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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5月 11 日电 （记者
廖 君） 每年的清明节、国家公祭日，
武汉市黄陂区广大党政干部、师生都
会到黄陂区六指街甘棠铺社区潘家堰
湾，为黄麻起义总指挥潘忠汝扫墓。
位于甘棠铺社区办公楼二楼的陈列室
自2014年6月开馆以来，共接待了5万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原文化站站
长王新元参与了筹备陈列室的全过

程。他介绍说，占地120多平方米的展
室是甘棠铺社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展示了潘忠汝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展品里既有潘忠汝生前在黄埔军校读过
的书、一些合影，也有烈士后人珍藏的
遗物。其中有一块银元是潘忠汝毅然投
身革命后唯一留给家人的东西。

潘忠汝，1906 年生，湖北黄陂
人。自幼喜习武术。1924 年考入由董
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昌创办的武汉中
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
加进步学生运动。

1926 年，潘忠汝进入武汉中央军
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7 年被派到湖北黄安 （今红
安） 任县公安局军事教练，从事秘密
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带领公
安局部分人员和枪支加入黄安县农民
自卫军，任大队长，率部活动于七里
坪、紫云、乘马等地，与地主民团和
反动红枪会作斗争。

1927年11月13日，潘忠汝与吴光
浩、戴克敏等领导黄麻起义，率领农
民武装攻占黄安县城。14日晨攻克黄
安县城，全歼守城正规军及警备队，
活捉国民党县长郭守忠等。随后，黄
安工农民主政府成立，黄、麻两县农

民自卫军组编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
军，潘忠汝担任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
令。他在检阅时发表演说：“我们不仅
要打下一个黄安城，我们还要打遍大
别山，打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
路，打出我们的江山。”

1927 年 12 月 5 日，国民党军一个
师夜袭黄安，潘忠汝率城里的第一路
军抵抗，由于敌众我寡，我军决定突
围。潘忠汝让副总指挥吴光浩带领部
队突围，自己则带领少部分人断后。
面对不肯离去的战友，潘忠汝严厉地
说：“这是命令，不许再争，赶快撤！”

潘忠汝左手握着盒子炮，右手挥
舞大刀，带领战士猛打猛冲。为了保
存这支新诞生的革命武装，他前后六
次进出城门，掩护战友突围。当他第
七次护送战友往外冲时，不幸腹部中
弹，鲜血直流，一截肠子都冒出来。
潘忠汝强忍剧痛，一手按住冒出来的
肠子，一手挥刀砍杀敌人。他边冲杀
边高呼：“同志们，为了革命的胜利，
狠狠地打呀！”最终，因流血过多，壮
烈牺牲，年仅21岁。

潘忠汝曾在一首自勉诗中写道：“尧
天舜日事经过，世态崎岖要整磨。不肯
昏庸同草木，愿输血汗改山河。”这片山
河，也一直记得潘忠汝的忠贞血汗。

潘忠汝：六出城门“大无畏”

新华社南京5月 12日电 （记者
邱冰清） 江苏省常州市清凉路上，
坐落着一座二进三开间江南老式居
民 建 筑 ， 这 就 是 英 烈 张 太 雷 纪 念
馆 。 这 里 以 张 太 雷 革 命 足 迹 为 线
索，通过油画、实物、照片等史料
展现了他革命、光辉的一生，也诉
说着人们对他的思念与牵挂。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1898 年 6
月生，江苏武进人。1915 年考入北
京大学，同年冬转入天津北洋大学
（现天津大学） 法科学习。因立志
化作“惊雷”，冲散阴霾，改造旧
社 会 ， 后 将 名 字 改 为 张 太 雷 以 铭
志。

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张
太雷积极投身其中，成为天津地区
爱国运动的骨干之一。在运动中，
张太雷与景仰已久的李大钊建立了
联系。在李大钊影响下，张太雷开
始接触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
了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协助其开展创建中国共
产 党 的 工 作 。 1920 年 10 月 ， 张 太
雷和邓中夏等一起加入李大钊发起
成 立 的 北 京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早 期 组
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
一。

