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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六十一甲子，“弹指一挥间”。
在迎接新中国、新上海六十华诞之际，陶柏康教授花费了数年心血，潜心研究，力求以准确、客观的
史料撰就《无名亦英雄》一书。
    该书的主人公田云樵，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田云樵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工作，担任政治交通员。
那时节，“风雨如磐暗故园”，中华大地外患内忧，灾难深重，日寇铁蹄已经侵占了东北三省，并虎
视眈眈地窥伺我国大好河山；而国民党蒋介石当局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大肆追捕屠杀
共产党员，破坏共产党的各级组织。
当时，谁参加了共产党，随时随刻都会被捕杀害，付出生命的代价。
而田云樵就在这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勇敢地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从事极其危险的党的地下工作，出
生入死，历经险情。
    本书从心的视角析示出我党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们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片丹心与不朽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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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柏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党政论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
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人物研究，先后出版了《蒙冤27年的潘汉年》《赵祖康传》等学术专著，
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等许多学术著作的撰写，还发表了几十篇相关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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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帮会首领李志慎  8．参与领导策反工作  9．营救台盟创始人谢雪红  10．营救《文萃》主编孟秋江 
11．结识国民党元老宁武  12．参与策动国民党伞兵三团起义  13．策反国民党宪兵团  14．策反国民党
军机动车队  15．精心安排谋划长远  16．担任沪西“人民保安大队”大队长  17．在迎接上海解放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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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投身革命洪流　　1.孔子故里的莘莘学子　　田云樵，原名田荩宽，字忠符，这是他的
小学老师按中国传统为他起的。
参加革命以后，先后用过田修华、田逸村、宋硕吾等化名。
　　1909年7月20日，田云樵出生于山东潍县(现已改为潍坊市)其先祖共13支，在明代拥有大量田地，
故有“田半城”之称。
至清代逐渐衰微，各支分居后日趋没落。
其曾祖父及祖父在世时先后将祖遗的土地和房屋大部分变卖。
祖父去世后，因家境日益窘困，为生活所迫，只好卖掉大宅，改住小院，全家由市中心十字路口迁至
县城偏僻的西关一处较小的住宅。
父亲田智文，又名田秉之，为人忠厚，不善言语，在家里承担着上养老、下抚幼的重担，先后做过教
师和职员，靠菲薄的工资收入承担着全家祖孙四代十多口人的生活，非常困苦艰难。
后因一场大病而失业，直至1937年病故。
　　在田云樵的记忆里，母亲似乎没有自己的名字，故在他的履历中或者空而不填，或者填为田高氏
。
由此可知，母亲本姓高。
谈到母亲，田云樵非常有感情。
在他的自传中深情地写道：母亲是一位勤劳的管理家务的能手，全家生活安排，大事小事都是她做，
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在我青年时期，受她的思想影响较深，她教我要学好，不能做坏事，败坏门风。
她常说，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田云樵在家排行第四，上有大哥田蔚宽、二哥田仲济、大姐田容生(又名田芙宽)、二姐田蓉宽，
下有一弟田芸宽。
　　大哥田蔚宽也曾做过教师，长期体弱多病，于1945年去世。
因此，家庭中替父母亲分挑重担的主要是田云樵的二哥田仲济。
　　田仲济长田云樵两岁，出生于1907年8月17日。
1925年进入由美国人和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私立文华中学学习。
从这时开始，他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尝试进行文学创作，人生志趣也开始逐渐从数学、
理化转向社会科学和文学。
1929年初夏离开家乡到上海，进入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系插入四年级学习。
同年秋，应《青岛时报》之约，在上海代为主编其副刊文艺周刊。
此后，长期在上海与山东两地任教、办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到四川重庆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渝来沪，到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现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同时在文艺方面著述
颇丰。
1950年举家返乡，任齐鲁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1962年任山东师范学院副院长、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
1980年，在70多岁高龄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1年起，转任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2002年去世，享年95岁。
田仲济是田家的又一个骄傲。
　　在兄弟姐妹中，田云樵和二哥田仲济的关系特别好，受田仲济的思想影响最大。
对此，田云樵也有过叙述：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好的，经常通信。
在青年时期，他所爱看的文学，我也看了一些，也引起我的爱好⋯⋯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革命思想的
启蒙过程，读进步的文学艺术作品得到很大的益处，是他介绍了不少好的书给我读。
我最早的进步思想是从他那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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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除了田仲济的进步思想影响，当时的社会现状也是田云樵后来投身革命的重要原因。
据田云樵回忆，“从我七岁记事起，就是年年军阀混战，兵荒马乱；散兵土匪横行，生活极不安定。
全家逃难到乡下一年多，又遇旱灾，逃荒者络绎不绝”。
　　1918年2月，年满8岁的田云樵进入潍县私立丁氏小学读书，1921年小学毕业。
此后，家庭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这时，田云樵的祖母病重亡故，父亲也因病失业在家，经济收入减少，而为治病又必须增加日常开支
。
真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
　　在贫病交加的窘境下，田云樵已经不可能继续读书。
尽管如此，渴望读书的田云樵，还是利用失学在家的一年多时间，坚持自学，同时广泛涉猎了当时能
找到的一些新旧文艺小说书籍，尤其是流传广泛的宣传进步思想的新文艺小说。
这些曾经整整影响了几代青年的文艺作品，对正处于世界观形成时期的田云樵，恰似久旱禾苗喜遇甘
露，滋润在心田，为他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正如他在晚年撰写的《自传》中所回忆的那样，青少年时期读到的进步文艺作品，使他的“革命思想
有了初步的启发”。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说的是在艰苦环境下生长的孩子，往往比较早熟，更懂得生活的道理，容易养成自强自立的性格，确
立长远的人生奋斗目标。
田云樵也是这样。
他辍学后，为了减少家庭负担，就一面坚持自学，一面开始寻找谋生之路。
　　1927年，经一个本族亲戚介绍，田云樵离开家乡，来到山东滨海城市青岛，找到一家小杂货店做
学徒。
在这里，他整整打了三年工。
三年间，他几乎没有收入，老板每月只发五角到一元的零花钱，供洗澡理发用。
田云樵起早贪黑，忙里忙外，食不裹腹，勉强度日。
虽然如此，他毕竟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这是人生的新起点。
三年的学徒生活，使他对社会生活有了更加切实的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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