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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福轩（资料照片)季振同（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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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湘潭市韶山烈士陵园内有一座五杰亭，
亭内的黑色大理石上刻着毛福轩等革命烈士的头像和

简述生平的文字，每天都会迎来不少前来瞻仰的群众。
毛福轩，１８９７ 年 ４ 月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龙坝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毛泽东的族祖父，他早年
跟随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 １９２２ 年，毛福轩进入湖南
自修大学半工半读， 之后和毛泽民一起受党组织派遣
到安源煤矿从事工人运动， 同年底在安源加入中国共
产党。

１９２５年初， 毛福轩与毛泽东先后回到韶山从事农
民运动。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湖南农村
第一个党支部韶山党支部成立，毛福轩任韶山党支部
书记。

此后，因领导农民运动有建树，毛福轩先后担任中
共湖南区委特派员和农运特派员、湖南省委委员，担负
起农民运动的领导责任。 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中，毛
福轩过着“青草为席，石洞而眠”的艰苦生活，坚持党的
地下斗争。

１９２７年初，毛泽东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毛福轩
自始至终陪同和协助毛泽东到银田寺、清溪寺、毛震公
祠及湘乡等地考察农民运动。 正是这次考察，毛泽东写
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１９２８年春，毛福轩被调往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出版
工作。 一年后，他受党组织派遣，化名毛恩灏，打入国民
党政府江苏省金山县警察局。 毛福轩以一个共产党员
的忠诚勇敢和机智灵活，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中，多
方为党搜集重要情报，设法救护革命同志，在国民党警
察局坚持秘密工作长达 ４年之久。

１９３３年初，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２月 ２７日，
由于叛徒出卖，毛福轩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 他被敌
人作为“要犯”，先关押在上海监狱，后押解至南京。 敌
人对他进行严刑逼供，他始终坚贞不屈。 他在遗书中写
道：“余为革命奋斗牺牲，对于己身毫不挂虑”。 １９３３ 年
５月，毛福轩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 ３６岁。

毛泽东后来称赞毛福轩为农民革命家， 并赞叹他
的精神：“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那样努力，
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曾
在上海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周恩来赞扬毛福轩是一

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湘潭市地方史志研究学者何歌劲说 ： “毛福轩

同志是勇敢的农民运动领导人 ，他对党和革命事业
忠诚 ，他是人民的坚强战士 ，也是家乡群众的榜样
和楷模 。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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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由像季振同这样无数革命
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季振同烈士祖籍所在地河北沧
县狼儿口村党支部书记张淑芹表示 ， 人们应不忘国
耻，学会珍惜，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前行，把革命精神
传承下去。

季振同，１９０１ 年 ５ 月出生于河北沧县。 １９１９ 年春，
赴北平谋生，深受当时五四运动的影响，立志做一名爱
国军人，同年进入冯玉祥部队，后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
学校。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他跟随冯玉祥参加了推翻贿选总
统曹锟的北京政变，驱逐满清废帝溥仪出宫，深受冯玉
祥器重，先后由排长逐级晋升至旅长。 １９２６ 年 ９ 月，参
加冯玉祥部五原誓师，任国民联军第 １４ 师师长，参加
北伐战争。

１９３１ 年，季振同任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第 ７４ 旅旅
长。 九一八事变后，他明确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方针
和“剿共”政策，多次向 ７４ 旅官兵讲话表示：“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我们不当亡国奴，我们要自强，雪国耻，收复
国土和主权！ ”“我们要有勇气，回北方去，坚决抗击日
军去！ ”他领头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回北方与日
军作战。 蒋介石则严令二十六路军继续“围剿”红军，
“侈谈抗日者杀无赦”。 这更加激起季振同等二十六路
军官兵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策的不满。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与党组织的推动下，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季振同与赵博生、董振堂、黄中岳等一起，发
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 率领二十六路军 １．７ 万名官兵
弃暗投明，被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中革军委任
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 萧劲光为红五军团政治
委员。

起义后不久， 季振同即向党中央提出加入中国共
产党的请求。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由朱德和周恩来介绍，经党
中央批准，季振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领导下， 经过整编训练， 红五军团开赴前
线，投入到反“围剿”作战中，先后参加了赣州、龙岩、漳
州、水口等重要战役。 特别是水口一战，红五军团与敌
人展开了激烈拼杀，表现了极其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红五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 作为军团总指挥
的季振同功勋卓著，屡建奇功。

１９３２ 年 ８ 月，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季振同
被误定为反革命分子，入狱监禁。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中央红
军长征前夕，季振同被错杀于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时
年仅 ３３ 岁。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 纪念宁都起义 ５０ 周年时，《人民日
报》《解放军报》先后发表了萧劲光等老同志的文章，对
季振同的革命功绩进行了公正评价，予以平反。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