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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年前，时任江苏省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黄励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的墙上，留下“雨花台，雨花台，红骨都
在那里埋”的遗言后，从容地走向雨花
台刑场。

黄励，女，湖南益阳人，1905 年生，
幼年丧父，靠母亲和姐姐做鞭炮、替别人
洗衣服为生。后来，在舅父的资助下，考
取了中华大学，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受党组织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
学学习。在去莫斯科的途中，她结识了
河南同学杨放之，志同道合的他们走到
了一起，在莫斯科结了婚。

1931年7月，杨放之、黄励夫妇结束
了在苏联6年的生活，于9月回到上海。

杨放之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报委员会委
员、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部长，黄励任上
海互济总会主任、党团书记，在纺织女工
中开展工作。

1932 年 4 月，杨放之在上海英租界
被捕，被投入上海西牢。这一年，黄励任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在白
色恐怖的环境中，黄励组织工作的才能
得到了很好地发挥。那时候，党的组织
经常遭到破坏，怎样建立新的支部，发展
党的组织，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黄励
在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指出，应当以开
展工人工作为主，以发展工厂支部为主，
特别是大的工厂，如上海南洋兄弟烟草
公司、恒丰纱厂等，更要成为发展组织的
重点。黄励还提出，不在街道支部发展
新党员，应提高警惕，防止叛徒混入党
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党的支部
建设工作作出了正确的指示。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已开始注意黄
励的行踪，她的处境十分危险。为了黄
励的安全，党中央决定派她去苏区工
作。临行前，由于叛徒出卖，1933年4月
25日上午11时，黄励在上海西爱斯路住
处不幸被捕。

在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黄励
同审判官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把审判官对她的审讯，变成了她对国民
党反动派罪行的揭露和批判。审判官指
责她只承认自己是“张秀兰”是“欺骗”
时，她无情地揭露：你们国民党哪一天不
在欺骗民众？！同日本签订的《淞沪停战
协定》，又不敢公布，这不是欺骗？上海
是中国人的地方，却要外国巡捕来抓中
国人，这岂止是欺骗，简直是卖国!当审
判官叫叛徒周光亚出来指认，并粗暴地
制止她对叛徒的痛骂时，她怒斥道：这是
什么法庭？是保护坏人的罪恶机构。她
高声宣布：要是我当法官，不但要审判这
个叛徒，还要把你们这些甘当亡国奴的
卖国贼监禁和判刑！

随后，黄励被押上从上海去南京的
火车，被转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黄励被捕后，1933年5月3日，江苏
省委下发关于营救黄励的《紧急通知》。
通知中说：“黄励同志是反对帝国主义国
民党白色恐怖的坚决的领袖”“在酷刑虐
残之下，黄同志表现最勇敢最坚决，始终
为中国革命而斗争的领袖。”“现在黄同
志已解到南京生命危在旦夕！”通知最后
呼吁：“黄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了！群众
的力量，也只有群众的力量才能达到营
救黄同志的目的！”

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女牢里，黄励
见到了许多熟悉的同志，其中有钱瑛、彭
箴、夏之栩、何宝珍、谭国辅、熊天荆等。
开始，看守知道她是江苏省委组织部部
长，企图软化她，对她颇为“优待”，让她
住单人牢房，不锁门，可以自由出入，还
允许她看报。她就利用这种“优待”的方

便，给战友们传递消息。她还做通了一名
看守班长的工作。此人叫张良诚，原是个
孤儿，黄励经过观察发现他思想进步，于
是主动接近他，教育他，使他逐渐同情革
命，开始秘密地为政治犯送消息，传信件，
甚至把某些人的叛变行为密告黄励。后
来不幸被人告发，张良诚被枪杀。一些看
守士兵背后议论黄励：共产党真厉害，她
像水一样，哪里都流得进去。咱们这里是
什么地方，哪天不杀人，可她就不在乎，照
样唱歌、谈笑，照样宣传，连张良诚都受她
的影响，愿意帮共产党做事。

黄励在狱中那种无畏无惧、镇定自
若的态度，大大地感染了周围的同志。
大家关心她、询问她的案情情况，她总是
幽默地回答：大概快了，快到雨花台了。
她曾剪下一绺头发，交给同牢难友钱瑛，
对她说：“头发受之父母，我剪下一绺，请
你出狱后交给老杨。这时，他也正在西
牢里受敌人的折磨，他也在斗争。”

