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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A45
071.李公朴（1900-1946）

男，汉族，江苏省常州市人，中国民主
同盟盟员。

李公朴 1924年入沪江大学。1925年
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6年赴广州参加北伐军，在国民革命军
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大革命
失败后赴美留学，1930年回国。“九一八”事
变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群众文化教育
工作。1934 年参与创办《读书生活》半月
刊。1936年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
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均当选为执行委员。
同年 11 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在上
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轰动全国的“七
君子事件”。出狱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
动，在武汉参与合编《全民抗战》杂志，宣传
抗日救国。武汉沦陷后，曾到延安参观访
问，并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晋察冀、晋冀
鲁豫边区参观。1940年底回到重庆，后移
居昆明，从事民主文化活动。创办北门书
屋和北门出版社，出版、销售进步文艺书
刊，宣传抗日救国和民主进步思想。1944
年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成立云南支部，当
选为执行委员。1945 年 10 月当选民盟中
央执行委员。1946年 2月 10日，重庆各界
举行庆祝政协成立大会，被推为五人主席
团成员。因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
同年7月11日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072.李兆麟（1910-1946）

男，汉族，辽宁省辽阳市人，中共党员。
“九一八”事变后，李兆麟到北平参加

由中共地下党员任骨干的抗日民众救国
会，在平西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不久，
中共党组织派李兆麟等人以抗日民众救国
会名义，回东北辽阳一带组织抗日义勇军，
开展反日武装斗争。1932年5月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随后被派到本溪煤矿从事工人运动。
次年 8 月调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工作，参与
创建东北抗日武装。1934年起任珠河反日
游击队副队长、哈东支队政治委员、东北人
民革命军（抗日联军）第6军政治部主任、北
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曾与赵尚志、李
延禄等领导的部队配合创建松花江下游汤
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5月任东北抗日
联军第3路军总指挥，率部在广袤的松嫩平
原上开展了英勇的抗日游击战，打击日伪
军，先后攻克讷河、克山、肇源等县城。1940
年底，抗联部队在极其艰难险恶环境下遭受
严重挫折后，他和周保中等组织整训部队，
继续坚持斗争。曾任整训后的东北抗联教导
旅政治副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以中共代
表身份任滨江省副省长，兼任哈尔滨市中苏
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同国民党“接收”大员进
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6年3月9日在哈
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073.李明瑞（1896-1931）

男，汉族，广西省北流县人，中共党员。
李明瑞 1926 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 7

军旅长、师长、副军长。在北伐战争中，率
部参加贺胜桥、王家铺、龙潭等战役战斗，
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虎将”。1929年任
广西军事特派员、广西绥靖司令兼国民党
军整编第 15师师长等职，与广西省主席俞
作柏一起主政广西。10月联合张发奎誓师
反对蒋介石，在南宁任南路讨蒋军副总司
令。反蒋失败后受中国共产党影响，毅然
投身革命。同年 12月和次年 2月，与邓小
平、张云逸、俞作豫等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
起义，创建左右江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7、8军两军总指挥。1930年 2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同年11月奉命率红7军离开右江
苏区，转战桂黔湘粤赣边，指挥部队激战梅
花村、强渡乐昌河等战斗，摆脱国民党军围
追堵截，胜利到达湘赣苏区。1931年 4月
任河西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赣
江以西部队。在进攻安福县城战斗中，李
明瑞身先士卒，亲自率领警卫连冲进敌群，
消灭敌人一个团。接着指挥红 7军乘胜前
进，连克茶陵、安仁、遂川等城，有力配合了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5月任红
7军军长，7月率部东渡赣江，与中央红军
会师，随后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
剿”。1931年10月牺牲。

074.李硕勋（1903-1931）

男，汉族，四川省高县人，中共党员。
李硕勋 1923 年考入国共合作的上海

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
期间，积极投身上海的反帝爱国斗争，被选
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和全国学生联合会
会长。1925年至 1926年，先后主持召开第
七、八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1926年冬受
党派遣到武汉，担任中共武昌地委组织部
长、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不久又被派到
国民革命军第 4军第 25师任政治部主任。
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第 11
军第 25 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后随起
义部队南下广东，同年 10 月受朱德委派，
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起义部队情况。随后
被党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党的白区工作。
1928年 4月起，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
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省委
代理书记。1929年春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
记，同年秋任中共江苏省军委书记，与省委
书记李维汉一起发动和领导了苏北农民起
义。1930年任中共江南省委（江苏、安徽、
浙江和上海市）军委书记。1931年春党中
央调他去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 7 军政委。
不久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同年
7月在去琼州（今海南岛）指导工作的途中
不幸被捕，在狱中大义凛然，忠贞不屈，英
勇就义，年仅28岁。

