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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王尔琢（1903-1928）

男，汉族，湖南省石门县人，中共党员。
王尔琢 1924 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

期，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学生队
分队长，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军
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参与国民
革命军第 3师的改编工作，任东路先遣军
党代表，参加北伐战争。后任国民革命军
第 3军 26团党代表。1927年任国民革命
军第4军25师74团参谋长。同年8月，率
该团重机枪连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南
下广东后，率部参加三河坝战斗。后随朱
德、陈毅等转战闽粤赣湘边，坚持武装斗
争。1928年 1月参加领导湘南起义，任工
农革命军第 1师参谋长。1928年 4月，朱
德与毛泽东率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他任
中国工农红军第 4军参谋长兼第 28团团
长，不仅协助毛泽东、朱德制定适合于红
军的战略战术，而且每次大的战斗，都亲
临火线直接指挥部队作战。他曾先后指
挥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等战斗，率 28
团英勇作战，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

“会剿”，成为纵横井冈山的一员骁将，为
保卫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
大贡献，赢得了“飞兵二十八团”的佳誉。
同年8月25日，在江西崇义思顺墟追击叛
徒时，英勇牺牲，年仅25岁。

012.王尽美（1898-1925）

男，汉族，山东省莒县人，中共党员。
王尽美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

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9年参加
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
责人之一。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成立后，被发展为外埠会员。同年
冬，与邓恩铭等发起成立励新学会。1921年
春，发起创建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
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1922年1月，参加
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
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出席中共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在中央负责领
导工人运动，参与制订《劳动法大纲》，先后
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罢工斗争，是开
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1922
年 11 月，在山海关领导建立党的组织。
1923年2月，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工人营救
获释，继续主持山东党的全面工作。1924年
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11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
记。1925年1月出席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1925年2月抱病组织青岛国民会议
促成会，参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因
长期积劳成疾，同年8月在青岛逝世。

013.王克勤（1920-1947）

男，汉族，安徽省阜阳县人，中共党员。
王克勤 1939年 7月被国民党军队抓

壮丁。1945 年 10 月，在邯郸战役中被解
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晋冀鲁豫野
战军第 6 纵队 18 旅 52 团 1 营 1 连机枪射
手。1946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
和人民军队的培养下，迅速成长为具有高
度政治觉悟、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先后
任班长、排长。他 9次立功，被评为“一级
杀敌英雄”、“模范共产党员”。他总结练
兵、行军作战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创造
性地开展了思想互助、生活互助、战斗互
助的“三大互助”活动，有效地提高了部队
的战斗力。1946年10月6日，在山东巨野
县徐庄阻击战中，他带领全班发挥战斗互
助作用，与国民党军激战一天，打退敌数
次进攻，歼灭大量敌人，全班无一伤亡，圆
满完成任务。战后，全班荣立集体一等
功，3 人被评为战斗英雄，他被提升为排
长。同年 12 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
论，称赞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
新的光荣的范例”，号召全军部队普遍开
展向王克勤学习的运动。他的“三大互
助”带兵经验迅速在全军推广，对人民军
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1947年7月10日，
在鲁西南战役中，他率领全排奋勇登城，
负伤后仍坚持指挥战斗，因流血过多，于
11日凌晨英勇牺牲。

014.王孝和（1924-1948）

男，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中共党员。
王孝和1938年考入上海励志英文专

科学校，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受到党组织
的培养。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

年1月进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1946年1
月，上海电力公司发生大罢工，王孝和积
极组织工人参加罢工斗争。不久，他当选
为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积极参加
工会活动，团结工友，组织开展工人运
动。上海电力公司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工
会的领导，将工会内的 5名党员理事组成
党团，由他担任党团书记。在他的带领
下，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在同国民党上海反
动当局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
年 2月，领导工人罢工，积极开展斗争。4
月 21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被国民党反动
军警逮捕。在狱中，他同敌人作坚决的斗
争。敌人从他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便将
他判处死刑。面对死刑，他坚定地表示：

“从我被捕的第一天起，就做好了这个准
备。”“死无所惧，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同敌
人斗争。我的武器是公开揭露敌人的残
酷和对人民的仇视。”牺牲前，他先后写下
三封遗书，号召战友们“为正义而继续斗
争下去！前途是光明的！”9月30日上午，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英勇就义。

