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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
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
委组织部长会议。时任江苏省委常委、省
委组织部部长陈乔年主持了这次会议。由
于叛徒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陈乔年
和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不幸被捕。

陈乔年，安徽怀宁人，陈独秀次子，
1915年和哥哥陈延年入上海法语补习学
校学习，两年后进入震旦大学学习，1919
年年底一起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发起成
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是中共旅欧支部领导成员之
一。1923年4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
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4年回国，先后任中共北京地委组
织部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1926年下
半年，陈乔年奉命离开北京去南方工作。
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武汉召开。陈乔年出席了这次会议，并
被选为五届中央委员。会后，他留在武汉工
作，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大革命失败后，
在中共八七会议上，陈乔年对他父亲陈独秀
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他在会上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
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
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
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
的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
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
任何的幻想。陈乔年还对陈独秀说：“爸
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
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
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
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1927年冬，陈乔年奉命调到哥哥陈延
年战斗和牺牲的地方——上海，任中共江
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当时，上海环境极为
险恶，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疯狂搜捕共产党

人和革命群众，党组织和革命力量不断遭
到破坏，黄浦江上空弥漫着血雨腥风。陈
乔年到上海后，不畏环境险恶，积极协同
当时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的王若
飞开展工作。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
不断地变换斗争方式，巧妙地和敌人周
旋，秘密地深入工厂、农村、学校，联络同
志，恢复和重建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工人
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由于有他们日夜
为革命奔走，上海和江苏地区革命力量克
服艰难险阻，重新聚集起来。

1928 年2月16 日，由于叛徒告密，正
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主持召
开中共江苏省委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的
陈乔年和郑覆他（江苏省委常委、上海市
总工会委员长）、许白昊（江苏省委委员、
上海市总工会党团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等
10多人不幸被捕。陈乔年清楚地知道，既
入虎口，势难生还。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
外，没有丝毫的畏惧，也没有任何懊丧。
从被捕的第一天起，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

继续顽强而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起
初，他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
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也不认识他。
党组织千方百计进行营救，计划用钱将他
赎出，但最终失败。陈乔年见自己身份已
暴露，便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希望党
不必再为营救费心，更不必再为他花钱。
关押期间，敌人对陈乔年多次使用酷刑，
他始终咬紧牙关，坚贞不屈，还不断地鼓
励其他同志，保持革命气节。

敌人打算杀害陈乔年等共产党人，同
志们知道后，心情十分悲痛，陈乔年却鼓
励大家：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好好学习，以
便将来继续为党工作。他还乐观地说：

“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
吧!”难友们问他，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
他回答说：“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
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1928 年6月6日，在哥哥陈延年遇害
将近一周年之时，陈乔年被敌人杀害在上
海枫林桥畔，年仅26岁。

“站着死，不跪！”
——首任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烈士

“革命种子已经布满大江南北！”
——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烈士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烈士

1927 年 6 月，一位杂役打扮、肤色黝
黑的年轻人，被囚车送进了国民党淞沪警
备司令部看守所。根本不会有人想到，这
个两条裤腿往上翻，自称“茶房”的人，便
是陈延年，陈独秀长子，中共早期领导人，
首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陈延年，安徽省怀宁县人，自幼皮肤
黝黑，脾气和父亲陈独秀一样刚倔，遇事
极有主见，家人笑称他为“黑面武生”。

陈延年1915年入上海法语补习学校、
震旦大学学习，1922年6月，与赵世炎、周
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
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长，同年秋
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经中共中央正式
承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9月，回到上海的陈延年与周
恩来等人住在一起。为了恪守艰苦奋斗
的准则，陈延年还给自己定下了“六不”原

则：“不闲游、不拍照、不看戏、不讲穿着、
不下馆子、不谈私交”。清简的生活习惯
使得陈延年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

