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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4月26日电（记者
任丽颖）“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
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
风雨楼……”在河北乐亭县的清平书
社，悠扬的三弦琴声伴随着悦耳的大
鼓声，李大钊的故事再一次被鼓书艺
人唱诵。

“我唱了一辈子乐亭大鼓，很多
是歌颂英雄、才子佳人的曲目。但其
中，我最喜欢唱的就是李大钊。他是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也是我们
乐亭人。”大鼓艺人戴丽艳说。

在河北唐山乐亭县，记者随处都
可以见到“大钊精神”的痕迹。马路
两旁的宣传栏里歌颂着他的事迹、展
示着他的图像；在李大钊纪念馆，不
同年龄层的市民们利用节假日主动来
这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孩子们玩耍
时细数当代英雄，李大钊永远是他们
最初的选择。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
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
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
济。1913 年冬，他东渡日本，考入东
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
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
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起草的

《警告全国父老书》迅速传遍全国，李
大钊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

1916 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
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
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
钊，他先后发表了 《法俄革命之比较
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
胜利》 等文章和演说。1919 年，他又
发表了 《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

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
李大钊发起下，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早
期组织建立。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
作。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
加了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
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在极端危险
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
组织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
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
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
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
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 月 28 日，
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
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
位革命者绞杀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
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
容就义，时年38岁。

在纪念馆内，李大钊的铜像威严
肃穆，不时有民众过去献花并默默瞻
仰。雕塑下方石台的背面，刻写着碑
文：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
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
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
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
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
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
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
光辉典范。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

新华社成都 4月 27 日电 （记者
杨 迪）一个月前，宜宾学院机关第一
党总支来到四川宜宾市南溪区滨江路
上的朱德和孙炳文雕像前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近20名党员瞻仰雕像并重温
入党誓词。

在宜宾市这座长江边的城市里，
人们说起英烈，总是会提到朱德和孙
炳文：一位曾经在南溪居住过数年，
一位则是土生土长的南溪人。两人的
友谊也在近代革命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1885 年，孙炳文出生在南溪城郊
魏家山的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穷的
他，一直靠亲戚资助才能读上书，所
以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1908 年，孙

炳文考入京师大学堂 （现北京大学的
前身）。在校期间，孙炳文不仅学习成
绩十分优异，还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

在革命信念的驱使下，孙炳文以
笔为矛，致力于国民革命。他经常出
席同盟会的各种会议，撰写宣言、文
件和来往函电，积极开展活动。在南
北议和、革命失败后，孙炳文被推任

《民国日报》总编辑。他的文章犀利深
刻，极富鼓动性，深受读者欢迎。后
来，因经常撰文痛斥袁世凯篡国复辟
的罪行，孙炳文遭到北洋政府通缉，
只得带着妻子返回老家南溪。

回南溪后，孙炳文抱着“读书救
国，教育兴邦”的想法，积极投入教
育事业，但诸多挫折令他深感壮志难
酬。1917年，孙炳文经人介绍和时任滇
军将领的朱德相识。两人发现彼此理想
志向相同，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成为
莫逆之交。1918年，孙炳文投笔从戎，
应邀到朱德旅部协理军政事务。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
后，孙炳文与朱德共同组织了学习小
组，阅读和介绍革命进步书刊，深感
依靠军阀振兴不了国政。1921 年，中
国共产党成立，当时已经离开军队的
孙炳文听闻后，萌生了出国留学、寻
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想法。

1922年9月，孙炳文与朱德一同登
上邮轮，从上海前往法国巴黎。10月
下旬，两人在柏林当面向周恩来陈述
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周恩来
深为感动，介绍和帮助两人加入中国
共产党。从此，孙炳文的政治生命开
始了新的起点。

1925 年，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
起了大革命高潮。革命形势的迅速发
展，急需大批革命骨干力量，中共中
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参加革命。孙炳
文于同年秋回国，先到北京，年底到
革命的中心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政治
部秘书、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教授。

1926年6月，孙炳文调任国民革命
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与周恩来、郭沫
若、邓演达等人工作交往密切。同年7
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任国民革命
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一方面
负责领导粤、桂及闽南工作，另一方
面负责筹备经费、枪械、医药和补充
战斗人员、训练骨干的工作。

