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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7月5日电（记者 钟泉
盛）位于广西北流市城东北的俞作豫纪
念馆，自1985年建成以来，一直不间断
有来自祖国各地的干部群众前来瞻仰。

“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
流”，这是年仅29岁的共产党员俞作豫
在凶残的敌人面前留下的绝笔诗。为了
保守党的秘密，俞作豫慷慨赴死，英年
早逝，但他的光辉事迹就像一座永远的
丰碑，至今仍在不断影响着后人。

俞作豫，1901 年生，广西北流
人。1918 年，他进入护法军桂系军
队，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讨伐军阀的

战争。1926年7月，随国民革命军第七
军参加北伐战争，任团长。1927 年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俞作豫不满国民党
新军阀的倒行逆施，愤然脱离旧军队，
先后到上海、广州寻找共产党。同年
10 月，他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随
后参加了党领导的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俞作豫按党中央
指示，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形势下，
回到家乡广西北流坚持斗争，先后担任
中共北流县委委员、县委书记，陆续恢
复了北流、玉林、博白、陆川等县党的
组织和农民自卫军。其间，他利用自己
和广西省主席俞作柏是兄弟，和广西编
遣特派员李明瑞是表兄弟的特殊关系，
在军队和地方政府中任用共产党员，发
展党的组织，掌握了部分武装的领导权。

不久，党中央派遣邓小平以及张云
逸等来到广西，组织力量准备武装起
义。邓小平化名邓斌，以省政府秘书的
公开身份掩护活动，与俞作柏、李明瑞
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各种关系
和途径，将共产党员派进军事系统任
职，以争取兵权。

当时张云逸担任警备第四大队队
长，俞作豫担任警备第五大队队长，这
两个大队共有6个营2000余人。根据邓
小平的建议，俞作柏、李明瑞开办训练
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由张云逸兼任总
队长，学员共达1000多人，9个连的干
部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党组织逐步掌握
了军队领导权，为实行武装起义准备了

骨干队伍。同时，在邓小平领导下，以
公开和半公开的方式，恢复和发展各地
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
装。

1929 年 12 月和 1930 年 2 月，在邓
小平、张云逸、韦拔群、李明瑞、俞作
豫等领导下，分别举行了百色起义和龙
州起义，建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
江革命根据地。邓小平任中共前敌委员
会书记兼红七、红八军政治委员，李明
瑞任红七、八军总指挥，张云逸任红七
军军长，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

百色、龙州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
地的建立，给国民党新军阀和帝国主义
势力以沉重打击。1930年3月，敌人纠
集大批军队围攻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俞
作豫率领红八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
众，弹尽粮绝，突围中遭敌人围追堵
截，俞作豫在当地群众掩护下脱险，辗
转到香港寻找党组织。

1930 年 8 月 18 日，因叛徒出卖，
俞作豫在深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至
广州。敌人对俞作豫软硬兼施，妄图从
他口中得到我党组织和红军的情况。面
对凶残的敌人，俞作豫坚贞不屈，大义
凛然，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大无
畏精神：“我就是你们要抓的红八军军
长、共产党员俞作豫！”

1930 年 9 月 6 日，俞作豫高呼着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
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在广州
黄花岗英勇就义。

俞作豫：
凛然大义 热血长歌

新华社台北 7月 6 日电 （记者
查文晔 陈 君） 在台湾南投县仁爱
乡的雾社事件纪念公园里，静静矗立
着一尊高大魁梧的人物石雕，为的是
纪念台湾少数民族抗日英雄莫那·鲁
道。

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 50
年，宝岛各族同胞自发组织起来，在
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顽强斗争，起
义烽火连绵不息，涌现出许多可歌可
泣的民族英烈，莫那·鲁道就是其中
的杰出代表。

莫那·鲁道，1882年生于台湾南
投大山里的雾社部落。这里位于台湾
岛中心位置，到处是深峻的溪谷和起
伏的山峦，森林茂密，物产丰富，莫
那·鲁道和族人世居于此。他强健魁
梧、胆识过人、公道正派，是受到敬
重的部落首领。

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同胞
采取“理番”政策，进行了长达数十
年的屠杀征讨，将他们驱赶圈禁，与
汉族同胞隔绝，派驻日本警察对他们
施行监管统治，收缴武器，掠夺资
源，剥削劳动。