1924 年 10 月，陈延年任中共广东区
委书记。他非常重视建立和掌握革命武
装，协助周恩来建立铁甲车队，并以铁甲
车队为基础，组建了以叶挺为团长的独立
团。1925年6月到1926年10月，陈延年与
邓中夏、苏兆征等人，共同领导了著名的
省港大罢工。

1926 年9月28 日，由广东区委主办、
陈延年主编的《我们的生活》创刊号出
版。陈延年为该刊写发刊词《告同志》，
说：“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
是从地中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
的，而是从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从困
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起
来的。”

1927 年 4 月，陈延年接受中央委派，
从武汉到上海工作。途经南京时，已听说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去，

即意味着极度危险，但陈延年毅然前往。
在上海，他和罗亦农等人提出迅速出师讨
伐蒋介石的意见并上报中央，但陈独秀等
坚持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因而丧失了挽救
革命的时机。4月22日，陈延年担任江浙
区委书记。他不顾白色恐怖严重，以大无
畏的革命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及工会
等，团结和巩固革命力量，领导上海及江
浙地区的民众进行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政
权的斗争。

1927 年 6 月，中央决定撤销江浙区
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由江
苏省委兼上海市委，陈延年为首任中共江
苏省委书记。6月26日，江苏省委在上海
召开干部会议。会议正进行时，被大批反
动军警所包围。陈延年勇敢地拿起桌椅
板凳同敌人搏斗，掩护了两名同志从屋顶
逃走，自己却不幸被捕。

敌人开始不知陈延年的真实身份，党
组织也着手组织营救，但被铁心反共的国
民党右派核心人物吴稚晖得知消息，立即
一方面报告给蒋介石，一方面竭力鼓动淞
沪警备司令杨虎对陈延年下毒手，并添油
加醋地说陈延年“恃智肆恶，更甚于其父
百倍”。

由于叛徒指认，陈延年身份最终暴
露。敌人如获至宝，立即组织提审。陈延
年不听敌人的甜言蜜语，也不怕敌人的严
刑拷打。无计可施的敌人恼羞成怒，决定
将陈延年秘密处决。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敌人将陈延年押
赴刑场。他昂首挺胸，傲然挺立在刽子手
面前。刽子手号叫着要他跪下，他死不从
命。他说：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
有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几个刽子手上前
强行将陈延年按下，但刚一松开，陈延年
就一跃而起，使挥刀欲砍的刽子手扑了个
空。敌人狂叫着扑上来，再次把陈延年按
倒在地，以乱刀将他残忍砍死。

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毛泽东曾
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
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
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
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1927年7月2日，一个风雨交加的
日子，国民党警探根据叛徒的招供，闯
进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
在上海的住所，将他抓捕。在监狱里，
赵世炎常对难友们说：“革命就是流血
的，要改造社会就不能不付出代价。一
定要顽强斗争，不能有丝毫害怕，越怕
越没有希望。”

赵世炎，笔名施英，重庆市酉阳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人，1915 年考入北京
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念中学时曾参加过
著名的“五四运动”，是当时师大附中学
生运动的组织者。

1920年5月9日，赵世炎率领第十
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登上了法国
远洋航轮“阿芒尼克”号。1920 年6月
底，赵世炎到达巴黎，开始了勤工俭学
的生活，先后辗转于巴黎西郊工业区赛
克鲁和三德建铁工厂做工。

赵世炎一边工作，一边联络同志，还
坚持每天3小时的学习。他先后结识了
周恩来、李立三、刘伯坚、邓小平、陈毅、聂
荣臻、傅钟、张申府、刘清扬等同志。赵
世炎常在工余时间捧读《资本论》，向勤

工俭学的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6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赵

世炎、周恩来、陈延年、李维汉等建立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担任
书记。

1924年秋，赵世炎回国，协助李大
钊领导北方的革命活动。李大钊曾称
赞：“世炎脑子快，很多问题对我很有
启发。”1926 年 5 月，赵世炎遵照中央
决定来到上海，化名施英，参与领导上
海工人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并最终
获得胜利。

