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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石家庄7月26日电 “我
大爹 （伯父） 生前总讲，只要革命不
成功，他就不结婚，不考虑个人问
题。他始终坚信革命终将成功，人民
终得幸福生活！”每当提及伯父，谷雄
一的侄女谷玲肖不由得肃然起敬。她
说：“永远不要忘记先人，珍惜他们流
血牺牲换来的美好幸福生活。”

谷雄一，1905 年出生于河北省安
国市，1921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读
书期间，他立志为劳苦大众谋幸福，
并立下誓言：“卧薪薪能刺吾心，尝胆
胆能壮吾志，有志竟成！”

1925 年夏，谷雄一到冯玉祥部西
北陆军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到国民
联军方振武部任参谋，1926年冬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
被迫离开国民联军。1928年夏被派到
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筹办的河北军事
政治学校任教，任区队长。

1929 年 7 月，根据党组织需要，
谷雄一着手负责中共北方局军运工
作，在华北各派系军队中开展党的军

运工作。在计划发动唐山兵变时，因
消息走漏，兵变失败，1930 年 5 月，
谷雄一在天津被捕。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
谷雄一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在寄出的
家书里写道：“金钱不能动吾心，权
威不能动吾志。吾早有坚定的政治信
念……”1930 年 9 月经党组织营救出
狱。后任中共山西省委委员兼军委书
记。

1931 年 7 月，根据中共山西省委
的决定，谷雄一和赫光一起领导山西
平定地区国民党军高桂滋一个团举行
起义。起义后，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
军第24军，谷雄一任政治委员。率部
转战至河北省阜平县，攻占县城，发
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中华苏维埃阜平
县政府，这是华北地区诞生的第一个
人民政权，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
惧和震惊。

8 月 10 日，国民党军石友三部诈
降，谷雄一等前往慰问，遭敌伏击，
不幸被捕。

1931 年 8 月 12 日，谷雄一被押解
到北平陆海空军司令行营军法处。在
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
凛然，视死如归。8月中旬，谷雄一被
枪杀于北平西直门护城河边。就义
前，他面不改色，高呼：“中国共产党
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时年26
岁。

英雄虽逝，然精神长存，泽被后
世。

谷雄一：少年热血为国洒
大义凛然死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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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7月27日电 黄公
略，1898年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个农民
家庭。1916 年参加湘军，当过排长、
连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攻占
武昌城等战斗中立有战功。同年底入
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1927年参加广
州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 7 月，黄公略同彭德怀等
领导平江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
军十三师四团党代表，后任红五军第
二纵队纵队长。同年11月红五军主力
开赴井冈山后，他率部留在平江、浏
阳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
建湘鄂赣苏区。1929 年 9 月任红五军
副军长，参与制定和指挥红五军向北
开辟鄂东南地区，向南打通与湘赣苏
区联系的作战行动，扩大了湘鄂赣苏
区。

1930 年 1 月，黄公略调任红六军
军长，率部在赣西南地区艰苦作战，
发展革命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使
分散的游击区连成大块的革命根据
地。7 月任红一军团第三军军长。8
月，在奇袭湖南浏阳文家市的战斗
中，指挥红三军奋勇作战，歼灭国民

党军三个团又一个营，取得红一军团
成立后的第一个大捷。后来，在战醴
陵、攻吉安的战斗中，红三军都发挥
了重大作用。当时，黄公略以其出色
的军事才华和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在
苏区军民中享有崇高威信，与朱德、
毛泽东、彭德怀被并称为“朱、毛、
彭、黄”。

在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
剿”中，黄公略坚决执行诱敌深入的
战略方针，指挥红三军英勇作战，屡
建战功。在龙冈战斗中击退国民党军
第十八师的连续进攻，在富田战斗中
歼灭敌军第二十八师等部，在老营盘
战斗中歼灭敌军第九师独立旅。

1931 年 9 月 15 日，黄公略率部参
加方石岭追击战。在指挥部队转移途
中，于吉安东固六渡坳遭敌机袭击，
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3岁。为纪念黄
公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置公略县，将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命名为公
略步兵学校。