1927 年春，蒋介石加紧反共步
伐，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4 月 6 日，
孙炳文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予以坚决
揭露。4 月 16 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
前往武汉工作时，因叛徒告密而被逮
捕。敌人对孙炳文诱以高官厚禄，遭
到他的痛斥和严正拒绝。4 月 20 日，
孙炳文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
仅42岁。

孙炳文遇难后，朱德闻讯十分悲
痛。1945 年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朱德
亲自撰文纪念孙炳文，称赞他是“革
命意志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战士”。

“对敌人是嫉恶如仇，有灭此朝
食之概；对同志是爱护备至，情同手
足之感。”坚定的革命意志与高尚的品
格，让孙炳文烈士为后人铭记。家乡
南溪区的红色旅游规划中，孙炳文纪
念馆正在新建，预计2020年竣工，届
时将会和朱德旧居陈列馆、朱德纪念
馆等一起供市民、游客瞻仰。

孙炳文：革命锐志留佳话

新华社重庆 4月 28 日电 （记者
周闻韬） 在重庆潼南区西北部，有一
座建于清初的古镇，镇内山清水秀，
猴溪、浮溪环绕，故取名双江。令双
江闻名遐迩的，不仅是它400年的沧桑
历史，还有这块土地上孕育的“人
杰”——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
记杨闇公烈士的故里就在这里。

1898 年 3 月 10 日，杨闇公出生于
双江镇邮政局大院。大院见证了杨闇
公少年时期的成长。

杨闇公 （1898－1927），名尚述、
尚达，字闇公。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
动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四川早
期组织的创建者和卓越领导人，还是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开拓者。

童年的杨闇公就读私塾，1913 年
在兄长杨剑秋和杨宝民的支持下，进
入南京军官教导团学习军事，后入江
苏军官教导团。1915 年参加反对袁世
凯的革命活动，1916 年秘密到江阴炮
台策动官兵起义，反对袁世凯窃国称
帝，事泄未成，遭到军阀搜捕。

1917 年，杨闇公东渡日本求学，
在日期间，他参与组织留日同学读书
会，学习进步理论，曾被日本当局拘
留。1919 年，为声援国内五四运动，
组织留日同学与爱国华侨到中国驻日
公使馆门前请愿示威，抗议巴黎和会
决议，在与前来镇压的日本宪警搏斗
中被捕，身陷囹圄8个月。

1920 年，杨闇公回国返川，两年
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6
月前往上海，寻求党的指导。7月回重
庆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委员
会的领导工作，任组织部长，后任书
记。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2月，经党中央批准，杨闇

公领导成立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
会，当选为书记。同年10月，他与朱
德、刘伯承等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事
委员会，兼任军委书记。参与策划顺
(庆)、泸(州)起义，在四川建立了共产
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1927 年重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三
三一惨案，杨闇公不幸被捕，反动派
对他威逼利诱、残酷折磨，但他大义
凛然，宁死不屈。敌人以死威胁：“难
道你不怕死吗？”他回答道：“你们只
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
的信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

1927年4月6日，杨闇公被反动军
阀割舌、断手、剜目后，身中三弹，
壮烈牺牲于重庆佛图关，时年29岁。

杨闇公的一生短暂，辉煌，壮
烈，犹如不断升腾的烈火，在历史上
焕发出耀眼的光芒。他是中国共产党
较早将武装斗争付诸实践并为之献出
生命的革命家之一，他以生命和热血
实践了自己的人生格言：“人生如马掌
铁，磨灭方休。”

今年，是杨闇公烈士诞辰 120 周
年，也是他为革命英勇牺牲 91 周年。
杨闇公旧居和陵园已是享誉川渝的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成为
广大人民缅怀先烈和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国防教育及廉政建设的课堂。每
年景区游客接待量达150万人次左右。

杨闇公：头可断，志不可夺！

新华社杭州 4月 29 日电 （记者
唐 弢）浙江绍兴诸暨市泉畈村东塘水
库旁耸立着一座四方柱形纪念碑，碑
前翠柏林立，绿荫葱葱，沿着48级台
阶拾级而上，能看到碑正面镌刻着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烫金大字。每
年清明前后，都有各地群众自发来到
碑前献花，以纪念从这里走出的一位
革命烈士——汪寿华。