075.李鼎铭（1881-1947）

男，汉族，陕西省米脂县人。
辛亥革命后，李鼎铭积极拥护孙中山

的民主革命主张，积极提倡放足、剪辫子、
禁止赌博、破除迷信等革新措施。曾在家
乡创办国民高等小学，任校长。从事教育
工作的同时，在家乡行医，成为当时在陕北
颇有名气的中医大夫。1923年任榆林道尹
公署顾问兼科长。1936年任米脂县财务委
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参加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1941年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政权，以
开明绅士代表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米脂县参
议、边区参议员及副议长。同年冬在边区
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
政府副主席。在这次会议上，针对当时陕
甘宁边区遭到围困封锁、经济处于严重困
难和边区军政机关相对庞大、群众负担较
重的情况，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受到会议
高度评价，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任内，通过
调查研究，提出和推行了精耕细作、多种洋
芋、推广养蚕、种棉造林、纺毛织布、鞣制皮
革、移民开荒等多项措施，促进了农副业生
产的发展，活跃了陕甘宁地区的经济。还
对扫文盲、培养人才、普及卫生习惯等提出
过一些积极倡议，并付诸实施，颇有政绩。
1945年当选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
员。1947年病逝。

076.李殿冰（1913-1982）

男，汉族，河北省曲阳县人，中共党员。
李殿冰是中国民兵著名战斗英雄。

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作战勇敢，
机智灵活，荣立大功 3 次。抗日战争时期
任曲阳县尖地角村党支部书记、民兵队长
和联村民兵中队长。他带领民兵出没于青
纱帐，采用“麻雀战”袭扰和打击日伪军，配
合八路军作战。1941年秋，1200余名日伪
军进犯口头村，他带领民兵抄小路上山，居
高临下突然袭击，毙敌 30余人。1943年 9
月，日伪军集结4万余人，对北岳抗日根据
地进行“扫荡”。16日，日军1000余人包围
尖地角附近几个村庄，他混入民工中，摸到
敌人将要偷袭八路军 2 团的企图，抄近路
送出情报。继而带领民兵占领有利地形，
预设埋伏，同时向南、北两面进攻的日伪军
开火射击，造成日伪军自相混战。在 3 个
多月反“扫荡”作战中，他率领民兵共毙伤
日伪军267人。1944年2月，出席晋察冀边
区战斗英雄战斗模范代表大会，被边区政
府授予“神枪手”和“二等战斗英雄”称号，赠
予“太行勇士”匾额。作战间隙，他组织民兵
开荒生产，被抗日民主政府评为“劳动英
雄”。1950年9月，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
会议。1971年离职休养，离休前任河北省
新乐县人民武装部部长。1982年7月病逝。

077.杨 杰（1889-1949）

男，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中国国民
党革命委员会党员。

杨杰早年东渡日本，入日本陆军士官
学校炮兵科。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加入
同盟会。1915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
争，任护国军第3军第5支队长。由于屡建
功勋，晋升为中将。1926年 5月任国民革
命军第6军参议，12月任第6军17师师长，
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 4月任新 6军副军
长、代理军长。随第2路军继续北伐，任第2
路军指挥官，率部攻克徐州。1928年任第1
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后任海陆空军总
司令部总参谋长。1933年兼第八军团总指
挥，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同年9月到德、法、

苏等 29个国家进行了一年的军事考察，写
成《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全面抗战爆
发后任中国赴苏军事考察团团长，负责组
织苏联援华军火物资的运输，后任国民政
府驻苏联大使。1940年秋回国后任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顾问。他一面宣传抗日救国
主张，一面从事军事理论研究。解放战争
时期，开始倾向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反内
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参与组织三民
主义同志联合会，后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应邀参加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准备转
赴解放区时在香港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078.杨 殷（1892-1929）

男，汉族，广东省中山市人，中共党员。
杨殷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

派往苏联学习。1923年回国后在广东从事
工人运动。1926 年起任中共两广区委委
员、区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27年八七会
议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军事委员会主
任，10月至 1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
同年 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
埃政府肃反人民委员，曾率领起义部队攻
下当时敌人重要据点广州市公安局。张太
雷牺牲后，被任命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代主
席。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
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
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1928 年 11 月起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29 年 1
月起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共中央军
委委员、中共中央军委主任兼中共江苏省
委军事部长。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告
密，与彭湃等一批共产党人在上海被捕。
敌人对他们软硬兼施，但遭到严辞斥责。
杨殷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我们已共同决
定临死时的宣说词了。我们未死的那一秒
以前，我们努力做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
向警士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表现了一
个共产党员至死不渝的理想信念和一心为
党为革命的崇高风范。1929年8月30日被
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年仅37岁。