毛泽东曾在其著名诗词 《蝶恋
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写道：“赣水那
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足见其
对杰出的红军将领、军事家黄公略的
信赖和倚重。

湘潭市地方史志研究学者何歌劲
说：“黄公略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
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在革命斗争中
表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气魄和革
命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深
深融入湘乡人民的血液，成为湘乡厚
重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杰出的红军将领——黄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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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7月28日电 李超
时，1906 年出生于江苏徐州邳州市碾
庄镇才庄村。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
成绩考入省立第十中学，接受了马列
主义思想，与郭子化等人一起进行学
生运动。1926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曾任共青团徐州地区学运书
记，同年冬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学习，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夏，李超时参加讨伐夏斗
寅叛军的战斗。同年秋他被派回家乡
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发动和组织群
众，建立中共基层组织。被派到东海
建党后，李超时成立了中共东海县特
别支部，先后任中共东海县特别支部
书记，东海县委书记和东海中心县委
书记。

1929 年 秋 ， 李 超 时 调 任 中 共
（南）通海（门）特委书记，与时任中
共 （南） 通海 （门） 特委委员何昆等
领导改编当地游击队和整顿农民武
装，指挥游击队先后取得卢家庄、四
甲坝、四扬坝等战斗的胜利，有力推
动了该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1930 年
春李超时与何昆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

军第14军，何昆任军长，李超时任政
治委员。

何昆在江苏如皋西南老户庄战斗
中牺牲后，李超时任军长兼政治委
员，领导整编部队，整顿纪律，加强
军政训练。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工农
红军第14军运用游击战术多次挫败国
民党军的“进剿”，领导开辟通海游击
区。

1931 年 6 月，李超时与妻子吕继
英一起在镇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面
对敌人的种种酷刑和威逼利诱，他坚
贞不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叶楚伧亲
自劝降，他严词痛斥。9 月 19 日在镇
江北固山英勇就义，年仅25岁。

“我们牺牲了，江北的工作是不
会完的，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
产党一定会胜利，活着的一定要斗
争。”这是李超时在牺牲前留下的遗
言。

为纪念李超时，2006 年徐州市在
邳州碾庄镇才庄村建立李超时纪念
馆。纪念馆占地30余亩，建筑面积约
2000平方米。

忠魂励后世，沃土花更红。李超
时牺牲后，他的精神激励后人前赴后
继、英勇战斗。作为省级烈士纪念设
施、徐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
馆每年都吸引大批参观者前来学习瞻
仰，烈士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
人。“李超时烈士的一生虽然短暂，但
却是革命、奋斗、英勇的一生，我们
就是要学习他不怕牺牲大无畏的精
神，并将这种精神一代代传下去。”李
超时纪念馆馆长杨金歌说。

李超时：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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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成都7月29日电 李硕
勋，生于1903年。四川高县人。早年
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在上海大学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期
间，李硕勋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被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和全国学
生联合会会长。还以学生代表的身份
参加领导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 （中共
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 的工作，推
动了声势浩大的罢课、罢工、罢市斗
争。1925年至1926年，他先后主持召
开了第七、八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1926年冬，李硕勋受党派遣来到
武汉，先后任中共武昌地委组织部
长、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不久就被
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任第25师政
治部主任。1927年春率师主力之一部
继续北伐，在河南上蔡战役大败奉
军，后又回师武汉，参与平定夏斗寅
叛乱。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任第11
军第25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起义
部队南下广东途中，参与指挥会昌战
役并取得胜利。

1927 年 10 月，李硕勋受朱德委

派，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起义军情况
后，留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
辗转于浙江、江苏、安徽和上海等
地，先后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
军委书记、省委代理书记，上海沪西
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江南
省委军委书记等。这一时期，他根据
党的指示，在白色恐怖的核心地带，
发动了大大小小数十次起义和战斗。
仅1930年一年时间，他在江苏就先后
组建起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15军和
17军，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
献。

1931年春，党组织决定调李硕勋
去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7军政委。5月
下旬到达香港，因病留在香港。不久
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同年7
月在去琼州 （今海南岛） 指导工作的
途中不幸被捕。

