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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与秋秋瑾瑾齐齐名名的的刘刘青青霞霞
捐捐资资武武昌昌起起义义 营营救救革革命命党党人人

1937年9月25日， 为配合第二战区
友军防守平型关至茹越口和雁门关的
内长城一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利用平
型关东北的狭窄谷道伏击歼灭日军
1000余人。平型关大捷是中国抗战以来
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图为
第一一五师某部的机枪阵地。

1994年9月28日凌晨 ， 一艘载有
867名乘客的客轮在芬兰西南部波罗的
海海域沉没， 幸存者只有141人。 这是
欧洲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
次海难事故。 造成沉船灾难的原因是
在风大浪高的恶劣天气条件下， 海上
航行速度太快， 所载货物发生位移。

■镜头钩沉

60年前
十大元帅授勋

中国第二大油田
胜利油田建成

21年前
“爱沙尼亚”号客轮沉没

平型关大捷
中共军队第一个大胜仗

1964年， 我国在渤海湾地区开始
建设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 胜利
油田在华北这片被认为 “不可能有油”
的地方建成， 其成就和经验丰富了我
国油田勘探、 开发的理论， 对加速我
国同类地区油田的勘探、 开发工作有
很大意义。 1974年9月28日， 胜利油田
建成。

1955年， 新中国正式实行军衔制。
授予朱德 、 彭德怀 、 林彪 、 刘伯承 、
贺龙、 陈毅、 罗荣桓、 徐向前、 聂荣
臻、 叶剑英10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
帅军衔。 同年9月27日， 在北京中南海
怀仁堂举行了由国家主席毛泽东主持
的授元帅军衔和勋章的典礼。

■她是辛亥革命的志士
■她是杰出的妇女活动家、教育家、政治家
■她曾两次晋见孙中山，要拿个人财产报效国家
■孙中山曾亲笔题写“巾帼英雄，天下为公”盛赞她

▲大型现代豫剧
《刘青霞》 剧照

刘青霞

在辛亥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上，
有两位女性声望极高， 一位是秋瑾，
另一位就是刘青霞。 当时曾在大江南
北流传着 “南秋瑾， 北青霞”。

父亲和次兄的思想
对她产生一定影响

1877年， 刘青霞出生在河南安阳
一个颇为显赫的封建官僚家庭。 她从
小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 她父亲是两
广巡抚马丕瑶 。 马丕瑶为官清正廉
洁 。 马家开通明达 、 乐于济人的家
风， 铸就了刘青霞乐善好施的品性，
也使她很早就开始关注政治和社会形
势， 常怀忧国忧民之心。

1895年， 她18岁的时候嫁给尉氏
县豪门刘耀德 ， 改姓刘 ， 人称刘青
霞。 25岁， 她开始步入社会， 参加了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

刘青霞共有四位兄长， 长兄马吉
森，次兄马吉樟，三兄马吉梅，四兄马
吉枢。 她与四兄马吉枢为一母所生。
长兄马吉森是一位著名的实业家。 光
绪二十九年， 马吉森曾与人合资在安
阳开办过六河沟煤矿。光绪三十二年，
马吉森又与人合作首创了安阳广益纱
厂， 在河南实业界首屈一指。 父亲和
长兄的思想、作为，对刘青霞产生过一
定的影响， 但影响较大的还是次兄
马吉樟 。 马吉樟是前清翰林 ，辛亥
革命前曾任湖北省 臬台赏加布 政
使衔 。 他虽系清朝官僚 ，但思想较
为开朗 ，曾与刘青霞一起赴日本考
察学务，辛亥革命时期与河南起义军
总司令张钟瑞烈士有过交往。 刘青霞
一生中与娘家人接触最多的便是次兄
马吉樟。

