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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重庆 8月 12 日电 王
良，原名王化赅，字傅良，号兴春，
1905年8月5日出生于綦江区永城镇。
1926 年 9 月，王良考入黄埔军校第 5
期，1927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
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跟随
毛泽东进军井冈山，参与创建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

1927 年 9 月，王良参加三湾改
编，由见习参谋升任中国工农革命军
第一师第一团三营九连连长。1928年2
月，任十一师三十一团一营一连连
长，率队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的龙源口、黄洋界等战斗。其中保卫
黄洋界一战，创造了红军以少胜多的
典型战例。

1929 年 1 月，王良跟随毛泽东、
朱德、陈毅同志，踏上了前往赣南闽
西的征程。同年12月，红四军到达上
杭古田镇，王良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
议。次年6月，红四军在长汀整编，王
良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0 月，
红四军在吉安改编，25岁的王良出任
红十师师长。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10万大
军对红军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一次大

“围剿”。王良坚决执行毛泽东提出的
“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率红十师东
渡赣江，退守革命根据地，待机歼敌。

1930年12月30日，王良率领红十
师担任对龙岗西北之敌的攻击任务。
他指挥所部迂回敌之侧后，配合兄弟
部队发起猛攻，全歼国民党军18师师
部和两个旅，俘敌9000余人，缴获各
种枪支9000多件，并活捉了敌军前线
总指挥张辉瓒，取得了红军第一次反

“围剿”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朱德决
定，把缴获张辉瓒的怀表、钢笔嘉奖
给王良。

1932 年 3 月，王良升任红四军军
长。同年 6 月 13 日，其率红四军奉命
回师赣南根据地途中，经福建武平县
大禾圩时遭敌匪袭击，不幸壮烈牺
牲。毛泽东同志当时高度评价了王良
的一生，称赞“王良是一个好干部”。

王良：军功传千古

据新华社西安8月 13日电 吉国
桢，1899 年生于陕西省华县 （今渭南
市华州区）。1920 年春考入咸林中学，
开始接受新思想，与同学发起组织了
学生自治会，并参加了进步团体——
青年励志社。1924 年，吉国桢前往北
京求学，加入了旅京陕西青年的进步
组织共进社。他在复习报考大学的同
时，积极参加共进社所领导的革命活
动。同年夏，吉国桢考入上海大学社
会学系，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吉国
桢参加游行示威，向工人们揭露帝国
主义压榨工人、镇压中国革命的罪行。

1926 年夏，吉国桢被派往莫斯科
中山大学学习，同年秋转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

1929 年回国后，吉国桢担任中共
陕北特委书记。他主持开办党、团员
训练班，秘密开展学运、农运和兵运。

1930年7月起，吉国桢先后任陕西
省委常委兼西安市委书记，并参加省
委组织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职工运
动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同年10月，省
委机关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吉国桢和
二十多名省、市委领导同志、基层党
团干部被敌人逮捕。吉国桢在狱中受
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11 月底，吉
国桢越狱。出狱后，省委决定由吉国
桢负责组织临时常委，主持省委工作。

1931年5月，吉国桢任中共河南省
委书记。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不
避艰险，整顿各地党团组织，领导党
团组织深入基层，发动农村游击战
争，在敌军部队中策动兵变，组织城
市工人罢工。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
发后，吉国桢在河南领导成立抗日组
织，展开抗日救亡运动。经过吉国桢
和战友们的努力，遭受严重破坏的河
南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党员
由几百人发展到2300多人，遍布全省
90多个市、县。

1932年7月下旬，因叛徒告密，吉
国桢在郑州被捕，后被押往开封。8月
22日凌晨，吉国桢与13位同志一起英
勇就义，时年33岁。

吉国桢：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据新华社济南8月14日电 田位
东，1907年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进
入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大革命失败后，
田位东回到家乡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
夏，田位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
任中共山东省委交通员。

1929年7月，田位东与山东省委书
记刘谦初同时被捕，因未暴露身份于
1930年8月获释。出狱后，党组织派田
位东到青岛担任山东省互济会宣传部
长，负责营救被捕的同志，不久又被
党组织派往泰安工作。在白色恐怖极
为严重、斗争环境十分险恶的形势

下，田位东不仅毫不畏缩，反而更加
坚定对革命事业的胜利信念，始终充
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曾以拉黄包
车、上山打柴等作掩护，坚持地下斗
争，为党组织筹集活动经费，资助生
活无着的同志。

