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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7月 4日晚，国民
党反动军警将一个年轻的革
命者押赴刑场。面对敌人的屠
刀，这位革命者昂首挺胸，镇
定自若，视死如归。敌人喝令
他跪下，他巍然屹立，毫不理
会。几个行刑的刽子手强行把
他按下去。但是，刽子手们刚
一松手，这位革命者一跃而
起，再次昂然挺立。刽子手恼
羞成怒，一拥而上，再次将他
强按在地，以乱刀残忍地将他
杀害。这位壮烈牺牲的革命者
就是共产党员陈延年。

陈延年，安徽怀宁人，陈
独秀长子，生于 1898年。1917
年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科。
1919年 12月，陈延年和一批
热血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
法国期间，陈延年阅读了《共
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
到科学的发展》等大量马克思
主义著作，研究俄国十月革
命，逐渐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
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有了较
深刻的理解。同时，他与蔡和
森、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法
国领导和参加的几次实际斗
争，使他对社会革命有了切身
感受。这促使他毅然摒弃原先
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
马克思主义。1922年 6月，陈
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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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
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领导成员。1923年 3月，陈延
年受党派遣进入莫斯科东方
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4年夏，由于国内形
势发展的需要，党急需大批
干部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党中央决定抽调旅俄旅法的
同志回国工作。同年 10月，
陈延年回国后被党中央派赴
广州，先后任社会主义青年
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
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不
久，又任命陈延年接替周恩
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在
广东期间，陈延年派遣大批
同志分别奔赴广东、香港、
广西、福建南部开展革命活
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
织。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党
的组织迅速在广东、香港、
广西和闽南建立起来，党员
数量从原有的几百人发展到
5000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

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陈延年还十分重视黄埔军

校中党的工作。1925年 1月，
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入学后，
党员人数有所增加，周恩来
和陈延年遂决定将学生中原
党支部扩大为中共黄埔军校特
别支部，直属广东区委领导。
同时成立了以共产党员蒋先
云、陈赓、左权等为骨干的青
年军人联合会，以团结左派革
命军人。同年 11月，周恩来
和陈延年在征得孙中山同意
后，决定组建海陆军大元帅府
铁甲车队。为保证党对这支革
命武装的领导，周恩来、陈延
年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抽调一
批共产党员到铁甲车队工作，
并动员一批工人农民和进步青
年到铁甲车队当兵，使铁甲车
队实际上成为我党掌握的第一
支革命武装。1925年 11月，
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周恩
来、陈延年等商定，从黄埔军
校毕业生中再抽调一批共产党
员和共青团员作为骨干，建立
了著名的叶挺独立团。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的第二
天，陈延年主持召开广州市党
团员大会，决定迅速发动群众
进行反帝斗争，声援上海人
民。随后，陈延年又主持广东
区委会议，决定发动香港和广
州沙面租界工人大罢工。1925
年 6月，由中共广东区委陈延
年、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的
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开始
了。省港大罢工共坚持了 16
个月，直到 1926年 10月胜利
结束。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
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国民
党右派的进攻，采取了妥协退
让政策。陈延年坚决反对，他
以中共广东区委的名义报告党
中央，要求中央坚决抛弃对国
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政策，并
表示虽然自己和陈独秀是父子
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
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
主义错误”。1927年 4月，陈
延年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时，
中央任命他接任中共江浙区
委书记，他当即转赴上海，
途中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陈延年虽未能出席党的第
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仍被
大会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
补委员。

1927年 6月，中共中央
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
省委和浙江省委，陈延年任中
共江苏省委书记。在极为严重
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陈
延年和赵世炎等不顾危险，部
署工作，寻找失散的同志，恢
复和重建党的组织，积极开展
斗争。6月 26日，陈延年遭
国民党军警逮捕。敌人为了得
到上海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对
陈延年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
体无完肤，逼迫他供出上海党
的组织。但陈延年以钢铁般的
意志，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
屈。敌人无计可施，从他身上
得不到任何东西，遂残忍地将
他杀害。陈延年牺牲时年仅
29岁。

陈延年：领导“省港大罢工”

在湖北汉口江岸车站，矗立
着一尊昂首挺立的红色花岗岩雕
像，雕像基座正面镌刻着“林祥谦
烈士”5个金色大字。他就是1923
年在“二七大罢工”中担任京汉铁
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的林祥
谦，这里就是他当年英勇牺牲的
地方。

