年 4 月 17 日，
中央与地方领导同志按他的生前遗愿，将
他的骨灰撒在淮安大地。中顾委副秘书长
黎虹、中联部副部长蒋光华、江苏省委副
书记孙家正与其夫人王仪及其子女、生前
好友等乘米格 8 型直升机，在他生前工作
过的淮阴、淮安、涟水、泗阳上空盘绕了一
圈，将骨灰安撒淮安大地。

一 往 情 深 心 系 淮 安
——纪念李一氓同志诞辰120周年

董树华

图为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旧址中楼外景。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分局、华东军区成立前夕，李一氓（右5）与陈毅（右1）、粟裕（右4）、叶
挺（右6）等人合影。

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党委委员、宣传部长、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
氓，在淮安期间照片

词汇·名词·时间类

2.三音节
门年子 年根岁底的，事情太多，这回我就

不去你家玩了 ，门年子一定多去你家几
趟。——明年（“门”取其音，与其意无关）

七月半 农历七月半是个鬼节。——中元
节（“半”，淮安有的片区读方言中“不、豌”的合
音，声调近于第一声。下同。）

前年子 前 年 子 开 春 ，我 去 过 运 东 船
闸。——前年

去年子 好像去年子春天在哪滩（哪里）见
过他。——去年

上垡子 他已经半年多没家来过了，上垡
子家来是二月二的前一天。——上一次（“垡”，
淮安有的片区读方言中“佛、鸭”的合音，下同。）

头垡子 他是第二次去宝应，头垡子去宝
应是上个月22号。——第一次

头上来 他承包大队的鱼塘，头上来还用

心，后首又办一个厂，心思分得了，管理上越来
越差，鱼也越养越少了。——开始的时候或阶
段

头十年 他有头十年没回老家了。——将
近十年的时间

头收欧【头岁儿】 他家小七子该格（今天）
头收欧，家里来了那么多亲戚，能有五六
桌。——小孩一周岁的日子（“收欧”均取其音，
与其意无关）

头一天 上个月十六他家闺娘（女儿）出
门，我有事没到场，不过，头一天我去他家，给了
他闺娘（女儿）200块钱的红纸包子。——某日
的前一天

五更头【天摸亮、五更头儿】他勤快呢，每
天五更头就起来做事了。——黎明前

五马日 五马日是小年，大家还当初一
过。——农历正月初五（“马”取其音，与其意无
关）

下傍晚【下晚】 你一定要记得啊，下傍晚

把晒在外边的被子收家去。——傍晚
下会子 你侬格这么客气，下会子我们都

不好意思再来了。——下次
现如今【现今格】 往日格，难得看到一辆

脚踏车 ，现如今不少人家都开上小轿车
了。——现在、如今（“格”，淮安有的片区读方
言中“哥、扼”的合音，此处取其音，与其意无关，
下同）

向棋格【向棋个、大前天、大前儿】 该格
（今天）老程家请客，向棋格他就上街买油、买
酒、买茶叶了。——前天的前一天（“棋格”均取
其音，与其意无关，下同。《老残游记》中表达这
一含义的用语也是“大前儿”：店小二道：“刮了
几天的大北风，打大前儿，河里就淌凌了，凌块
子有间把屋子大……”）

小傍中 他 小 傍 中 时 候 去 新 华 书 店
了。——上午十点左右

夜里头 夜里头受了点凉，肚子有些不舒
服。——夜里（”头”，念轻声tou）

一上手 这全家福的相片一上手就摆在老
爷柜上香炉旁边的，我们几个人一下都没动
过。——开始的时候

月头上 我记得上个月我去过他那里，具
体时间大概是月头上。——月初

朝日格【朝会子】 现在大家都骑电动车
了 ，朝日格一个大队也难得有一辆脚踏
车。——先前（“朝”zhāo）

正月半 正月半一过，大家就忙田里的事
了。——元宵节、上元节

3.四音节
半夜三更【黑更半夜、深更半夜、夜半更深】
你也消停消停些格，半夜三更拉二胡，你不

睡人格（别人）不睡啊？——半夜时分，指夜里
11:00-凌晨1:00，

成年到头 他念家，成年到头哪滩（哪里）
也不去，就忙家里、田里的事。——一整年，指
从年初到年底

大向棋格【大向棋个】 大向棋格，他去了
趟钦工集镇。——前天的前天

大新年里 大新年里，你在外面见了人都
要打招呼，说句祝福的话。——新年里，一般用
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之间

脚前脚后【前脚后脚、前后脚】 你再等队
长一扣儿（一会儿），队长和会计是一起去大队
开会的，会计已经回来了，队长回来也就脚前脚
后。——迈前脚与迈后脚相隔的时间，指很短
的时间

节晌时候 将才拉板车力气出大发（多）
了，现在还没到节晌（两顿饭之间招待客人的饭
食）时候，我的肚子就叫了。——上午九点半前
后和下午四点前后（“晌”，淮安方言读轻声
shang）

淮安方言（第三辑）
管其刚 胡鹤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