1927 年 4 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发
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处在腥
风血雨中。在严酷的环境中，赵世炎无
所畏惧，仍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继续领
导革命斗争。在严峻的形势下，叛徒向
敌人供出了赵世炎的住所。7月2日黄
昏，风雨交加，赵世炎刚进家门就被埋
伏在四周的敌人逮捕。此时的赵世炎，
仍然想着战友的安全，他乘敌人翻箱倒
柜之机，悄声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书
长王若飞的住址告诉了妻子，让她尽快
向党组织报告。

赵世炎受尽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
不屈，并把敌人的法庭和监狱当作宣讲
台，和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他愤怒
地控诉蒋介石甘当帝国主义走狗，叛变
革命的罪行，并严厉斥责叛徒“可耻”。
他向敌人宣告：“你们只能捉到我一个
施英，要想从我口里得到半点机密，那
是枉费心机。”在狱中，他以自己的革命
气节和坚强意志，鼓舞了难友们斗争的
勇气和力量。

赵世炎被捕后，党组织从各方面进
行了积极营救，但未能奏效。在敌人最
后一次提审中，赵世炎仍然慷慨陈词，
侃侃而谈，他畅论国民革命与共产主义
的真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痛
斥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的罪行。他满
怀豪情地指出：“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
子已经布满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
起来，共产党最后必将取得胜利!”

7月19日凌晨，赵世炎从容不迫地
离开了监狱。他坦然自若地对战友们
说：“永别了，同志们、朋友们!”然后昂
首挺胸，拖着沉重的脚镣向刑场走去。
临刑前，他激昂高呼：“工农兵联合起
来!”“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中国共产党
万岁!”刽子手们看到赵世炎如此镇定，
又听到赵世炎英勇斗争的口号声，不禁
为之战栗，狂叫：“砍，拿刀砍!”一代英
豪，伟大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赵世
炎，把 26 岁的青春和满腔热血献给了
革命事业。

★★看档案看档案··学党史学党史

——白色恐怖下凛然赴死的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上）

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北
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成立。

当时的江苏省委，下辖中国两个重要
的城市：上海和南京。上海是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地，也是全国经济最为繁荣、工人

阶级最为集中的地区。而南京则是蒋介
石国民政府所在地。因此战斗在敌人心
脏地区的江苏省委，从成立起就一直接受
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

为加强江苏省委的工作，中共中央配

备了强有力的领导干部，曾先后担任江苏
省委书记的有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邓
中夏、项英、李富春、罗登贤、任弼时、李维
汉、李立三、刘少奇、陈云、许包野等一批
优秀共产党员。

在反革命屠杀极其疯狂的时刻，赴白
色恐怖中心的江苏省委任职即意味着牺
牲。但是他们毅然挺身而出，无所畏惧地
站在了狂风巨浪的潮头，江苏省委许多同
志凛然赴死、壮烈牺牲。

“站着死，不跪！”
——首任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烈士

陈延年（1898-1927）

陈延年给旅莫支部的信（中央档案
馆藏）

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旧址（省档案馆藏）

1927年7月2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
令杨虎就捕杀陈延年给吴稚晖写信，称
“今之巨逆伏法，正先生之大成功也”。（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革命种子已经布满大江南北！”
——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烈士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
——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乔年烈士

陈乔年（1902-1928）

赵世炎（1901年4月—1927年7月）

赵世炎在法国圣太田市警察局的注
册登记档案卡（原件藏法国圣太田市卢
瓦尔省档案馆）。

中 央 机
关刊物《布尔
塞维克》1927
年10月24日
第一期发表
的《悼赵世炎
陈延年及其
他死于国民
党刽子手的
同志！》（省档
案馆藏）

1923年，旅欧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部分成员在法国
合影。前排左起2
为赵世炎、6为陈
乔年、8为陈延年、
11为王若飞，后排
右6为周恩来。

最闪亮的坐标最闪亮的坐标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 习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