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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湖南桑植县洪家关光荣

院 30 米处 ， 是贺龙元帅的堂弟 、
工农革命军第 4 军第 1 师师长贺
锦斋烈士墓 。 墓碑中心刻有一颗
闪亮的红星 ，两旁镌刻有 “澧水歌
霞光早已照大地 ， 浪淘沙革命巨
浪比天高。 ”

贺锦斋，1901 年生，名文绣，乳
名春生，湖南桑植人。 1916 年贺龙
两把菜刀闹革命，组织讨袁（世凯）
护国军的壮举， 为贺锦斋所景仰。
1919 年入贺龙部当卫士，由于作战
勇敢，由士兵逐级递升至团长。

1926 年 5 月，贺龙响应广东革
命政府的号召，率部参加北伐战争。
贺锦斋任国民革命军第 9 军 1 师团
长、 代理旅长， 指挥所部参加了澧
县、斗湖堤、武胜关、逍遥镇等战斗，
屡建战功。

1927 年 6 月 15 日， 在北伐进

军途中，贺龙所率领的独立 15 师升
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贺龙任军
长，贺锦斋任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第
1 师师长。 7 月下旬，全军遵照中共
中央指示，抵达南昌。 8 月 1 日凌晨
贺锦斋率 1 师担任正面主攻， 参加
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起义中，贺
锦斋率部主攻第五方面军朱培德滇

军精锐警备团，全歼守敌，取得了南
昌起义的决定性胜利。

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中，面对
严峻的形势 ， 贺锦斋处处以身作
则 ，与战士同甘共苦 ，鼓励大家坚
持斗争到底 。 指挥所部参加了瑞
金、会昌等战斗。 起义军在潮汕地
区失败后 ，与部队失去联系 ，他克
服千难万险 ，10 月底辗转至上海 ，
寻找党的组织。

同年冬， 贺锦斋奉中共中央指
示到湖北监利、 石首一带组织游击
队，开展武装斗争，配合南县、公安
等地年关暴动。 在此期间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28 年 3 月 ， 贺锦斋随周逸
群、 贺龙等回湘西建立革命武装和
根据地，曾率部在桑植葫芦壳设伏，
消灭贵州军阀部队数百人， 活捉其
旅参谋长。同年 7 月，中共湘西前敌
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4 军成
立，贺锦斋任委员和师长。率部在石
门、津澧一带，率部发动群众，开展
游击斗争。

9 月，在石门泥沙镇战斗中，为
掩护主力突围， 贺锦斋率警卫营和
手枪连奋勇冲杀， 壮烈牺牲， 年仅
27 岁。 实践了他“吾将吾身交吾党”
“誓为人民灭豺狼”的钢铁誓言。

（据新华网）

孙津川：革命者是杀不完的
长夜群星，璀璨天地。 在南京

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长夜星空”
展馆中，可以看到用多媒体投影呈
现出的烈士英容， 与 LED 灯营造
出的星光交融，象征每位烈士散发
信仰之光，闪耀在革命道路上。

孙津川就是这“漫天星光”闪
耀革命道路中的一位烈士。 1895
年， 孙津川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
个工人家庭 。 14 岁起先后到南
京、上海做工。 1924 年秋，孙津川
在上海与中共党员彭干臣相识 ，
并在其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

1925 年 8 月经彭干臣等介
绍，孙津川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
选为沪宁铁路工人协进会委员 。
不久， 中共吴淞机厂特别支部成
立，孙津川被选为特支书记。

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 ，中
共中央决定在上海举行工人武装

起义。 1926 年 10 月，孙津川按照
党的要求， 带领吴淞机厂工人武
装切断沪宁铁路， 破坏北洋军阀
的后勤军需补给线， 为上海工人
第一次武装起义创造条件。 1927
年 3 月， 孙津川领导吴淞机厂工
人举行大罢工， 揭开了上海工人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序幕。 3 月 28
日，孙津川被选为沪宁、沪杭甬两
铁路总工会委员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孙津
川往返奔走于武汉、九江、上海等
地， 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接待和
安置苏、浙、皖、赣等省的流亡同
志， 秘密整顿并恢复各地铁路工
会和党组织。