015.王若飞（1896-1946）

男，汉族，贵州省安顺县人，中共党员。
王若飞 1919 年 12 月赴法国勤工俭

学。1922 年 6 月参与发起成立旅欧少年
中国共产党。1923年 4月赴苏联学习，并
转为中共党员。1925 年 3 月回国后任中
共北方区委巡视员、中共中央训练部主
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1926年调上海任
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即秘书长），参与处
理中央日常工作。1926年下半年到 1927
年初，参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28
年 6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后任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年回
国，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后因叛徒出
卖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1937年获释
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部长、统战部
部长。全国抗战爆发后，先后任中央华中
兼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八路军副参谋
长。1940年春至 1941年 9月任中共中央
秘书长等职。1944年 11月起任中共中央
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
作。1945 年 6 月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
央委员。同年 8月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
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1946 年 1 月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
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4月8日在由
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016.邓 萍（1908-1935）

男，汉族，四川省富顺县人，中共党员。
邓萍 1926年底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

治学校，在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被派到
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 5 师彭德怀任团长
的第 1 团从事兵运工作。在该团秘密组
织成立中共党支部和团委，任书记。1928
年 7月参与组织领导平江起义，任中国工
农红军第 5军参谋长、中共红 5军军委书
记。参加领导开辟湘鄂赣苏区。同年冬
和彭德怀、滕代远率红 5 军主力到井冈
山，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0年 6月任红 3军团参谋长兼红 5军军
长，参与指挥红 3军团进行长沙战役和参
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3 年 7 月
兼任红军东方军参谋长，参与指挥所部入
闽作战。在中央苏区，他南征北战，战功
卓著，成为红军的著名将领。期间，曾兼
任红 5军随营学校教育长，参与筹建工农
红军学校，任副总队长兼教育长，培养了
大批红军干部。1934年 1月，被选为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
10月参加长征，协助彭德怀指挥红3军团
担任右路前卫，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
方面军主力突围。1935年2月27日，在遵
义战役前线指挥作战时，不幸中弹牺牲，
年仅27岁。

017.邓中夏（1894-1933）

男，汉族，湖南省宜章县人，中共党员。
邓中夏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

党早期组织。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主任。1923年参加创办上海大学，任
教务长。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
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组织领导省港
大罢工。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党的八七会
议，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随
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
部代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代书记。1928年
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
国际代表。1930年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央
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特委书
记、红2军团（后改为红3军）政委、前敌委
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2年到上海任全国赤色互济会总会主
任兼党团书记。1933 年 5 月被捕。在狱
中，被叛徒供出身份，被押往南京国民党
宪兵司令部监狱。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定
信念和钢铁意志，经受了敌人金钱厚禄的
利诱和严刑拷打的考验。他对狱中地下
党负责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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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昂首走向刑场，英勇就义。中共第二届、
五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六届中央候补委
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018.邓恩铭（1901-1931）

男，水族，贵州省荔波县人，中共党员。
邓恩铭 1918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

学。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响应北京学生
爱国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
版部部长，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1920
年 11月，他与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介
绍俄国十月革命。1921年春，发起建立济
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 7月，与王尽
美代表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赴上海出席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
回济南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任支部委
员。1922年 1月，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
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7月参加中共第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底，赴青岛，创建
党组织，先后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
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大革命时期，先后领
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
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
总工会。1927年 4月，赴武汉出席中共第
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山东后，任中共山
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辗
转山东各地，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八七
会议后，任山东省委委员。1928年春任青
岛市委书记。1928 年 12 月，在济南被
捕。在监狱中，领导其他党员组织越狱斗
争。1931年4月英勇就义。

019.邓演达（1895-1931）

男，汉族，广东省惠阳县人，著名爱
国民主人士。

邓演达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训练部
副主任，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在1926年1
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右派，会上当选为国
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任国民
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1926年
12月13日与宋庆龄、孙科等成立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
议，暂时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最高职
权。曾被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为中央执
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
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他忠实执行
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支持农民运动，是
当时武汉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分别著文号召讨伐蒋介
石、谴责汪精卫。同年11月1日，与宋庆龄
等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
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
言》，声明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
建。1930年5月回国，8月在上海召开国民
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任中央总干
事，展开反对蒋介石的斗争。1931年8月，
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1月被秘密杀害于南
京。