1929年前后，日本殖民当局在雾
社等地大肆掠夺森林和矿藏等资源，
强迫少数民族同胞从事非人的劳动。
由于不堪压榨和凌辱，莫那·鲁道带
领雾社族人，联合马赫坡、波瓦仑、
斯固等多个部落，于 1930 年 10 月 27
日，利用殖民当局搞“神社祭日”、举
办运动会的时机发动起义。他们袭击
日本警察派出所 13 处，杀死日本人
134名，伤26名，夺取枪支180支、弹
药 23000 发，破坏电线和通信设施，
引起巨大震动，史称“雾社起义”。

起义爆发后，日本殖民当局出动
军警1400多人，动用飞机大炮，甚至
使用化学毒气残酷镇压。面对来势汹
汹的敌人，莫那·鲁道率起义同胞凭
借山林险隘顽强抵抗36天。最后一批
起义者烧毁自己的家园后，在马赫坡
社后山岩窟集体自杀。莫那·鲁道英

勇不屈，在山洞内饮弹自尽。据统
计，起义者共有343人战死，包括莫
那·鲁道本人在内有 296 人自杀身
亡。1934年莫那·鲁道的遗骸被发现
后，日本殖民当局残忍地将其曝晒，
后运到当时的“台北帝国大学”当作
研究标本。

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高金素梅
说，1895 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台湾后，
对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发动了 138 次

“剿番战役”，并以“番童特别教育”
对台湾少数民族下一代实施洗脑驯化。

“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起义证
明，反殖民斗争绝不因殖民者的强制
驯化而停止消失。”高金素梅说。

雾社起义给日本殖民统治以沉重
打击，有力鼓舞了两岸同胞的抗日斗
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力量通
过组织集会、发表文告等方式，对起
义进行了声援。“七·七”事变后，
怀着国耻家仇，不少台湾同胞横渡海
峡，回到大陆投入全民族抗日的伟大
斗争。

1973年，莫那·鲁道终于归葬故
乡。如今，他长眠在雾社事件纪念公
园中，除了雕像和墓碑，人们还为他
和牺牲的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立起纪念
碑和牌坊，“碧血英风”、“抗日英
雄”的字样分外醒目。雾社起义虽已
过去80多年，但台湾同胞作为中华民
族一分子抗击外侮所写下的英雄篇章
永远值得铭记。

莫那·鲁道：
胆识过人的抗日英雄

新华社长沙7月7日电（记者 刘
良恒）在湖南省长沙县东北隅，有一个
距离县城约 50 公里的板仓小镇，因为
一位伟大的女性而远近闻名。这位湖湘
女杰、巾帼英雄就是毛泽东同志亲密的
战友和亲爱的夫人——杨开慧。

杨开慧，1901 年出生于湖南长沙
县清泰乡板仓 （今开慧镇开慧村）。父
亲杨昌济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学者、教育

家。1913 年，杨昌济到湖南省立第一
师范教书，杨开慧随父亲迁往长沙，并
在这里认识毛泽东。

1918 年，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
教，又举家北迁。这年9月间毛泽东因
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在这期
间，毛泽东和杨开慧有了更多的接触并
开始相爱。

1920 年初，杨昌济不幸病逝，杨
开慧回到湖南长沙。同年8月，毛泽东
在长沙成立文化书社，杨开慧予以资助
并参与书社活动。1920年冬，杨开慧加
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湖南第
一批团员。就在这时，她和毛泽东在长
沙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结为革命伴侣。

1922 年，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毛泽东在湖南建立了中共湘
区委员会，任区委书记，杨开慧负责区
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身兼秘书、
机要、文印、联络、总务等多种职务，
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1923年4月，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
工作。杨开慧带着毛岸英和毛岸青也来
到上海，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作，并同向
警予一起组织女工夜校。

1925年2月，杨开慧随毛泽东回到
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协助毛泽东创办农
民夜校并担任教员。同年 12 月，杨开

慧离开韶山转往广州协助毛泽东收集、
整理资料，编写文稿，负责联络工作。

1927 年初，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
动进行考察，杨开慧把大量的调查资料
进行分类整理，工整地抄写下来。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按照党的八
七会议指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杨
开慧带着三个孩子回到长沙板仓开展地
下斗争。