党的八七会议后， 孙津川被
党派往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

记。 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
着手整顿党的组织， 传达八七会
议精神，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地
下斗争，准备武装暴动。

1928 年 7 月，孙津川因叛徒
告密，身份暴露而被捕。 在狱中，
国民党军警特务妄图用高官厚

禄和酷刑逼迫孙津川交出党的

机密和南京地下党的名单 ，但遭
到坚决拒绝。 被打得遍体鳞伤 、
奄奄一息的孙津川坚定地对敌

人说：“要杀就杀。 枪毙我一个，
还有十个 ；枪毙我十个 ，还有百
个。 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你们是
杀不完的！ ”

1928 年 10 月 6 日，孙津川一
路唱着国际歌， 高呼着中国共产
党万岁的口号， 英勇就义于南京
雨花台，时年 33 岁。

（据新华网）

贺锦斋：誓为人民灭豺狼

有这样一对革命伉俪， 他们的
事迹因为两封血泪遗书为世人传

颂， 这两封遗书感动了一代又一代
人。 一封是就义前丈夫写给妻子的
诀别信， 一封是妻子写给刚出生女
儿的遗书。 这两封遗书的作者是陈

觉和赵云霄。
陈觉，原名陈炳祥，1907 年生于

湖南醴陵。15 岁那年，陈觉以优异的
成绩考入醴陵县立中学。 在进步教
师的影响下，经常阅读《向导》《新青
年》等革命刊物。 1925 年，陈觉加入

中国共产党。 赵云霄，原名赵凤培，
河北阜平人 ，1906 年生 ，1925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25 年，赵云霄、陈觉作为第一
批先进的中国青年前往莫斯科中山

大学学习。 学习期间，二人相识相知
相爱，结为夫妻。

1927 年，赵云霄、陈觉一起回国
参加革命。1928 年春，作为省委特派
员， 陈觉参与指挥中共湘东特委和
醴陵县委组织的“醴陵年关暴动”。

由于当地各级党组织遭到严

重破坏， 陈觉夫妇被迫离开醴陵 ，
回到省委机关工作。 之后 ，陈觉被
派往常德组织湘西特委。 已有身孕
的赵云霄，留在省委机关负责各地
联络工作。

1928 年 4 月，由于叛徒告密，陈
觉、赵云霄在常德、长沙分别被敌人
逮捕，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

面对反动当局的威逼利诱 、严
刑拷打，陈觉夫妇宁死不屈。 经过多
次审讯未果， 反动当局以 “策划暴

动，图谋不轨”的罪名，判处陈觉、赵
云霄死刑。

就义前， 在给爱妻的诀别信中，
陈觉写道：“云！ 谁无父母，谁无儿女，
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
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
的一切。 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
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 ”1928
年 10月 14日，陈觉在长沙牺牲。

4 个月后， 赵云霄在狱中诞下
一名女婴 ，取名启明 ，意为在黑暗
中盼望破晓。 生下启明仅仅 1 个多
月， 赵云霄就要和女儿永别了 ，她
在给女儿的遗嘱中写道：“小宝宝 ，
我很明白地告诉你，你的父母是共
产党员……我不能抚育你长大 ，希
望你长大时好好读书 ，且要知道你
的父母是怎样死的……望你好好
长大成人 ，且好好读书 ，才不辜负
你父母的期望 。 ”1929 年 3 月 26
日，在给襁褓中的女儿喂过最后一
口奶后，赵云霄毅然走上刑场，牺牲
时年仅 23 岁。 （据新华网）

陈觉和赵云霄：革命伉俪血泪遗书感天地

上图为陈觉像 ；右
图为湖南省长沙市烈士

公园展出的陈觉烈士写

给妻子赵云霄的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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