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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准备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 我已经尽
了我的一切努力， 贡献给了我的阶级， 贡献给了我的
党。 ”这是革命烈士刘愿庵被捕后写给妻子的遗书中的
一段话。

刘愿庵，１８９５ 年生，字坚予，陕西咸阳人。１９０８ 年随
父移居南昌，入大同中学读书。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
弃学奔赴南京，拥护孙中山。 参加学生军，声讨袁世凯，
后一度在川军任职。 １９２３ 年初，他参加了共产党人恽代
英在成都组织的“学行励进会”，发行《励进周刊》，传播
革命思想。 后又建立“蓉社”，发展社员 ２０ 多人，恽代英
负主要责任，刘愿庵作具体指导。

１９２５ 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 刘愿庵被推举为在
宜宾成立的“叙州五卅惨案后援会”的负责人之一，领导
群众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
四川部分共产党员在重庆中法大学秘密召开会议，正式
成立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刘愿庵任执行委
员会委员兼成都特别支部书记。 在成都，他以办报为社
会职业，后任四川省参议会秘书。

１９２６ 年冬，刘愿庵在川军中开展军运工作，配合刘
伯承等领导的泸（州）顺（庆）起义。他在陈书农部任师政
治部中校宣传科长，兼任军官教育团政治教官。

大革命失败后，刘愿庵领导成都党的地下组织同国
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起先后任中
共四川临时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宣传部主任、宣传委员会
书记。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代书记。 同年 ６
月，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候
补委员。 六大后，刘愿庵领导了四川省委的重建工作。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在成都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刘愿
庵传达党的六大精神，会议正式选举刘愿庵任中共四川
临时省委书记。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他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
坝起义，在川东地区树起了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 同年
６ 月，领导了邝继勋、罗世文等发动川军第二十八军第
七混成旅的遂（宁）蓬（溪）起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
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 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后，
刘愿庵任省委书记。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 ５ 日，由于叛徒出卖，刘愿庵在重庆被
捕。 军阀刘湘早知刘愿庵的才华和他在我党中的地位，
妄图收买他，以“院长”“厅长”等高位和每月薪俸 200 元
大洋为诱饵，要他脱离革命，退出共产党。刘愿庵坚决拒
绝了反动军阀当局的劝降利诱和死亡威胁，保持了共产
党人的崇高气节。 他针对反动派的诱降说：“信仰不同，
不可能同路。 共产党追求的是真理，共产主义是历史的
必然趋势。 这不是什么歧途，而是一条光明之路！ ”

５ 月 ６ 日，在敌人的军事法庭上，刘愿庵神态自若，
把法庭当讲台，宣传党的主张及共产主义真理。 当敌人
的军法官询问他的姓名和职业时， 刘愿庵昂首挺胸，理
直气壮地答道：“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士、中国共产党党
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在拒绝敌人的劝降和进行法
庭上的斗争后，刘愿庵深知敌人将会置自己于死地。 临
刑前一天，他给爱人和姐夫写了遗书，在最后不忘鼓舞
妻子：“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
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 ７ 日， 刘愿庵高呼着 “中国共产党万
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时年 ３５ 岁。

如今， 刘愿庵写给姐夫的遗书藏于重庆三峡博物
馆，这封遗书长 ２９ 厘米，宽 ２４ 厘米，毛笔书写，历经沧
桑依然闪耀着信仰的光芒。“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非
有丝毫个人企图。 ”刘愿庵的初心和理想跨越历史继续
激励着后人。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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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省永新县芦溪乡南阜村的村口，三棵百年古
樟树静静伫立，年少时的欧阳洛曾在这三棵樟树下学习
和阅读进步书籍。

欧阳洛， 曾用名毛春芳，１９００ 年生， 江西永新人。
１９２２ 年考入南昌第一师范， 经常阅读 《向导》《红灯周
刊》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由赵醒侬、方志敏等领导的反
对江西军阀的斗争。 １９２３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４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５ 年 １ 月，受党组织派遣，欧阳洛到吉安从事党
的工作，发展了 １０ 多名党员。 同年 ９ 月，他来到永新开
展革命工作，领导农民运动，壮大党的队伍。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中共永新支部成立，欧阳洛担任支部
书记，先后发展了贺子珍、贺敏学等一批党员，并组织农
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北伐军进入永新后，他担任了新
的政权机构———县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县农民协会委

员长。 欧阳洛领导广大农民打倒豪绅地主，进行减租减
息斗争，同时开展移风易俗、改革社会陋习的教育，特别
是雷厉风行地实行禁烟运动。在他的领导下，永新农民、
工人、学生等各阶层各方面都被发动起来，工农运动进
入空前高涨的时期。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中共永新临时县委成立，欧阳洛担任
书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右派分子、土豪劣
绅与土匪勾结，纠合反动武装攻打永新县城，逮捕了一
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他一面组织同志紧急转移，一
面联络宁冈、安福、莲花三县农民武装，于 ７ 月分三路进
攻永新县城，赶走反动派，营救出被捕的党员和群众。

７ 月下旬，根据江西省委指示，欧阳洛参加了八一
南昌起义。 起义部队南下后，他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找到
党组织，化名毛春芳，被派到沪东区领导开展工人运动，
后任沪东区委书记。 他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细致的宣
传动员，发展党员和团员，组织罢工，维护工人权益。 经
过努力，沪东区的主要工厂都建立起党的组织，恢复了
正常的工作。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欧阳洛调任沪西区委书记，他积极开
展各种斗争，使沪西区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１９２９ 年 ９
月，党中央决定重组湖北省委，欧阳洛担任省委常委兼
宣传部部长。

１９３０ 年 ２ 月， 欧阳洛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兼组织部
部长。４ 月 ５ 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受尽各种
酷刑，始终坚贞不屈。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欧阳洛大
义凛然地回答：“大丈夫死就死，决不投降！ ”英勇就义
时年仅 ３０ 岁。

如今，在永新县革命烈士纪念馆的门口，矗立着欧
阳洛烈士的铜像，馆内陈列着他的部分遗物和生平事迹
介绍资料。 每当清明节、烈士纪念日，当地中小学生都
会在这里举行追思和纪念活动，向欧阳洛的铜像敬献花
篮，缅怀这位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欧阳洛是一名有着坚定革命信仰的战士，他为了
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种精神将一直激励着
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永新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
长贺新平说。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