020.韦拔群（1894-1932）

男，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兰县人，
中共党员。

韦拔群 1916年初在贵州加入讨伐袁
世凯的护国军，参加了护国战争。后入贵
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到黔军任参谋。在
五四运动影响下，1920年离开黔军到广州
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次年回东兰从事
农民运动，先后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
（称农民自治会）和“国民自卫军”（后称农
民自卫军），指挥农军三打东兰县城，赶跑
县知事和团总。1925年初入广州农民运
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东兰继续从事农
民运动，主办农讲所，培养骨干，发展农会
和农民武装，把农运推向右江地区。1926
年领导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任主任，
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 12月参
与领导百色起义，建立右江根据地，任右
江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 7军
第3纵队司令员、第21师师长。1930年11
月，红 7 军主力奉命北上，离开右江根据
地，他坚决服从军前委命令，带领百余人
留在右江根据地，发动群众，重新组建部
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
他一家 20 余人，包括他的儿子在内的 10
多位亲人惨遭敌人杀害。1932年10月19
日，被叛徒杀害于广西东兰赏茶洞。

021.冯 平（1899-1928）

男，汉族，海南省文昌县人，中共党
员。

五四运动时期，冯平带领海南的进
步青年学生投身革命洪流。1923 年，赴
苏联学习。1924 年 10 月，被中共旅莫支
部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 8 月回
国，到广东省农民协会工作。 1926 年
初，冯平受党委托回琼开展革命宣传和
组织工作。1927 年琼崖“四二二”事变
后，冯平任中共琼崖特委委员兼军事部
部长、琼崖讨逆革命军总司令，参加领
导全琼武装总暴动，创立工农革命武
装。后任中共琼崖特委军委主任兼琼
崖工农革命军司令、琼崖工农革命军总
西路军总司令，领导琼崖西路的澄迈、
临高、儋县三县开展武装斗争，发展革
命力量，开辟、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 年 3 月，广东省国民党反动当局派
第十一军第十师及谭启秀独立团 4000
余人对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冯
平被迫率部转移。由于叛徒出卖，5 月 9
日，冯平在琼山县西昌地区仁教岭被国
民党军包围，弹尽负伤被捕。敌人把冯
平绑在竹椅上抬着“示众”。冯平毫无
惧色，对前来围观的数千名群众进行革
命宣传：“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杀
了一个冯平，还有千万个冯平！革命是
杀不绝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1928
年 7 月 4 日，冯平在澄迈县金江镇英勇
就义。

022.冯玉祥（1882-1948）

男，汉族，安徽省巢县人，中国国民
党革命委员会党员。

冯玉祥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参
加滦州起义。1917 年张勋复辟时率部
入京击溃张部。1921 年 7 月后任第 11
师师长、陕西督军。1924 年发动北京政
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随
后发表反对军阀割据、要求和平统一等
倾向革命的政治主张，并将所部改称为
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 1 军军
长，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926 年
在直奉联军进攻下通电辞职。同年 5 月
加入国民党。1926 年北伐战争开始后
回国，9 月在五原誓师，任国民军联军总
司令，宣布参加国民革命。1927 年任国
民革命军第 2 集团军总司令。“九一八”
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
政策。1933 年 5 月，在察哈尔组织民众
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率部北上抗击
日本侵略军，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
地。1935 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
委员长。1937 年 5 月发表实行中苏联
盟、扩大爱国抗日运动、保障公民自由、
组织并武装民众、立即停止“剿共”军事
等五项抗日救国纲领。1947 年底，中国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第一次
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被选为中央常
委。 1948 年 7 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
召，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8
月因轮船失火遇难。

