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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诞生和孕育于江苏大地上的周恩来精

神、雨花英烈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红色精神谱系中的江苏元素。省档案

馆、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以这四种革命精神为题材，

借助红色档案史料，“以史实发声，用档案说话”，编

撰出版了《初心永恒——江苏四种革命精神简明读

本》。这是一本档案史料开发利用的优秀成果，被省

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确定为

学习材料。本期登载“从红色档案中读懂江苏革命

精神系列”之二——雨花英烈精神。

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
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要用好用活这些丰富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
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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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雨花台，古称玛瑙岗、聚宝山，是一座美丽的山冈。
然而，在1927 年以后的一段岁月里，这里却成了国民党反动
当局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刑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在雨花台以及在南京狱中和南京其他地方被内外敌人杀
害的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以及在外地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迁葬到雨花台的革命烈士成千累万，已知姓名的有
1519 名，平均年龄不到30 岁，其中30 岁以下的约占60%。革
命先烈前仆后继地英勇牺牲，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雨花英烈的人生写
照，也是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他们抛洒在雨花台的
殷殷鲜血，浇灌了新中国的崭新土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丰
碑上永远铭刻着先烈们光辉的名字和光荣的业绩。

崇高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永恒不变的初心

雨花英烈大多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共产党人，除少
数是在1927年之前牺牲于北洋军阀孙传芳统治时期及南京沦
陷时期，绝大多数牺牲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 1930 -
1934 年和1948－1949年。这两个阶段，中国革命充满危机，
前途未卜。雨花英烈却毅然活跃在敌人腹地。他们在关键时
刻、生死关头坚信、坚定并坚守了自己的政治选择。

恽代英在1919 年5 月19 日的日记中写道：“国不可以不
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唯靠我自
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唯靠我自己。明知无可倚赖，偏要
倚赖他人，否则怪他人不足倚赖，自己却不下真心做，此其所
以为亡国奴之性根。”

冷少农是党在隐蔽战线上的英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
政部部长办公室秘书，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派驻南京情报中
心小组长。他写给母亲的那封长达14 页5000 余字的信，为人
们所熟知。其中，他写道：“你老人家和家庭中一切人过去和
现在的痛苦，我是知道的，但是无论怎样的苦，总不会比那些
挑抬的、讨田耕种的、讨饭的痛苦。我因为见着他们这样的痛
苦，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我想使他们个个都有饭吃，都有衣穿，
都有房子住，都有事情做。”

1928 年9 月27 日，年轻的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史砚芬被
敌人枪杀于雨花台，年仅24 岁。史砚芬英勇就义后，他的亲人
们冒险到雨花台收殓遗体。他们从史砚芬的内衣口袋中，发现
两张血迹斑斑的纸，打开一看，原来是他写给弟弟妹妹的遗
书。这封遗书，是作为大哥的史砚芬对年幼弟妹未来生活所作
的安排和郑重交代，是作为共产党人的史砚芬表达为共产主义
理想甘愿献身的决心和对党的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

亲爱的弟弟妹妹：
我今与你们永诀了。
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

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
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故我虽死犹存。我底（的）肉体被反动派
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
毁伤［的］！我的不昧的灵魂必时常随着你们，照护你们和我
的未死的同志，请你们不要因丧兄而悲吧！

妹妹，你年长些，从此以后，你是家长了，身兼父母兄长的
重大责任。我本不应当把这重大的担子放在你身上，抛弃你
们，但为着了大我不能不对你们忍心些，我相信你们在痛哭之
余，必能谅察我的苦衷而愿（原）谅我。

弟弟，你年小些，你待姊应如待父母兄长一样，遇事要和她
商量，听她指导。家里十余亩田作为你俩生活及教育费。我死
以后，不要治丧，因为这是浪费的。以后你能继我志愿，乃我门
第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继我志愿，则万不能与
国民党的腐败份（分）子同流。现在我的心很镇静，但不愿多谈
多写，虽有千言万语要嘱咐你们，但始终无法写出。