079.杨子荣（杨宗贵，1917-1947）

男，汉族，山东省牟平县人，中共党
员。

杨子荣13岁时随父母闯关东，先后在
鸭绿江上当船工，在鞍山、辽阳一带当矿
工，因此对东北的三教九流、风俗人情、行
帮黑话等都有所了解。1943年春，因反抗
日本工头，被迫跑回山东老家。1945年参
加八路军。同年 10月随部队开赴东北，被
编入牡丹江军区第 2 团某部炊事班当战
士，不久调到战斗班当班长。1946年 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在战斗中的突出表
现，荣立特等功，并被团里评为战斗英雄，
后提升为侦察排排长。1947年 1月下旬，
所在部队得到号称“座山雕”的匪首张乐山
在海林县境内活动的线索，遂派他带领 5
名战士化装成土匪吴三虎的残部前去侦
察。杨子荣等人到达夹皮沟的山林中，几
番巧妙地与“座山雕”的坐探接触，经过用
黑话联络，取得了土匪的信任，打入其隐居
地。2月7日，一举将“座山雕”及其联络部
长刘兆成、秘书官李义堂等 25个土匪全部
活捉，创造了深入匪巢以少胜多的战斗范
例。为此，团里给杨子荣记了三大功。同
年2月23日，在继续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
匪首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东北军区司令部
追授他“特级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其生
前所在排被命名为“杨子荣排”。

080.杨开慧（1901-1930）

女，汉族，湖南省长沙市人，中共党员。
杨开慧 1920 年下半年加入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是年冬与毛泽东结婚。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追随毛泽东同
志从事革命活动，在极为艰苦、险恶的条件
下从事党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开展农
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在极其严酷的白色恐怖中，
按照党的安排，她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回
到长沙板仓开展地下斗争。在与上级组织
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
沙、平江、湘阴边界的地下武装斗争，努力
发展党的组织，坚持斗争整整 3 年。1930
年 10月，杨开慧被捕。面对穷凶极恶的国
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铲共队”的种种威逼
利诱，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

“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想从我的口
里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妄想！”“砍头只像
风吹过！死，只能吓倒胆小鬼，吓不住共产
党人！”敌人逼问她毛泽东的去向，宣称只
要她讲出毛泽东在哪里，登报声明与毛泽
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放她出去，如果不
讲就只有死路一条。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
答：“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
烂！”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于
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

081.杨虎城（1893-1949）

男，汉族，陕西省蒲城县人，中国国民
党党员。

杨虎城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早年投
身行伍，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
1930年后，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十七路军，任总指挥。同年 10 月后，任陕
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3
年，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议。
1935 年 11 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
员。通过南汉宸、汪锋与中共中央建立直
接联系，商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936 年，和中共中央达成秘密合作协议。
同年12月12日，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
变。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
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并派周恩来等为代
表到西安帮助张、杨正确解决事变。经过
多方努力，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
转变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
主义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
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
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为在抗日前提下国共
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创造了条件。西安事
变后，杨虎城被蒋介石逼令辞职，“出洋考
察”。全国抗战爆发后回国，随即被国民党
政府拘留，先后被囚禁于湖南益阳、贵州息
烽、重庆中美合作所等地。1949年9月，在
重庆中美合作所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082.杨匏安（1896-1931）

男，汉族，广东省珠海市人，中共党员。
杨匏安早年曾游学日本。1919 年在

广州参加五四运动。同年 10 月，在《广东
中华新报》发表《社会主义》一文，称《资本
论》为“社会主义圣典”。该报接连 19次刊
登他的长篇文章《马克思主义》。他是最早
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先驱者之一。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广东党组织最
早的党员之一。中共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
作后，受党派遣参加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
会，和谭平山二人为中共在国民党的党团
书记，致力于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1924
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五卅运动期
间前往香港，和苏兆征等一起领导省港大
罢工。1926年国民党二大当选中央执行委
员、中央常务委员，负责处理国民党中央党
部日常工作。1927年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
监察委员。在八七会议上，积极赞同土地
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会后南返广州，协助广东党组织接应南昌
起义南下部队。1929年奉调回上海中共中
央机关，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从
事党的秘密宣传工作和编辑党的刊物。
1931年 7月被捕，蒋介石亲自写信和电话
劝降，他不为所动。面对酷刑逼供，他严守
党的秘密，宁死不屈。同年 8 月在上海龙
华壮烈牺牲，年仅36岁。

