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

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在全国组织和发

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

近百次武装起义。其中，广州起义开创

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

义的先例。

当年参加广州起义的人员来自各

行各业，大家没有统一的服装。为方便

识别敌我，根据总指挥部的指示，凡参

加起义的人员需一律佩戴或手缠红布

带。如今，广州起义纪念馆里就珍藏了

一条当年起义军使用过的红布带。鲜

红如往昔的红布带，向参观者诉说着

那段虽败犹荣的历史，也印证了它的

主人———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第一大

队中队长杨馨坤的拳拳初心。

1927 年 12 月 11 日 3 时 30 分，随

着广州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一声令下，3

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广州城寂静的夜

空，广州起义爆发。顷刻间，广州城里

响起隆隆的枪炮声。

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杨馨坤所

在的工人赤卫队，按计划奔袭预定目

标，一举攻破了广州市公安局。经过几

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广州绝大部分

市区，随即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

12 日，形势急转直下。由前线回援

的国民党军约 3 个师，在英、美、日、法

等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

加上市内残存敌人配合，从南、西、北

三面向广州市疯狂进攻。起义军和工

农群众坚守街垒、英勇奋战，终因敌我

力量悬殊而失败。

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

对起义军民进行了大屠杀。起义当天阴

雨绵绵，红布带遇水褪色，不少起义军民

在脖子或手臂上都留有红色印记。凡是

身体上有红色印记的人，基本被认为是

起义人员而遭到杀害，整个广州笼罩在

一片白色恐怖中。红布带随着烈士的鲜

血被践踏在战火的废墟中，但不屈的红

色火种已经在人们的心中种下。

杨馨坤在撤退时，将红布带藏进贴

身衣袋。他与战友奋力冲出敌军围截，

一路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家乡英德。杨馨

坤将红布带小心翼翼地用油纸一层层

包裹好，装进一个盛骨灰的陶埕里，用

瓦盆覆盖，秘密埋在山岗里。杨馨坤后

来在参加广宁农民起义时壮烈牺牲，他

曾经用生命守护的这条红布带，在

1959 年由其亲属上交给国家。

在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里，这条红

布带见证了无数先烈的前赴后继，在气

象万千的新时代，这条红布带激励着我

们牢记初心、勇往直前。

渊汤炎忠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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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丹心昭日月 凛然浩气贯长天
———雨花台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在江苏视察

时指出：“在大革命时期，江苏是我们党

活动和战斗的重要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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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花台烈士纪念碑于 1989 年落成，

矗立在南京雨花台主峰广场上，高 42.3

米。采用传统的竖式造型，由碑额、碑

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身正面镌刻着

邓小平手书的“雨花台烈士纪念碑”8 个

金字，背面为江苏省及南京市人民政府

撰写的碑文：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袁革
命先烈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袁为了国

家独立尧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袁英勇斗

争袁壮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袁用鲜血和

生命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英雄篇章遥
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人们为

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浴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浴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七年十月

