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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昆明4月 8日电 罗炳
辉，1897 年出生在云南彝良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1915 年入滇军当兵，
作战勇敢，从士兵升至营长，参加
了讨袁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因对
军中腐败现象不满和对旧制度的仇
恨 ， 他 很 快 接 受 了 进 步 思 想 ， 于
1929 年 7 月 秘 密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同年 11 月，他率部起义，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
长、军长等职。

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
中，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
挥所部参加了龙冈、广昌、莲塘、南
雄水口、建黎泰、黄陂、草台岗等战

役战斗，连战连胜。在完成艰险任务
中，他智勇兼备，屡立战功，曾获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二等红星奖
章。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他
担任红9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广昌保
卫战，并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过
闽江。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途
中屡担重任，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
力北上，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中
央军委赞誉红9军团为“战略轻骑”。

全面抗日战争初期，罗炳辉曾以
八路军副参谋长名义，在八路军武汉
办事处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任
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第5支队司
令员，率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
1940 年后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 5
支队司令员、第2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
令员等职，为巩固和扩大淮南抗日根
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罗炳辉任新四军
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虽
身患重病，他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
1946 年 6 月 21 日在兰陵突然病情恶
化，不治逝世。罗炳辉用毕生的精力
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人生最快慰的是
真正勇敢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最
热诚努力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
斗争，尤其要为劳动大众的解放和利
益，以真理、正义、公道为人类的幸
福而斗争。”

1988 年，彝良县设立了罗炳辉事
迹陈列室，1997年更名为罗炳辉将军
纪念馆。30多年来，平均每年接待游
客15万人左右。

罗炳辉：打造“战略轻骑”的人民功臣

据新华社南京4月9日电 李公
朴，祖籍江苏武进，伟大的爱国主义
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
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爱
国七君子”之一。

李公朴幼时家境贫寒，中学期间
勤奋好学，富于正义感。五卅运动期
间积极参加上海学生罢课游行，还曾
回到家乡湖塘镇联合工商学各界爱国
人士，成立“五卅运动后援会”。1926
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李公朴投笔
从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他幻想破
灭，愤然离开军队。1928年李公朴赴
美国留学，其间应邹韬奋邀请兼任

《生活》 杂志通讯员，考察美国国情，

撰写海外通讯30多篇。1930年回国。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公朴积

极投身抗日民主运动。1938年初，应
阎锡山之邀，到山西临汾创办民族革
命大学。同年7月，将《全民周刊》与
邹韬奋主编的 《抗战》 合并改为 《全
民抗战》。从 1937 年 8 月到 1940 年 11
月，他在抗日战争极为艰苦的环境
中，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前往华北抗
日前线，从事战地教育，为团结抗战
奔走呼号。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公朴积极争
取和平民主。他与陶行知共同创办社
会大学，将民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主编《民主教育》，组织成立政
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积极开
展活动。1946 年2 月10 日，国民党特
务制造了重庆“较场口血案”，李公
朴、郭沫若、马寅初等 60 余人被打
伤，送进医院治疗。他对夫人张曼筠
说：“我们搞民主运动的人，是要随时
准备牺牲的！”

1946 年 7 月 11 日晚，李公朴在云
南昆明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为他一
生追求的民主事业奉献了生命。“心不
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
生于飘摇乱世的李公朴，在国家危难
时刻挺身而出，用生命迎来了黎明的
曙光。

1996 年 7 月 12 日，在李公朴殉难
50周年纪念日之际，为缅怀烈士英灵，
武进市人民政府和湖塘镇政府共同拨
款，重建故居的花围墙、头进厅屋、后
进三间楼房。1997年底，原址修复。

李公朴：一颗赤诚爱国心

据新华社武汉4月10日电 闻一
多，1899年生，湖北浠水县人，中国
民主同盟盟员。1912年，考入北京清
华学校，是清华新剧社、美术社的发
起者，曾担任 《清华周刊》 总编辑及

《清华学报》编辑。
1919 年，闻一多参加五四爱国运

动。6月，他作为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去
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2年赴美留学。1925年，闻一多回
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务长，
并在北京大学教授外国文学。1927年
应邓演达之邀，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总
政治部负责艺术股工作。

1937 年 7 月，全国抗战爆发。他

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
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
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
宣传委员兼 《民主周刊》 社社长，成
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独裁、
内战政策。1945 年12 月1 日，昆明发
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

“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
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
惧之”。1946年6月29日，民盟云南支
部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他在会上宣
布民盟决心响应中共的号召，坚持

“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
“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
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