023.包 森（1911-1942）

男，汉族，陕西省蒲城县人，中共党员。
包 森 1932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37 年 3 月 赴 延 安 抗 日 军 政 大 学 学
习，抗战爆发后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
据地独立一师工作，任 33 大队总支部
书记。 1938 年 6 月率 40 多人到冀东，
在 河 北 兴 隆 一 带 开 辟 抗 日 游 击 区 。
1939 年 4 月下旬，包森指挥部下巧妙
生擒前来抓捕他的日本天皇表弟、宪
兵 大 佐 赤 本 ，一 时 震 动 日 本 朝 野 。
1939 年秋包森被任命为冀东军分区副
司令员。 1940 年 2 月，他率部到达盘
山，全力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 6 月
下旬设伏白草洼，与日军激战 14 个小
时，全歼日军一个骑兵中队。秋季冀
东 军 分 区 13 团 正 式 组 建 ，包 森 任 团
长。经一年浴血奋战，盘山地区建立
了 七 个 联 合 县 政 府 ，境 内 人 口 200 多
万。 1941 年春他率部参加反“治安强
化 运 动 ”。 1941 年 秋 ，冀 东 军 分 区 开
展打击伪治安军的作战行动开始后，
包 森 多 谋 善 断 、英 勇 果 敢 ，在 他 的 指
挥 下 ，部 队 打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漂 亮 仗 。
其 中 1942 年 1 月 燕 山 口 内 果 河 沿 一
役，他以 7 个连的兵力，毙俘敌伪中佐
以 下 官 兵 近 千 人 ，创 造 了 以 少 胜 多 、
以弱胜强的战例。 1942 年 2 月 17 日，
包森所部在遵化境内野虎山一带与日
伪一部遭遇，他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胸
部中弹牺牲。

024.卢德铭（1905-1927）

男，汉族，四川省宜宾县人，中共党员。
卢德铭 1921 年考入成都公学，期间

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接受马
克思主义。1924 年春考入黄埔军校，同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 11 月，任叶

挺独立团第 2 营第 4 连连长。1926 年 5
月，率部作为北伐先锋挺进湖南。在北
伐战争中，由于作战勇敢，先后升任独
立团第 1 营营长、第 73 团参谋长、第 4 集
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即武
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1927 年 8 月
2 日，率警卫团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因
南昌起义部队已南下，他遂率警卫团进
驻修水县城。9 月 9 日，率警卫团参加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起
义部队总指挥。起义受挫后，在 9 月 19
日的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放
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
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师长余洒渡（后
脱党）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
见。卢德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认
为再攻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
对毛泽东意见的坚定支持，对于会议统
一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会议经过激烈
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27 年 9 月 25 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
义部队在萍乡芦溪遭到江西国民党军
队的袭击。为了掩护部队撤退，卢德铭
英勇牺牲，年仅 22 岁。

025.古 柏（1906-1935）

男，汉族，江西省寻乌县人，中共党员。
古 柏 1925 年 12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组织
农民协会，建立了寻邬第一个中共支
部，开展革命活动。 1928 年 3 月参加
领 导 寻 邬 农 民 起 义 ，建 立 游 击 队 。
1929 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主力
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到寻邬时，红 4
军 一 部 与 当 地 游 击 队 合 编 为 第 21 纵
队 ，他 任 政 治 委 员 ，率 部 开 展 游 击 战
争。同年 10 月组建中共寻邬县委，任
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领导创
建 寻 邬 根 据 地 ，任 县 苏 维 埃 政 府 主
席。 1930 年 5 月，协助毛泽东作寻邬
调 查 。 不 久 ，调 到 毛 泽 东 身 边 工 作 ，
先后任红 4 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
军总前委秘书长。1931 年任江西省苏
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央
劳动部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
员 和 党 团 书 记 。 在 王 明“ 左 ”倾 冒 险
主义统治时期，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
的正确主张。并因此与邓小平、毛泽
覃、谢唯俊一起受到错误批判。中央
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中央革命根
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任闽粤赣边游击
纵队司令员。 1935 年 2 月，被派往赣
粤边开展游击战争。 3 月 6 日在广东
龙川上坪鸳鸯坑被国民党军包围，在
掩护部队突围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时
年 29 岁。

026.史沫特莱（1892-1950）

女，美国密苏里州人，美国记者。
全名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生于贫

困之家。1929年以《法兰克福报》特派记
者身份来到中国，在上海参加中国进步文
化运动，协助宋庆龄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建立了亲密友谊
和合作关系，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她不顾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深入根据
地报道人民革命斗争和抗日反蒋爱国运
动。1934 年起，创作了《中国红军在前
进》、《中国的战歌》等重要著作。1937年
1 月到延安。1938 年成为中国红十字会
志愿人员，到山西抗日前线做救护工作。
后积极参与组织白求恩、柯棣华等组成的
外国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抗战。同年 10
月改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
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中、华东等抗日
前线，写了大量采访八路军、新四军的报
道。1941年因病返回美国后，继续为支援
中国抗战而写作、演讲、募捐。在艰苦的
生活条件下，创作了《伟大的道路》一书。
这是她为朱德写的传记，同时记录了中国
革命走过的道路。1949年因受美国麦卡
锡主义的政治迫害，被迫流亡英国。1950
年，准备重返中国，不幸因病逝世。按照
她生前遗愿，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
公墓。