林祥谦，1892年 10月出生
在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农民家庭。
1906年进马尾造船厂当学徒。
由于他聪明好学，很快掌握了钳
工技术。1912年他通过技工考
试，进入汉口江岸铁路工厂当钳
工。当时的京汉铁路既是帝国主
义侵略中国的吸血管道，又是封
建军阀进行统治、互相混战的工
具。近3万京汉铁路工人过着“成
年累月做马牛，吃喝如猪穿如柳”
的苦难生活。为了改善劳动条件，
提高收入，林祥谦曾和工友们开
展过小规模的罢工斗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后，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
项英等人经常深入到江岸区的
铁路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很
快发现了富有反抗精神又在工
人中有着很高威望的林祥谦。在
陈潭秋、项英等共产党人的帮助
下，林祥谦阶级觉悟很快提高，
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同年 12月，
林祥谦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武汉分部会议，并作为发起人
之一筹备组织京汉铁路江岸工
人俱乐部。1922年 1月，江岸工
人俱乐部成立，林祥谦被选为干
事。由于他办事公正，乐于助人，
为工人谋利益，深受大家的信任
和爱戴。1922年夏天，林祥谦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当选为京
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

为适应全国工人运动日益
高涨的形势，京汉铁路总工会筹
委会经过多次酝酿筹备，决定于
1923年 2月 1日在郑州召开京
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2月 1
日清晨，郑州全城戒严。反动军
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面对全
副武装的敌人，林祥谦和代表们
毫不畏惧，冲破军警的包围圈，
进入会场。在一片欢呼和口号声
中，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
立。

反动军阀吴佩孚、萧耀南
对此感到无比恐慌和仇恨。当
天下午，他们下令反动军警占
领总工会会所，驱逐工会工作
人员，查抄总工会的文件材
料，砸坏各单位赠送给大会的
匾额和礼品，甚至包围和监视
代表们的住处。当晚，林祥谦
参加了总工会召开的紧急会
议，决定向反动当局提出五项

要求，限 48小时内答复，否则
将于 2月 4日举行全路总同盟
罢工。会议决定总工会移到江
岸办公，同时成立总罢工委员
会，林祥谦被指定为江岸地区
罢工总负责人。

第二天上午，林祥谦回到
江岸，随即召开会员大会，传达
总工会关于发动全路总同盟大
罢工的决定，号召工友们用最
大的力量反抗军阀的暴行。接
着，林祥谦带领工人们组织宣
传队，贴标语、发传单，揭露敌
人罪行；成立调查队，了解掌
握敌人动态；扩大工人纠察队，
同时赶制铁棍、木棒，准备自
卫。2月 3日晚，罢工的各项准
备都已就绪。

2月 4日上午 9时，林祥
谦接到总工会关于罢工的指示
后，下达了罢工令。随着第一
声汽笛的拉响，江岸机车厂所
有的汽笛同时怒吼，响彻武汉
三镇。京汉铁路全线所有的客、
货、军车一律停驶，震撼中外的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了。
这次大罢工从政治、经济上沉
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
阀。2月 6日下午，汉口美、英
总领事召集中外买办资本家进
行密谋策划，并向北洋军阀政
府施压。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
决定对罢工的京汉铁路工人进
行残酷镇压。

林祥谦意识到残酷的斗争
即将到来。2月 7日中午他把
分工会的图章藏在家里的炭火
盆里，匆匆赶回工会。下午 5时
20分，反动军阀带着两营士
兵，包围了江岸分工会会所，开
始了疯狂的射击。在这场野蛮
的屠杀中，江岸 30多名工人牺
牲，200多人受伤，酿成了震惊
中外的“二七惨案”。林祥谦带
领工人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队
进行了英勇搏斗，终因寡不敌
众，与十几名工会领导人和工
人代表被敌人逮捕。

当夜，天降大雪，敌人把林
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
上。反动军阀以死威胁逼迫林
祥谦下令复工，遭到林祥谦断
然拒绝。敌人恶狠狠地命令刽
子手举刀砍向林祥谦左肩：“上
不上工？”林祥谦斩钉截铁地
说：“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
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
屠刀砍向林祥谦右肩，他血流
如注，昏死过去。醒过来，敌人
再次恶狠狠地问他：“现在怎么
样了？”林祥谦拼尽最后的力
气怒斥敌人：“现在还有什么话
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
就断送在你们这班军阀手里
了！”林祥谦壮烈牺牲，时年 31
岁。

为纪念这位工人运动的先
驱者，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
在福州修建了林祥谦烈士陵
园，包括二七烈士纪念堂、陵
墓、千人广场和 6米高的烈士
花岗石雕像等建筑。纪念堂以
丰富的图片和资料，详细介绍
了林祥谦的生平事迹。陵墓后
面是郭沫若题写的“二七烈士
林祥谦之墓”的青石墓碑。陵
园内苍松繁茂，芳草如茵，守
护着烈士不灭的英灵。