此后，他与邓中夏一起积极开
展工人运动，到长辛店组建劳动补
习学校，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
的第一批骨干。从 1921 年春开始，
张太雷先后赴苏联工作、学习，任
共产国际远东处中国科书记，并多
次陪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会
见李大钊、陈独秀等，参与创建中
国共产党的活动。

1924 年春，张太雷按党的要求
回国，担任团中央总书记，出席党
的 四 大 并 当 选 为 中 央 候 补 执 行 委
员，同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
宣传部长等职。

1927 年 4 月至 5 月，张太雷出席
中共五大，尖锐地批评陈独秀右倾
错误；7 月中共中央改组，任中央
临时政治局五名常委之一；八七会
议后，被派往广东工作，担任中共
广 东 省 委 书 记 兼 广 东 省 委 军 委 书
记、中央南方局书记兼南方局军委

委员。
张太雷一到广东，立即研究制

定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并发起组
建了广州起义指挥机构——革命军
事委员会，担任委员长。正当准备
工作紧张进行时，起义消息泄露。
张太雷当机立断，广州起义的枪声
于 1927 年 12 月 11 日凌晨提前打响。
在张太雷主持下，成立广州苏维埃
政府，并任代理主席、人民海陆军
委员。

12 月 12 日 ， 广 州 起 义 的 第 二
天 ， 敌 军 攻 占 了 起 义 军 的 重 要 阵
地，并分兵直扑起义军总指挥部。
张太雷闻讯，立即乘车赶赴前线指
挥 战 斗 。 车 在 行 驶 中 遭 到 敌 人 伏
击，张太雷身中三弹倒在插着红旗
的 敞 篷 汽 车 中 ， 壮 烈 牺 牲 。 临 终
前，他向战友们嘱托：要和敌人战
斗到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用
自己短短 29 年的生命历程践行了

“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铮铮誓
言。

斯人已逝，英魂永存。
“为天下人谋永久的真正的幸

福是太雷同志矢志不渝的志向。”常
州三杰纪念馆、常州名人故居管理
中心研究馆员黄明彦说，他在当时
有很多思潮的情况下选择了共产主
义，并用一生去践行，不怕牺牲，
以卓越的才华、高昂的热情和年轻
的生命奉献于中国革命事业，显示
了其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共产主义理
想力量的强大。

张太雷：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

新华社郑州 5月 13 日电 （记者
李丽静） 明亮的灯光投射到展板，一
张黑白照片，浓密的短发，挺直的鼻
梁，年轻英俊的脸庞，参观的人群怀
着崇敬的心，纷纷在青年烈士杨超的
展板前驻足。

在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每天
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青年烈士杨
超的事迹，布置在第二展厅。

杨超，1904年12月出生于河南省
新县，5岁时随家迁居江西省德安县。
7岁起先后在德安木环垄陈氏私塾和郭
氏私立沈毅小学读书。杨超出身于地
主家庭，家里雇有十余个长工，对压

迫、剥削的旧社会有较多的认识，他
曾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中国地大物
博，为何不富强，盖因未得到改革之
道，我当竭力为此奋斗。”

杨超 1921 年考入南昌心远中学，
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和同学
袁玉冰、黄道、方志敏等组织革命团体

“改造社”，后因积极参加“改造社”进
行的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1923年秋，
杨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同
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
月，发表《改造中国的一条道路——革
命》一文，大声疾呼无产阶级革命。随
后，进入北京大学就读。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杨超在北
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帝
爱国运动，结识了革命宣传家和活动家
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并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杨超把入党的
喜事告诉妻子李竹青，为避免暴露，以