不论敌人如何严刑拷打，他除了
“我是共产党员”的回答外，没有吐露
半点党的秘密。敌人打断了他的腿
骨，打烂了他的皮肉，仍无法让铁骨
铮铮的李硕勋低下高贵的头颅。他在
狱中给妻子赵君陶写信，表达了视死
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对妻儿的至深情
感、无限期望。

1931年9月16日，李硕勋被敌人
用竹筐抬到海口市东校场，英勇就
义，牺牲时年仅28岁。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曾为李硕勋
烈士题跋写道：“硕勋同志临危不屈，
从容就义，是人民的坚强战士，党的
优秀党员。”邓小平为他亲笔写下“李
硕勋烈士永垂不朽”！

铁骨铮铮李硕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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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曾士峨烈士的侄孙，负责管理曾士峨
烈士陈列馆。他说，他不仅管理陈列馆
这几间房子，更是在守护曾士峨为了理
想而奋斗不止、不怕牺牲的精神。

曾士峨，1904 年生，湖南益阳
人。1923年入益阳信义大学，开始接
受进步思想。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长
沙三分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1926年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独
立一师学生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任连长。
北伐到武汉后，转入我党控制的第二
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

1927 年 9 月随警卫团参加毛泽东
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营参谋
长。三湾改编后任工农革命军 （后称
工农红军） 第一师一团特务连连长，
1928 年 5 月任红四军三十一团三连连
长，率部参加龙源口战斗和黄洋界保
卫战，屡立战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1929年1月任三十一团一营营长，3月
任红四军三纵队七支队支队长，不久

任三纵队参谋长。率部参加大柏地、
长岭寨、白沙、上杭等战斗，英勇作
战，身先士卒。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艰
苦战争环境中，他始终充满革命乐观
主义精神。在致亲友的信中写道：“士
峨离家四载有余，虽奔波南北，历尽
千辛，然为大众之生息，常觉无形的
快慰，精神爽奋。”

1930 年春曾士峨任红四军二纵队
司令员，同年夏任红四军参谋长兼第
二纵队司令员、红四军第十一师师
长。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一、第二次
反“围剿”。1931年8月，在第三次反

“围剿”作战中，率部参加莲塘、良
村、黄陂战斗，取得重大战果。在高
兴圩战斗中，他率部坚守竺高山阵
地，与精锐之敌展开顽强争夺。9月8
日，当敌人向红四军指挥所逼近的危
急时刻，他率领全师以党员和排以上
干部为核心的敢死队冲向敌阵，壮烈
牺牲，年仅 27 岁。毛泽东深情地说：

“曾士峨同志的牺牲是英勇的。他是在
最关键的时候牺牲的。他亲自带部队
冲锋，改变了战况。”红军总政治部向
全军发出向曾士峨学习的通令。

青山巍巍埋忠骨。1987 年，益阳
市为纪念曾士峨烈士，激励子孙后代，
在会龙山公园修建了曾士峨烈士纪念
碑，以表达家乡人民的无限怀念之情。

如今，每到清明节，益阳市各级
政府、机关、学校等都会来敬献花
篮、花圈。平日里游客上山，也都会
到曾士峨烈士纪念碑前瞻仰，鞠躬致
敬。烈士的精神在感动和影响着一代
又一代人。

曾士峨：为大众之生息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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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郑州7月31日电 16 岁
加入中国共产党，20岁任河南商南团
委书记，21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
军第三十二师师长，牺牲时年仅 23
岁。这就是豫东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
周维炯短暂又辉煌的一生。

周维炯，1908 年生于河南商城上
楼房（今属安徽金寨）。1923年入商城
笔架山甲种农业学校读书，开始接受
马克思主义。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6年底受党组织派遣，入武汉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夏回
家乡，以教书做掩护，开展农民运
动。后任商南团委书记。

1928 年春，周维炯奉命打入丁家
埠民团，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他以民
团军事教练的身份，积极做士兵的工
作，并在民团中成立了党支部，任党
支部书记。

1929 年在商城南部、罗田北部和
麻城东北部划为特别区时，周维炯任
特别区委委员。5月6日参加领导以丁
家埠民团为主发动的商南起义，成立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

