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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省神木市西五道巷 15 号坐落着一座古
朴的清代院落———张氏“能忍堂”，这便是抗日英烈
张友清的故居，常常有人慕名前来缅怀这位三次入
狱、两度被判死刑的英雄。

张友清，1904 年出生 ，陕西神木人 。 1921 年考
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就读期间开始接触马列
主义。 1925 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不久，加入共产主
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9 年 2 月，张友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同
年 6 月，他在领导全市人力车工人举行“车潮”斗争
中被敌探逮捕。 1930 年，被判死刑的张友清被营救
出狱，是年 10 月调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后又被中
共河北省临时省委任命为省委委员。

1931 年 2 月至 7 月，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和叛徒
告密， 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等党的组织受到破坏，
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先后被捕 ， 张友清也于 1931
年 6 月再次被捕入狱 ，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 （草
岚子监狱）。 张友清在狱中坚贞不屈，和其他共产党
人一起建立了党支部 ，他担任支部委员 ，负责青年
工作。 这次被捕，张友清又一次被判死刑。

1936 年 9 月，张友清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后任
中共山西工委书记，积极进行党的组织恢复和发展
工作，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 年 10 月 ， 张友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
1938 年 ，中共山西省委改为晋西南区党委 ，张友清
任宣传部长。 这期间，他兼任区党委党校副校长，培
训大批党员干部， 还大力进行统战和武装工作，发
展和增强了晋西南区的新军力量。

1939 年 ， 张友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统战部部
长。 1940 年至 1942 年，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
的时期 ，张友清在北方局主管统战工作 ，并兼管妇
委、青年工作，同时兼任调查研究室主任，有段时间
还兼任宣传部长，1942 年 2 月又任八路军前方总部
司令部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 张友清任
务繁重，身体瘦弱，常生病，且两条腿因为长期坐监
狱、戴铁镣，行走相当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
长期坚持带病工作。

1942 年 5 月， 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
“大扫荡”，北方局机关在转移途中被日军包围，在突
围过程中，张友清将自己的马让给一位女同志，在与
日军战斗中被捕，被押送到“太原工程队”集中营。

在狱中，张友清受尽敌人摧残。 1942 年 7 月 7
日，张友清牺牲于太原集中营。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
刻 ，仍然鼓励身边的同志 “要坚持斗争 ，要活下去 ，
迎接胜利的到来”。 张友清牺牲后，留下一张照片，
上面写着一行刚劲的毛笔字：“甘洒热血在疆场”。

“二爷爷是抗日英烈，是民族的脊梁，也是家乡
人民的骄傲， 我们要将革命先烈的精神代代相传，
让红色旗帜更加鲜艳。 ”张友清的侄孙张永强自豪
地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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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公主岭市， 现今已是吉林省直管县级
市，这里较早的名字叫怀德县，知名抗日爱国人士
杜重远就出生在这里。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杜
重远无论是在东北、华北还是远赴西北新疆，都在
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杜重远原名杜乾学，出生于 1898 年。 1911 年
考入沈阳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 毕业时正值袁
世凯称帝复辟，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取任重道远之
意，改名重远。

1917 年杜重远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工业
学校学习陶瓷制造。 为反对“二十一条”，1922 年
他组织东京留学生进行反帝示威游行， 作为学生
代表回国向北洋政府抗议请愿。

1923 年杜重远回国后在奉天（今沈阳）创建
东北第一座制陶厂———肇新窑业公司。 1927 年任
奉天总商会副会长。之后，会同其他东北爱国人士
发动了 10 万民众抗议日本在东北临江非法增设
领事馆的示威游行，同时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推动
了东北各地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杜重远前往北平（今北京），从
事抗日救亡工作，成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
骨干。 不久到上海，结识周恩来，提倡“发展国货工
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 他经常在《生活》周刊上
发表抗日救国的文章。 1933年初，率领救国会战地
宣传队赴热河抗日前线慰问抗日军队，宣传抗日。

1934 年 2 月， 杜重远在上海创办 《新生》周
刊，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绥靖政
策，倡导发动“一场自己的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
争”。 1935 年 7 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 1936
年，借到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医之机，先后与爱国将
领张学良、杨虎城会面，商讨抗日救国事宜。 1936
年秋刑满出狱后，赴西安推动张学良、杨虎城两位
将军联共抗日。 全国抗战爆发后，奔走各地，积极
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热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7 年 9 月，杜重远在太原与周恩来、彭德
怀、徐向前等人会面，并在《抗战》上撰文介绍中共
领导人及其抗日救国的主张。 受新疆边防督办盛
世才的邀请，1937 年 10 月、1938 年 6 月和 10 月
三次赴新疆考察。

1939 年，杜重远应盛世才之邀，出任新疆学
院院长。 在新疆工作期间，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激发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 带领学生到北疆
各地进行社会调查和抗日宣传， 并经常撰写宣传
抗日爱国思想的文章在《反帝战线》上发表。

为更好地保卫建设新疆， 他聘请茅盾等知名
学者到新疆学院任教以培养大批人才， 并想方设
法从内地购买了大批图书资料和教学仪器， 还请
知名文艺人士到新疆从事文艺宣传活动。

1940年 5月，杜重远因不断发表宣传进步思想
的文章，遭到军阀盛世才的嫉恨，被逮捕入狱。 盛世
才捏造“汉奸”等罪名，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严刑逼
供，但杜重远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被秘密处死。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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