1931年3月，党组织派田位东到枣
庄，在煤矿工人中秘密发展党员和建
立党的组织，先后建立起了中共枣庄
矿区工作委员会、中共枣庄矿区特
委，田位东担任书记。矿区斗争环境
复杂险恶，为了更好地组织工人斗
争，田位东经常下井挖煤，深入工人
群众，向工人讲解革命道理，把大批
矿工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党组
织领导下，矿区工人队伍逐渐壮大，
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开展了多次罢
工斗争。

1932 年 7 月，中共枣庄矿区特委
组织领导数千煤矿工人，以“减少
工时”“增加工资”“取消包工制”
为口号，进行了“七月大罢工”，并
准 备 进 行 武 装 暴 动 。 由 于 工 贼 出
卖，田位东不幸被捕。资本家摆下
筵席，想软化、收买他，但他不为
所动，并揭露敌人的阴谋。敌人对
他进行严刑拷打，他威武不屈，坚
守自己的信仰。随后，敌人组织法
庭对他进行审判，他视死如归，义
正词严地驳斥敌人的指控。1932 年 8
月 3 日，在济南千佛山下，田位东英
勇就义，年仅 25 岁。

田位东：枣庄“七月大罢工”领导人

据新华社长沙8月15日电 1898年
11 月 3 日，柳直荀在此出生。1912
年，柳直荀考入长沙广益中学，后考
入雅礼大学预科。期间，他结识了进
步人士杨昌济以及毛泽东等人，在毛
泽东等人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
思主义，1920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1924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大革命兴起后，柳直荀到湘潭
等地开展农民运动。1926 年 7 月，北
伐军攻占长沙，柳直荀当选为新成立
的省政府委员，并任省农民协会秘书
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立即发

出声讨蒋介石的联合通电，动员民众
与国民党新军阀作坚决的斗争。1927
年 5 月 21 日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当天，
他迅速发动农民自卫军奋起抵抗，组
织数万农军进攻长沙。

同年7月，柳直荀与郭亮等人经武
汉到南昌，被党组织编入贺龙的部
队，参加南昌起义，后随军南下广
东。不久被党派往上海、天津等地从
事秘密斗争。1928 年 9 月任中共顺直
省委秘书长，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中
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1929年冬调任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不久又任中共中
央长江局秘书长和中央军委特派员。

1930 年 4 月，柳直荀受命到洪湖
革命根据地工作，任红二军团政治部
主任、军团前敌委员会委员兼红六军
政委。1931 年 3 月，红二军团改称红
三军，柳直荀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和
前委委员。1931 年 6 月，中共鄂西北
临时分特委成立，柳直荀任特委书记
兼房县县委书记。此后，柳直荀先后
受命组编红二十五师、鄂西北独立
团、洪湖独立团，后合编为红八师，
柳直荀均兼任政委。

在 此 期 间 ， 党 内 和 根 据 地 内
“左”的错误方针和政策发展起来，柳
直荀因坚决反对，于1932年春夏间被
撤销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1932 年 9 月，柳直荀遇难牺牲，时年
34 岁。1945 年 4 月，中共中央给柳直
荀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柳直荀：直上重霄九

据新华社长沙8月16日电 毛简
青，1891年11月生于湖南平江县浊水
金窝 （今三阳乡大西村） 一个富绅家
庭。1913 年赴日本留学，1921 年毕业
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同年夏回国，
在长沙任教。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
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建立了深厚友谊。

1924 年，毛简青被党组织选派到
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 1925年到广西
梧州领导开展党的工作，同年底建立
了广西最早的一个党支部——梧州支
部。1926 年春兼任黄埔军校第一 （南
宁） 分校政治教官，同时担任新成立

的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委
员，领导梧州地区的工农和学生运
动，发展党的组织，培养革命人才。
在梧州地委的指导下，广西各地党组
织先后建立和发展起来。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毛简青被中共湖南省委派回平江领
导当地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工农
武装。马日事变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
候补委员兼平江县委书记，领导组建

“平江工农义勇军”，攻打平江县城，建
立革命政权。后来“平江工农义勇军”
参加了秋收起义，并在毛泽东指挥下进
军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1928年3
月16日，指挥游击总队和数万农民群
众攻打平江县城，即“平江三月扑城”
斗争，沉重打击了敌人，显示了党领导
的农民武装的巨大威力。