他任师长。他与党代表徐其虚率部打
退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军多次进攻，壮
大红军力量，发展农会和赤卫队，领
导创建豫东南苏区。后率部策应六霍
起义，为红三十三师和皖西苏区的建
立做出了贡献。

“大别山，峰连峰，出了个英雄
周维炯。打入民团闹暴动，闹得满天
红！”鄂豫皖边区流传下来的这首民
歌，记录了周维炯这一时期的革命事
迹。

从1929年下半年起，周维炯率红
三十二师和红三十一师紧密配合，接
连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鄂豫边和豫东南
苏区的三次“会剿”，巩固和扩大了革
命根据地。

1930 年 4 月，鄂豫边、豫东南、
皖西三个地区的党组织，根据中共中
央指示，组成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
鄂豫边特别区委员会，并将红十一军
改编为红一军。同年5月起，周维炯任
红一军第二师、第三师师长、红四军
第十一师师长，参与指挥攻克霍山、
英山、光山等县城的战斗，率部参加
鄂豫皖苏区第一、二次反“围剿”和
蕲黄广地区作战。

1931年3月在鄂豫皖红军全歼国民
党军第三十四师的双桥镇战斗中，率所
部第三十三团和第十师第二十八团，迅
猛插入国民党军指挥中心，使其指挥失
灵，对战斗全胜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反对张国焘“左”倾冒险计
划而遭诬陷。周维炯1931年10月被杀
害于河南光山新集（今新县），年仅23
岁。

豫东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周维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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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武汉8月1日电 距离湖
北红安县城25公里的鄂豫皖苏区中心
烈士陵园，周边群山起伏，青松叠
翠。陵园的烈士墓区庄严肃穆，环境
优美。曹学楷烈士墓就安放在这里。

曹学楷烈士的外孙女方建荣每年
清明和春节都会来到这里，到外公的
墓前扫墓。她说，共产党人的初心就
是为人民谋幸福，革命烈士为革命抛
头颅、洒热血，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
每一位共产党员学习。

曹学楷是黄麻起义领导人，鄂豫
边红军和苏区创建人。1898年生，湖
北黄安 （今红安） 人。1918年考入武
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23年入
武汉中学学习，参加过爱国学生运
动。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 8 月，曹学楷回到家乡，
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中共基层组织
和农民协会，任中共七里坪区委书
记，是黄安县农民协会主要负责人，
领导农民义勇军和自卫军，与土豪劣

绅做斗争。1927年11月，参与领导黄
麻起义，任起义胜利后成立的黄安县
农民政府主席。他在就职演说中宣
布：“现在是劳农的世界，无产阶级的
世界了。”起义受挫后，他随工农革命
军鄂东军余部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一
带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初，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
农革命军第 7 军，曹学楷任军委委
员。1928 年 5 月起，参与领导开辟柴
山保苏区。他主要负责地方工作，动
员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支援前方作
战。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
列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对
敌斗争中，除首恶者必办外，对民愤
不大的上层人物采取中立政策，尽量
缩小打击面；对中小地主暂实行减租
减息，不急于分配土地；充分利用当
地红枪会、土著武装和军阀部队的矛
盾，对其进行分化、瓦解和争取工
作。按照这些政策和策略，他带领干
部深入群众，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工
作，取得了显著效果，对建立以柴山
保为中心的鄂豫边苏区起了重要作用。

1928 年 7 月后，曹学楷历任中国
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参谋长、中共鄂
东 （后为鄂东北） 特委委员、鄂豫边
革命委员会主席、鄂豫边红军总预备
队政治委员、中共第 1 军前敌委员会
委员、第4军11师政治部主任、第13
师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了鄂豫皖
苏区第一、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10月，在“肃反”中曹学
楷被错杀于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黄麻起义领导人——曹学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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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宁 8月 2日电 李明
瑞，1896年生，广西北流人，1930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百色起义和龙州
起义领导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
员。

1918年，李明瑞进入滇军讲武堂
韶关分校学习，1920年毕业后任桂军
排长，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因军功显著升任连长、营长、团长等
职。1925年冬，李明瑞率部参加讨伐
军阀邓本殷的南征战斗。