好！弟妹！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结了。
你们的大哥砚芬嘱

初心滋养高尚道德情操

雨花英烈中不少人家境相当殷实，个人境遇良好，处于当
时社会的上层，但他们心中始终装着伟大的革命理想，装着处
于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面对眼前的安乐、可及的富贵和到
手的钱财，不留恋、不动心、不伸手、不挥霍，排斥虚荣，洁身自
好，不为利诱，俭以为公。与刀光剑影面前的慷慨赴死一样，利
益面前的取舍和抉择同样展示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情操。

施滉（1900—1934），云南洱源人。1917 年考入北京清华
学校（今清华大学），组织领导清华学生参加五四运动。1924
年秋前往美国留学。1927 年3 月加入美国共产党，并当选美
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第一任书记。1932 年5 月起，先后任中
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书记。1933 年冬，因叛徒出卖被
捕。1934 年初，施滉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年仅34 岁。

他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
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
他为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
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这是镌刻在清华图书馆大厅北壁纪念碑上的一段铭文。

施滉这位“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是清华英烈中的杰出代表，
是清华儿女永远的骄傲！

邓中夏出身官宦世家。1915 年，21岁的他，考入长沙湖
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修科。1917年，随父进京，考入北京大
学文学系。在校期间，取得公派出国留学资格，并获得民国政
府商务部工作机会。在五四大潮面前，他全然放弃唾手可得
的所有这一切，毅然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他是中国共
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重要领导
人。爆发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工人运动，都与邓中夏这个
闪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自五四时期投身革命到最后牺牲，
邓中夏一直战斗在革命的最前沿，英勇无畏，忘我为党工作。
他被捕后，敌人曾挑拨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要受
莫斯科回来的小辈欺压，图什么？邓中夏回答：“这是我们党
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力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资
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吗？”在牺牲前，他给党组织留下了
这样一句话：“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
党员。”真是浩气凛然，铁骨铮铮。

像邓中夏那样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斗争实践和崇高精
神，是那一代共产党人形象的一个集中代表。在他们心中，推
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拯救灾难深重的国家和水
深火热中的人民，就是生命的全部。1928 年，邓中夏在共产国
际工作时，在档案表格的专业或职业一栏里，用俄文工整地填
着自己的职业——职业革命者。这是那个时代才有的称谓，
也是那一代共产党人慨然担当品格的生动写照。

成千累万的雨花英烈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来自黄
埔军校。在革命低潮时期，这些黄埔精英抛弃了高官厚禄，毅
然走上革命道路直至牺牲。高文华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高文华于1925 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在黄埔军校的
学习和东征的数次战役中，高文华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在
他们的引导下，高文华认识到“一个人觉悟了是没有用的，一

定要团结起来，推倒一切恶势力，解放自己。这种推倒恶势力
的方法，唯一的只有宣传革命。”在入校的这一年，高文华光荣
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高文华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四个年幼的
弟妹。由于父母体弱多病，弟弟从小得了脑膜炎，智力有障碍，
需要长期服药治疗；妹妹们都要读书，家中生活十分拮据。因
此父母希望高文华能回家谋职，维持家庭生活。一次，父亲在
信中告诉他，已托人替他在胶济铁路找到一份做财务的工作，
月薪60 元，要他赶快到山东就职。高薪又稳定的工作颇具吸引
力，但高文华却拒绝了，他给父亲的回信中写道，“我是一个革
命者，怎能受钱的牵动呢？老实说，山东有600元、6000元一月
的事，我都不做”，要做“使天下穷苦人将来吃饱穿暖的事”。高
文华也体谅父母的苦衷，在广州省吃俭用，筹款供几个妹妹上
学，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并经常写信鼓励妹妹们投身革命。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高文华回到家乡无锡继续从事
革命活动。当高文华走进阔别已久的家中，家里人几乎认不
出他了——他穿着件破旧的长衫，袖上缝着补丁，一双单鞋破
旧不堪，面容瘦削，两只眼睛显得格外深邃。父亲上下打量了
一番，说：“怎么从广州回来了？我给你找的‘铁饭碗’为什么
不要？”高文华笑着说：“我找的可是真正的‘金饭碗’。”“金饭
碗？你到底干什么活？”父亲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高文华坚
定地说：“我干的是使天下千千万万受苦的人，都能吃饱穿暖
的活。”“这活就叫革命。”

