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安徽枞阳县枞阳镇

东寺巷的一处老民宅内 ，
８１ 岁的童承英像当地的
普通老人一样过着朴素 、
简单的生活。 家中最醒目
的就是入门可见的 “革命
烈士证明书” 和她的父亲
童长荣的肖像。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 日， 童承英作为安徽
抗日英烈子女代表之一 ，
参加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举行的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
阅兵式。

“父亲虽然很早就牺
牲了， 但是他为革命事业
做出了贡献， 留给了我们
子孙后代宝贵精神财富 ，
我们全家引以为荣 。 ”童
承英说，她常常将父亲的
事迹讲述给儿孙听， 教育
他们要把革命精神代代传

承下去。
童长荣，１９０７ 年出生

在安徽省枞阳县，１４ 岁考
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就读期间，童长荣积极
参加学运斗争， 加入社会
主义青年团， 踏上了革命
道路。 １９２４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 １９２５ 年，考入日本
东京帝国大学， 与东京的
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
１９２６ 年春成为中共日本
特别支部负责人。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日军枪杀中国军民，
制造了“济南惨案 ”，童长
荣领导爱国志士组织 “中
国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同

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日
活动，遭到日本当局逮捕，
后被驱逐出境。

１９２８ 年 ， 童长荣回
国，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沪
中区委书记 、 中共河南
省委书记 、 中共天津市
委书记 、 中共大连市委
书记等职。

１９３１ 年 “九·一八事
变 ”后 ，民族存亡进入关
键时刻 ， 为加强对东北
抗日的领导 ， 中国共产
党抽调大批骨干力量紧

急赶到东北各地 。 童长
荣等人第一批接受发展武

装斗争的任务， 被任命为
东满特委书记。

在艰苦卓绝的东北地

区抗日战争中， 童长荣组
织创建反日游击队， 团结
各方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

线， 为东满后来的抗日奠
定了良好基础。 童长荣非
常重视东满地区的党团组

织建设 ， 形成了县委 、区
委、游击大队的党委会，中
队的党支部， 小队的党小
组等比较健全的组织网

络。 到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东满
地 区 党 员 人 数 已 达 到

１２００ 人，几乎占当时东北
党员总数的一半， 成为东
满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 。
令人钦佩的是，１９３３ 年前
后， 东满特委与满洲省委
有近一年时间联系几乎

中断 ，年轻的童长荣完全
凭着自己多年革命斗争

中形成的政治素质 、辨别
能力， 独立支撑着东满的
抗日局面。

然而， 童长荣积劳成
疾，患有严重肺结核病，几
次大口吐血 ， 生命垂危 。
１９３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身患
重病的童长荣和部队被

敌人包围 ，他坚守在阻击
敌人的一线 ，腹部中弹后
仍继续战斗 ， 直至牺牲 ，
年仅 ２７ 岁。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１ 日中共中央 《为抗日救
国告全体同胞书》中，称他
是为抗日救国而捐躯的民

族英雄。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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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
走泥丸。 ”毛泽东主席诗中“五岭”
之一的骑田岭， 大部分位于湖南
省南端的宜章县， 县城北面的五
岭镇也因此而得名。 在五岭镇，有
一个小村庄叫邓家湾， 这里就是
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邓中

夏的家乡。
来到邓家湾村，循着一段青石

阶向里，就到了邓中夏故居前。这是
一栋湘南民居格调的青砖瓦房，故
居大门正上方悬挂着“邓中夏故居”
牌匾，进入大厅，关于邓中夏生平的
图文介绍， 很容易就将参观者的思
绪拉回到那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

邓中夏 ，１８９４ 年 １０ 月生 ，湖
南宜章人。１９１４年考入湖南高等师
范学校，１９１７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
系，后转入哲学系学习。 １９１９年参
加五四运动，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
务干事， 参与火烧赵家楼的行动。
１９２０年 ３月， 在李大钊领导下，邓
中夏、高君宇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
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同年 １０月，
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为骨

干，发起组织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
组织，李大钊为书记，邓中夏成为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从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起，邓中夏长
期在北京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 ，
主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 建立工
会， 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
骨干力量。１９２２ 年 ５ 月 １ 日，他作
为长辛店工人的代表， 出席在广
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
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

任。 同年 ７ 月，他出席党的二大，
参与二大宣言和党的民主革命纲

领的制定， 被选为中央委员。 不
久， 他又先后当选为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委员长，参与创办《中国青年 》杂
志。 １９２３ 年他受李大钊推荐参加
创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上海

大学，任总务长。１９２５ 年中华全国
总工会成立后， 任秘书长兼宣传
部长，留在广州工作，不久参与组

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他

坚决主张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
受中央派遣到九江， 与李立三、谭
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开会，分析形
势，提出建议。随后，参加党的八七
会议，坚决拥护会议确定的实行土
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被选为
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１９２８
年 ３月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
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任中华全国总
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 邓中夏从莫斯
科回到上海。 不久，中央任命他为
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 任湘
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后改为
红三军 ）政委 、前敌委员会书记 、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与贺
龙、 周逸群一起领导湘鄂西的武
装斗争。 １９３２ 年调回上海坚持秘
密斗争， 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
任兼党团书记。

１９３３年 ５月，邓中夏在上海工
作时被捕，随即被叛徒供出身份。蒋
介石闻讯后亲自过问， 并令立即将
邓中夏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

监狱。在狱中，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定
信念和钢铁意志， 挺住了敌人金钱
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摧残。 他
对狱中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说：“请告
诉大家， 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
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 ”

１９３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南京雨
花台刑场，邓中夏高呼着“打倒国
民党反动派 ！ ” “中国共产党万
岁 ！ ”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
来！ ”口号英勇就义，时年 ３９ 岁。

邓中夏烈士虽然远去，但党和
人民没有忘记他。 如今，在位于宜
章县城的中夏公园里，邓中夏铜像
伫立其中，目视远方，而距离铜像
十多公里外的邓家湾更是面貌一

新，宽敞的公路，干净的巷道，还有
闪亮的太阳能路灯……慕名前来
瞻仰的游客，不仅为邓中夏的革命
事迹所深深感动，也为邓中夏故乡
的发展变化交口称赞。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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