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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作为历史见证者的经历记述，本书的历史价值（一）提供了1927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向
导》周刊上罗章龙关于农民革命运动文章中一个内容的实证材料。
罗章龙论述农民运动，引用了湖北省党部特派员陈璿（本书作者陈珣）的监利调查报告。
本书详细记述了监利调查报告出台前后的全过程，反映了第一次大革命农民运动的错综复杂，以及国
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省党部董必武、吴德峰、陈卫东，县干部龙从启、刘崇农等）领导农民革命的
策略与方法。
作者陈珣，谱名陈湘绪，字兆珊；学名陈璿，1927年后改为陈珣。
1907年11月18日生于湖北省阳新县（现通山县）长滩乡一个书香之家、一个大地主家庭。
1926-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去监利等地执行任务，撰写的监利报告为罗章
龙《向导》周刊文章引用。
（二）如何处理好大革命斗争时期遗留问题，本书提供了可参照的案例。
对于过去革命岁月中革命队伍内部的路线斗争，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
4。
20）已有结论。
但另有些遗留问题存在，如何处理？
1926-1932年间，家中多人参加大革命，其中12人1931年因“改组派”罪名被“错杀”。
1986-1987年，地方政府经调查研究，予以平反昭雪，为回忆录相关内容作了“注释”；也为“地方政
府主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优化社会环境，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好案例。
1986年6月4日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政府“根据鄂发（1985）11号文件精神”《关于×同志平反昭雪的决
定》（86字第12-37号）为1931年“在苏区肃反中以‘改组派’罪名被错杀”的同志“乎反昭雪，恢复
名誉”：（1）陈尧衢（陈康绪）：1927年6月参加革命，区委常委；陈珣之“大哥”，陈敬高之父。
《决定》第036号。
（2）陈立和（陈榮绪）：1929年4月参加革命，村苏维埃主席，陈珣之“四哥”。
《决定》第097号。
（3）陈濒绪：1928年7月参加革命，陈珣之“三哥”。
其妻王菊生被迫削发为尼，此次平反后，享受老红军生活待遇。
《决定》第030号。
（4）陈旭绪：1929年6月参加革命，陈珣之“二哥”，徐龙姐之夫。
《决定》第031号。
（5）陈治绪：1930年6月参加革命，列宁学校学习过，陈珣之“五弟”。
死时18岁。
《决定》第026号。
（6）陈津绪：1930年7月参加革命，列宁学校学习过，陈珣之“六弟”，死时16岁。
《决定》第014号。
（7）陈漳绪：1927年3月参加革命，列宁学校学习过。
陈珣之“十一弟”。
《决定》第016号。
（8）陈敬高：1926年3月参加革命，陈尧衢之长子，陈珣之侄。
《决定》第017号。
（9）徐龙姐：女，1929年8月参加革命，陈珣之“二嫂”，陈旭绪之妻。
《决定》第012号。
（10）陈绪定：女，1927年4月参加革命，搞妇女工作，后列宁学校工作，陈静斋的幼女，刘少屏之妻
。
《决定》第022号。
（11）刘少屏：1928年7月参加革命，列宁学校任教，陈绪定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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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第033号（12）陈静斋（陈世钤）：长滩高等小学校长，陈珣之伯父，陈敬高之祖父。
（缺平反通知。
）（三）证实民间有大量类似南京大屠杀的史例，应进行抢救性发掘，还我历史。
抗日战争期间，陈珣有14位亲人被日本侵略军杀害，家破人亡。
其惨案无任何历史记载。