1933 年 7 月 5 日凌晨，看守喊黄励
的名字。黄励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来到
了，她从容自若地穿好衣服，把已洗好的
衣物分送给夏之栩、钱瑛等同志作纪念，
然后唱起悲壮的《国际歌》，昂首阔步，走
出牢门。在囚车上，她还对押送的士兵
说：你们都是穷苦人，应该爱国。我是为
了爱国，为了争取收复东北失地，所以被
杀。但中国的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大家
一齐起来斗争吧!

牺牲时，黄励年仅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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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下凛然赴死的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

“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江苏省委常委、军委书记彭湃烈士

“雨花台，雨花台，红骨都在那里埋！”

——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励烈士

最闪亮的坐标最闪亮的坐标

1929 年 8 月 24 日下午，正是上海最
炎热的季节，太阳辐射出烫人的流量，把
小巷墙角的小草晒得枯萎，空气中弥漫
着浓浓的郁闷和酷热。

下午2时许，江苏省委常委、军委书
记彭湃等人，先后跨入苏州河南岸英租
界经远里12号（现新闸路613弄）一幢独
门独院的石库门住宅的两层小楼。这
里是江苏省委军委经常秘密召集会议
的地方，也是中央军委的一个重要秘密
联络点。然而，由于叛徒白鑫出卖，没
多长时间，这里就被反动军警和巡捕包
围，正在开会的彭湃等人不幸被捕。原
本赶来开会的周恩来和陈赓，在路上看
到情况有变，迅速改变方向，从而躲过了
这场劫难。

彭湃，1896年10月出生在广东省海
丰县。1918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
济科学习，曾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
动。1921年5月回国后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在家乡海丰创办社会主义研
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2年夏，他毅然只身深入农村，了
解农民疾苦，发动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农
民运动。后来，他撰写的《海丰农民运
动》一书，成为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
书，他也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毛泽
东对海陆丰农民运动给予充分肯定，他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县
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
丰已经有了证明。”

1922 年 11 月，彭家兄弟分家，彭湃
本人获得丰厚家产。随后，他把自己所
分得的田契送给佃户，佃户不敢相信，担
心被秋后算账，纷纷把田契退回。于是，
彭湃心生一计，邀请戏班在龙舌埔演戏，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来看戏。演出结
束后，彭湃拿着一大捆田契登上戏台，一
张张宣读田契所写的内容、地点、亩数和
佃户姓名，然后当众烧毁，宣布其田产统
统归还农民。在地主的眼中他是“疯
子”，在农民的口中他是“菩萨”。这一壮
举打破了千年以来的封建田产制度，宣
告了彭湃与自己的地主家庭正式决裂，
坚决、彻底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4 年 4 月，彭湃正式成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1927 年 3 月，赴武汉与毛泽
东等发起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
行委员会，并任执行委员兼秘书长。

大革命失败后，彭湃赴南昌，参加以
周恩来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参与
领导南昌起义。在党的八七紧急会议
上，他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后
兼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1927年11月，

彭湃在海陆丰领导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分配土地，并整编南
昌起义军退到海陆丰的部队，实行武装
割据，进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12月，广
州起义失败后，部分起义部队撤退到海

陆丰，彭湃在欢迎起义军大会上讲到广
州起义失败时说：“这算什么，我们共产
党人，从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
了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在
敌人重兵围攻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顽
强坚持了四个月。

1928年11月，彭湃当选中央政治局

委员，奉命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
记。后来，任中央军委委员、江苏省委常
委、军委书记。

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出卖，正在
开会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
被捕。在狱中，彭湃受尽各种酷刑，腿部
骨折，几次昏厥，仍坚贞不屈。在敌人的
审讯中，彭湃总是给以严厉的回答：“我
们共产党是代表工农人民大众的。全国
的工农大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要
向你们讨回血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就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929 年 8 月 30 日，最后的时刻到
了。30日晨，彭湃在狱中给党组织写下
一份报告，托一位同情革命者的士兵带
出。彭湃简要汇报了被捕同志在狱中的
情况，以及他们在敌人威逼利诱面前的
应对办法，表达了自己和同志们面对死
亡毫不畏惧、决心为革命献出一切的坚
定信念。当天下午，他脱下身上的衣服
赠送给难友，并慷慨激昂地向狱中的难
友和押送的士兵们做了最后的演说，与
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人齐声高唱着雄
壮的《国际歌》、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共产党
万岁！”等口号，以无比的英雄气概走向
刑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彭湃献出了
年仅33岁的宝贵生命。

