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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７ 年南昌起义后， 周恩来等起义领导人率起义军南下广东，在
潮汕建立红色政权，后因强敌围攻而失败。 有一个人此时挺身而出担
负起护送周恩来、叶挺、聂荣臻 ３ 位领导人撤离战区转移到香港的重
任，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就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杨石魂。

杨石魂，原名秉强，字昌义，１９０２ 年 ９ 月出生于广东普宁南溪镇钟
堂村一个中医师家庭。

在榕江中学读书时，少年杨石魂经常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
革命刊物，与进步同学一起研讨时事。 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广
东后，杨石魂在榕江中学组织了学生会，带领爱国学生上街游行，声援
北京学生。 在杨石魂等学生领袖的倡议下，汕头成立了岭东学生联合
总会，杨石魂被推选为岭东学联主席。 五四时期杨石魂领导岭东学联
开展的爱国斗争，在潮汕地区的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１９２０ 年，杨石魂考入广州铁路专门学校。 在校期间，他感时忧国，
决心投身革命。 １９２３ 年 １１ 月，杨石魂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在广州参
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任青年团广东区执委会执行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１９２４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广州期间，杨石魂结识了阮啸仙、彭湃等
人，革命思想日趋成熟。

１９２５年 ２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盘踞在惠潮梅一
带的军阀陈炯明。 杨石魂受党组织委派，回潮汕开展青年和工农运动，建
立党团组织，任青年团汕头特支书记、汕头市总工会筹委会主席，领导青
年学生和工人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杨石魂任汕头
国民外交后援会会长，领导汕头工人援助上海人民反帝爱国斗争。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潮汕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疯狂逮捕
并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杨石魂被悬赏通缉，后在
革命同志的掩护下转移到市郊农村。 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杨石魂将汇
集在一起的农民自卫军和工人武装组成工农自卫军， 将队伍带到普
宁，参加了普宁“四二三”围攻县城的武装暴动，并协助成立了普宁县
临时人民政府。 后率工农武装与海陆丰农军汇合，组建东江工农自卫
军，彭湃为总指挥，杨石魂先后任副总指挥、党代表。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南昌起义部队先后撤退到潮州、汕头，杨石魂率汕头
农军策应起义部队，释放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并亲自护送起义领导人
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安全转移到香港。

１９２８年底，杨石魂被党中央调往上海工作。 中共中央负责人向他布
置了到武汉重建湖北省委的任务。 杨石魂服从组织调遣， 不避艰险，于
１９２９年 ２月中旬到达武汉，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积极开展
地下斗争。 因斗争环境十分险恶，杨石魂到武汉才两个多月，于 ５月初在
省委办公处不幸被捕。 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后壮烈牺牲，时年 ２７岁。

“先驱肝胆，义薄云天。 ”这是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二
支司令员兼政委林川为杨石魂烈士的题词。

在钟堂村的小溪旁，有一座白墙黑瓦的建筑引人注目。 这栋建于
清朝光绪年间的院落，是杨石魂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２００６ 年，普宁市对
杨石魂故居进行了修缮，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是揭阳市、普宁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如今，杨石魂故居已经成为揭阳市和外地党员、群
众接受红色革命教育、缅怀革命先烈的重要场所。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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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砖土木结构平房，两间正房，并有一间小厨房和一间偏房。
走进细看，墙上挂着几幅照片，仿佛在传达着岁月的故事。 灯盏、
瓷碟、铁茶壶等生活用品无不体现出这家人的简朴。

这就是位于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淇澳岛的苏兆征故居。
苏兆征，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淇澳村人，１８８５ 年生于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 １９０３ 年，１８ 岁的苏兆征为了谋生，在香港外轮上
做杂役，并因此接触到经常乘船为革命奔走的孙中山。 在孙中山
帮助鼓励下，苏兆征于 １９０８ 年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参加推翻清政
府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 在孙中山等受到密探追捕时，他机
智掩护他们脱险。

１９１７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很快在中国海员中传开。
苏兆征曾随船到过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进一步了解十月革命胜
利的经过情况，并有机会阅读新文化运动的书籍，学习马克思主
义的革命理论。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 ，苏兆征和林伟民等人倡导 ，在香港成立中华
海员工会联合总会 。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在香港海员举行的大
罢工中 ， 苏兆征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和谈判代表
之一。

１９２５ 年春，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苏兆征先后任
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委员长、全
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在中共五
大上，苏兆征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党的八七会议
和中共六大上，均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严酷的斗争环境， 长期的忘我工作， 使苏兆征积劳成疾，于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病逝。 在生命的最后一息，苏兆征仍然念念不
忘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对前去探望他的周恩来等人说：“广大人民
已无法生活下去，要革命，等待我们去组织起来。 ”“大家同心合
力，一致合作，达到革命的最后成功！ ”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出了悼念
苏兆征不幸逝世的第 ３２ 号通告 。 通告指出 ：苏兆征同志在工
作中 ，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
识 ，他的革命精神 ，是全党的模范 。 通告要求全党学习苏兆征
的革命精神 ，向前奋斗 。 各地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举行悼念
活动 ，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
导人 。

家乡人民也没有忘记他，２０１０ 年实施了苏兆征故居文保工
程，修建了苏兆征故居陈列馆。 陈列馆占地 ５１４ 平方米，建筑面
积 ２７４ 平方米，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并专题
陈列了 《从海员到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共和国英烈苏兆

征》展览，运用主题浮雕、人物场景、油画等艺术手法，概括了苏
兆征波澜壮阔的一生。

为了缅怀英烈，苏兆征故居陈列馆每年都组织策划一系列活
动，如清明节期间组织学生开展祭英烈活动，五四青年节开展“弘
扬五四精神”主题活动，端午时节开展本土民俗与红色文化结合
的主题活动等。

“苏兆征同志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工人运动和人民的解
放事业，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苏兆征故居陈列馆副馆长万
滢说。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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