此回忆录反映了民间遭受日本侵略杀害之惨案、后人的痛苦和还我历史的正义要求。
1939年农历3、4月间，包括陈珣的祖母、伯母、母亲，大姐，三姐，二哥、二嫂，大姐之长女夫妇及
其三个小孩，大姐、三姐的儿子，老幼五代共14人全部被日军斩首、抢杀，雕梁画栋的房屋烧毁。
仅陈珣的三嫂出家为尼保存性命。
解放后，老家的乡村划属通山县，又因建富河水库，全村浸入库底。
《通山县志》、《阳新县志》中虽有日军屠杀的记载，但无本案例。
（四）作者以体验者视角记述了解放前后50年间中国监狱及其管理的划时代变化；从微观上认识并优
化中国特色的监狱管理与劳动改造管理，本书是极好实证。
作者经过民国政府考试院考试培训，任狱官20年；解放后在北京接受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培训，参与公
安厅接收旧监狱；再经历20年监狱农场劳动改造，练就了好身体、好精神、好心态。
书中对50年经历、尤其是20年劳改经历有真实、具体、生动地记叙和感悟，绝无仅有。
陈珣1927年夏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经保释出狱。
1932年报考司法行政部法官狱官班（文科满分100），毕业后任南通江苏省第四监狱三科长，1934年3
月任汉口湖北省第二监狱三科长，1942年任宜昌湖北省第三监狱典狱长，1948年任湖北省高等法院书
记官。
解放后留用湖北省人民法院，1951年北京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学习，再返武昌湖北省人民法院工作。
1952年转业分配湖北省郧阳联合中学任教。
1954年7月被捕，判有期徒刑20年，湖北省襄北农场劳动改造。
1975年获特赦转业回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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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个人回忆录，叙述了作者自己在大革命时期的所作所为，后任国民党政府典狱长，娶妻生子的
经历，新中国建立后，因历史问题被捕，1975年获特赦，及就业后的人生经历等等。
《从省党部特派员到典狱长》，历史见证者的经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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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殉（1907-1990），陈璿，陈湘绪，字兆珊。
湖北阳新长滩（现属通由）人。
1926年国共合作时期湖北省党部特派员。
民国司法部狱官班毕业，湖北省第三监狱典狱长。
解放后留用省法院。
1954年历史问题被捕，1975年特赦转业。
湖北、武汉诗词学会会员，发表多篇诗词，《湖北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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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一、家乡鄂东南：童心与童趣，个性鲜明；私塾与新学．交相辉映二、武昌求学：随风潮，校园
内外感受政治；览书刊，喜欢文史更爱诗词三、投身革命：国共合作，省党部特派员；被指“共匪”
，省衙门重刑犯　（一）省党部特派员：监利，随县，阳新；入团，入党赴赣　（二）省衙门重刑犯
：大屠杀，脚镣囚禁武汉；被保释，未死万分侥幸　（三）失业青岛：谋职业，生活清淡练书法；想
出息，读万卷书行万里四、再闯社会：投考求职业，四师经历；男人当自强，反思兄弟　（一）应招
入军：第四师先录取，便衣进食堂；财政厅后通知，不敢当逃兵　（二）反思六哥：参加大革命，八
口死于“改组派”；当上工程师，过早离世未永年　（三）反思十弟：毛主席讲课，讲习所学革命；
大少爷失业，劳改队未过关　（四）四师经历：担任录事，师部管收发；保全自己，单身避军妓　（
五）父亲病故：奔丧情堪急，沿途人帮人；报丧“有文章”，委曲一口吞五、转入政界：曹壮父开导
，弃读书干革命；听石瑛训话，钻古文当正道　（一）放弃革命：年轻识浅，以为革命风顺；失败太