7 月 11 日，民盟负责人、著名社
会教育家、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
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
罪行。7 月 15 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
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他痛斥国民党特
务，并握拳宣誓：“我们有这个信
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
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
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
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
跨进大门！”当天下午，他主持 《民
主周刊》 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
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
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
十余弹，为建立新中国洒尽了最后一
滴血。

闻一多：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战士

据新华社大连4月11日电 关向
应原名关致祥，字和亭，满族人，
1902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大关家屯一
户农民家庭。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同年赴上海，进入共产党
人创办的上海大学学习，后改名关向
应，志在响应主义之召唤，为之而奋
斗。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
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
人民于屠 （涂） 炭，牺牲家庭，拼死
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反抗，此侄素
日所抱负，亦侄唯一之人生观也。”
1924年底，在赴苏联学习前写给其叔
父的信中，关向应抒发了自己报效祖
国、献身革命的宏伟抱负。1925 年 1

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卅运动爆发后，关向应奉调回

国，在上海、山东、河南等地工作，
为恢复当地的党团组织作出了卓越贡
献。1932 年 1 月到湘鄂西革命根据
地，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委员、湘
鄂西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三军政治委
员。1934年，在枫香溪会议上，关向
应严肃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左”倾错
误，会议通过了恢复红三军党组织和
政治机关，停止肃反，建立黔东根据
地等正确决议。枫香溪会议把濒临绝
境的红三军从“左”倾错误的危害中
挽救出来，也让贺龙真正认识了这位
中央派来的政委，贺关二人相互了
解、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创造了我
党我军历史上高级干部肝胆相照、精
诚团结、长期合作的光辉典范。

抗日战争爆发后，关向应任八路
军120师政治委员。他与贺龙等同志率
120 师主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1937 年 10 月，120 师在关向应与贺龙
的指挥下，在雁门关伏击日军汽车
队，粉碎了日军两条交通补给线，对
于迟滞敌人的进攻起了重要作用。

长期的戎马生涯，艰苦的战斗生
活和紧张繁重的工作，关向应积劳成
疾，但他始终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在
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拼力工作，为中华
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不息。1946 年 7 月
21日，关向应同志因肺结核病在延安
逝世，年仅44岁。毛泽东写下“忠心
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的
挽词。

关向应：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据新华社成都4月12日电 车耀
先1894年生于大邑县，少年时曾经在
一家商号当过学徒，1912 年加入川
军。1926年12月，川军刘湘部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21军，一批共产党员到
刘湘部队工作，车耀先开始接触共产
主义。1927 年 3 月，刘湘与蒋介石制
造 了 残 害 共 产 党 人 和 革 命 群 众 的

“三·三一惨案”，车耀先愤而离开川
军。

1929 年，车耀先加入中国共产
党。入党后的车耀先曾担任川西特委
军委委员，利用自己经营的“努力
餐”酒楼作为掩护从事统战工作。
1930年，车耀先参加了“广汉暴动”，
此后长期在成都从事地下工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车耀先积
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陆续在成都
的“国语研究社”等社会团体中团
结大批知识分子。1936 年 10 月，车
耀先联合成都 40 多个社会团体，组
织成立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成
都春熙路召开 300 多人参加的成立大
会。

抗战期间，车耀先先后创办 《大
声周刊》《改进》 等多种报刊，其中

《大声周刊》是四川抗日救亡刊物中读
者最多、影响力最大的进步刊物之
一。1939 年 4 月，车耀先发起成立了
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广泛团结进
步力量。

车耀先一直同中共川康特委书记
罗世文保持单线联系，协助他在四川
地方势力上层人物中开展工作，被誉
为统一战线“线长”。1940年3月，国
民党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并嫁祸
共产党，车耀先和罗世文同时被捕，
被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

1946 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
同年7月，车耀先等人被转押到重庆渣
滓洞监狱。8 月 18 日，车耀先、罗世
文二人被秘密杀害。

“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
可大同……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
神州永太平。”这是车耀先入党时写
的一首诗，他用生命兑现了自己的
誓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
罗 世 文 和 车 耀 先 举 行 了 隆 重 的 葬
礼，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们题写了
墓碑碑文。

车耀先：藏身“努力餐”的统一战线“线长”

据新华社成都4月13日电 罗世
文，四川省威远县人，1904年出生在
当地一个颇具盛名的大盐商家庭。但
就在他出生那一年，由于清政府横加
税额，其父破产入狱，而后病死狱
中。罗世文自幼丧父，受尽歧视和冷
遇，但他牢记母训，发愤读书。

