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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DING YAO ZHI DAO DE HONG SE GU SHI

用我的死来警醒别人

● 小档案

陈天华 （1875—1905），字星台，别号思想。湖南新化人，革命

家。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出色的宣传家，葬于长沙岳麓山。早年就学

长沙岳麓书院，1903 年留学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国民教育

会，从事反清活动。陈天华是清新化县知方团(今荣华乡)人。母早逝，

父为塾师，幼从父识读，因家境贫寒，乃营小卖以补济，然坚持好学

不辍。常向人借阅史籍之类书籍，尤喜读传奇小说，亦爱民间说唱弹

词。1904年与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策划武装起义，事

泄逃亡日本。1905 年 12 月 8 日，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

杀，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陈天华决心以

一死抗议日本，唤醒同胞。他挥笔写下《绝命书》。12月8日晨，陈天

华投海，年仅30岁。

1906年5月23日，湖南长沙的学生罢课了。学生们不顾官府的威胁

阻挠，身着素服，手执白旗，排着整齐的行列，簇拥着灵柩，缓缓地经

过街道、城市，向着风景秀丽的岳麓山出发，悲壮的挽歌在队伍的上空

低沉地回荡着。“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

冠裳……”一路上，队伍中的革命党人，不断地向周围群众演说着革命

道理。队伍蜿蜒着，长逾十里，人数逾万。军警们吓坏了，他们呆呆地

看着这支规模越来越大的队伍从眼前经过。军警们难得地保持了一致，

沉默着，谁都不敢出声问一句。岳麓山就在眼前了，转眼间，漫山遍野

的素服白裳，让岳麓山也仿佛一身缟素。不断有人从山下向山上挤来，

偶然地，可以听到低声的问答：“这是给谁送葬？”“陈天华！”气氛越来

越凝重了……

陈天华，为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哭过骂过，大声疾呼过，热血沸腾

过。这个出身贫寒的青年，在人们纷纷出洋留学，寻求振兴中国的真理

和武器时，他却在这滚滚人流中逆向而动，毅然从日本返回中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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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革命，是要用武装暴力推翻大清王朝。他写下《警世钟》、《猛回

头》，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勇气，成了青年们认识革命的教科书。

1904年，陈天华准备参加华兴会发动的长沙起义。因事情泄露失败，陈

天华再次东渡日本。更让陈天华满腔悲愤的是，面对此种情况，留学生

内部的良莠不齐。他想到了死，更想到用死规劝人们一致爱国，为国出

力。12月8日，他自投于日本大森海湾。在《绝命书》中，陈天华写

道：“人总是要死的，与其死在亡国以后，我不如现在就死在这里，用

我的死来警醒别人。”

● 评点英雄

周恩来曾写道：“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说的就是

陈天华。如果说陈天华激情勃发的著作旨在唤醒民众、号召革命，那么

他的投海则是对这一宗旨最强有力的实践。这就是一代革命者，为了国

家，为了理想，即使牺牲一己生命也在所不惜。

● 小资料

陈天华的代表作品

陈天华的文章，旨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痛斥清朝政府是“洋人朝

廷”。认为“革命者救世救人之圣药也”，力主拿起武器，号召“手执钢

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在《猛回头》、《警世钟》、《绝命书》

里，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冠

裳”；高呼“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

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

《绝命书》精选

苦呀！苦呀！苦呀！我们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产业，一齐要被洋人

夺去；我们同胞恩爱的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男男女女们，父

子兄弟们，夫妻儿女们，都要受那洋人的斩杀奸淫。我们同胞的生路，

将从此停止；我们同胞的后代，将永远断绝。枪林炮雨，是我们同胞的

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变做了犬羊的世

界；神明贵种，沦落为最下的奴才。唉！好不伤心呀！

● 经典语录
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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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铁路为国争光

● 小档案

詹天佑出生于1861年3月17日，于1919年4月24日逝世，享年58

岁。字眷诚，号达朝，汉族，广东南海人，他是中国首位杰出的爱国铁

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铁路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

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1905年10月2日京张铁路正式开工。次年1月6日，在丰台站开始

铺轨，詹天佑在群众的欢呼声中亲手打下第一颗道钉。从工程一开始，

詹天佑就敢于打破洋框框。当时外国的惯例是，修好路基风干一年后才

能铺轨。詹天佑认为这样不仅浪费时间，还会增加费用，他果断决定，

一边筑路基，一边铺路轨。那时缺乏机械设备，铺轨工程十分艰难。詹

天佑和工人们一起苦干，利用小车和人力运输钢轨，这在国外是没有

的。

为了攻克“关沟段”的险阻，詹天佑把总工程师办事处移到南口，

与工作人员同甘共苦，并肩战斗。1908年5月13日，居庸关隧道终于打

通。八达岭隧道工程比居庸关隧道更为困难。这条隧道长1 145米是居

庸关隧道的3倍，而且全是坚硬难凿的花岗岩。开工初期，詹天佑仍然

采用两头并进的方式，后来发现洞身太长，仅靠两头开凿，每日只能凿

进1米多，费时太久。詹天佑就加用直井凿开法。这就是在洞的中部由

山上开凿两口直井，下达轨线。每口并下，工人再依中线向相反方向开

凿。这样，两口井再加外边两头，同时有6处施工，工程速度大大加

快。6处施工，在当时施工机械十分简单和落后的情况下，是相当困难

的。为了保证施工质量，詹天佑住到现场，亲自把关、定线、定位，甚

至对每个炮眼的直径、距离和位置都要亲自过目。当凿井进至深处，炭

气极重，由于缺少井下通风设备影响工人操作和健康。詹天佑下令在井

口设扇风机，接以铁管，输入空气，并装上手摇风箱以增加通风速度。

经过詹天佑和广大员工的艰苦努力，1908年5月22日夜10点半钟，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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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世界的八达岭隧道终于打通。