惨，神经刺激很深　（二）打击深重：错杀改组派，书香之家遭祸；昂头不下跪，参加革命何罪　（
三）离开军队：出身非黄埔，升级没资格，流动不习惯，长干无出路　（四）转入政界：文官文凭限
，只考狱官班；优学优分配，毕业即科长六、新婚汤园镇：张嫂报恩，一心为媒；名士作证，夫妻终
身　（一）缘起南通：扶危寻常事，戒烟遇救星；张嫂救丈夫，做媒报恩情　（二）一见倾心：借赛
会，情定对街女学生；察女婿，一块赠匾释疑心　（三）订婚波折：接调令，汤家如何能许录；急生
智，善意谎话为婚姻　（四）故乡探亲：覆水难收，谭妻相认离婚泪；地主家败，在外创业不归根　
（五）鸦片张某：屡教不改无救药，释放忙过瘾；胎性使然母嗜烟，一心爱毒品　（六）异乡成婚：
不忍告别，岳家媒家良苦心；新婚赴任，夫到天边妻也行七、汉口安家：连添两女，连遇难关；告别
母亲，告别家乡　（一）新居新人：娇妻从容攀天梯，江轮蜜月行；望子心切呼改儿，长女为妫姓　
（二）女儿重病：名片表诚意，见证冉医神奇；收入超省长，全凭能力信誉　（三）母亲来汉：偏见
与偏爱，儿媳孝心不领情；害人又害己，地主财富葬性命　（四）日军轰炸：芳容似母有次女，缺乳
回乡寄养；宁可炸死在一家，岳父一声令下八、抗战八年：国恨家仇，伤害太深太重；非常时期，办
事亦私亦公　（一）监狱撤迁：趁警报犯人上船，冒险操胜算；带松儿惨别亲娘，不肖对苍天　（二
）武汉到宜昌：船行中途遇暴动，临危不乱；组织镇压添警力，一路平安　（三）宜昌到巴东：春泽
坊是妓院，好危险速搬离；不许房客生孩，移巴东生三女　（四）巴东到恩施：日机轰炸，山僻小县
亦断魂；生第四女，搬出好房让陈诚　（五）重庆出差：印刷厂、官场、期货场；办公事、私事、违
规事　（六）沦陷区报丧：日寇残忍，杀我至亲十四人；哭望天涯，七哀词草寄哀思　（七）省府恩
施：躲敌机打雀牌，官场众生戏；建工厂办实事，难得李范一　（八）升任典狱长：一床一桌一凳，
农家食宿办公；四女之后添子，了却多年心事　（九）秭归草创：兴土木建监房，恢复管理制度；拒
贿赂不受礼，宁冤死不申诉　（十）周旋官场：后方吃啥有啥，封疆大吏设宴；南昌宜昌两极，不提
往事当年　（十一）常态生活：儿女高烧睡一床，妻捻燃相诱；老妪斗吾吐苦水，我愿其高寿九、宜
昌三年：抗战胜利，本百废俱兴时光；政权腐败，落昙花一现下场　（一）恢复建制：湖北三监重经
营，迁回原址；新朋旧友齐相逢，喜添一子　（二）丧事善后：笔战日军俘，杀人放火毁家案；家祭
荐亡灵，公堂控诉通敌汉　（三）兼职生涯：典狱长兼中学教员，养家育儿；懂师道教人教自己，谈
何容易　（四）文人标榜：诗词赛文会，兴趣盎然随口来；下笔入情理，屈居下僚有感慨　（五）法
政状态：让子女跻身法官，知情者齿冷；禁烟者诱骗烟民，有冤无处伸　（六）异样人生：希小姐看
病施药，虔诚讲教义；陈涵虚经历曲折，松儿不争气　（七）准备辞职：兼任教员被单报，辞教不如
辞职；监狱内外奇闻多，助人要善理事　（八）社会动荡：家乡骚乱流氓闹，九烈士遇难；司法招聘
试题泄，怎不出贪官　（九）迁居回汉：谨慎对政治，松儿不入三青团；辞职回省城，暂当法院书记
官　（十）回乡知行：善待前妻，理智尊重母子爱；静除后患，言过其实亦大害十、解放留用：换职
换岗换专业，学习再学习；新人新政新社会，适应再适应　（一）思想改造：学新理论，主办全省监
狱事务；生第五女，全凭贤妻经验自理　（二）北京进修：老故宫历史博物馆，流连忘返；新中国法
学研究院，唯物论观　（三）院方活动：哭诉日寇杀亲人，声讨侵略罪；参观北大图书馆，敬重蔡元
培　（四）五一游行接受毛主席检阅，天安门举旗；反省蒋政权谋事，公安部登记　（五）武昌高院
，和韩宁夫打交道，覆核镇反案件；在斗争会打瞌睡，清查贪污人员　（六）转业任教：郧阳教书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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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子，教学曲高和寡；司法五虎大批判，恐懼坐卧不安　（七）被捕前后：自认时代牺牲者，下场洞
若观火；逮捕客气刑期长，家人如何存活十一、劳改二十年：自食吃力，学谋生本事；改造思想，求
精神新生　（一）农场拾穗：作小时农家活，光头裤衩到初秋；冒秋雨背草梱，铁镦砍开脚后跟　（
二）转变观念：与犯友争是非，劳改确为善政；凡事不存侥幸，自觉方能胜任　（三）三年灾害：结
