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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5月5日电（记者
刘良恒） 暮春，草木葳蕤，夏意渐

浓。怀着无比崇敬之情，记者来到位
于湖南浏阳市北盛镇泉水村，瞻仰田
波扬、陈昌甫烈士墓。

田波扬、陈昌甫烈士墓坐南朝
北，前有梯步，左右两侧栽种柏树，
中有祭拜坪，后为坟墓，占地面积约
300 平方米。正中的墓碑上嵌有烈士
夫妇合影，左下方的墓碑上刻有“田
波扬夫妇永垂不朽”9个大字。

田波扬，1904 年 3 月出生，湖南
浏阳人。早年在长沙读书期间，结识
了郭亮、夏曦、夏明翰等进步青年，
1921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田波扬相继被推举为湖南

长沙湘区团委学委委员、湖南省学联
总务委员、全国学联常务委员，参与
领导和组织湖南及长沙等地的学生运
动。1925 年夏考入北京中国大学，
1926年3月退学回到长沙，以教师身
份作掩护，组织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
支援北伐战争。

1926 年 6 月起，田波扬先后任共
青团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团省委书
记。1927年到武汉出席党的五大。他
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蔡和森、瞿
秋白等人的正确意见，批评右倾机会
主义错误，主张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
屠杀政策。

陈昌甫，女，1905 年 6 月出生，
湖南浏阳人。1921 年与田波扬结婚。
1923年到长沙求学，不久加入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7年春任共青团湖南省委联络
员，协助田波扬工作。他们夫妇被誉
为“生活的亲密伴侣，工作的革命同
志，斗争的真挚战友”。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
官许克祥叛变革命，制造了“马日事
变”，湖南陷入白色恐怖中。为反抗
国民党新军阀的大屠杀，田波扬不顾
个人安危，在党的五大结束后即从武
汉返回长沙，组织开展反抗斗争。

5月30日晚，由于叛徒告密，田
波扬、陈昌甫夫妇等 8 位同志被捕。
敌人对田波扬施以酷刑，用竹签扎进
他的十指，用木杠压断他的双腿，要

他自首和说出党的秘密。七天七夜死
去活来的摧残折磨，田波扬始终威武
不屈：“头可断，血可流，此志不可
移！”“我走的道路是光明正大的，不
需要悔悟！”

敌人又拷打、折磨陈昌甫，妄图
以夫妻之情和生死离别威胁、动摇他
们，要她代替田波扬在自首书上签字。
陈昌甫大义凛然回答敌人：“我可以代
替他死，但决不代替他叛党，共产党人
是杀不绝的，血债一定要偿还！”

田波扬和陈昌甫这对年轻的革命
夫妻，在生死考验中，表现了共产党
员为革命、为理想视死如归的浩然正
气。1927 年 6 月 6 日凌晨，残暴的敌
人枪杀了这对年轻的革命夫妻。田波
扬牺牲时年仅23岁，陈昌甫牺牲时年
仅22岁，且怀有身孕。

浏阳文史研究者甘武告诉记者，
田波扬与陈昌甫英勇就义后，中共湖
南临时省委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冒着
极大危险，将他俩的遗体收敛运回浏
阳，葬在英烈家乡北盛镇一处山清水
秀的小冲里。

田、陈两位烈士牺牲 90 余年后，
当年偏僻落后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近年来，蓝思科技、盐津铺
子等知名企业、上市公司落户浏阳经
开区北盛片区。“我们正主攻园镇融
合和乡村振兴，重点实施产城融合、
城乡一体、民风淳化战略，着力打造
浏阳金阳新城副中心，建设产业更
强、乡村更美、民风更淳、生活更幸
福的新北盛。”李斌说。

田波扬和陈昌甫：慷慨就义的革命伉俪

新华社合肥 5 月 6 日电 （记者
鲍晓菁） 在安徽省安庆市少年宫内，
矗立着一座陈延年的雕像：他身穿西
装、左手插兜，胸前的领带高高飘
起，生动再现了烈士当年雄姿英发、
壮怀激烈的革命形象。

陈延年，又名遐延，安徽怀宁
人，陈独秀长子，生于1898年。1915
年，考入上海法语学校专攻法文，
1917年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科。1919
年12月下旬，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
年，摒弃原先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
而信仰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与
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

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
宣传部长。同年秋，加入法国共产
党。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10月，陈延年回国后被党
中央派赴广州，先后任社会主义青年
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秘
书兼组织部长。不久，接替周恩来任
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他极为重视加强
党的建设，健全区委领导机构，建立
党课制度，着力于党员的培训和教
育，加强党的团结。到 1927 年 3 月，
广东党组织已拥有9000多名党员，是
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
健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地
方党组织之一。