083.杨靖宇（1905-1940）

男，汉族，河南省确山县人，中共党员。
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人和

领导人之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1927年4月参与领导确山农民暴动，
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后在河
南、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29年
春赴东北，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领导
工人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哈尔滨
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
年秋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32
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
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 9
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1军第 1独立师师
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联合17支抗日
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
挥。同年1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军
长兼政治委员。1936年6月任东北抗日联
军第 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7月任东北抗
日联军第 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率部
长期转战东北，有力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
争。在 1939年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
率警卫旅转战于濛江（今靖宇县）一带，最
后只身与敌周旋 5 昼夜，以无比坚强的毅
力顽强战斗，直至弹尽粮绝，壮烈牺牲，时
年 35岁。杨靖宇牺牲后，残忍的日军将其
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竟是枯草、树皮和
棉絮，竟无一粒粮食。

084.杨闇公（1898-1927）

男，汉族，四川省潼南县（今属重庆
市）人，中共党员。

杨闇公 1917 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
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留日中国学生
和华侨举行的集会和请愿示威，被日本警
视厅以所谓“违反治安罪”判刑八个月。
1920 年秋回国。1922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1924年秋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同年冬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 2月底，中共重
庆地方委员会成立，被选为书记。他领导
重庆地方党组织，一方面大力发展工农运
动，一方面把注意力集中于军事斗争。同
年 11 月，中共重庆地方军事委员会成立，
任书记。12月上旬，他参与策动驻泸州、顺
庆的川军举行起义，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战
争。1927年 3月 31日，在他与同志们的组
织领导下，重庆市群众在打枪坝集会，抗议
英、美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南京城的罪行。
四川军阀刘湘派军警镇压，酿成重庆“三三
一”惨案。惨案发生之后，他受到敌人的追
捕。4月4日，在赴武汉的“亚东”轮船上被
捕。反动派对他威逼利诱和残酷折磨，但
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敌人以死威胁：

“难道你不怕死吗？”他回答道：“你们只能
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
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4月6日在重
庆遇害，年仅29岁。

085.肖楚女（1893-1927）

男，汉族，湖北省汉阳县人，中共党员。
肖楚女 1919 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

1922年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1月创
办重庆公学。1923年6月担任《新蜀报》主
笔，该报每天刊出的政论或社论，绝大多数
出自他的手笔。同时，他经常给《向导》、

《中国青年》撰稿。他的文章，笔锋犀利，战
斗性很强，不是“指责土酋军阀”，就是“痛
骂贪官污吏”，连反动派所控制的报刊也不
得不赞叹他的文章是“字夹风雷，声成金
石”。1924年 8月肖楚女任中共中央驻四
川特派员，领导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四
川的革命斗争。10月组织四川平民学社，
并出版刊物《爝光》。1925年6月戴季陶主
义出笼后，专门写成《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
党》一书，批驳戴季陶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污
蔑。他还撰文开展了对国家主义派的批
判。1926年 1月后，肖楚女去广州先后担
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兼中国国民党政
治讲习班教授、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
会委员、第二届青年训育养成所讲师、妇女
运动讲习所讲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黄埔
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宣传委员会政治顾问
等职。1927年4月15日肖楚女在广州被国
民党反动派逮捕，4月22日在狱中被杀害，
年仅34岁。

086.苏兆征（1885-1929）

男，汉族，广东省香山县人，中共党员。
苏兆征 1903 年赴香港外轮当杂役。

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参加推翻满
清政府的革命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
命胜利的消息很快在中国海员中传开。苏
兆征曾随船到过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进
一步了解十月革命胜利的情况，并有机会
阅读新文化运动的书籍，学习马克思主义
理论。1921年 3月，苏兆征和林伟民等人
倡导，在香港成立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
会。1922年 1月 12日，在香港海员举行的
大罢工中，苏兆征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总
务部主任和谈判代表之一，接着任代理海
员工会会长。1925年春，苏兆征加入中国
共产党。入党后，他先后任中华全国总工
会执行委员、全国海员总工会执行委员会
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是中国工
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
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
上，苏兆征与瞿秋白、李维汉一起被推选为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在党的六大上，苏
兆征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任中
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严酷的斗争环
境，长期的忘我工作，积劳成疾，于 1929年
2月 25日病逝。中共五届中央委员、政治
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第六届
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

