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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泉市安仁镇的西南方向，在天平山脚下季山头村，有一
座白粉墙的普通民房，它就是革命先烈季步高的故居。

大门正上方有一块匾额，上书“爱吾庐”三个字，大门右边竖立
着“季步高烈士故居”的石碑，正堂板壁上悬挂着季步高烈士遗照和
革命烈士荣誉证书。 季步高少年时代就学习、生活在这里。

季步高，名大纶，号凌云，笔名布高，1906 年出生在浙江龙泉天
平乡季山头村。 1922 年夏，他考上上海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同年
10 月更名为上海大学），受到进步思想影响。 1925 年 6 月，考入广州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 4 期。 同年 ９ 月，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春，季步高根据党的指示，从黄埔军校中途退学，转到中
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大队， 专门负责训育处工
作。 期间，他积极协助 2000 多人的工人武装进行培训，负责讲授《社
会进化史》《共产主义 ABC》等革命理论课程，同时协助编辑出版罢
工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工人之路》。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
东的国民党右派遥相呼应，于 4 月 15 日在广州开始反革命大屠杀。
季步高等率领纠察队进行反击，但由于敌众我寡，纠察队被迫转入
地下。

随后，中共广州市委在一片白色恐怖下成立，季步高临危受命，
担任中共广州市委委员，负责秘密组织工人武装队伍。

1927 年 11 月，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举行广州
起义，季步高协助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2 月 11 日凌晨，广州起义
的红色信号弹划破了南方漆黑的夜空。 季步高率部分工人赤卫队
员，配合起义军主力———叶剑英领导的军官教导团，攻打广州市公
安局。

起义期间广州第一个工农民主政府———广州苏维埃政府在炮

火中诞生，季步高被委任为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军械处处长。 由于敌
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不幸失败。 季步高按照党的指示，转赴香港。

1928 年 1 月上旬，中共广州市委重新成立，季步高为市委委员，
很快秘密返回广州。 此时广州的反动势力极为猖獗，到处笼罩在白
色恐怖中，斗争异常尖锐残酷。 1 月下旬，刚刚建立的市委机关即遭
敌破坏。 1 月 30 日，中共广州市委再次重建，季步高临危受命，担任
中共广州市委书记。 他想方设法秘密联络、收拢被打散和隐蔽在各
处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 十几天后市委机
关再次遭到破坏。 季步高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万分险恶的
情况下，带领同志们分散隐蔽进行革命斗争。

4 月 13 日，季步高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并继续在广
州开展地下工作。 7 月，去香港向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时，不幸被港
英当局逮捕，遂被引渡回广州反动当局。

在狱中，他受尽了敌人的残酷刑讯和拷打折磨，但他视死如归，
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

1928 年冬，季步高就义于广州红花岗，牺牲时年仅 22 岁。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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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授首照丹心，浩气如虹烁古今，千树桃花凝碧血，工人万
代仰施英。 ”在《忆赵世炎烈士》一诗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
章高度评价了我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赵世炎同志。 “施英”正是赵
世炎在党和工会刊物上写文章时用的笔名。

１９０１ 年，赵世炎出生在四川酉阳（今属重庆市）。 父亲感受到那
个时代的世态炎凉，希望他的小儿子能够像一团火一样去照亮这个
世界，故给他取名“世炎”。

１９１５ 年，赵世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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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赵世炎投入新文化
运动中，并结识了李大钊等人。 １９１９ 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少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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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炎回国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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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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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任命赵世炎担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部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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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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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由于
时机不成熟，上海工人的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

在武装起义中，赵世炎身先士卒，勇敢地冲锋陷阵。 经过 ３０ 多
个小时的激战，起义队伍打败了军阀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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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
党人和革命群众。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赵世炎临危不惧，坚定表
示：“共产党就是战斗的党……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不愿意
参加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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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炎英勇就义，把 ２６ 岁
的青春和满腔热血献给了革命事业。

赵世炎牺牲后，家里有很多人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也有人为
了信仰壮烈牺牲。 “先辈对我们的影响就是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坚持
自己的理想。 ”赵世炎之孙赵新炎说。

英烈已逝，但信仰之火永不熄灭。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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