《有感寄李竹青》为题，写了一首诗：
革命原知事意成，书生有路请长缨。
鲲鹏却爱天涯远，不听山阳夜笛声。
同年，杨超利用寒暑假回江西从

事革命活动，并于这一年冬组织了德
安最早的一个工会——德安柴炭工人
工会。1926 年夏，党组织派杨超回江
西工作，任中共江西地方委员会委
员。12月，中共德安县第一次党代会
选举杨超为县委书记，领导群众积极
策应北伐军进军。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后，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中，大批
共产党员被杀害。杨超领导德安人民
进行了坚决的反蒋斗争。1927 年 7 月
21日，杨超出席中共江西省第一次党
员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委员。7月25
日，他组织召开了中共德安县第二次
党员代表大会，贯彻省委精神，讨论
应变策略，采取紧急措施，从而使党
的革命力量未受到严重破坏。南昌起
义之后，国民党反动当局疯狂反扑，
德安陷入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杨超遭到通缉，但他继续率领德安农
军开展武装斗争。

1927年10月，杨超奉党组织之命
到河南开展工作，参与组织领导革命
斗争。12月23日，杨超出席党的武汉
会议后返回江西，途中被国民党特务
发现。为了引开敌人、保护同行的战
友，杨超不幸被捕。敌人抓获杨超如
获至宝，连夜开庭审讯，对他严刑拷
打，威逼利诱，企图从他的口中得到
党组织的秘密。面对凶恶的敌人，杨
超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宁死不屈、忠
于党的崇高气节。敌人无计可施，于
1927年12月27日残酷地将他枪杀于南
昌德胜门外下沙窝。临刑前，杨超面
不改色，引吭高诵就义诗：

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杨超牺牲时年仅23岁，但他那坚

定的革命信念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至今仍为后世所景仰。

杨超：革命何须怕断头

新华社南昌5月 14日电 （记者
李美娟） 江西省泰和县老营盘镇五
丰村附近的山腰上，袁玉冰烈士墓
就 在 他 出 生 地 的 那 一 片 青 山 环 抱
中 ， 墓 碑 上 写 着 “ 革 命 事 业 立 千
秋，烈士精神传万代”。五月的雨丝
丝缕缕地落在苍松翠柏上，诉说着
英雄的事迹，令人肃立而思。

袁玉冰，1899 年出生，江西泰
和县人。1922 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
系，并很快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运
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后经李大钊

介 绍 ， 加 入 了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青 年
团，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 年春，袁玉冰受党组织委
派从北大回到南昌工作，从此走上
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在南昌，他
与 赵 醒 侬 、 方 志 敏 等 一 起 组 织 了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民权运动
大同盟”两个公开群众团体，并担
任民权运动大同盟交际部主任，领
导江西民众开展反对反动军阀的斗
争。

1924 年 3 月，中共中央调袁玉冰
到上海工作。同年8 月，受党组织派
遣，袁玉冰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
学习。1925年8月按党的指示提前回
国 ， 任 共 青 团 上 海 地 委 宣 传 部 主
任、地委书记，为后来北伐军胜利
进军江浙地区做了大量工作。

1926 年 10 月，袁玉冰参加上海
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年底，奉调
回江西工作，担任共青团江西区委
书记，并主编团的刊物 《红灯》 周
刊，使之成为宣传革命理论、反击
国 民 党 新 右 派 进 攻 的 重 要 舆 论 阵
地。后任中国共产党江西区委宣传
部长、区党委书记等职。

“袁玉冰是江西地方党团组织
的 创 始 人 之 一 ，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先
驱。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
传播做出了贡献。”泰和县史志办主
任刘捷说，“他威武不屈、富贵不

移，为实现崇高理想不惜抛头颅、
洒 热 血 的 精 神 ， 是 共 产 党 人 的 楷
模。”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全国各地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大
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积极分子
惨遭杀害。在这危难时刻，袁玉冰
毫无畏惧，于 5 月 16 日写下 《蒋介
石政府的危机》 一文，深刻揭露蒋
介石“清党”的实质，痛斥其镇压
工农运动和叛变国民革命的种种罪
行，号召人民奋起反抗，为自由而
战，为解放而战。