1928 年 6 月，毛简青作为湖南代
表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党的第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担任湖南代表团书记，
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委员、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委员，并任大会政治、组
织、农民土地问题等七个委员会委
员，参与大会领导，为开好党的六大
做了积极有益的工作。随后，又参加
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1931 年，毛简青被派到湘鄂西革
命根据地，负责主编中共湘鄂西省委
机关报《红旗日报》。在艰苦的斗争环
境中，他长期坚持带病工作，1932 年
不幸病逝，时年41岁。

毛简青：坚定不移的革命者

据新华社武汉8月17日电 曹大
骏，1902 年生，湖北阳新人。1923
年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后改为武
昌中山大学） 就读。在此期间，他
广泛阅读进步书刊，经常参加火炬
社 、 青 年 读 书 社 等 进 步 团 体 的 活
动，结识了萧楚女、恽代英等革命
青年。

1924年初，曹大骏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回乡开展革命活动，他广
泛联络各方志同道合的知识青年，
创办了龙山文化促进社 （简称龙山
书社），宣传革命思想。1925 年夏组
织建立了阳新县中共刘宣塆支部和
该县第一个秘密农民协会。1926 年
春，根据中共的指示，他以个人身
份加入国民党，参加迎接北伐军的
准备工作。

曹大骏先后担任中共阳新县委组
织部部长，国民党阳新县党部执行
委员兼军事部部长，阳新县总工会
委员长。在曹大骏等人的领导下，
阳新县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全县
参加农会的会员达 30 万之众，居湖
北全省之冠。

1927 年 11 月，曹大骏被选为中
共 阳 （新） 大 （冶） 县 委 执 行 委
员，1928 年 5 月任中共阳新县委常
委兼宣传部部长，积极开展恢复和
建立党组织工作，领导农民武装反
抗敌人的“清乡”斗争。1929 年 1
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巡视员，帮助恢

复和健全了黄梅、广济两县党的组
织。经过对黄、广、阳、大 4 县的
巡视，他决定在大冶山区创办一个
红军训练班和一个党务训练班，并
亲自为这两个训练班讲课，培养了
一批军政干部。后任中共中央巡视
员，于同年 10 月前往鄂豫皖苏区工
作。

1930 年 4 月，曹大骏任中共鄂豫
皖特委执行委员，中共红军第 1 军前
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与军长
许继慎率部转战鄂豫皖边区，参与
指挥麻埠、英山、罗田和四姑墩等
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
区的第一次“围剿”。后任红 4 军政
治部主任。

1931 年 5 月，曹大骏因带头抵制
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被撤销军内职务，
后调任中共红山 （今英山） 中心县委
书记，红27军供给处政治委员。

曹大骏兄弟 5 人，他的两个弟
弟 曹 井 、 曹 乡 先 后 为 革 命 献 身 ，
他 的 妻 子 吕 相 珠 ， 也 因 从 事 革 命
活 动 ， 在 怀 孕 期 间 惨 遭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杀 害 。 面 对 敌 人 的 屠 刀 ， 他
英 勇 不 屈 ， 意 志 坚 定 ； 面 对 党 内
的 不 公 正 待 遇 ， 也 丝 毫 没 有 改 变
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

1932年10月，曹大骏随军到安徽
桐城一带活动。在一次激烈的对敌战
斗中，他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壮烈
牺牲，时年30岁。

曹大骏：忠心为党 铁骨铮铮

据新华社长沙8月 18日电 蔡申
熙，原名蔡升熙，1906 年生于湖南醴
陵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0 年入县立
中学读书，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1924 年春入孙中山陆军讲武学校，后
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同年秋加入
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教导团工
作。曾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
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 年参加
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营
长、第 20 军团长。1927 年 8 月参加南
昌起义。后任起义部队第11军24师参
谋长。同年 12 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广

州市公安局局长。后到上海，在中共
中央军事部工作。

1928 年起，蔡申熙任中共江西省
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1
路总指挥。曾率部攻克峡江县城，配
合湘赣边区的革命武装斗争。1930 年
初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不久
被派赴鄂东南阳新、大冶和蕲 （春）
黄 （梅） 广 （济） 地区领导游击斗
争。同年 10 月参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
第 15 军，任军长，率部东进皖西，攻
克太湖县城。于 12 月到达鄂豫皖苏
区，参加第一次反“围剿”。

