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手记采访手记

20192019年年66月月2020日 星期四日 星期四 3视 点 责任编辑 /范奇飞Tel：010-66720759 E-mail：g46935676@163.com

随着《柳堡的故事》大获成功，二
妹子纯情甜美的微笑成为那个时代青
春偶像的象征，第一次走上银幕的陶
玉玲成了人人喜爱的明星。这部电影
成就了陶玉玲，同样，它也让二妹子成
了表现军民鱼水情深的代表人物。

1992年，柳堡女子民兵班更名为
“柳堡二妹子”民兵班。

2014年，扩编建连，成立“柳堡二
妹子”民兵连。当时，共有260余名女
青年踊跃报名，经层层筛选，最后留下
了68人。

60年来，一代又一代“二妹子”勇
立时代潮头，赤诚拥军报国，演绎着柳
堡故事新篇。

“柳堡二妹子”民兵连的女战士
中，至今还热传着第三任班长郑秀
华的故事：郑秀华 20刚出头时，上门
提亲的人就接踵而来，但她偏偏爱
上了解放军战士郑继贵。郑继贵兄
弟 5人，父亲去世早，母亲常年有病，

郑继贵总是牵挂着这个家。郑继贵
说：“我去当兵的时候，她已经去我
家了。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在
没有结婚的情况下，去到男方家是
要顶着很大压力的。她去到我家，
代替我起到了一个顶梁柱的作用。”
郑继贵去了部队后，郑秀华就一直
帮他照顾家里！

1985年，郑继贵所在部队奉命
赴边疆执行作战任务，在一次激烈
的战斗中，郑继贵被敌人的炮弹炸
成了重伤。郑秀华听到这个不幸的
消息后立即赶往部队。“有人说他
膀 子 掉 了 一 个 ，有 的 说 腿 断 掉 一
个，”她说，“我不管，只要有一个人
就行了。”

郑继贵闻听非常感动：“你看，军
功章这一半是你的，有你的一半，才有
我的一半呢！”

据不完全统计，柳堡二妹子民兵
连先后有 60多位姑娘像当年“二妹
子”那样，用水乡姑娘特有的柔情与兵
哥哥共同培植出了爱情之花。

“哪怕你一去呀千万里呀，哪怕你十年八载呀不回还”——

二妹子的爱情故事还在流传

“九九艳阳天”背后的故事
■刘 璞 景 洁 薛 蓓 张 漪

1950年，胡石言的小
说《柳堡的故事》发表。小
说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
新四军某连副班长李进与
柳堡少女二妹子渐生情
意，为了革命事业，他们暂
时搁置儿女情长，积极投
身革命斗争，几年后重逢，
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1957年，由八一电影制片
厂摄制、陶玉玲等主演的
同名电影《柳堡的故事》公
映，电影还把小说里写到
的“九九艳阳天”这首民
歌，“原汁原味”搬上了银
幕，旋即风靡大江南北。
这部在当时相当罕见的描
写军人爱情的影片，被称
为“新中国电影的一抹温
柔”。本期视点为您揭秘
影片背后的真实故事。

——编 者

《柳堡的故事》是新中国银幕上罕
见地描写现役军人爱情的故事片。电
影的结尾，副班长和二妹子重逢，有情
人终成眷属。可你知道吗，它的原型
故事，仅仅是一个开头。副班长的原
型在1945年就牺牲了。

这个故事，其实是两个刚刚成年
的小伙子聊天“聊”出来的。

1944年，新四军一支部队进入扬
州宝应驻训，团油印小报《战斗报》主

编、19岁的胡石言，向一营二连的通
讯员、18岁的副班长徐金成约稿，徐
金成向胡石言讲了自己的心事，他和
房东家的姑娘“好上了”。

房东家的二姑娘喜欢上了徐金
成，二妹子给徐金成洗衣服，徐金成教
二妹子认字。徐金成发现自己口袋里
藏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你好”；不
久，他又发现了第二张纸条“你真
好”。就在两人感情升温之际，部队要

出发奔赴前线。
胡石言问他俩人有无约定，徐金

成说：“我是要出发打仗的，保不定哪
一仗吃一颗‘花生米’牺牲了呢，害她
白等。”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这次
交谈，记录了世间一份真挚的感情。
只是，这段情感才开始就戛然而止了，
1945年 9月，徐金成在宜兴丁蜀山战
役中不幸牺牲。胡石言曾托人到宝应

寻找“长辫子二姑娘”，但因掌握情况
太少，一直未能找到。

1949年，病中的胡石言得知宝应
解放的消息，他想二妹子一定分得了土
地，也许都结了婚抱上娃娃了。徐金成
如果健在，也会感到欣慰。继而他又
想，人们往往只知道革命者牺牲生命，
却不知道许多革命者还曾牺牲过爱情，
而后者有时比前者还更困难，如果把这
一点写出来，岂不更有现实意义？

1950年，胡石言将这个深深打动
他的故事，写成小说《柳堡的故事》，发
表于《南京文艺》，后转载于《新华月
报》，署名石言。几年后，由同名小说
改编的电影《柳堡的故事》放映，红遍
全国。胡石言和电影主创们将结局设
置成了：二妹子参加了游击队、又入了
党，两人重逢，终成眷属！