汪寿华 （1901－1927），男，原名

何纪元，字介尘，浙江诸暨人，中国
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组织者和
领导人。

1918 年，汪寿华考入浙江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
极参加学生运动，经常阅读 《新青
年》 等进步刊物，开始接受马克思主
义。1920 年，汪寿华在上海加入社会
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赴苏联学习，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 年，汪寿华奉召回国。不
久，上海爆发了五卅反帝运动。汪寿
华担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协助
李立三、刘华、刘少奇领导工人运
动。在李立三、刘少奇被迫离沪，刘
华牺牲后，他自告奋勇挑起了上海总
工会代理委员长的重任。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汪寿
华先后参与指挥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
起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
汪寿华任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负责联
络上海各派政治势力，共同反对北洋
军阀的统治，筹建上海民众政权。上
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
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他任临时市政
府委员、常委，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在起义胜利的日子里，群众的革
命热情十分高涨，汪寿华的工作也更
加紧张和繁忙。他一方面下令工人纠

察队协助北伐军维持地方治安，一方
面通告全市工人于24日一律复工。正
当上海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刻，隐藏在
革命阵营里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大
资产阶级互相勾结，策划着反革命政
变。

4月初，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破坏工
人纠察队，汪寿华领导工人进行坚决
反击。他曾说：“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
事业，我宁愿牺牲一切。”4 月 11 日
夜，在蒋介石授意下，杜月笙在其公
馆诱捕了汪寿华，把他塞进麻袋，运
到枫林桥活埋。汪寿华英勇牺牲，时
年26岁。

次日凌晨，蒋介石指使黄金荣、
杜月笙的“中华共进会”等一批流氓
持枪向驻守在各处的工人纠察队挑衅
进攻，然后由刚从军阀部队收编过来
的二十六军借口“工人内讧”，收缴了
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占领了上海总工
会会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

汪寿华牺牲后，上海工人一直没
有忘记他。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总工
会和民政部门，特地派人把他的遗孀
赵兰花接到上海居住，负责她的全部
生活直至终生。上海工人文化宫的

《工人运动史料陈列》、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和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都曾展出
汪寿华的革命事迹。

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汪寿华

新华社杭州 4月 30 日电 （记者
王俊禄） 苍山巍巍、江水泱泱。梧桐
花开时节，攀过层层台阶，浙江永嘉
市民纷纷去瞻仰一位中共早期革命活
动家——谢文锦。

永嘉县革命历史纪念馆坐落在屿
山公园内的屿山顶上。4月下旬，记者
进入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广场
右侧谢文锦烈士的一座半身铜质雕
像，高 2.3 米、宽 1.8 米，固定在花岗
岩石基座之上。

彩霞染红西天，站在谢文锦铜像
所在平台，可以俯瞰县城全景。

谢 文 锦 ， 1894 年 生 于 永 嘉 县 。

1917 年毕业于省立杭州第一师范学
校。1919 年到上海，在 《新青年》 杂
志任职。1920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
团，并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谢文
锦与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
光等人被党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
习。1924 年春，谢文锦回国，担任共
产国际代表、苏联军事政治顾问鲍罗
廷的翻译，并任中共中央秘书。

1924 年秋，谢文锦按党中央指示
到浙南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团员，
筹建党团组织，创建了浙南最早的党
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这是浙
江省直属中央领导的第一个党组织。

1925年4月，谢文锦在《新青年》
纪念列宁专号发表 《列宁与农民》 一
文。这是我们党早期系统介绍列宁论
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文章，对党从理论
上认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
起了很好的作用。此文受到毛泽东的赞
扬，被选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材。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时，谢文锦任
上海总工会总务科副主任（主任为刘少
奇），他和李立三、刘少奇、汪寿华等
一起发动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9月，
被选为上海总工会党团成员。

1926年4月，谢文锦担任中共上海
区委委员，先后任曹家渡、杨树浦区
委书记。7月调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
1927年2月，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
起义组织领导工作。

1927年4月上旬，大革命形势急转
直下。谢文锦等人敏锐地察觉到事态
有变，“暴风雨就要来了，有些人的面

目越来越清楚，我们不能再坐着不动
了。”“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总是
有牺牲的。我们不怕牺牲，我们要组
织力量和敌人对抗！”他要求南京的党
团员，抓紧动员和组织力量，对反对
革命的行为进行反击。