林祥谦：领导“二七大罢工”

“龙华授首见丹心，浩气长
虹烁古今。千树桃花凝赤血，工
人万代仰施英。”这是我国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缅怀
赵世炎的诗篇。“施英”是赵世炎
当年用过的化名。

赵世炎，1901年出生在四
川省（今重庆市）酉阳县龙潭镇。
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附中，期间正值新文化运动风起
云涌，受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
的影响，投入新文化运动中，并
结识了李大钊等人。1919年经
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少年学会，
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参与主
编《平民周刊》《少年》半月刊和

《工读》半月刊等进步刊物，宣传
反帝反封建思想。

1920年 5月，赵世炎赴法
国勤工俭学。1921年春，与张申
府、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法中国
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1922年，与周恩来等发
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任
中央执委会书记，随后又任中共
旅欧总支部委员和中共法国组
书记。1923年，赵世炎和陈延
年、王若飞等带领一批青年前往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
学学习。

1924年，应李大钊要求，赵
世炎回国工作。他先后任中共北
京地方执委会委员长、中共北方
区执委会宣传部部长兼职工运
动委员会主任，协助李大钊领导
北方各省的斗争。1925年 5月
30日，上海发生帝国主义屠杀
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
后，北京人民在中共北方区委赵
世炎等人领导和组织下，立即行
动起来，举行游行、罢工、罢课，
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随后，李
大钊派赵世炎等人到天津、唐山
等地去加强领导，先后组织和发
动天津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开
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天津海员大
罢工和赵各庄矿工人大罢工，使
北方地区的声援活动和群众斗
争连成一片，沉重打击了帝国主
义和反动军阀。

1925年 10月，在内蒙古地
区农工兵大同盟代表大会上，赵
世炎当选为大同盟中央委员会
副书记。为了推动蒙古地区的革
命工作和培养蒙古族干部，他和
李大钊（任书记）、邓中夏等经常
到蒙藏专门学校进行宣传和组
织工作。在他们的培养和教育
下，最早一批向往革命真理的蒙
古族青年乌兰夫、奎壁、吉雅泰
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后来开展
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准备了
骨干。

1926年 3月，赵世炎出席
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
代表大会。会后，为加强江浙
地区的工作，党中央任命赵世
炎担任中共江浙区委（包括江
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市）
组织部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
书记，并兼任江浙区委军委书
记。赵世炎化名“施英”，到上
海后就深入到工人群众中，了
解情况，组织工人罢工斗争，
准备武装起义迎接北伐军。他
号召社会各界群众发扬五卅精
神，联合起来，组成革命的统一
战线，以对付帝国主义的屠杀
和进攻。在中共江浙区委领导
和组织下，从 1926年 6月到 9
月，上海各界工人的罢工斗争
此起彼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
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新阶段。

1926年 10月，北伐军攻
克武汉，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
上海党组织为了配合北伐胜利
进军，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罗亦
农、赵世炎是上海工人武装起
义的重要领导者。由于时机不
成熟，上海工人的第一、二次武
装起义均告失败。1927年 3月
21日，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
农、赵世炎等领导和指挥下，上
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
义。赵世炎身先士卒，他和周
恩来一起指挥和带领着 150支
枪的工人纠察队，勇敢地冲锋
陷阵，向着直鲁联军发起冲击。
经过 30多个小时的激战，打败
军阀部队，占领上海（外国控制
的租界除外）。这是大革命时
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
为北伐军在江浙战场的胜利
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 4月，蒋介石背叛
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
众，上海处在腥风血雨中。1927
年 5月，赵世炎出席在武汉召
开的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
员。会后，他任中共江苏省委
常委、代理书记、上海总工会委
员长，回到严重白色恐怖笼罩
下的上海，以大无畏的革命气
魄，继续坚持领导革命斗争。

由于叛徒出卖，1927年 7
月 2日，赵世炎不幸被捕。他受
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
他把敌人的监狱和法庭当成讲
坛，大义凛然地宣传党的主张
和共产主义理想，揭露反动派
的罪行。他慷慨激昂地说：“志
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遍
布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
起来，共产党必将取得胜利。”
7月 19日，敌人对他下了毒
手。面对死亡威胁，他从容不
迫，镇定自若，高呼着：“工农联
合起来打倒新军阀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在上海枫林桥畔英勇就义。

赵世炎的一生是短暂的，
他将自己的全部青春年华和满
腔热血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
不朽篇章。今天，在赵世炎的
家乡———重庆市酉阳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龙潭镇，建有赵世
炎故居和烈士纪念馆，永远缅
怀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
驱者、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赵世炎：“工人万代仰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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