不久，袁玉冰被任命为中共九
江地委书记，他不惧危险，出生入
死 ， 积 极 组 织 赣 北 秋 收 暴 动 。 11
月，袁玉冰调任赣西特委书记，在
吉安准备组织暴动。12 月 13 日，袁
玉冰化装进入南昌向省委汇报工作
时，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敌
人对他威逼利诱，用尽各种酷刑，
他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12 月
27 日，袁玉冰在南昌下沙窝刑场英
勇就义，时年28岁。

“听前辈们说，爷爷非常爱学
习，为了学习他什么苦都能吃，脚
磨起了血泡用盐水泡一泡，再继续
赶路。”袁玉冰的侄孙袁登泰说。袁
登泰的儿子袁鑫真诚地表示：“太爷
爷是个‘大人物’，我也要像他一样
努力读书，为社会做贡献。”

袁玉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新华社天津 5月 15 日电 （记者
尹思源） 五月的七里海，草木竞秀，
百鸟云集。一百年前，于方舟就是在
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也
曾在这里躲过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于方舟原名于兰渚，1900 年 9 月
15日生于直隶省宁河县 （现为天津市
宁河区） 俵口村一个农民家庭。幼年
时，母亲常给他讲述林则徐、关天培
等抗英故事和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英勇
事迹，使他受到了反帝爱国的启蒙。

1917 年秋，于方舟考入天津直隶
省第一中学。中学时期，于方舟面对
神州破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况，自
警道：“狂澜四面严相逼，群生彼岸须
舟亟。方舟负任一何重？方舟遭境一
何逆？”遂以“方舟”为名，以此自
奋，愿做“渡人之舟”，把祖国人民从
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于方舟立

即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洪流。
他组织“学生救国团”，任团长，并先
后当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委员、
天津市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9月，他
倡导组织了进步团体“新生社”，创办
了《新生》杂志。

1920年1月29日，于方舟与周恩来
等率天津爱国学生千余人赴直隶省公署
请愿，要求政府释放此前被捕的爱国人
士。学生的正义行动遭到军阀当局的野
蛮镇压，于方舟与周恩来、郭隆真等请
愿代表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与周恩来
等同志一起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全国舆论和天津各界群众声援下，于
方舟等人被反动当局释放。

获释后，学校以宣传“过激主
义”的罪名开除了他的学籍。回到家
乡，面对广大农民终日在饥饿和死亡
线上挣扎的惨状，他开始深入到劳动
群众中去，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
进行革命斗争。为启发农民群众参加
革命斗争，他用易于被农民接受的歌
谣形式，编写破除迷信的小册子并广
为散发。在他的启发引导下，当地农
民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有些农民自
发组成请愿团，到县政府请愿，逐步
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

1921 年暑期，于方舟化名于绍舜
考入南开大学，研究马克思学说并组
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 年，于
方舟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李大钊领导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
团天津地区执行委员会，任委员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于方舟代表直隶
省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
补委员，并任直隶省党部执行委员。

同年，在中共中央和地方区委领导
下，主持成立了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
员会，任书记。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确立了
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各
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10月，北方局
制订了《北方暴动计划》，决定在京津
地区发动大暴动。于方舟以中共顺直
省委组织部部长身份领导了冀东第二
次玉田暴动。在战斗中起义部队遭到
反动民团包围，分散突围时在丰润县
河流沙地区被敌人包围，不幸被捕。
1927年12月30日晚，于方舟被敌人杀
害，年仅27岁。

在天津市宁河区烈士陵园，矗立着
一面独具特色的黑色大理石烈士墓墙，
相关负责人介绍，烈士墓墙宽 48.12
米、高2.7米，宽度象征宁河人民解放
时间，高度代表于方舟烈士牺牲年龄。