1924年11月，陈延年协助周恩来
建立海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
年11月，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周恩
来、陈延年等商定，从黄埔军校毕业
生中再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作为骨干，建立了著名的叶挺独立团。

1925年6月，陈延年、苏兆征、邓
中夏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以陈
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国民党右派的
进攻，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陈延
年坚决反对，他以中共广东区委的
名义报告党中央，要求中央坚决抛
弃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政策，
他在与邓中夏、张太雷谈起陈独秀
的错误时，气愤地说：“ （陈独秀）
看不出蒋介石的阴谋，看不见工农
的力量，竟把无产阶级当作革命的
苦力。”又说：“我是共产党，坚决

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的妥协退让政策！”

1927年4月，陈延年赴武汉参加
党的五大时，中央任命他接任中共江
浙区委书记，他当即转赴上海，途中
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
6 月，中共中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
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陈延年任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笼罩
下的上海，陈延年和赵世炎等不顾危
险，部署工作，寻找失散的同志，恢
复和重建党组织，积极开展斗争。6
月26日，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
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共党组织的秘
密，对陈延年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
体无完肤，逼迫他供出上海党的组
织。但陈延年以钢铁般的意志，严守
党的机密，宁死不屈。

1927 年 7 月 4 日晚，陈延年被国
民党反动军警押赴刑场。刽子手喝令
他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
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
跪下！几个执刑士兵用暴力将其按
下，松手挥刀时，不意陈延年又一跃
而起，这一刀未砍着颈项，刽子手也
差点吓得摔倒。最后，他竟被凶手们
按在地上以乱刀残忍地杀害。

“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更不是
从海外飞来的，而是在长期不断地革
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
生长出来的，强大出来的。”陈延年
1926年说的这句话，现在被印在了上
海龙华烈士陵园纪念书签上。

陈延年：视死如归的革命者

据新华社上海5月7日电（记者
兰天鸣）“龙华授首照丹心，浩气如

虹烁古今，千树桃花凝碧血，工人万
代仰施英。”在 《忆赵世炎烈士》 一
诗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
高度评价了我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赵世炎同志。“施英”正是赵世炎在
党和工会刊物上写文章时用的笔名。

1901年，赵世炎出生在四川酉阳
（今属重庆市）。父亲希望他的小儿子
能够像一团火一样去照亮这个世界，
故给他取名“世炎”。

1915年，赵世炎考入北京高等师
范学校附中。期间正值新文化运动风
起云涌，受陈独秀主办的 《新青年》
影响，赵世炎投入新文化运动中，并
结识了李大钊等人。1919年，经李大
钊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积极参加
五四爱国运动，参与主编 《平民周
刊》《少年》半月刊和《工读》半月刊
等进步刊物，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1920 年 5 月，赵世炎赴法国勤工
俭学。1921年春，与张申府、周恩来
等发起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
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 年，
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
产党，任中央执委会书记，随后又任
中共旅欧总支部委员和中共法国组书
记。1923年，赵世炎和陈延年、王若
飞等带领一批青年前往莫斯科东方劳
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4年，赵世炎回国工作，先后
任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委员长、中共
北方区执委会宣传部部长兼职工运动
委员会主任，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各
省的斗争。

1926 年 3 月，赵世炎出席在广州
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会
后，党中央任命赵世炎担任中共江浙
区委组织部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
记，并兼任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赵世炎化名“施英”，到上海后
就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号召社会各界

群众发扬五卅精神，联合起来，组成
革命的统一战线，以对付帝国主义的
屠杀和进攻。在中共江浙区委领导和
组织下，从1926年6月到9月，上海各
界工人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形成了
声势浩大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新阶段。

1926 年 10 月，北伐军攻克武汉，
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但由于时机不
成熟，上海工人的第一、第二次武装
起义均告失败。1927年3月21日，上
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

在武装起义中，赵世炎身先士
卒，勇敢地冲锋陷阵。经过30多个小
时的激战，起义队伍打败了军阀部
队。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
一次壮举，为北伐军在江浙战场的胜
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7 年 4 月，蒋介石背叛革命，
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和革命群众。由于叛徒出卖，1927年
7月2日，赵世炎不幸被捕。他受尽严
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他把敌人的
监狱和法庭当成讲坛，大义凛然地宣
传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理想，揭露反
动派的罪行。7月19日，赵世炎英勇
就义，把26岁的青春和满腔热血献给
了革命事业。