1930 年 10 月，杨开慧被捕。敌人
逼问毛泽东的去向，要她公开宣布与毛
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坚定地说，

“牺牲我小，成功我大”，“要我和毛泽
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就义于
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

如今，由杨开慧烈士故居、陵园、
陈列馆以及杨公庙四部分组成的杨开慧
纪念馆，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中
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每年接
待游客130余万人，接待开展党性教育
和主题党日活动的机关单位3000余个。

长沙县委书记曾超群告诉记者，长
沙县干部群众带着对杨开慧烈士的深厚
感情和强烈的责任意识，提出以更高标
准、更实举措、更强保障建设杨开慧烈
士家乡，近年来不断加强板仓小镇建设
力度，打造红色旅游典范。

杨开慧：
“牺牲我小，成功我大”

新华社杭州 7月 8 日电 （记者
唐弢）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第二
厅，陈列着一幅题名为《且向百花头
上开》的红梅图。画面上，一块顽石
突立中央，把一旁的梅树枝条挤压得
低垂着头，而在那低垂着的枝条上，
一朵朵红梅正在顽强地盛开着。这红
梅像极了此画的作者——郭凤韶。

郭凤韶，1911年生于浙江省台州
市临海县。父亲曾是同盟会会员，参
加过辛亥革命。在具有进步、民主思
想的家庭熏陶下，她从小就反对封建
迷信和礼教，怀有拯救祖国和民族的
雄心壮志。

1925年，郭凤韶考入临海女子师
范，参加了由进步青年组织的乙丑读
书社。她阅读了 《新青年》《彷徨》

《呐喊》 等大量进步书籍和刊物，思
想觉悟逐步提高。1926年底，她加入
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反
动当局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读
书社成员，有人劝郭凤韶退社，郭凤
韶却坚定地说：“革命是我第一生
命，我决不退社！”

1929年，郭凤韶考入陶行知创办
的南京晓庄乡村师范学校。1930 年，
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党的
小组长，不久又担任中共南京市委地
下交通员，经常只身往来于市委和晓
庄之间，传递情报和文件。

1930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南京
政 府 制 造 了 骇 人 听 闻 的 “ 四 三 惨
案”。在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下，南
京的爱国学生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反动
暴政的示威游行。郭凤韶负责联络各

大中学校，组织全市学生进行示威活
动。她四处奔走，在街头宣传，与反
动军警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学生的革命行动，使反动当局恨
之入骨。同年 4 月 8 日，郭凤韶所在
学校被反动当局查封，许多共产党员
被捕。郭凤韶秘密转移到无锡，以教
书为掩护继续革命工作。同年 9 月，
她返回南京，准备参加营救被捕的同
志，不幸被特务盯梢逮捕。

在狱中，郭凤韶受尽酷刑，被打
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她始终守口
如瓶。每次从昏迷中醒来，总是怒斥
敌人：“你们想用逮捕、屠杀的办法
消灭共产党，是不可能的！”9 月 26
日，郭凤韶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年仅19岁。

2005年，郭凤韶烈士纪念馆在其
临海故居落成。故居院落里的部分房
间被设计为展厅，展现了郭凤韶文思
敏捷、能歌善画的才华和以生命为
笔、鲜血为墨的精彩一生。楼下展
厅，有她文笔流畅的家书和惟妙惟肖
的画作。

纪念馆工作人员章冬玲说，她常
告诉来访的游客们，今时今日，进步
英烈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依然在为
我们这代人提供强大的“钙”和动力。

郭凤韶：
热血铸就红梅开

新华社长沙7月9日电（记者 刘良
恒）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革命老区湖
南浏阳，涌现了许多革命志士，第一任
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就是其中的一员。

潘心元，又名潘心源，1903年1月
24日出生在湖南浏阳县丰裕伍佳渡（今
浏阳市永安镇丰裕社区）。潘心元自小思

想活跃，1921年夏，他考入长沙市岳云
中学，与田波扬等同乡创办“浏北新民
社”，出版《新民》社刊，宣传马克思主
义思想。192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 年底，中共湘区委员会派潘
心元到浏阳，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
开展革命工作，协助夏明翰建立浏阳第
一个农村党支部。