1931年1月，第15军与第1军合编
为第4军后，蔡申熙任第10师师长、中
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主席，率
部参加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
斗。他指挥机智、作战勇敢、身先士
卒，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致残。同年 5
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他为分局
委员，并任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校长。
他言传身教，贯彻教育训练与实战要
求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主持办学4期，
为鄂豫皖苏区培养大批军政干部。1932
年7月，正值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
动第四次“围剿”时，蔡申熙被调任
第 25 军军长，率部在英山、麻埠地区
与各路进犯敌军展开激战，予敌以重
大杀伤。10月9日，在湖北黄安（今红
安） 河口镇战斗中，他腹部中弹，躺
在担架上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壮烈牺
牲，年仅26岁。

蔡申熙：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

据新华社南宁8月 19日电 韦拔
群，1894 年生，广西东兰人。早年就
读于广西法政学堂。1916 年初在贵州
加入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参加了护
国战争。后进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
业后在黔军张毅部任参谋。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1920 年，
韦拔群离开黔军，在广州参加“改造
广西同志会”，并担任该会政治组副组
长，积极投入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
的革命活动。1921年9月，韦拔群返回
家乡东兰县，从事农民革命运动。先
后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后称农民
自治会） 和“国民自卫军”（后称农民

自卫军），把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逐渐
结合起来。1923 年夏指挥农民军三打
东兰县城，揭开了右江农民武装斗争
的序幕。1925 年初入广州农民运动讲
习所学习。结业后回东兰继续从事农
民运动，主办农讲所，培养骨干，发
展农会和农民武装，把农运推向右江
地区。1926 年领导成立东兰县革命委
员会，任主任，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仍在当地
坚持武装斗争。

1929年12月，韦拔群参与领导百
色起义，建立右江苏区，任右江苏维
埃政府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第3
纵队司令员。1930 年 10 月，红 7 军集
中在广西河池整编，把原来的3个纵队
改编为 3 个师，韦拔群任第 21 师师
长，率部留守右江苏区。他坚决服从
党的决定，并把第21师1000多名精壮
官兵补充到即将远征的两个主力师，
表现出以全局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红7军主力离开右江苏区后，韦拔
群带领百余人留在右江地区。他发动
群众，组织扩建部队，在极其艰苦的
条件下坚持游击斗争。他一家 20 人，
有10多人包括他的儿子韦述宗惨遭敌
人杀害。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的革命
意志，他坚定地说：“革命者要不怕
难，不怕死，坚决为人民的利益牺牲
自己的一切。”1932 年 10 月 19 日凌
晨，韦拔群被叛徒杀害于广西东兰赏
茶洞，时年38岁。

韦拔群：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

据新华社合肥8月 20日电 陈理
真，又名陈履真、陈力真，1907 年
生，安徽萧县人。7岁入私塾读书，后
考入徐州的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学
习。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逐步
接受革命思想。毕业后在萧县任教。
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萧
县县委青年部长。1929 年春到上海，
先后在上海华南大学、大陆大学学
习。同年 8 月参加中共中央党训班学
习。期间和秦雅芬相恋结为革命夫
妻。9月学习结束后，和秦雅芬一起调
往徐州，参加恢复徐海蚌特委的工作。

1930 年 3 月，中共徐海蚌特委重

建，陈理真任特委宣传部长，7月任中
共徐海蚌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并兼
任铁路工作委员会书记，在严重的白
色恐怖下坚持开展党的地下斗争，积
极推动当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发
展。1931年4月，陈理真调任中共长淮
特委 （蚌埠特委） 书记、江苏省委特
派员。同年6月，调任中共上海沪东区
委书记，之后又在上海反帝总同盟罢
工委员会工作。1932 年上海一二八抗
战爆发后，陈理真积极领导沪东区工
人和市民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组织
运输队、援护队和反日救国会，推动
反对日军占领上海的斗争。

1932年5月，陈理真调中共江苏省
委组织部工作。10月，党组织决定派陈
履真、秦雅芬到苏联学习。临出发前的
一天深夜，被叛徒出卖在徐州被捕，后
被押解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
狱。在敌人的监狱里，陈理真受尽各
种酷刑，但他坚守自己的信念，不透
露党的秘密，不出卖革命同志。敌人
要求他在自首书上签名即可以换取自
由，被他断然拒绝。无计可施的敌人
叫来叛徒和亲友做说客，妄图瓦解陈
理真的革命意志。面对这些威胁和利
诱，陈理真义正词严地痛斥他们：“一
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心，叛徒是永远
理解不了的”“我决不会当叛徒”。恼
羞成怒的敌人用死亡威胁他，陈理真
用怒视回答了敌人。1932年11月，陈
理真血洒雨花台，牺牲时年仅25岁。

陈理真：用生命捍卫党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