027.叶 挺（1896-1946）

男，汉族，广东省惠阳县人，中共党
员。

叶挺 1918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
校，1919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粤军，同年
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秋被派赴苏联学习。1925年 8月
回国，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
骨干的第 4军独立团，任团长。独立团成
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装
力量。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他率部勇往
直前，连战皆捷，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
名将”，所部被称为“叶挺独立团”，为 4军
赢得“铁军”称号。南昌起义时，担任前敌
总指挥。广州起义时，担任起义军总司
令。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

1941年 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
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
严重情况下，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
战 8 昼夜。在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
押。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他坚贞不
屈。抗战胜利后，经中共中央营救，于
1946年 3月 4日获释。5日即致电中共中
央，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
于 7日复电，称赞他忠诚地为中华民族解
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 20 余年的奋
斗，经历种种严重考验，决定接受他入
党。4月 8日，由重庆赴延安途中飞机失
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028.叶成焕（1914-1938）

男，汉族，河南省新县人，中共党员。
叶成焕 1929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鄂豫皖红军，屡
建战功。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
129师386旅772团团长，率部先后参加了
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著名战斗，为
129师在抗战初期的“三战三捷”做出了重
大贡献。1938年 4月初，日军调集 3万余
人的兵力分9路向晋东南大举进犯。4月
15日，侵占武乡县城的日军 3000余人，沿
浊漳河东撤。根据 129 师师长刘伯承的
部署，叶成焕率第 772团等部为左纵队沿
浊漳河北岸山地实施追击。16日晨，与其
他部队一起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将东撤
的日军大部截住，迅即发起攻击，将日军
截为数段，压缩到狭窄的河谷里。至 17
时，第 129师部队已将被围困于河谷里的
日军基本歼灭。这时，有千余敌人从辽县
来援。鉴于全部歼灭该股敌人已无把握，
刘伯承决定以一部分兵力迷惑牵制敌人，
主力立即撤出战斗。叶成焕接到命令后，
一面指挥部队打扫战场，迅速撤离；一面
跑上一个高坡，观察敌人增援部队的情
况，完全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突然，
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头部。当战士们抬
着他后撤时，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队
伍，队伍呢？”18日凌晨壮烈牺牲，年仅 24
岁。

029.司徒美堂（1868-1955）

男，汉族，广东省开平县人。中国致
公党党员

司徒美堂，1880年到美国谋生，后加
入当地华侨组织的洪门致公堂，投身孙中
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曾任洪门致
公堂门总监督。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
他发起组织“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
会”，为祖国抗战筹措经费约 330 万美
元。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致电国民党政
府，代表美洲华侨洪门致公堂，要求举国
团结抗日，反对分裂。1941年冬，受聘国
民参政会参政员，自美回国参加抗日活
动，途经香港时，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日
军欲拉其出面组织香港帮会，他坚决不
就，并成功设法离港，辗转到达重庆。
1942年，他又专程前往南美洲各国，向华
侨宣传祖国抗战。抗战后期，他还鼎力支
持国内经济建设事业，在重庆等地设立华
侨兴业银行。1945年春当选为中国洪门
致公党全美总部主席后，被推举为联合国
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抗战
胜利后，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内战政策。新中
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
于会后居留北京。其间，曾担任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30.左 权（1905-1942）

男，汉族，湖南省醴陵县人，中共党员。
左权 1924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2月赴苏联学
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
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 1分校教育长、新
12军军长、红 5军团 15军军长兼政委、中
革军委一局局长、红 1 军团参谋长等职，
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
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并参与指挥强渡
大渡河、攻打腊子口，以及直罗镇、东征等
著名战役战斗。1936年 5月，任红 1军团
代理军团长。全国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
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协
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
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
残酷“扫荡”，威震敌后。1940年秋，协助
彭德怀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 11
月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行黄崖洞保
卫战，经 8 昼夜激战，以较小的代价歼敌
千余人，被中央军委称为“‘反扫荡’的
模范战斗”。从 1939 年至 1941 年，他撰
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等文章，总结敌
后抗战经验。1942 年 5 月，日军对太行
抗 日 根 据 地 进 行“ 铁 壁 合 围 ”大“ 扫
荡”。25 日，他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
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
壮烈殉国，时年 37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