江苏省人民政府南京市人民政府

敬立

简短的碑文，讴歌了雨花英烈为实

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

崇高的理想信念

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

矣。牺牲时年仅 16 岁的袁咨桐，是年龄

最小的雨花英烈，他是贵州赤水县（现

习水县土城镇）人，1929 年来到南京晓

庄师范小学部读书，加入共青团后阅读

大量革命书籍，积极宣传革命思想。1930

年，他参加了晓庄师范学生声援和记工

厂工人反帝斗争的示威游行，并于同年

5 月、8 月两次被捕，9 月 17 日被敌人枪

杀于雨花台。他在狱中给二哥写信：“我

们各有着不同的处境，有人在忍辱顺

受，有人在观望徘徊，有人在勇往直前。

一个人到了不怕死的地步，还有什么顾

虑的？有了这种舍身为公奋斗的精神，

还怕理想事业不能成功？”袁咨桐坚守

崇高的理想信念，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什

么是信仰。

在雨花英烈中，最知名的当属党的

早期领导人恽代英。他 1930 年 5 月因革

命工作被捕，1931 年 2 月在即将出狱时

因叛徒出卖身份暴露。国民党得知在他

们制定作战计划的军政部内，隐藏着一

个代号“宝尔”的红色特工。恽代英的现

身让蒋介石如获至宝。蒋介石认为恽代

英一定知道“宝尔”的身份，他亲命其得

力干将前往监狱，突审恽代英和其他共

产党员，必须在一天一夜内查获“宝尔”。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以恽代英为代表

的共产党人宁死也要保护秘密特工“宝

尔”，宁愿忍受酷刑也要为送出情报争取

时间，最终壮烈牺牲。正如雨花英烈周文

雍有诗云：“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

可灭。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

裂。”雨花台数以千计的英烈，宁可牺牲

生命也要捍卫自己的信仰，彰显了革命

理想高于天的崇高理想信念，是极为宝

贵的精神财富。

高尚的道德情操

雨花英烈堪称完美德行的践行者，

舍私情拥抱公义，用生命阐释了共产党

人的义利观。高文华是江苏无锡人，1924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 年，他被派

往国民革命军第三师担任连的党代表参

加东征。东征途中，父亲替他在胶济铁路

找了份月薪 60 块大洋的工作。高文华给

父亲回信：“我是一个革命者，怎能受钱

的牵动呢？老实说，山东有 600、6000 块

大洋一月的事，我都不会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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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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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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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的安危得失。他坚信：“为人类争真理

的英勇争斗，才是奋斗，所以一个真正的

奋斗者，决不顾虑牺牲的大小、成功的多

少或者失败的。”

吕惠生是安徽无为人，皖江抗日根

据地领导人。1935 年，由于在民众中享

有较高威望，他被推荐担任无为县政府

建设科科长。一次，有个豪绅为霸占公

田修建私宅，拿出 200 块银元企图买通

他。吕惠生将贿款公之于众，并在当地

建成一座凉亭，亲笔书写“洗心亭”悬于

其上，以明心志。他在一段日记中写道：

“剔除中饱，涓滴归公，一文钱用在有利

革命上———廉。”1945 年 9 月，担任皖中

行政公署主任、皖中人民抗日自卫军司

令员的吕惠生被敌人逮捕，两个月后在

南京壮烈牺牲。牺牲前，吕惠生在狱中

托人传出遗诗一首：“忍看山河碎，愿将

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

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

我何求？”雨花英烈昭示着高尚的道德

情操，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激

励后人。

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雨花英烈郭纲琳生于江苏句容的

富足大户之家。1929 年她考入上海公

学，并加入中国左翼文学研究会，积极

探求革命真理。1934 年 1 月 12 日，因叛

徒告密郭纲琳不幸被捕入狱，她拒绝家

人重金营救，拒绝在悔过书上签字。在

漫长的牢狱生涯中，她始终保持着高尚

的道德情操，并把两枚铜板磨成心形，

镌刻上“健美”“永是勇士”的字样，表达

自己决不投降、永当勇士的坚定意志。

郭纲琳被关押期间，郭家想方设法营

救，几次都因她拒绝在国民党拟好的悔

过书上签字而作罢。由于郭纲琳斗争坚

决，敌人将她作为重点惩处对象，对她

施以皮鞭抽、铁杠压等种种酷刑，都未

能使她屈服。1937 年 7 月，敌人把郭纲

琳押往雨花台刑场。面对死亡，郭纲琳

怒斥敌人：“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凭

了真理，凭了对人民的忠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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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纲琳为革命事业献出

了年仅 27 岁的生命。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雨花英烈

史砚芬出生于江苏宜兴，中学期间他就

投身到五四运动的洪流中，积极追求救

国救民真理。1928 年 5 月 5 日，史砚芬

在南京参加会议时，由于叛徒出卖不幸

被捕。在狱中，他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

打，始终坚贞不屈。他在给弟妹的诀别信

中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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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英

烈镌刻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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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人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渊燕翔冤