彭湃等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出后，立
即引起广大革命者和群众的极大悲愤。
周恩来为党失去优秀的领袖和干部、自
己失去亲密的战友而极度悲痛，他代党
中央起草了《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
袖告全国劳苦大众书》，愤怒揭露国民党
反动派残杀彭湃等革命同志的罪行，沉
痛哀悼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号召人民为
完成烈士未竟的事业而继续努力奋斗。

壮烈的牺牲里，始有壮美的中华。
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没
有畏惧、没有退缩，擦干血迹、蹚过血水，
前仆后继、英勇斗争！这是何等的壮烈
和豪迈！

据统计，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从
1927 年 6 月江苏省委成立，到 1935 年初
省委停止活动这七年半时间内，江苏省
委机关屡遭破坏，先后重建、改组16次，
历任省委书记18人，先后有20多名负责
人被捕，10余人壮烈牺牲。

1927 年 4 月至 12 月，全省被捕共产
党人和革命群众 5667 名，遇害 1836 名，
其中党、团骨干牺牲者约850名；1928年
1月至7月，江苏有1678名革命者被捕，
481名被杀害，62名在暴动中光荣牺牲；
1930年4月至9月，全省被杀害的共产党
员和革命群众达 3130 名，被捕 1480 名；
1933年秋至1934年，江苏各地共产党员
和共青团员遇难、被捕达 685 名，其中，

“省委层19名，县、区委161名”。
先烈们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史实

启示我们：坚定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经受

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和
国家的灵魂，更是支撑一个人精神世界
的力量源泉。信仰，不是空洞的字眼，而
是理想和意志的融合，是精神和品格的
结晶。信仰的力量，在于即使身处逆境，
也能助你鼓起前进的征帆。信仰的魅
力，在于即使遭遇险恶，也能唤起你战斗
的勇气。唯有对信仰真选择、真认同、真
践行，才能在有限的生命长度中不断拓
展人生价值的宽度和厚度，用信仰之石
筑就事业的长城。

先烈们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史实
启示我们：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终把
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就能具有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的公心。把人民的安危和
幸福放在首位，就能心甘情愿地献出自
己的一切，就能前赴后继、慷慨赴死。

先烈们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史实
启示我们：对党绝对忠诚是共产党人的
最核心最重要的政治品质。白色恐怖
下，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无数共产党员
都铭记入党时的宣言誓词：对党忠诚，
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但也有一些意志薄弱者，他们对党伪忠
诚，在血与火的严峻考验面前，很快就

“验明正身”、投敌变节，疯狂残害曾经
一起战斗的同志。血的惨痛教训告诉
我们，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
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在
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把对党忠诚
作为首要政治原则、政治本色和政治
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全党
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
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
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
党同心同德。”

每一次和档案的近距离接触，每一
次与历史的深情回眸，都是一次思想的
点名、精神的整队。这些中华民族最优
秀的儿女，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劳
苦大众的幸福，前赴后继、凛然赴死、慷
慨捐躯，以感动天地的牺牲精神，塑造了
烛照千秋的英雄群像，永远激励着我们
不忘昨天的苦难、无愧今天的荣光、不负
明天的梦想！

“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江苏省委常委、军委书记彭湃烈士

彭湃（1896-1929）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

彭湃牺牲
前给党组织的
报告（中央档
案馆藏）

“雨花台，雨花台，红骨都在那里埋！”
——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励烈士

黄励（1905-1933）

黄励与丈夫杨放之（新中国成立后
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外国专家局局
长）在莫斯科郊外的合影。

江苏省委关于营救黄励的《紧急通
知》（省档案馆藏）

几点启示

本期供稿：江苏省档案馆 苏凯发
本期组稿：江苏省档案馆 卢 珊
本期编辑：江苏省档案馆 周云峰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 习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