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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巴山北麓汉山脚下的南郑区何家湾村是一个翠竹

环绕的小山村， 这里是井冈山时期著名军事指挥员何挺颖的
家乡。

何挺颖，１９０５年 ５月出生于陕西南郑，１９２０年考入汉中
联立中学， 在校期间他组织进步读书会， 率先写白话作文。
１９２３ 年，何挺颖参与发起成立了学生会，联络南郑学生，掀
起了一场反帝爱国学生运动。他在面对当地一些丧失民族气
节的悲观论调时写下诗句：“散沙枉多四万万，热度只有五分
钟！ 中国不亡非天理？ 午夜徘徊心如焚。 ”

１９２４ 年中学毕业后， 何挺颖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学
系，同时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影响。 １９２５ 年 ５ 月参加五卅运
动，６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随后为了革命的需要，
他不顾老师和亲朋规劝，毅然转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
革命理论。 在给劝阻他转学的同学左明的信里写道：“对数
表里查不出救国的良方，计算尺不能驱逐横行的豺狼。 ”并
附诗：“南京路上圣血殷，百年侵华仇恨深。 去休学者博士

梦，愿作革命一新兵。 ”同年冬，何挺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１９２６ 年夏，何挺颖受党组织派遣到北伐军部队任团指导员，参加北伐

战争。 １９２７ 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党组织又派何挺颖到原武汉政
府警卫团干部连任党代表。 同年 ９ 月，在团长卢德铭率领下，何挺颖参加了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一连党代表，９ 月 ２９ 日三湾改编
中，被任命为第一团三营党代表，随部进军井冈山。１０ 月 ２３ 日，在进军井冈
山途中时遭敌军袭击，与毛泽东率领的团部和一营失去了联系。 何挺颖和
营长张子清率部队转战茶陵等地， 并会合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谭震林，
同年 １２ 月将部队带上井冈山，何挺颖随即被任命为第一团党代表。 从此，
何挺颖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１９２８年 ４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的两支红色武装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组建
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四个团，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陈毅为
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为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何挺颖任第三十一团党代表。
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何挺颖率部参加了攻打龙源口、围困永新城等一次
又一次的战斗。他政治坚定，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成为井冈山时期我军著名的
军事指挥员和党的优秀干部，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在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中，何挺颖与团长朱云卿指挥不
足一个营的兵力，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凭险抵抗，击溃了湘赣国民党军四
个团的轮番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保存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为此欣然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１０月参加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第二
次代表大会，何挺颖被选为边界特委委员。 同年冬，任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党
代表兼团党委书记。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何挺颖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
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１ 月下旬，何挺颖在江西大庾战斗
中身负重伤，转移途中又遭敌袭击，不幸壮烈牺牲，年仅 ２４ 岁。

为缅怀烈士，启迪来人，１９９１ 年 ４ 月，南郑政府在东郊建成了何挺颖烈
士纪念碑，碑基座上镶贴着“古城学潮”“南京路上”“奔上井冈”“永新大捷”
“黄洋界上”青铜浮雕，碑体上镶镌着“何挺颖烈士永垂不朽”和“不朽井冈
英雄，千古人民功臣”的金色大字。

如今，每年 ９ 月 ３０ 日汉中市都在何挺颖烈士纪念广场举行公祭活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修缮一新的何挺颖烈士故居开馆，继续为后人讲述着红
色故事。 （据新华网）

时值初夏， 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县城庙咀东路王孝锡烈
士纪念馆青砖朱门，庄严肃穆。 不少参观者专程前来，追思
王孝锡烈士在秦陇播火的革命事迹。 纪念馆已成为广大干
部群众感知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红色文化基因的重要基地，
每年前来追思王孝锡烈士的参观者超过 7 万人。

王孝锡， 字遂五，1903 年出生于甘肃省宁县太昌镇一
个农民家庭，1924 年考入国立西北大学。 学生时代的王孝
锡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大量革命刊物，并结识了刘含初、魏野畴等著
名的共产党人。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王孝锡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
了“沪案援红委员会”“反对英日屠杀同胞雪耻会”，积极投入反对陕西督军
吴新田黑暗统治和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 此后，王孝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夏天，王孝锡暑假回到家乡宁县太昌镇，与任鼎昌、王晓时等组
织成立了进步青年组织———太昌青年社。 这是甘肃成立最早的进步青年革
命团体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陇东播撒革命火种的开端。

1927 年 3 月，在冯玉祥部队工作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刘伯坚、邓小
平等推荐王孝锡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 与胡廷珍等其他 3 名共产
党员一起赴兰州工作。到达兰州后，王孝锡首先整顿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
党务，加强省党部的进步力量，并根据兰州地区革命斗争形势和中共陕甘
区委的指示，建立中共兰州特别支部，与其他同志一起，向广大人民群众
宣传新民主主义思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西北的地方党组织遭受重创，革命活动
处于低潮期。 王孝锡仍意志坚定，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回到家乡宁县开展工
作，并与任鼎昌、王晓时等共产党员在宁县太昌成立中共（陕西彬县）宁
（甘肃宁县）支部。 中共宁支部成立后，王孝锡任支部书记，有组织地领导
革命群众，在宁县、长武、彬县、旬邑等陕甘地区坚持斗争，并重新组建青年
社，宣传进步思想，组织革命活动，使一批陇东青年受到了培养锻炼。

党的八七会议后，王孝锡按照党组织的要求，以行医为掩护，深入陕
甘交界十多个县的农村进行调查，并写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农村
调查及农村阶级分析》等文章，开始探索农村武装斗争的路子。 1928 年 5
月，王孝锡领导宁县支部同志在陕西彬县开展工人运动，并策划发动陕西
旬邑起义，成立革命武装。旬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
次起义是一次声势较大的农民武装斗争， 为党在陕甘边界开展武装斗争
提供了宝贵经验，也更加坚定了王孝锡的革命信心。 起义失败后，王孝锡
与其他同志又回到宁县，组织农民武装继续开展斗争。

党组织在宁县一带的革命活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极大不安，反动当局
开始血腥镇压革命活动。 1928 年 11 月 26 日，王孝锡被捕入狱。 在狱中，
面对反动当局一次次酷刑审讯， 王孝锡以钢铁般的意志与敌人进行顽强
斗争，严守党的机密，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同年 12 月 30 日，王孝锡被敌
人押往刑场，牺牲时年仅 25 岁。

“慷慨歌太平，从容作楚囚。 暴刀逞一快，何惜少年头！ ”在牺牲前，
王孝锡留下这首诗， 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高风亮节和视死如归的高尚
品质。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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