军史文物翌绎

中华英烈

车耀先开设的“努力餐”餐馆

在四川成都人民公园旁，有

一座大众餐馆，名叫“努力餐”。招

牌上的三个大字，系国防部原部

长张爱萍将军亲笔撰写。餐馆的

创始人为红岩英烈车耀先，他在

此办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餐馆，

同时也为党提供了一个秘密联络

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

下”“服务大众”的初心本色。

车耀先是四川大邑人，19 岁

投入川军，后升至团级军官（即国

民党党代表）。1927 年，“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爆发，国共合作破裂，

面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车耀先

愤然退出国民党军。

1929 年车耀先加入中国共产

党，写下了“愿以我血献后土，换

得神州永太平”的庄严誓词。这年

5 月，他按照党组织指示，带领全

家开办一所餐馆，参加中共川西

特委军委直属特别小组工作，并

利用同乡关系进入军阀刘文辉的

24 军，从事党的兵运工作。

餐馆取名“努力餐”，是取自

孙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

功，同志仍须努力”。“努力餐”位

于成都三桥南街，后搬到祠堂街，

为一楼一底。店里的招牌套餐是

“革命饭”：每份用三四两米蒸，内

掺入肉粒、鲜豆、嫩笋，色香味俱

全。车耀先曾在餐馆墙壁上写下

对联：“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努

力！论实行民生主义，庶几，庶

几！”由于物美价廉，“努力餐”很

受欢迎，算得上是“快餐店”的鼻

祖了。

“努力餐”也是党组织的联络

站。党内同志只要说出“一菜一

汤”，对上暗号，便可免费用餐。

1930 年 10 月，车耀先担任中共川

西特委军委委员，参与策划了震

动四川的“广汉兵变”。暴动失败

后，“努力餐”为撤退到成都的同

志解决了吃住问题。新中国成立

后，开国少将魏传统特意写诗纪

念这段往事：

四川军阀割据热，

广汉兵变震云天。

西窗瞭望锦城血，

幸有当年努力餐。

1937 年 1 月，车耀先在“努力

餐”创办《大声周刊》，自任社长，

撰文宣传抗日、反对内战，还专门

刊载西安事变真相的文章。该刊

出至第 13 期即被国民党当局查

封。他又将该刊改名《大生》，仅发

行 5 期又被取缔，后以《图存周刊》

面世，大声疾呼全面抗战，反对妥

协退让。几经周折，《大声周刊》于

当年 11 月复刊，成为全川抗日救

亡运动的喉舌。

全面抗战期间，车耀先任“大

声抗敌宣传社”社长，发展社员千

余人，在餐馆传播来自延安的消

息。他还积极帮助青年们克服各

种困难去往革命圣地延安。当时

流传着一句话：“要想到延安，去

找车耀先。”著名红岩英烈张露萍

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前往了延安。

“努力餐”又是抗日救亡人士

的活动中心，救国会“七君子”沈

钧儒、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章乃

器、王造时、沙千里出狱后来成

都，车耀先特地在餐馆为他们设

宴。第二天，沈钧儒还陪同邓颖超

与车耀先见了面。中华文艺界抗

敌协会成都分会欢迎冯玉祥、老

舍来蓉而举行的欢迎会，也在“努

力餐”举行。

1940 年 3 月车耀先被捕后一

直关押在渣滓洞。1946 年 8 月 18

日，车耀先被特务秘密杀害于重

庆歌乐山松林坡。全国解放后，党

和政府在重庆市歌乐山烈士陵园

为他建墓立碑，周恩来总理亲笔

为他题写碑文。

今天的“努力餐”，因城市改

造离原址移动了约几十米，在金

河路 1 号原貌复建，作为文物保护

单位，被列为党史教育基地。人们

来这里品尝“革命饭”“励志餐”的

同时，也能了解到车耀先当年传

播革命火种的传奇故事。

渊刘波冤

一条见证广州起义的红布带

13 万两黄金送延安
在被誉为“金都”的山东招远市，有

一座长达 2000 多年历史的金矿———玲

珑金矿。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

玲珑金矿及胶东根据地军民为党中央筹

集、输送了 13 万两黄金，极大地缓解了

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财政紧张状况，

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千辛万苦的筹金活动

抗战时期，黄金争夺战弥漫着战火

硝烟。对黄金储量丰富的招远玲珑金

矿，日本侵略者觊觎已久。1939 年 2 月

27 日，日军侵占招远县城，28 日清晨，

日军少川支队纠集 700 多名日伪军，叫

嚣着“宁失招远城，勿失玲珑矿”，强占

了玲珑金矿，对玲珑金矿及周边金矿开

始了疯狂的掠夺式采挖。为全面管制黄

金，日军在招远实施“治安强化运动”，

成立黄金稽管大队，对私卖黄金一律没

收，对亲近和倾向共产党、八路军的人，

格杀勿论。日军在玲珑矿区对矿工实施

残酷管理和镇压，共有 200 多名矿工被

酷刑折磨致死。

1938 年 7 月，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

我党历史上一个独特的金融机构———

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1940 年 8 月撤改

成立玲珑采金局，领导胶东根据地军民

多方筹措黄金，组织根据地军民和矿工

同日伪军开展夺金斗争。一是在解放区

和敌占区秘密建立、控制金矿，采用合

营、合资、租赁、自产等形式生产黄金。

设立武装护矿队，挤走保安团等势力，

保护矿主生产黄金。二是从日寇手里

“虎口夺金”。1939 年冬，中共胶东区委