1919 年五四运动后不久，罗世文
与堂弟罗世良、罗世法等十余人组织
起“读书会”，阅读进步书报。1923年
夏，罗世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成为重庆地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
一。1924年，罗世文与杨闇公、萧楚
女等人发起“四川劳工互助社”等进
步团体，为重庆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奠定了基础。

1925 年夏，党组织决定派罗世文
赴苏联留学深造，并在出国前批准他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罗世文先后
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省委
军委书记、省委书记，参与领导了江
津、荣 （县） 威 （远）、广汉、梁山、
德阳等地的农民暴动和兵变。1933
年，罗世文和廖承志一起到川陕根据
地工作，由于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过
批评，遭到非法关押。

抗日战争时期，罗世文被党中央
派回四川工作，先后任中共四川省临
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
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
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
月 18 日，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先后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
所、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渣滓洞监
狱。在监狱中，罗世文和车耀先、韩
子栋、许晓轩等组织了临时党支部，
带领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

1946 年 8 月 17 日，敌人放话说要
将罗世文和车耀先转移到南京监狱。
罗世文意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写
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表示：

“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
帜！”8 月 18 日，罗世文和车耀先一
起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新中
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罗世文和车耀
先的骨灰从松林坡挖出来，隆重安
葬，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们题写墓碑
碑文。

罗世文：《红岩》英雄许云峰原型

据新华社西安4月14日电 王尚
德，1891年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 （今
渭南市临渭区）。1918年，他怀着对新
知识的渴望，以及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的满腔热情，奔赴辛亥革命发祥地武
汉，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入学后，他
加入了恽代英、林育南等创办的利群
书社，1922 年 7 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

1922 年 8 月，受董必武指派，王
尚德等回到陕西，在渭南赤水镇建立
了陕西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王尚德
等人在家乡成立了乡村教育研究社，
并在此基础上集资创办赤水职业学
校，宣传革命思想，为党培养干部。

1925 年 10 月，在王尚德指导下，
陕西最早的农民协会渭南东张村农民

协会成立。同年12月，他转为中共党
员，任中共赤水特别支部书记。

1926 年，王尚德赴黄埔军校，在
政治部宣传科工作。1927年春，他到
达西安，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
员兼农民部长，负责筹备建立陕西省
农民协会。

大革命失败后，王尚德受到匪特
严密监视，处境险恶，他按照组织指
示转入地下斗争，先后在崇凝、高塘
地区创建苏维埃，开展兵运工作。
1928年春，他参加渭华起义，起义部
队在河南邓县被打散后，在当地坚持
秘密斗争。同年当选为中共豫西南特
委委员，不久因叛徒出卖被捕，后经
党组织营救获释。

1933 年冬，王尚德返回家乡继续
办学，从事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
织。西安事变期间，被任命为陕西省
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
红军到达陕北后，他把子女和大批学
生送往延安。

王尚德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
的恐惧。1941 年 5 月，国民党军统特
务逮捕了王尚德，逼他供出渭华一带
党的组织。在国民党秘密设置的特别
监狱里，王尚德经受了皮鞭、老虎凳
等各种酷刑的折磨，但他义正词严地
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诱。1945年抗战
胜利前夕，在各方压力下，王尚德获
释出狱。

出狱后的王尚德不顾个人安危，
不惧敌特威胁，毅然留在渭南坚持斗
争。1946 年8 月13 日，国民党军统特
务以卑劣的手段，将王尚德暗杀。

王尚德：陕西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据新华社天津4月15日电 在天津
市静海区东南部，静静地坐落着一个
叫刘祥庄村的美丽村庄。宽阔的马
路、整洁的街道、洋气的楼房，处处
是一幅幅幸福美丽的新画卷。

刘祥庄村隶属蔡公庄镇，是董健
民烈士的家乡，她在这里出生、求
学，并走上革命的道路。

董健民，女，1923 年出生于河北
省静海县 （今属天津市）。1939年春，
16岁的董健民在她的叔父、中共地下
党员董秋斯的引导下，与两个姐姐一
起渡海南下，辗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
行列中。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 年，董健民调到中共中央社
会部机要科任机要员。1942年，她和
在机要科一起工作、志同道合的亲密