在封建家庭的影响和父亲以及长
兄思想行为的熏陶下， 刘青霞自幼知
书明理 ， 擅诗擅画 ， 颇具才华 。 同
时， 因她这个宦门最小的 “千金” 在

家庭受到的特别宠待， 又使她形成了
不善于逆来顺受的个性。 这些对她以
后开通思想 ， 寻 求 真 理 ， 追 求 变
革 ， 以 致 涉 足 社 会 、 投 身 革 命 ，
无疑奠定了基础 。 然而 ， 严 格 的
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也在 她 思 想
上留下了较深的印记 ， 使 她 在 冲
破封建思想的羁绊中， 又经历了较
长时间的痛苦的徘徊。

四名进步青年
鼓动她赴日考察

刘青霞涉足社会的过程中， 河南
许昌留日学生张钟瑞、 尉氏留日学生
刘恒泰、潘祖培、罗文华和次兄马吉樟
均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张钟瑞是早
期同盟会员，思想锐进，系日本东京中
央大学的留学生。 刘恒泰是刘青霞侄
孙，与张钟瑞交往甚密。在刘恒泰的引
荐下，光绪三十二年张钟瑞、刘恒泰、
潘祖培、 罗文华等四名进步青年趁回
国省亲之机， 登门拜访刘青霞， 谈及
清廷腐败 、 外强入侵及日本明治维
新、 女子教育等情况， 鼓动刘青霞赴
日考察， 以开阔眼界， 增长见识， 使
刘青霞颇为动心， 决心赴日游历。 刘
青霞的想法得到了时任湖北臬台的次
兄马吉樟的支持。 第二年， 马吉樟奉
派赴日考察学务， 便呈请学部、 外务
部为刘青霞办理了出国护照， 与她一
起东渡日本。

1905年， 刘青霞随兄携子赴日考
察， 这在刘青霞的一生中有着重要的
意义。 在那里， 她接触了孙中山及同
盟会人士， 她了解到豫籍留日学生中
的同盟会会员。 因缺款不能办 《河
南 》 杂志 ， 她慷慨捐资 ， 使 该 杂
志在东京出版 。 她与友人在东京创
办 《中国新女界 》月刊 ，宣传妇女解
放。 不久，她加入了同盟会，成了一名
社会活动家。

她被选为北京
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

1908年， 公立中州女子学堂附小
(今开封市二师附小)的创办人之一便
有刘青霞。1909年，刘青霞在尉氏创办
了华英女子学校， 这是当时河南的第
一所女校。她又捐地2公顷，兴办蚕桑
学校。 以巨款先后资助过河南和北京
的许多学校。她还修建桥梁，开办“孤
贫院”、“平民工厂”。回国后，又捐巨款
资助同盟会河南支部在开封开设 的
“大河书社 ”，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
经 费 。 同 盟 会 员 张 钟 瑞由 日 本 返
国 ，策动起义 ，她设法予以掩护 。民
国初年 ，举办爱国捐 ，她被推 举为
河南国民捐事物所总理 。她积极参
加京津地区妇女要求参政的运动 ，
并被选为北京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

刘青霞于1911年夏天营救了一批
革命党人， 又捐巨资作为武昌起义经
费。刘青霞曾两次去上海见孙中山，表
示要拿个人全部财产报效国家， 作建
筑铁路之用。虽然孙中山嘉纳其意，终
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刘青霞的这个
愿望直到1922年， 冯玉祥第一次督豫
时才得以实现。 刘青霞因长期在艰苦
的环境下生活和为社会、 为革命奔走
操劳， 积劳成疾，1923年刘青霞去世，
享年45岁。

19世纪末20世纪初 ,正是中国社
会急剧变革的时代， 社会转型期改革
思潮的激荡 ,使刘青霞由被动转变为
主动地融入到时代的潮流中 ， 从而
使她成为中国近代 史 上 为 数 不 多
的 爱国革命女性之一 ， 成 为 辛 亥
革命时期与秋瑾齐 名 的 杰 出 的 妇
女活动家 、 教育家 、 政 治 家 。 她
的一生 ， 坎坷传奇， 胸怀天下， 孙
中山曾亲笔题写 “巾帼英雄， 天下为
公” 盛赞刘青霞。 本报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