书记王文秘密交给胶东区职工抗日救

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一项任务：到招远

筹集黄金，要求其“像钉子一样深深地

钻进金矿，扎下根，确保完成任务”。苏

继光率领革命同志潜入金矿组建地下

党组织，成立金矿工会，领导矿工们与

日伪军斗智斗勇，用石头换下高品质金

矿石，把金矿粉揉进头发，藏到棉袄、鞋

底的夹层里，甚至把汞膏（内含品位很

高的金子）塞到菜饼子带出来。同时，在

黄（县）招（远）公路组织武装力量伏击

日军运金车队，直接从日寇手里抢夺黄

金和金砂，有一次缴获 30 公斤金条。三

是设立秘密地下黄金收购站，换购群众

的黄金。教育当地群众资共不资敌，鼓

励群众售金、献金和捐金，在玲珑金矿

附近每周能收购 50—60 两黄金，以特

有的方式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

艰险重重的护金之路

筹金不易，运金更难。从胶东把黄金

安全运到延安，路途遥远，需要穿越上百

道封锁线，越过犬牙交错的敌占区和国

民党顽固派控制区，绕开无数日伪据点，

一路充满艰难险阻。

黄金运送通常采用开辟运送通道、

分段接力、运金部队护送等方式通过敌

占区和封锁区。开辟了胶东半岛北部的

“渤海走廊”和“滨海通道”。1941 年—

1943 年 7 月，黄金、军火等重要物资主

要通过“渤海走廊”，经平度、昌邑、潍县、

寿光，在日伪眼皮底下穿过 40 多个村

庄、120 多公里，到清河根据地，再南穿

胶济线送到鲁中或鲁南区。在上述时间

段前后，运送黄金主要从“滨海通道”，经

胶县、高密、诸城、日照、莒县等，到达山

东分局驻地鲁南区。

沿途根据地分段接力护送，主要路

线是从山东分局驻地鲁南区出发，经微

山湖和湖西根据地，到冀鲁豫边区，再前

往太行山根据地，之后到延安就比较安

全了。时任鲁中工商局监察专员的孟英

讲述，山东分局收集上来的黄金绝大部

分送往延安，分局主要领导黎玉亲自安

排送金任务，哪个部队送，谁负责，走哪

条路线，都绝对保密。1943 年初，孟英曾

带领一支 3 个营和 1 个连的部队运送黄

金到津浦铁路路西的根据地，到那里由

根据地派部队送往太行山，然后转送延

安。1942 年 3 月 18 日，刘少奇从苏北回

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到鲁南视察，离开

时，携带山东分局送延安的 1 万两黄金，

穿越了 103 道封锁线，历经 9 个月才到

达延安。

还有运金小分队直接从胶东运送黄

金到延安。玲珑金矿原副矿长于讷讲述：

1943 年秋，战士王德昌参加了一支 26

人组成的运金小分队，经过一路浴血战

斗，到达延安时仅剩 6 人，黄金却一两未

失。神秘的“黄金部队”在向山东分局、向

延安护送黄金的行动中，无数英雄血染

运金路，却没发生过一起携金叛逃事件，

没丢失过一两黄金，彰显出送金人忠诚

使命的崇高品质。

困苦交加的雪中送炭

据山东招远县有关档案记载，1937

年至 1945 年，胶东特委和玲珑金矿大约

筹集了 13 万两黄金送到延安党中央。按

照《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计

算，这些黄金相当于 1943 年边区财政收

入的 7 倍。毋庸置疑，在艰苦卓绝的抗战

时期，运送到延安的黄金极大地缓解了

当时紧张的财政经济状况。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包围和经

济封锁，再加上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完

全停发经费，各抗日根据地生活十分困

难。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严控军火、粮

食和药品等重要物资输入延安，“不准

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

区，企图从经济上困死边区和党中央。

1940 年，延安农民人均粮食不足 1 石，

棉花 1941 年才达到 3 个人 1 斤的水平。

部队吃穿、机关运转都难以保证，边区

人民的负担也达到了极限。对此，毛泽

东回忆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

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

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另外，购买枪械、弹药、紧缺的医疗

物资以及开展对外活动都需要黄金等

“通货”。因此，1939 年 11 月，中央初拟李

富春等到山东筹款，毛泽东说：“把票子

搞到延安来，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多搞

‘通货’来比较好。”送到延安的黄金，为

延安换购紧缺的物资，打破敌人的封锁，

起到重大作用。相较于法币、边币等，黄

金具有更强的购买力。据计算，在 1942

年，13 万两黄金大约能购买 4.99 亿斤小

麦。玲珑金矿和胶东根据地送到延安的

黄金，还为稳定边币币值、降低通货膨

胀、稳定延安经济金融秩序作出了重要

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玲珑金矿又向党中

央输送了 22 万多两黄金，为解放事业

作出了新贡献。英雄的玲珑儿女、胶东

军民怀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传

承着“13 万两黄金送延安”的革命精

神，在党的革命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渊张延升冤

战争岁月

广州起义军使用过的红布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