战友、共产党员钟琪结婚。在喜庆的
日子里，他俩发誓，为了千百万人能
够得到解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
想，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决不能
泄露党的机密，“誓与密码共存亡”。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健民
和钟琪夫妇被党组织派遣到东北局工
作。1946年，他们带着刚刚两岁的孩
子，化装乘船由海路经大连赴东北。
当他们乘坐的商船驶进渤海水域时，
由于叛徒告密，遭到国民党军舰拦
截，炮弹击中了他们乘坐的商船，穷
凶极恶的国民党军警要登船检查、搜
捕共产党员。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董健民、
钟琪夫妇冷静地分析了险恶处境，迅
速作出了抉择：宁可牺牲全家人的生
命，也决不能让党的机密落入敌人手
中。他们把携带的密件紧紧贴在胸
前，一家三口紧紧抱在一起，毅然跳
进了波涛滚滚的大海，壮烈牺牲。董
健民牺牲时年仅23岁。

今年68岁的董治海是董健民的侄
子，他称董健民为三姑。“三姑牺牲
时我还没出生，但她的事迹长辈们经
常 和 我 们 提 起 ， 她 是 我 们 家 的 骄
傲。”董治海说，三姑的革命情怀一
直激励着我们。我经常对自己的孩子
们说，作为她的后人，一定要无愧于
心。

“董健民是我的远房姑姑，她的
英勇事迹村里人几乎都知道。我们引
以为傲的同时，也用她的革命精神教
育子孙后代。”刘祥庄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董兰清说。

董健民：“誓与密码共存亡”
据新华社武汉 4 月 16 日电 在

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湖北省大悟
县夏店镇桥头村，一户谢姓人家客
厅墙上的相框里，展示着一位年轻
革命军人的照片和生平简介，全家
和同村几代人都因他而感到自豪。
这便是革命烈士谢祥军的故乡。

谢祥军，1914 年生于湖北大悟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早年就追求
进步，向往革命。1930 年他参加中
国 工 农 红 军 ， 次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他 曾 任 红 四 方 面 军 排 长 、 连
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参加
了 鄂 豫 皖 、 川 陕 苏 区 反 “ 围 剿 ”、
反“围攻”和长征。

谢祥军作战勇敢，不怕牺牲。
一次战斗中，他腿负重伤，由于缺
乏医药，伤口感染溃烂，生命受到
威胁。为了保全他的生命，军长罗
炳辉决定让医生锯掉那条伤腿。谢
祥军知道后，对罗炳辉说：“我是
一个战士，没有腿就不能上战场。
我 宁 可 不 要 生 命 ， 也 不 能 不 上 战
场。锯腿，我不干。”经医生千方
百计治疗，终于保住了那条伤腿，
他得以重返战场。

全国抗战爆发后，谢祥军进入
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 年秋到皖
南 ， 历 任 新 四 军 军 部 教 导 总 队 科
长 、 江 北 指 挥 部 教 导 大 队 副 大 队
长、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抗大第
5 分校教育长、华中抗大总分校教
育长、新四军军部特务团团长、抗
大第 5 分校校长等职，为新四军培
养和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

在险恶的环境中，谢祥军既要
负责训练学员，又要对付日伪和国
民党顽固派的围攻。在一次日伪军
的大“扫荡”中，他临危不乱，组
织抗大 5 分校学员趁黑夜突围。不
料，女生队在突围中走错了方向，
被伪军截获。谢祥军亲率警卫连迅
猛追击，击毙伪军数名，一人未少
地 抢 回 了 女 生 队 ， 仅 一 人 腿 部 受
伤。

解放战争时期，谢祥军先后任
华 中 军 区 第 5、 第 9 军 分 区 司 令
员，华中野战军第 10 纵队司令员。
1946 年 夏 ， 他 率 部 参 加 苏 中 战 役
（亦称苏中七战七捷），取得重大战
果。同年 10 月，华中野战军主力在
废黄河两岸地区组织了大规模的涟
水保卫战。10 纵队有 3 个团参加战
斗，其主要任务是阻击敌人从两淮
进攻，谢祥军与政委刘培善率广大
指战员道道阻击，层层设障，予敌
以重大打击，胜利完成任务，有力
配合了整个战役。

10 月 24 日晨，谢祥军在前沿阵
地察看敌情时，不幸被敌人流弹击
中 腹 部 ， 在 送 往 后 方 医 院 途 中 牺
牲，年仅 32 岁。

70 多年过去了，谢祥军这个名
字依旧在他家乡后人的口中传颂。

“80 后 ” 村 支 书 谢 鑫 森 告 诉 记 者 ，
得益于党的好政策，老区近年得到
了 更 好 帮 扶 ， 大 家 发 展 种 植 、 养
殖，参加技能培训，有了更多就业
机 会 ， 全 村 今 年 就 可 实 现 脱 贫 摘
帽。

谢祥军：敢打敢拼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