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泰和县老营盘镇五丰村附近的山腰上，袁玉冰烈士墓
就在他出生地的那一片青山环抱中，墓碑上写着“革命事业立千
秋，烈士精神传万代”。 五月的雨丝丝缕缕地落在苍松翠柏上，诉
说着英雄的事迹，令人肃立而思。

袁玉冰，１８９９ 年出生，江西泰和县人。 １９２２ 年考入北京大学
哲学系，并很快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 后
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１９２３年春，袁玉冰受党组织委派从北大回到南昌工作，从此走
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在南昌，他与赵醒侬、方志敏等一起组织了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两个公开群众团体，并担
任民权运动大同盟交际部主任，领导江西民众开展反对反动军阀的
斗争。

１９２４ 年 ３ 月，中共中央调袁玉冰到上海工作。同年 ８ 月，受党
组织派遣，袁玉冰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１９２５ 年 ８ 月按党
的指示提前回国，任共青团上海地委宣传部主任、地委书记，为后
来北伐军胜利进军江浙地区做了大量工作。

１９２６ 年 １０ 月，袁玉冰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年底，
奉调回江西工作，担任共青团江西区委书记，并主编团的刊物《红
灯》周刊，使之成为宣传革命理论、反击国民党新右派进攻的重要
舆论阵地。 后任中国共产党江西区委宣传部长、区党委书记等职。

“袁玉冰是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无产阶级革
命先驱 。 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贡献 。 ”泰
和县史志办主任刘捷说 ， “他威武不屈 、富贵不移 ，为实现崇
高理想不惜抛头颅 、洒热血的精神 ，是共产党人的楷模。 ”

１９２７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 全国各地都陷入白色恐怖
之中，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积极分子惨遭杀害。在这危难
时刻，袁玉冰毫无畏惧，于 ５ 月 １６ 日写下《蒋介石政府的危机》
一文，深刻揭露蒋介石“清党”的实质，痛斥其镇压工农运动和叛
变国民革命的种种罪行，号召人民奋起反抗，为自由而战，为解
放而战。

不久，袁玉冰被任命为中共九江地委书记，他不惧危险，出生
入死，积极组织赣北秋收暴动。 １１ 月，袁玉冰调任赣西特委书记，
在吉安准备组织暴动。 １２ 月 １３ 日，袁玉冰化装进入南昌向省委汇
报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敌人对他威逼利诱，用尽各
种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１２ 月 ２７ 日，袁玉冰在南昌下
沙窝刑场英勇就义，时年 ２８ 岁。

“听前辈们说，爷爷非常爱学习，为了学习他什么苦都能吃，
脚磨起了血泡用盐水泡一泡，再继续赶路。 ”袁玉冰的侄孙袁登泰
说。 袁登泰的儿子袁鑫真诚地表示：“太爷爷是个‘大人物’，我也
要像他一样努力读书，为社会做贡献。 ”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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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七里海，草木竞秀，百鸟云集。 一百年前，于方舟就是
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也曾在这里躲过了敌人的围
追堵截。

于方舟原名于兰渚，１９０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生于直隶省宁河县（现
为天津市宁河区）口村一个农民家庭。 幼年时，母亲常给他讲述
林则徐、关天培等抗英故事和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英勇事迹，使他
受到了反帝爱国的启蒙。

１９１７ 年秋，于方舟考入天津直隶省第一中学。中学时期，于方
舟面对神州破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况，自警道：“狂澜四面严相
逼，群生彼岸须舟亟。 方舟负任一何重？ 方舟遭境一何逆？ ”遂以
“方舟”为名，以此自奋，愿做“渡人之舟”，把祖国人民从水深火热
中拯救出来。

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动爆发，于方舟立即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的革
命洪流。 他组织“学生救国团”，任团长，并先后当选为天津学生联
合会评议委员、天津市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 ９ 月，他倡导组织了
进步团体“新生社”，创办了《新生》杂志。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 于方舟与周恩来等率天津爱国学生千余
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政府释放此前被捕的爱国人士。 学生
的正义行动遭到军阀当局的野蛮镇压，于方舟与周恩来、郭隆真
等请愿代表被捕入狱。 在狱中，他与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同敌人进
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全国舆论和天津各界群众声援下，于方舟等
人被反动当局释放。

获释后，学校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开除了他的学籍。 回
到家乡，面对广大农民终日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惨状，他开
始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进行革命斗争。
为启发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 他用易于被农民接受的歌谣形
式，编写破除迷信的小册子并广为散发。 在他的启发引导下，当地
农民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有些农民自发组成请愿团，到县政府
请愿，逐步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

１９２１ 年暑期，于方舟化名于绍舜考入南开大学，研究马克思
学说并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１９２２ 年，于方舟经李大钊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李大钊领导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
区执行委员会，任委员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于方舟代表直隶省
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候补委员，并任直隶省党部执行委员。 同年，在中共中央和地方
区委领导下，主持成立了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任书记。

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
方针，各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 １０ 月，北方局制定了《北方暴动计
划》，决定在京津地区发动大暴动。 于方舟以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
部长身份领导了冀东第二次玉田暴动。 在战斗中起义部队遭到反
动民团包围，分散突围时在丰润县河流沙地区被敌人包围，不幸
被捕。 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晚，于方舟被敌人杀害，年仅 ２７ 岁。

在天津市宁河区烈士陵园，矗立着一面独具特色的黑色大理
石烈士墓墙，相关负责人介绍，烈士墓墙宽 ４８．１２ 米、高 ２．７ 米，宽
度象征宁河人民解放时间，高度代表于方舟烈士牺牲年龄。

烈士陵园内修建了于方舟烈士纪念馆，馆内陈列着于方舟生
前读过的书籍、撰写的文章、诗文等，再现了他组建天津共产党、
开展学生运动、领导农民暴动等重要革命活动的历史画面。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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