1928 年3 月26 日，高文华不幸被捕。在狱中，高文华丝
毫没有考虑自己个人的安危得失。他坚信着革命的未来，“真
理终永恒的（地）存在宇宙之中，现在虽善恶不能分清哩，终
有分清的一天。”

1931 年7 月，南京暴发了洪水，监狱里浸满了水，使本来
条件就恶劣的江苏第一监狱里传染病盛行，高文华也染上了
伤寒。8 月29 日凌晨，高文华在病痛中去世，年仅23 岁。

郭纲琳，1910 年出生于江苏句容一个大户人家。至今，当
地人提起她，还称她为郭四小姐。1929 年春，郭纲琳考入上
海中国公学预科（高中部），后进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学习。
1931 年10 月，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中共
党员。1934 年1 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后押解到南京。
1937 年7 月在雨花台牺牲。

郭纲琳被捕后，她的家庭千方百计设法营救，花重金聘请
律师为她辩护，因她拒绝在悔过书上签字而作罢。之后，郭纲
琳的大哥又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保释，当局表示，只要郭纲琳放
弃政治主张，就可出狱。关系打通后，大哥写信给郭纲琳，劝
她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郭纲琳在回信中说，“我不能造一
点点罪恶在我的生命中”“我不能屈服在一个无罪而加上有罪
的名义下来遵从你”。

“我凭了真理，凭了我对人民的忠贞，凭了党给我的教育，
我将你们费了不少狗气力想出来的一切阴谋诡计打得粉碎，
可见我是胜利了！……你们一定会被消灭，中国人民的革命
一定要胜利！”随着一声枪响，年轻而坚定的声音戛然而止，这
一年郭纲琳27 岁。

初心支撑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雨花英烈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 牺牲者”。雨花英
烈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力量，用鲜血印证了共产党人是用“特
殊材料”制成的。他们以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为国家
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慷慨捐躯、舍生取义。面对家庭误
解,面对利益诱惑，面对白色恐怖，在亲情、友情、爱情和国家民
族大义之间，他们做出了毅然决然的人生选择。特别是大革命
失败后，革命事业进入低潮，他们勇敢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无惧
严刑与屠刀，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感天动地的牺牲精神，塑造
了烛照千秋的英雄群像。可以说，雨花忠魂镌刻的是“牺牲”二
字，书写的是舍“小我”铸“大我”的人生答卷，展现的是中国共产
党人敢于牺牲的崇高品质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牺牲，就两个字，但没有非凡的勇气和意志是难以做到
的。也正因为如此，革命先烈才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共产
党人不是不珍惜生命，只不过他们从入党那天起，就做好了为
自己选择的理想而牺牲的思想准备。因为，革命理想高于
天！1933 年5 月15 日，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在酷刑审
讯面前，邓中夏坚贞不屈。参与审讯的一位国民党要人曾问
他：“你这样强硬，难道不想出去，不想获得自由吗？”邓中夏回
答：“我未进来之前，倒想到有一天会进来，现在进来了，倒从
未想到要出去！”陈原道烈士宣誓：“身可杀，而爱国热血不可
消；头可断，而救国苦衷不可灭！”