087.邱金辉（1904-1928）

男，汉族，生于江西省横峰县，中共党员。
邱金辉1925年考入南昌讲武堂，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北伐军进军
江西时，回到家乡横峰县宣传革命，秘密发
展党的组织，开展农运工作。1928年1月，
方志敏等人领导的弋横起义爆发，两县农
民革命团组成六路纵队参加起义，邱金辉
任第六路指挥者之一。弋横暴动后，自卫
队进行了整编，他被任命为农民革命军第
二军连长。弋横农民暴动胜利后，为保存
革命力量，起义部队撤向弋横交界的山区，
邱金辉参与指挥了金鸡山阻击战，消灭国
民党军一个连，粉碎了敌人对起义部队的

第一次围攻。面对敌人的围攻和艰苦的斗
争环境，邱金辉率领游击队，依靠广大农民
群众，用简陋的武器和灵活多变的战术打
击敌人，坚持斗争。1928年6月底，由于叛
徒告密，他不幸被捕。7 月 11 日，遍体鳞
伤、不时昏迷的邱金辉被押往刑场。毫无
人性的刽子手把他绑在十字架上，剥去上
衣，极其残酷地用刀在他的左右肩胛各剜
出一个洞，插上点燃的蜡烛，用铁钉在他头
顶钉出一个洞，插上点燃的香火，并用火烧
他的心窝。邱金辉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
巨大痛苦，正气凛然地高呼：“杀吧，杀死我
一个，杀不绝共产党人，革命一定会胜利！”
牺牲时年仅24岁。

088.邹韬奋（1895-1944）

男，汉族，江西省余江县人，生于福建
省永安县，中共党员。

邹韬奋 1926 年任《生活》周刊主编。
“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
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主
编的《生活》周刊以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
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
1932年 7月成立生活书店，任总经理。生
活书店成立后，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使
其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扩展到 56家，先
后出版数十种进步刊物，以及包括马克思
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1933年1
月，参加了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
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被迫流亡海
外。1935年 8月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
亡运动，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旗帜
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期
间，他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
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11月，因积
极宣传抗日，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著
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37年全国抗战
爆发后获释，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
上海沦陷后，转至武汉，继续主编《抗战》。
武汉沦陷后，到重庆创办和主编《全民抗
战》。1944 年 7 月 24 日在上海病逝。9 月
28日，中共中央根据他生前愿望追认其为
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089.陈乔年（1902-1928）

男，汉族，安徽省怀宁县人，中共党员。
陈乔年 1915 年先后在上海法语补习

学校、震旦大学学习，1919年底赴法勤工俭
学，1922年 6月参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
年共产党，同年秋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冬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旅欧支部
领导成员之一。1923年 4月到苏联学习。
1924年冬回国，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
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在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
候补委员。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起任中共中央
组织部副部长，6 月起任中共顺直省委委
员、中共中央代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出
席八七会议。会后调任湖北省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同年秋，
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常委、
组织部（科）部（科）长。他秘密深入工厂、
机关和学校，恢复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
党组织。1928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遭
到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陈乔年等被
捕。在监狱中，敌人对他施尽酷刑。他坚贞
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并鼓励同志们保
持革命气节。1928年 5月 24日，陈乔年在
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英勇就义，年仅26岁。

090.陈延年（1898-1927）

男，汉族，安徽省怀宁县人，中共党员。
陈延年 1915 年考入上海法语补习学

校专攻法文，1917年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
科。1919年 12月下旬，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2年6月，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旅
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
担任宣传部长。同年秋，加入法国共产党，
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10月，
陈延年赴广州工作，先后任社会主义青年
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等
职，协助周恩来工作。1925年6月，和邓中
夏、苏兆征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
罢工。1927年 4月，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
记。同月，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他
为中央委员。1927年 6月，中共中央撤销
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
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6月 26日，遭国民
党军警逮捕。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共党组
织的秘密，对他用尽酷刑。但他宁死不
屈。1927年7月4日晚，国民党反动军警将
他押赴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他昂首挺
胸，视死如归。敌人令他跪下，他巍然屹
立，毫不理会。几个敌人强把他按下去。
但敌人刚一松手，他一跃而起。敌人恼羞
成怒，再一次将他强按在地，以乱刀残忍地
将他砍死，牺牲时年仅2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