4 月 10 日夜，谢文锦主持召开南
京地委扩大会议，研究应对国民党右
派的具体对策时，被国民党特务侦缉
队包围了会场，谢文锦等人不幸被
捕。凶残的国民党特务对他们使用了
极其残酷的刑罚，威胁利诱，软硬兼
施，但谢文锦等人宁死不屈，表现出
了共产党人崇高的气节。三天后，谢
文锦等十人被秘密杀害，年仅33岁。

由于各种原因，谢文锦烈士的资
料一度存在缺失。为进一步还原波澜
壮阔的革命历史，追忆当年共产党人
浴血奋斗的足迹，为革命先烈树立丰
碑，用红色记忆激励后人，永嘉县委
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后代等有关人
员，赴多地档案管理部门，调阅并逐
字摘录谢文锦烈士的自传、书信、履
历表等珍贵史料，出版 《谢文锦烈士
纪念文集》 等书籍。根据革命烈士事
迹拍摄的电影 《浙南革命先驱谢文
锦》，作为“开学第一课”进入永嘉中
小学课堂。

瞻仰烈士遗像，永嘉县委党史研究
室的谢向荣充满着崇敬之意。他说，谢
文锦烈士信念坚定，对革命事业矢志不
渝。他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对激励家
乡的干部群众爱国爱乡、爱岗敬业，推
进新时代各项事业更好更快发展，具有
强大的精神动力。

谢文锦：为革命我们不怕牺牲

新华社武汉5月1日电（记者 冯
国栋）“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
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这是萧楚女
烈士的人生观。他的一生，就像一支
永不熄灭的“红烛”，光明磊落燃尽了
自己，点燃了大片革命的火种。

萧楚女，1893 年出生于湖北汉

阳，原名树烈，学名楚汝，中国共产
党早期著名理论家、教育家和无产阶
级革命家。

1911 年武昌起义时，萧楚女投军
参加了阳夏保卫战。辛亥革命后，他
进入武昌实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在

《大汉报》和《崇德报》任编辑，经常
用“楚女”笔名发表文章，从此开始
以手中的笔为武器，纵横驰骋在舆论
阵地上，宣传马列主义和救国救民真
理，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行。

萧楚女先后在湖北、安徽、四
川、上海、广州等地从事革命工作。
1920 年初，他参加恽代英在武汉创办
的“利群书社”，开始走上有组织的斗
争道路。1923年6月，在重庆担任《新
蜀报》 主笔，撰写了大量的政论、社
论。同时，他经常给《向导》《中国青
年》撰稿。

他的文章，笔锋犀利，战斗性
强，矛头所向，不是“指责土酋军
阀，就是痛骂贪官污吏”，连反动派所
控制的报刊也不得不赞叹萧楚女的文
章是“字夹风雷，声成金石”。

1924年8月萧楚女任中共中央驻四
川特派员，领导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和四川的革命斗争，10 月组织四川平
民学社，出版刊物《爝光》。1925年6
月戴季陶主义出笼后，他专门写成

《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批驳
戴季陶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污蔑。他还
撰文开展了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

1926年1月后，萧楚女到广州先后
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兼中国国
民党政治讲习班教授、黄埔军校政治
教官等职。1927年4月，萧楚女在广州
反革命大屠杀中被逮捕，4月22日被杀
害于狱中，年仅34岁。

萧楚女曾形容自己的人生观是
“蜡烛人生观”，并以此自励。生前他
在农讲所和黄埔军校带病工作时曾
说：“同学们，你们想蜡烛不是能放光
明吗？做人也要像蜡烛一样，在有限
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
光明，给人以温暖。”

“他笃学不倦，自学成才，成为
我党早期卓越的理论家、思想家、演
说家。”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张
帆说。

萧楚女故居原址位于武汉市汉阳
区杨泗港内。如今英雄故里基础建设
日新月异，一大批改善民生、拉动经
济的项目和规划正在这里落地。

为更广泛传播党史，武汉市汉阳
区党史与文化部门近年采用系列连环
画的形式编写了一套《汉阳故事》，萧
楚女的故事就在其中。萧楚女的“红
烛”将永照人们的心田。

萧楚女：一支永不熄灭的“红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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