16岁的袁咨桐，是雨花台烈土中年龄最小的，贵州赤水
人，著名的晓庄十烈士之一。他在晓庄师范读书期间加入共
青团，多次参加革命活动，先后3次被捕。1930年8月，他最后
一次被捕。他的老师、贵州著名教育家黄齐生专门从贵州赶
来营救，找到了同为贵州籍的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要他手下
留情。谷正伦要袁咨桐写一份悔过书，遭到袁咨桐的严正拒
绝。在国民党军队当团长的二哥也来信劝他悔过。在狱中，
袁咨桐给他的二哥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一个人到了不怕
死的地步，还有什么顾虑的？有了这种舍己为公的奋斗的精
神，还怕理想事业不能成功？”最后，当局对这位坚定的年轻革
命者下了毒手。按当时法律,16岁还不能处以死刑，法庭就在
袁咨桐的年龄上做手脚，将 16 岁改为 18 岁。1930 年 9 月 17
日，袁咨桐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石璞于1913 年8 月24 日出生在辽宁省铁岭县北门里一
个中级职员家庭。他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不仅成绩优
秀，而且关心国家大事，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
1929 年6 月，石璞满怀着报效祖国、拯救中华的壮志由沈阳启
程，经大连、上海赴南京求学。当年年底，石璞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他曾无限感慨地说：“南
京虽处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但我们没有白来，我们对
着敌人的枪口加入了共产党，实现了我们的夙愿。我们要像
广州暴动的革命烈士那样，一定要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

大革命失败后的南京，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在严
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的地下工作十分艰难、危险。但石璞毫不
畏惧，他坚定地对同志们说：“在南京，不准备杀头，就不要加
入共产党！”为了鞭策自己，他立下座右铭：

努力才是人生，颓唐只见人死。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思想要系统化，行动要纪律化，生活要平民化。
勿悲观，勿怠惰，勿自傲。
1930 年8 月，石璞被捕，关进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

所。其父石吉昌托人营救。律师到牢中见到石璞说：“你父母
听到你被捕的消息，悲痛万分，托我来为你辩护。只要你按
我的计划行事，可免一死，且能立即释放。”并说：“你必须在
开庭审判时，承认自己由于年幼无知，误入歧途，所犯过失，是
受匪徒指使，非出己愿，从此改过自新，闭门苦读圣贤书，以
待异日报国。”石璞听后回答说：“你何不直说令我叛变，苟且
偷生。杀我头易，改变我信仰难。”1930 年9 月4 日在雨花台
英勇就义。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为革命而奋斗，直到最后一秒
钟！”这是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位女组织部长黄励写下的人生格
言，也是她用热血和生命践行的铮铮誓言。

黄励，1905 年3 月出生于湖南益阳县一个贫民家庭，从小
聪慧懂事。1924 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开始受到新思想的熏
陶。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黄励调任中共江苏省
委组织部部长。1933 年 4 月 25 日，由于叛徒出卖，黄励被
捕。1933 年7 月5 日清晨，敌人押着黄励前往雨花台，她对押
送的宪兵做了最后一次宣讲：“你们都是穷苦人，国民党杀害
共产党人，就是不让中国的穷苦人翻身。你们杀了很多共产
党、革命者，能杀得完吗？越杀革命者越多……”随即饮弹洒
血，从容就义，年仅28 岁。

罗登贤（1905—1933），广东南海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1928 年6 月在
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历任中共
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党团书记、中共中
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31 年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兼中共
满洲省委书记，领导东北抗日运动。1933 年 3 月在上海被
捕，4 月被押解到南京，8 月牺牲在雨花台。

罗登贤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
了，才是千古遗憾。”这是1933 年8 月29 日牺牲在雨花台的
罗登贤烈士留下的临终遗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记挂着
的，是人民的解放和自己未竟的责任。

雨花英烈是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光辉体现者和忠诚践行
者，他们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缅怀雨花先烈们的初心，
弘扬雨花英烈精神，将激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担当起历史
使命，朝着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雨花台烈士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告诉我们，中国共产
党因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建立、而奋斗、
而胜利；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而充满道义、充满自信、充满力量；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先进、而纯洁、而光荣。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缅怀雨花先烈们的初心，弘扬雨花
英烈精神，将激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担当起历史使命，朝着
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