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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橹送解放军渡江的“大辫子姑娘”
曾与战地摄影记者故地重游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今年92岁的颜红英已白发苍苍、行动迟缓，曾在战场中 受损的听力也随着年岁的增长愈发差劲。但是，对家里客厅内挂
着的那一幅年代久远的照片，她还能说出一段特别的经历。

那是1949年4月22日，炮声隆隆的江苏省扬中县西南江面上，一位身材瘦小、梳着大辫子的姑娘正奋力摇橹，一心想要船儿
驶得飞快，好让船上的解放军战士尽快登陆，到对岸去打胜仗；另一位姑娘半蹲在船舱内，她们的父亲在后面掌舵。

当时，新华社记者邹健东被眼前这个背影吸引住，拍下照片《我送亲人过大江》，并刊发于《新华日报》上。照片上的大辫子
姑娘就是颜红英，那一年，她19岁。

“大辫子姑娘”还好吗？
她今年92岁，身体还行

1月25日，颜红英的儿子董红兵告
诉记者，母亲今年已经92岁了，身体还
行。但因为行动迟缓，她现在很少出门
走动。老人最开心的时候，是孙子和曾
孙子回来探望，她总要唠叨好久。

颜红英的听力下降得厉害，家人与
她的沟通中，打手势比说话来得更快。
听力的减退除了衰老的原因，还与她年
少时的那场经历有关。

1949年春，渡江战役打响。江苏宝
应县的船工颜建发平时带着大女儿颜
红英、小女儿颜根兄以船为生，听闻解
放军征集船只渡江，他们毫不犹豫地加
入进来。

一天傍晚，船队在一个名叫小河夹
的江面上演练时，遭遇了国民党军舰的
猛烈炮击。一发炮弹落在了颜家的船
边，摇船的颜红英迅速开船转移，保护
了船上的解放军战士，但她因此耳膜被
震伤，听力受损，落下了后遗症。

4月22日傍晚时分，包括颜家在内
的数百艘小船上坐满了解放军战士，渡
江战役一触即发。也正是这时，一名战
地记者拍下了“大辫子姑娘”摇橹的照
片，画面正中，便是当年19岁的颜红英。

战事过后，颜红英回归了普通生
活，结婚生子，只向家人回忆过那段特
别的经历。

为什么要送解放军过江？
为了生计，为了不再受欺负

解放战争胜利后，20多岁的颜红英
在他人介绍下认识了同样是苏北当地

人的丈夫。婚后，二人在苏州做船运生
意，贩卖货物，之后在吴江太湖菀坪落
脚，生育了7个子女，董红兵是他们最小
的儿子。在董红兵印象中，母亲常常教
导他，做人要勤劳肯干，不能偷懒。

董红兵第一次听母亲说起当年送
解放军过江的故事，是在小时候公社放

电影时。“在她心里那是一件很平常的
事情，因为他们之前就是跑船生意的，在
江上来来去去。”董红兵说，他曾经听母
亲讲过，还没解放时，在江面做生意的船
家时常有被国民党兵抢夺的事情发生，

“送亲人过江”，是他们那代人为了生
计，为了不再受人欺负而做出的选择。

在苏北老家，许多人都曾亲历过那
段战事。颜红英举家搬迁到江南后，有
的邻居对这段传奇往事并不相信。“如
果当初没有看到电视上的照片寻人，可
能这件事就不能证实了。”董红兵说。

1999年两次到访北京
曾与拍摄者一起故地重游

董红兵说的“电视上照片寻人”，又

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当年摇橹过江后，颜红英回归一个

普通船家女的生活。时光飞逝，一晃几
十年过去了。照片拍摄人、新华社战地
摄影记者邹健东始终忘不了渡江战役
中划船的大辫子姑娘纤弱而坚强的身
影，他多次托人在报刊上刊登照片和文
章寻找，但始终没有回音。

1999年4月，江苏卫视为庆祝南京
解放50周年，播放了纪录片《风雨钟山
路》。片中对当年划船小姑娘的深情呼
唤，引起了常熟唐市镇中年妇女董小妹的
关注，她流着眼泪说：“这是我的妈妈！”

在病床上的邹健东老人得知找到
了自己 50 年前拍摄的《我送亲人过大
江》中的大辫子姑娘后，高兴不已，盛情
邀请他挂念半世纪之久的“小姑娘”来
北京天安门参观。

在北京，颜红英与邹健东会面，两
位老人紧握双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
容。邹健东还送给了颜红英姐妹两张

《我送亲人过大江》照片。仔细看过照
片后，颜红英对邹健东说：“这是我人生
的第一张照片。”

董红兵回忆，1999 年的八一建军
节，母亲又去了一次北京参加活动。那
一次，她和邹健东一起回到苏北故地重
游，十分感慨。

随着时间流逝，当时一起划船的妹
妹颜根兄去世了，颜红英老人的听力、
行动能力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差，但她仍
然愿意为到访的客人讲述那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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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档案方志》：我送亲人过大
江，那个摇橹送大军渡长江的长辫子姑
娘是咱扬州人

今年92岁
的颜红英
老人。

颜红英家的墙上挂着她晚年的照片和《我
送亲人过大江》摄影作品。

广州市越秀南路东园横路3号，一座
红色的小楼静静矗立在高楼间。

这里曾经是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的花园别墅。96 年前，为支援上海人民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工
运动席卷广州和香港两地，它的领导机构
——省港罢工委员会就驻扎在这里。

为有效地领导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
和中共广东区委成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
大会和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
机关和最高执行机关。

这场大罢工持续了 16 个月，参与人
数达到 25 万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省港工人团结一致，积极参加反对帝
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为广东革命根据地
的统一作出重要的贡献，成为广州革命政
府的有力支柱。

波澜壮阔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之初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实
践。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
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
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

如今，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之上，已
建立起了省港大罢工纪念馆。它见证着
更多的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成为
党最坚实可靠的阶级基础；见证着中国共
产党迅速壮大，成为凝聚人心、擎起反帝
民族解放斗争旗帜的伟大政党；见证着党
的领导下，包含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
走向解放和发展的“红色足迹”。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大批
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
人被困，面临日寇搜捕，处境危险。紧急关
头，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八路

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
东江抗日游击队等通力合作，组织营救。

这场空前的秘密大营救历时 6 个多
月，通过海路和陆路两条秘密交通线，何
香凝、柳亚子、梁漱溟、茅盾、邹韬奋……
许多著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得
以安全撤离。

珠江水浩浩荡荡，奔流汇入伶仃洋。
曾见证国家民族百年沉浮的大珠三角地
区，在党的领导下，又书写了社会主义建
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1980 年，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深
圳、珠海经济特区成立，“春天的故事”在
这里唱响。

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与港澳联
系愈发密切，大珠三角地区开始成为全球
最重要的制造和贸易重镇。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开启了大湾
区建设这一国家战略。世界级城市群、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
撑、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新的
时代胜景在这里展现。

“举全省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深
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推动广州、深圳‘双
城’联动，充分激发‘双区’建设的整体效
应、集聚效应、协同效应、战略效应、辐射
引领效应。”2021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
告如是说。

从“省港”到“湾区”，近百年来，大珠
三角的一枚枚“红色足迹”，见证了中国共
产党引领全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奋斗
历程，伴奏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动
人足音。 据新华社

从“省港”到“湾区”：大珠三角的百年“红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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