赵世炎牺牲后，家里有很多人先
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也有人为了信仰
壮烈牺牲。

英烈已逝，但信仰之火永不熄灭。

赵世炎：信仰之火永不灭

新华社成都 5月 8 日电 （记者
吴文诩 张海磊） 在四川省自贡市自
流井区仲权镇竹元村，修林密竹中掩
映着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四合院：小
青瓦、桩板墙，透过历史的烟尘，无
声地诉说着一段尘封的往事。秋收起
义总指挥卢德铭烈士当年就出生在这
里，至今仍有不少人前来寻觅英雄的
足迹。

卢德铭，字邦鼎，又名继雄，
1905 年 6 月 9 日出生。少年时期受五
四运动影响，阅读了《新青年》等进
步书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
年2月，卢德铭持李筱亭 （同盟会会

员，孙中山秘书） 的信函拜见孙中
山，经孙中山面试、推荐，被黄埔军
校破格录取。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2月，卢德铭参加讨伐军
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任学生军侦察
队长。同年6月毕业留校，在政治部
组织科当科员。1925年11月，调国民
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任第二营第
四连连长。1926年5月，独立团担任
北伐军先锋，从广东省肇庆出发，挺
进湖南。6 月初，卢德铭率部坚守安
仁县城以北的渌田镇，不仅打垮了进
攻之敌，还主动发起反击，全歼残
敌，受到叶挺的称赞。在平江、汀驷
桥、贺胜桥等战斗中，卢德铭指挥果
断，身先士卒，屡建战功，晋升为第
一营营长。攻克武昌后，独立团改编
为第73团，卢德铭任参谋长。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
面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卢德
铭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担任团长。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2
日，他率部开赴江西，未赶上南昌起
义，遂转移到江西修水与平江、浏阳
农军会合。

9 月，卢德铭率警卫团参加毛泽
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
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总指挥、中共湖
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委员。起义受挫
后，在 9 月 19 日的文家市前委会议

上，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起
义军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
区。卢德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认为再攻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一意见，对于会议统一思想起到了
重要作用。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
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部队
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

9月25日拂晓，起义军从芦溪出
发南进。当行进到山口岩时，后卫第
3 团遭到敌军伏击。在这危急时刻，
卢德铭挺身而出，率领一个连的兵力
前往增援。他指挥部队抢占制高点，
用猛烈的火力还击敌人，同时指挥被
打散的第3团官兵迅速向前卫部队靠
拢。在这场恶战中，卢德铭不幸身中
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2岁。对卢德
铭深为赏识的毛泽东听到噩耗时，痛
惜不已，他悲愤地大呼：“还我卢德
铭！”

卢德铭已经牺牲90余年，历史和
人民不会忘记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军队
建立发展做出过贡献的革命英烈。如
今，烈士家乡仲权镇建有市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卢德铭烈士事迹陈列
室和卢德铭烈士纪念馆，原貌保护卢
德铭故居的部分房屋。全区还集中实
施了征集德铭精神表述语和诗文原创
歌词、重走革命路等“九个一”系列
活动，“德行兼备、铭记使命”的卢
德铭精神在自流井大地得以弘扬和传
承。

卢德铭：秋收起义铸丰碑

新华社广州5月9日（记者 李
雄鹰）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伟民广场
中央有一尊高高矗立的铜像：他雄姿
英发，没有扣住的西服外套随风向后
扬起，他右手拄着杖，左手插在裤兜
里，炯炯有神的目光迎风远眺。他就
是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林伟民。

林伟民，1887年出生于广东省香
山县三灶岛西洋田村 （今广东省珠海
市金湾区三灶镇鱼月村）。早年到香
港谋生，在外国轮船上当海员。
1920年起，林伟民和苏兆征等在香港
海员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并发起组

建了香港海员工会，为筹备委员之
一。

1921年3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
总会”在香港成立，他当选为干事会
干事，负责交际方面的工作。

1922年1月，林伟民和苏兆征等
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同年 7 月，
协助建立了上海海员工会，被推选为
工会主任；8 月，发动和领导了上海
海员大罢工。

1924年春，林伟民代表香港海员
工会赴苏联出席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
会，在苏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0月回国后任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广州办事处主任，12月领导广州盐船
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1925年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
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
行委员会委员长，成为早期中国工人
运动的卓越领袖。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林伟民
在广州发动沙面洋务工人和香港工人
联合举行反帝政治大罢工，声援和支
持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6 月主
持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临
时办事处的工作，从事接待香港罢工
工人，筹措罢工款项等活动以保证罢
工的顺利进行。