在北伐战争时期，李明瑞先后任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师长、副军
长，率部转战湘、鄂、赣、皖、苏等
省，参加贺胜桥、箬溪、德安、王家
铺、龙潭等战役战斗，屡建战功，被
誉为北伐“虎将”。

1929 年 4 月，蒋桂战争爆发，李
明瑞以拥护蒋介石为名倒戈桂系。同
年 5 月，李明瑞率部回到广西，就任
军事特派员、第四编遣区主任、广西
绥靖公署主任，与广西省政府主席俞
作柏一起主政广西。同年10月，李明
瑞与俞作柏举旗反蒋，后因部下叛变

失败。反蒋失败后，李明瑞受中国共
产党影响，毅然投身革命，决定移师
百色、龙州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他对所部官兵说：“革命，跟共产党
走，这是我们唯一要走的路。”

1929 年 12 月与翌年 2 月，李明瑞
与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等领导百
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苏
区，任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

1930年11月，红七军和红八军一
部在河池整编决定北上。李明瑞、张
云逸率领主力从河池出发，转战千
里，先后历经激战梅花村、强渡乐昌
河和崇义突围等战斗，并于1931年春
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

1931 年 4 月任河西总指挥部总指
挥，统一指挥在赣江以西的红七军、
红二十军和独立一师。李明瑞率部在
河西击溃安福县守敌，连克茶陵、安
仁、攸县等城，有力配合中央红军取
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5 月，李明瑞任红七军军长。7
月，率部东渡赣江，历经大小战斗百
余次，在江西于都桥头圩与中央红军
主力会师，受到中央红军总政委毛泽
东和总司令朱德的接见和嘉奖。在参
加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李明瑞
率领红七军配合友军东进全歼黄陂守
敌毛炳文师两个团。9月，红七军全歼
韩德勤五十二师。第三次反“围剿”
胜利后，红七军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三
军团。

1931 年 10 月，李明瑞在“肃反”
中被错杀于江西省于都县，时年 35
岁。1945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明瑞：举旗左右江 永远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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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安8月3日电 汪铭，
陕西神木人，生于 1903 年 4 月。1922
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开
始阅读 《新青年》《向导》 等进步刊
物，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1925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同年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
年冬，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成
立，汪铭任地委技术书记，在学生和
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和党
的组织。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阎锡山在
山西实行“清党”，太原笼罩在腥风血
雨中。汪铭临危受命，化名王德昌，
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秘密往返太
原、晋中等地开展工作，恢复和重建
党的组织。1928 年夏，汪铭任中共山
西临时省委委员。1929 年 2 月，任中
共山西省委书记。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山西党组
织和中共山西省委多次遭到破坏。
1928 年底，汪铭秘密赴上海，向党中

央汇报请示工作，并送上 《汪铭来的
任务与对中央的要求》 的书面报告。
1929 年 3 月 25 日，周恩来起草了 《中
央给顺直省委并汪铭同志的信》，为
在白色恐怖下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
在白区开展党的工作指明了正确方
向。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中共顺
直省委的决定，在中共山西省委再次
遭到破坏的情况下，1929 年 4 月，中
共太原市委成立，汪铭任书记，同时
担任中共顺直省委驻山西特派员，负
责指导山西中路地区党组织。针对山
西党组织屡遭破坏的严重局势，汪铭
根据党中央和顺直省委的指示，领导
党组织在太原及河东运城一带的工
厂、农村、学校和军阀军队中进行了
大量艰苦的工作，为恢复和重建党的
组织，发展工人、农民运动及兵运工
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9 年 7 月 21 日，由于叛徒出
卖，汪铭不幸被捕。敌人对他施行了
压杠子等种种酷刑，逼他供出党组织
和党员名单，他严词拒绝，始终严守
党的秘密。他对狱中难友们说：“敌人
无论怎样对付你，你都不能供别人，
没有生还的希望，就坚定地死，决不
能用同志的生命来保全自己！”

1931年10月31日，汪铭被敌人押
往刑场。临刑前，他昂首挺立，大义
凛然，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
义。年仅28岁。

为了纪念汪铭，1988 年，神木县
政府在烈士陵园为其建立了雕像。

汪铭：艰难何所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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