“十八岁的哥哥呀想把军来参……这一去呀枪如林弹如雨呀”——

一个只有开头的爱情故事

现在已无从获悉，二妹子究竟知
不知道她的心上人 1945年就已不幸
牺牲。因为，二妹子到底是当地的哪
位姑娘，目前比较明确的两种说法，也
都只是猜测。但无一例外的是，二妹
子受到所爱之人的影响，后来都毅然
参加了革命。

柳堡曾叫留宝垛、留宝头。胡石
言所在部队驻军那会儿，则是叫刘坝
头，因为沿河尽是大柳树，在创作小说
时，胡石言将地名改成了“柳堡”，“堡”
有战斗堡垒之意。

1957年，电影《柳堡的故事》红遍
全国，柳堡从此名声大振，于是，当地
人索性将地名改作柳堡。

柳堡的名字改变了，但柳堡人一
直以来的爱国拥军热情从未改变。上
世纪50年代末，柳堡女子民兵班正式
创建，后扩编建连，现为“柳堡二妹子”
民兵连。在战争年代，当地很多人身

上都有二妹子的影子，“柳堡二妹子”
民兵连连长施海燕告诉笔者，最像二
妹子原型的是夏美英，不仅人名像、经
历更像。

夏美英出身在柳堡一个贫苦的农
民家庭，兄妹七人，排行老二，大家平
时就喊她“二妹子”。抗战时期，她父
亲、哥哥、嫂嫂、大姐先后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新四军来到柳堡后，她负责
组织妇女识字，和庄上的姐妹们一起
站岗、放哨、纳军鞋、护理伤病员。后
来，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新四

军。在她的带动下，好几个农村姑娘
和她一道走上了前线。

“可惜夏美英没有留下照片，她也
再没有回到柳堡，所以，我们无从得
知，这一生她有没有再遇上她的‘副班
长’，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施连
长说。

关于二妹子的原型，还有另外一
种说法流传较广。

曾在 1944年进驻宝应县刘坝头
的某部连队，也就是小说里的副班长
原型徐金成的部队，因这部电影，正

式命名为“柳堡连”。而这支英雄连
队也有自己认定的“二妹子”：女战
士甘文英。

甘文英，1927年出生，江苏高邮
人，1945年8月入伍，曾被华东军区授
予“一级人民英雄”荣誉称号。她的
经历也与二妹子也比较吻合，巧合的
是，她还长得酷似电影里饰演二妹子
的陶玉玲。资料显示，建国后甘文英
在部队幼儿园任指导员、园长，多次
被评为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先进教
育工作者。

“只要你不把我英莲忘呀，只要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

现实中的二妹子是否圆满幸福

“人们往往只知道革命者
牺牲生命，却不知道许多革命
者还曾牺牲过爱情，而后者有
时比前者还更困难！”这是胡石
言创作《柳堡的故事》的初衷，
也是我们挖掘这部经典影片幕
后故事的用意所在。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无数仁人志士，经历血与火的
磨炼，生与死的考验，抛头颅、
洒热血，奉献生命以及他们之
所有。所有的牺牲中，腼腆小
战士徐金成和房东家二姑娘之
间充满遗憾的爱情，也许只是
不起眼的一个。但我们不可以
忘记，今天人们能够幸福生活，
今天年轻人可以恣意张扬青春
和爱情，离不开先烈们抛头颅
洒热血的艰苦奋斗！

在这片有着优良革命传统
的土地上，几代柳堡人始终牢
记“副班长”“二妹子”们的无私
奉献精神，充满热情和斗志，为
建设自己的家乡努力奋斗。如
今的新柳堡已经成为人民安居
乐业、原生态水乡特色旅游等
产业发展良好的美丽家园。不
忘初心，接续传承，努力奋进，
柳堡故事永留传。

这份大爱
值得纪念传承

“爸爸18岁时已考入大学，但他
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后进入新四军部
队”，胡石言的女儿胡月向记者介绍，
在部队，胡石言白天一边参加战斗，
一边采访记录战事；晚上写作编辑，
刻钢板印刷《战斗报》。在艰苦的随
军作战中，胡石言染上了严重的肺结
核病。但也正因为这场病他遇到了
自己的“二妹子”。

胡石言的夫人余金芬当时是上
海第二军医医院的一名护士，也是一
名战士。回忆初始，她记忆犹新：当
时胡石言作为一名病人，引起她的注
意是因为他“清高”，医生查房，他总
是站在敞开的窗户旁，背对众人望向
室外；护士为患者擦身，他也从来不
让护士帮忙，总说自己擦过了。余金
芬笑说：“当时想这人是不是看不起
我们护士呀？”相处时间长了她才了
解，原来胡石言是生怕把自己的病传
染给别人而做了自我“隔离”。

误会的消除也是爱情的萌芽，可
胡石言担心自己的病会拖累余金芬，
而余金芬此时又跟着部队去了抗美援
朝战场，两人一度断了联系。后来胡
石言才又辗转联系上了余金芬。1955
年两人结婚，1957年他们的女儿胡月
出生，同年，电影《柳堡的故事》上映。

文革期间，胡石言受到冲击，余
金芬却坚决不与他“划清界限”。69
岁，胡石言患上渐冻症后，余金芬悉
心照料了他 8年。而在生命结束之
际，胡石言做出最后的奉献：遗体捐
献，余金芬又一次默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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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支持：“柳堡二妹子”民兵连活动中
心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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