烈士陵园内修建了于方舟烈士纪
念馆，馆内陈列着于方舟生前读过的
书籍、撰写的文章、诗文等，再现了
他组建天津共产党、开展学生运动、
领导农民暴动等重要革命活动的历史
画面。

于方舟是天津五四运动杰出的领
导者之一，也是天津早期党团组织的重
要负责人。南开大学于1984年10月17
日建校65周年之际，在图书馆与新开
湖之间的空地上修建了于方舟烈士纪念
碑，以缅怀他在革命中做出的贡献。

南开大学毕业生褚亭如说：“纪念
碑南侧是碧波荡漾的新开湖，北侧是
藏书百万的校图书馆，当年读书时每
次路过这里都会产生一种爱国情怀，
于方舟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发扬革
命传统，成为优秀的南开人。”

于方舟：为有牺牲多壮志

新华社杭州5月 16日电 （记者
唐 弢） 走进浙江上虞丰惠镇小庙弄
6 号，抬眼就能看到一幢典型的明清
庭院式建筑，俗称“王家台门”，坐
南朝北，青砖墙，石库门，这里就
是英烈王一飞的故居。

王 一 飞 ， 1898 年 11 月 17 日 出
生。1910 年，考入绍兴山会初级师
范 学 堂 。 1919 年 ， 受 五 四 运 动 影
响，他前往上海探索革命真理，开
始了革命的历程。

1921 年，王一飞被派往苏联，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 年转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国社
会 主 义 青 年 团 旅 莫 支 部 负 责 人 。
1924年6月，王一飞参加在莫斯科召
开的青年共产国际 （少共国际） 第
四次代表大会。同年 7 月，他以中共
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举
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因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
1925 年初夏，王一飞根据党的指示
回到祖国，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
不久又被任命为上海区委书记，负
责上海和浙江两省的党务工作。在
上海工作期间，王一飞与陆缀雯结
婚。他常对妻子说：“我们的生活是
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
妇之终老牖下，寸步不出雷池者，
不可能，亦不愿！”

北伐战争期间，当北伐军进入
江西战场与军阀孙传芳部激战时，
王一飞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共中央
军 事 特 派 员 的 身 份 赴 江 西 前 线 视
察，加强与北伐军苏联总顾问加仑
将军的联络，多次向中共中央汇报
情况，反映江西战场敌我力量对比
状况，就北伐军继续进军的方针和
部署，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1927 年 1 月，王一飞回到上海
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紧张地投
身于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的 准 备 工 作 。 四 一 二 反 革 命 政 变
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
人，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
主抓军事工作，并以中央军委代表
的身份参加了八七会议，会后被派
往鄂北指导秋收暴动的准备工作。
虽然这次暴动未能实现，但他在鄂
北播下了革命种子，扩大了党的影
响，为后来鄂北革命斗争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

10 月中旬，党中央派王一飞和
罗亦农前往长沙，负责改组中共湖
南省委，并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
省委书记。根据中央指示，湖南省
委决定举行长沙暴动，由王一飞任
总指挥。曾与王一飞在一起工作的
刘英回忆：“在准备长沙暴动的日子
里，一飞同志亲自积极组织联系，
到处奔忙，辛苦万分，但他精神饱
满，意气风发，并经常不断地鼓励
我们。”

12 月 10 日，长沙暴动的枪声打
响了。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
暴动未能成功。长沙暴动失败后，
白色恐怖再次笼罩长沙城。反动当
局 疯 狂 地 搜 捕 共 产 党 员 和 革 命 群
众。1928 年 1 月 11 日，由于叛徒告
密，王一飞不幸被捕。

1 月 18 日，王一飞高呼“中国
共产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的
口号英勇就义。王一飞牺牲后，没
有留下任何财产，只给妻子留下两
人合拍的照片和两人往来的 51 封书
信。

王一飞：不为时代之落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