1925年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
后，他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参加了省
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由于长期紧张繁忙的斗争和艰苦

贫困的生活，使林伟民腿部的骨结核
病在省港大罢工期间恶性发作，1925
年8月不得不住院治疗。林伟民身卧
医院，仍关心和支持着省港罢工委员
会的各项工作。1926年1月全国海员
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林伟民
因病未能出席大会，仍被选为全国海
员总工会的执行委员。5 月在第三次
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
工会第三届执委员会委员。

1927 年 5 月，林伟民病情恶化，
再次被送进医院进行第三次手术，并
为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把名字改
为林齐卿。同年 9 月 1 日病逝于广州
医院，时年40岁。广州盐船工人冒着
极大的危险，偷运出他的遗体进行安
葬。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人民政府
把他的遗骨移葬于广州银河革命公
墓。

为了纪念林伟民及他所领导的工
人运动，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建立了
林伟民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迹陈列
馆，馆内设有林伟民陈列馆、中国早
期工人运动史迹陈列馆等。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文化服务中
心副主任郭圣希说，陈列馆自2017年
1 月开馆以来，先后接待各类参观团
体 237 个，累计参观人次 2 万多人，
陈列馆已是珠海市党员、群众红色革
命教育的重要场所，是珠海市党史党
性教育基地，并入选广东省首批红色
革命遗址重点建设示范点。

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的卓越领袖——林伟民

新华社福州5月 10日电 （记者
刘娟）在福州闽江畔，一幅革命浮雕
颇为抢眼，上面刻画着中国共产党早
期工人运动领袖王荷波开展工人运动
的事迹，一股信念感“穿透”黄岗岩
扑面而来。

“他是一个信念极其坚定的人。
革命早期，事业能不能成功，完全是
一个未知数。很多人因为害怕、犹豫
走向了歧路，而他则到临牺牲的那一
刻依然十分坚定，并留下遗嘱‘希望

党组织教育我的子孙不要走与我相反
的道路’。”王荷波的侄孙王飞说。

在众多为国捐躯的革命英烈中，
王荷波的名字也许鲜为人知。然而，
这位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
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的人生经历、
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品重柱
石”的共产党员本色却永垂青史。

王荷波，原名王灼华，1882年出
生于福州。1916年，王荷波考入津浦
铁路南段的浦镇机厂。1922年6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浦口党小组成
立，王荷波是负责人之一。在他的组
织领导下，很快成立了浦口铁路工
会。王荷波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从
不乱花大伙一文钱，深得工人群众的
信赖。在他40岁生日时，工友们送他
一块大红绸，上面写有“品重柱石”
四个大字。

1923年1月底，王荷波代表津浦
路铁路总工会筹备组到郑州出席京汉
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随后又组织津
浦路沿线工人举行罢工，有力地支援
了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

1923年6月，王荷波赴广州出席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
中央执行委员。9 月，王荷波被增补
为中央局委员。

1925年1月，王荷波在上海参加
了党的四大，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
员。同年2月，王荷波当选为中华全
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5 月，当选为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1926年2月主持召开了全国铁路
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5 月出席第
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继续被选为中华
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1927 年 3 月，王荷波与周恩来、
罗亦农等一道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第
三次武装起义。5 月，党的五大在党
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
委员会，王荷波当选为首任主席。

1927年八七会议上，王荷波当选
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并担任北方局
书记。会后，被派往北京领导北方党
的工作，他拟定了工人武装起义计
划，秘密建立北京总工会，发展会
员。由于叛徒出卖，王荷波于10月18
日被捕。

1927 年 11 月 11 日，王荷波被军
阀张作霖下令枪杀，壮烈牺牲，时年
45岁。

如今，王荷波离我们而去已有91
年，但他的精神仍然在鼓舞着后来
者。2017年，话剧《王荷波》在多地
上演，该剧编剧赵瑞泰说：“有的人
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
还活着，王荷波是后一种人。”

剧终时，“王荷波”深情地嘱托
道：“再见了，我的亲人们；永别
了，我的同志们！当你们以后过上了
我们曾经奋斗追求的幸福日子，要珍
惜啊！”台下，一位年轻党员热泪盈
眶：“王荷波为了信仰不惜牺牲一
切，时代在发展，现在生活好过了，
但初心不能忘。”

“品重柱石”王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