实身体变干瘦，满腹牢骚典型；日晒夜露不生病，劳动习惯顺应　（四）由农而工：开山炸石编籐筐
，学啥会啥；南山古迹形胜地，诗兴萌发　（五）参观武汉：惦妻望梅止渴，珍惜家人相会；体会形
势教育，国强我亦陶醉　（六）人与自身：劳改不改思想，知识者不如村夫；禁人未禁思想．陈独秀
像只老虎　（七）人与社会：采石想到李四光，最苦乃是煤矿；犯群一起看戏剧，极刑也能发光　（
八）人与自然：沙田种稻，沙滩养殖，沙洲盖楼；胜任紧张，胜任愉快，胜任享受　（九）刑满留场
：就地就业，年终考成终有奖；自理自身，干部食堂吃不香　（十）宣布就业：迫不及待，欲知妻生
前身后事，午夜梦回，悼念妻哀诗十九首　（十一）帽子疑惑：调五监，“监督开标”忆当年；转酒
厂，磨薯烧炉睡单床　（十二）探亲波折：实事求是，享有假期十五天；春节上班，冷静观察把好关
　（十三）回家感受：终有全家团聚日，相别廿三年；为国为己为后代，善果亦满园　（十四）知所
以然：农村老人最可靠，心里舒坦；夫妻同盖不忍换，宁可受寒　（十五）实践学问：破译小鸡死因
，战士经验结果；然察工程工序，劳动亦讲科学　（十六）穷不同路：杀人绑票害百姓，为钱做土匪
；当年长工今将领，跟随当红军十二、特赦转业：一代人脱胎换骨，积善积德；二十年春华秋实，亦
留青史　（一）喜从天降：典狱长是何官阶，铜印取证；阶下囚还座上客，自由人身　（二）总结收
获：强身健骨，已学会生活下去；感恩戴德，靠自觉支柱精神　（三）证书是金：领证公民权，筵宴
春风叹；转业谢特赦，历史美名传　（四）重做公民：总场干部握手殷勤，护送一路；监狱官为“犯
人”抢座，横绝千古十三、回归社会：所作所为，该用什么作参照；思前想后，留给后代是忠告　（
一）为何进厂：别人退休我就业，决不依赖终老；人嫌髒累我承担，获得尊重更好　（二）如何做工
：石渣风波，争论谁的天下无益；奖状结案，大干社会主义有功　（三）空闲何去：奔波劳动多年，
一旦闲散犯难；街头溜达孤独，乖乖生活要惯　（四）人生无憾：整数生辰印象深，不同时代特征；
家人团聚七十寿，终究公民身份　（五）感触法治：明目张胆公为私，只许装着无事；违法乱纪焊婚
床，不如劳改农场　（六）牵挂亲朋：三姨妹敬松母，相见时难多慨叹；老佃农党支书，担保回乡情
可感　（七）期望子女：忠厚留有余地步，深信不疑；和平养无限天机，世守勿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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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家乡鄂东南童心与童趣，个性鲜明；私塾与新学，交相辉映余生于1907年即农历光绪33年11月18
日戌时，岁在丁未。
当时官民用农历，鼎革后，改用阳历，民间不习惯，仍照农历，就是国家行政也是照旧。
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曾一度大肆宣传厉行阳历，并将农历24节气接阳历编成诗诀宣导，仍然不起作
用。
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庄严宣布改用公元。
不但月日行使阳历，连年号也改了。
举国上下通行无阻，很快养成了习惯。
因为全国人民组织起来了，谁也不能脱离组织。
新社会一切生活，跟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前进日程分不开了，融洽—体了。
记得1949年5月16武汉解放，不数日南下工作团来接旧政府机关，对留用工作人员填出身历史的表，用
公元计算。
1907年是农历丁未年，这是统一推定的，不用脑就照填，月日因无万年历在手头，只能估计填了。
我填表一直用公元年份，用农历出生日期填写。
其实在解放后历年周岁期，互有前后。
如1983年元旦正是农历壬戌年11月18日，能说我是1908年出生吗？
我的次子敬朴，是壬午年12月问生的。
壬午是公元推定的1942年，但是只能填1943年元月出生了。
另外，农历在农业方面，目前仍有其生命力。
因一年24个节气，是农民处以施耕种收藏的规律。
同时一年一度过年，全国上下热烈欢度，从来没有为政令所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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