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他为
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施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这是清华大学
图书馆门厅墙壁上烈士纪念碑的一段铭文，纪念的是一位清华学
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白族人民的优
秀儿子———施滉。

施滉， 字动生，１９００ 年出生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
一贫困家庭。 １９１７ 年考入清华学校（现清华大学的前身）。 他勤奋
刻苦，博览群书，善于思考，喜欢阅读《新青年》等刊物，接受新思
想、新文化。 他关心国家大事，常常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忧虑。
１９１９ 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 ， 参与发起成立了清华学校进步社
团———“暑假修业团”。 １９２０ 年该社团改名为“唯真学会”，施滉任
会长。 １９２３ 年秋，施滉被选为清华学生会会长，后在广州见到了孙
中山先生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 李大钊热情地肯定
了他们的革命活动，鼓励他们的斗争精神。 与李大钊的会见，坚定
了施滉为多数人谋幸福的人生观，使他对中国的社会现状及从事
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他后来坚定
地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１９２４ 年 ７ 月，施滉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他经常
参加美国共产党组织的各种反帝活动，大量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
著作。 在美共领导下，施滉等人成立“美洲华侨和中国工农革命大
同盟”，筹办《国民日报》（即后来的《华侨日报》）等，团结爱国侨
胞，声援国内反帝爱国运动。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施滉加入美国共产党，
并当选为美共中央中国局首任书记。 在美共中央领导下，施在
华侨和留学生中宣传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建立党的组织。 他多
次遭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在云南的老家也遭到查抄。 面对
白色恐怖的威胁，施滉毫不动摇，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施滉被美共中央派往古巴、加拿大，在华侨中
发展共产党的秘密组织。 １９２９ 年，施滉受党组织派遣到莫斯科学
习。 在搞好工作的同时，他抓紧一切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
论，学习组织职工会和开展群众斗争的经验和方法。

１９３０ 年秋，施滉从苏联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先后在中共中
央机关、香港海员工会等处工作。 他还被党派往河北，先后担任中
共河北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１９３３ 年冬，施滉
在北平召开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随即被押解到南京。 在狱
中，面对残暴的敌人，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地痛斥反
动派的罪恶行径，坚信革命必胜，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１９３４ 年
初，施滉被反动派杀害于南京，年仅 ３４ 岁。

胸怀天下，追求真理，勇于实践，不惧牺牲，施滉以短暂而辉
煌的一生，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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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励牺牲时还只有 ２８ 岁，她用自己的鲜血，实现了
要把青春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誓言。 她的精神鼓舞
着家乡益阳人民奋勇向前的斗志，为广大青少年和共产党
员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说起家乡的英烈黄励，益
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业务科副科长熊雄充满敬重之情。

黄励，１９０５ 年 ３ 月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一个贫民家
庭。 １９２４ 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文科，１９２５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同年 １０ 月，黄励被党组织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
学学习。 １９２７ 年毕业后留校在党的建设教研室工作。

１９２８ 年秋， 黄励随瞿秋白赴柏林参加世界反帝大同
盟代表大会。 １９２９ 年初，黄励随邓中夏去苏联远东城市符
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参加第二届泛太平洋劳动大会，会
后被留在大会书记处工作，并担任《太平洋工人》月刊中文
版编辑。

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黄励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党组
织安排她担任中华全国济难互济总会主任兼中共党团书

记，主要任务是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救济烈
士和被捕同志的家属。 为营救被捕的同志，黄励想方设法
多方寻找可靠的社会关系，联系社会知名人士，聘请有正
义感的律师，组织和动员群众请愿，向反动当局进行针锋
相对的斗争等，使许多被捕同志获释出狱。

１９３２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 黄励积极参与组织沪
西日本纱厂女工罢工和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日。 １９３２ 年，黄
励被调往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同年冬任中共江苏省委组
织部部长，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参与领导重建党的组织，
坚持地下斗争。

１９３３ 年春，党中央决定调黄励到中央苏区工作。 临行
前因叛徒出卖，于 ４ 月 ２５ 日在法租界被法国巡捕和国民
党军警逮捕。 ４ 月 ２７ 日，黄励被作为“要犯”押解到南京，
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在狱中和国民党反动当
局的法庭上，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黄励大义
凛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义正词严地痛斥叛徒的丑恶行
径，痛斥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日本侵略者实行妥协退让不抵
抗的反动卖国政策、对内残酷镇压人民革命和抗日救亡运
动的种种罪行。 黄励坚定地表示：“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
为革命而奋斗，直到最后一秒钟！ ”她用生命实现了自己
的诺言。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 ５ 日凌晨， 黄励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押赴
南京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时年 ２８ 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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