1926 年 10 月，潘心元主持召开中
共浏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中共浏
阳县委，任书记。1927年2月，组织农
民武装，建立浏阳工农义勇队，任党代
表。同年四五月间，潘心元出席在武汉
召开的党的五大，支持毛泽东等提出的
武装工农的主张。

1927 年 5 月 21 日，马日事变发
生，湖南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潘心元
对妻子说：“我的头是钢铸铁浇的，对
革命是至死不移的。”“革命不成功，我
是誓不罢休的。”

马日事变发生后，潘心元率领近万
名浏阳农军参加围攻长沙的斗争。1927
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出席了
毛泽东在安源召开的秋收起义军事会
议，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党代
表。在陪同毛泽东指挥秋收起义途中路
遇国民党地方武装，他机智勇敢地掩护
毛泽东脱险。

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潘心元
留在平江、浏阳、醴陵地区组建游击
队，与平浏醴特委书记夏明翰一起组织
开展游击斗争。1928 年，任湘东特委
副书记，带领游击队支持彭德怀等领导
的平江起义。同年冬，他任湖南省委委
员、农民部部长。

1929 年，潘心元任中央巡视员，
到湘赣红军中传达党的六大精神。1930
年2月当选为红四、五、六军总前委常
委，曾任红三军代理政委、红一方面军
总前委委员，参加了红军第二次攻打长
沙之战。其间，他多次往来于上海与苏
区之间，传达党中央指示，向中央报告
秋收起义和红军斗争的情况。

1930年8月，潘心元赴上海向党中
央汇报工作，提交了《巡视湘鄂赣三省
红军之报告》。同年9月，由周恩来安
排，潘心元赴浙南地区巡视党务工作和
军事工作，同时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
1930 年12月，因叛徒出卖，潘心元在
浙江省玉环县被捕，英勇不屈，壮烈牺
牲，年仅27岁。

浏阳市党史办主任罗业永告诉记
者，直到20世纪80年代，潘家后人和
浙江当地政府才确认玉环县苔山岛上的
潘姓烈士墓就是潘心元的墓，这时距他
牺牲已经50多年了。

潘心元：
对革命至死不渝

新华社昆明7月10日电 （记者
丁怡全）在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刘厂
镇王家庄有一座白墙灰瓦、古色古香
的“三坊一照壁”民居，这就是革命
烈士王德三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的
地方，如今作为祥云“红色传承”教
育基地的一部分，仍完整地保留着。

王德三，原名王懋廷，字正麟，
1898年7月生于云南省祥云县。1921
年考入北京大学，不久加入中国第一
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
经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 年秋，受中共北方区委派
遣，王德三到陕北建立党组织，是陕
北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和重要领
导人之一。

1925 年，王德三回到北大复学，
先后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北京团地
委委员和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等职，
参加北京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

1927年2月，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
官的王德三受党指派回到云南工作，历
任中共云南省特委、临委、省委书记，
是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
低潮。王德三根据云南地方军阀的实
际状况，继续领导人民开展坚决的革
命斗争。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
1927年底，中共云南省委把工作重心
转移到铁路沿线，在蒙自、个旧厂矿
和滇南农村继续坚持斗争，开展了深
入工农的艰苦工作。

1930年1月，王德三当选为中共
云南第一届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和

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领导云南省各
级党组织和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
的斗争。他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认
真总结党在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教
训，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主张，
启发少数民族兄弟的阶级觉悟。他针
对滇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主持制
定了 《少数民族问题大纲》，这是中
国共产党在云南少数民族工作的第一
个纲领性文件。

1930年11月，因叛徒出卖，王德
三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
逼利诱，他不为所动，写下了感人至
深的万言《遗书》。《遗书》中他这样
对父亲说，“儿非病死短命，是被人压
迫去成仁就义。”“如果要偷生苟活，
那就要做出些无廉耻的事情，那时你
儿子又有什么脸在人世上？”“儿现时
只有拿定主张，把身子献给人类了！”

1930 年 12 月 31 日，王德三在昆
明英勇就义，年仅33岁。

祥云县“红色传承”教育基地管
理中心主任王锦琼介绍，每年都有不
少于3万人，从全国各地来到王德三
故居缅怀英烈。“王德三为革命事业
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为了真理、为了
正义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值得所
有人学习。”

王德三：
云南人民解放之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