隧道工程虽然完工，可是八达岭附近，地势险陡，列车怎样爬上去

呢？经过实地勘察和绝密测量，詹天佑巧妙地运用“折迟线”原理，在

青龙桥地段，依山腰铺设“人”字轨道。列车至此改用两部大马力机

车，一个前面拉，一个后面推，通过“人”字交叉口再调换方向，推的

改作拉，拉的改作推。这是詹天佑在铁路工程上的一个创造性设计，充

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

为了珍惜有限的资金，詹天佑处处精打细算，力求节约。他坚决主

张自力更生，毅然拒绝采用外国的窄轨，在京张铁路上一律使用1．435

米的国际标准轨距，为以后全国铁路“车同轨”打下了基础。他还根据

山区筑路特点，采用我国自造的水泥和当地开采的石料，修筑了许多具

有民族特色的石拱桥。这些拱桥质量坚固，形式美观，而且节省了大量

钢材。

1909年9月24日，京张铁路全线通车。这条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筹

资、自行勘测设计和施工建造的铁路，不但质量良好，而且比原计划提

前两年完工，还比原预算节约经费35万两银子，完全实现了詹天佑“花

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3项要求。10月2日在南口举行盛大的通车

典礼。中外来宾目睹这项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同声称赞詹天佑的

卓越才华。参加典礼的广东代表激动地说：“詹总独运匠心，不假外人

分毫之力，筑成此路，为中国人吐气矣。”詹天佑却非常谦虚地说：“这

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

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的名字也随之驰誉中外。辛亥革命后，

詹天佑等发起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被选为首任会长。他呼吁中国的

工程师，要“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以自立于

地球之上”。詹天佑以自己的言行、功业，成为近代爱国工程师的楷

模。

● 启示

京张铁路显示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坚强的意志和无穷的智慧。为了纪

念詹天佑对祖国铁路建设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在他逝世以后，中华工

程师学会在京张铁路青龙桥车站为他塑了一座庄严高大的全身铜像。铜

像的面容严肃而沉静，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凝视着远方，显得分外刚毅

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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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DING YAO ZHI DAO DE HONG SE GU SHI

戎马倥偬的光辉一生

● 小档案

卢德铭，又名继雄，字邦鼎，号又新，1905年6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

自贡市沿滩区仲权镇。1921年，卢德铭考入成都公学。中学学习期间，卢

德铭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接受马克思主义。面对帝国主义瓜

分中国，军阀连年混战，卢德铭决心学习军事，以武力打倒列强和军阀。

1924年春，卢德铭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6月毕业

于黄埔军校二期；1926年5月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参加北伐作

战；由于作战勇敢，同年10月在武昌战役中升任二营营长，不久升任团参

谋长；1927年6月任北伐军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同年9月任秋收起义总指

挥，在同毛泽东一起率部向井冈山转移途中，于9月23日遭到江西国民党

军队的袭击。为了掩护部队撤退，卢德铭英勇牺牲，时年22岁。这位年轻

将才的牺牲，使毛泽东痛惜不已：“还我卢德铭！” 严格地说，卢德铭的军

事生涯从他在黄埔军校毕业那天算起，仅两年零三个月。两年多的时间

里，他成为中共早期著名的军事将才，毛泽东的军事搭档。

1927年9月8日，秋收起义如箭在弦。毛泽东接到省委命令，急赴

铜鼓县组织起义。担任起义部队总指挥的卢德铭在铜鼓见到了前委书记

毛泽东。他们详细研究了秋收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9月9日，秋收起

义爆发。在修水县渣津，卢德铭将起义旗帜亲手授予起义部队，指挥部

队向敌人发起进攻。

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一千多人在会攻长沙的计划受挫后，撤到

浏阳文家市会合。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讨论起义

部队进军方向问题。鉴于起义遭受严重挫折，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毛

泽东提出改变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和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主张。会

上，余洒度顽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主张，不承认会攻长沙

已经失败，反对部队向农村作暂时退却。两种主张针锋相对，关系到秋

收起义部队前途和命运。在这抉择关头，卢德铭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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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他从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出发，用血的事实，力陈冒险

进攻长沙的弊和停止进攻长沙改向农村进军的利。他说：现在敌人集中

兵力来打我们，敌强我弱，我方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如果再去攻长

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由于他是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在军队中

又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坚定态度对前委会议统一思想，最后通过毛泽

东的正确主张，否定余洒度的错误主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9月20日，毛泽东和卢德铭率领起义部队，开始向井冈山进军。两

天后，部队经江西萍乡市的桐木、小视，到达芦溪镇宿营。23日清早，

部队从芦溪出发，毛泽东和卢德铭率领的指挥部随部队走在前面，在离

芦溪镇15里的山口岩，突然遭到江西军阀朱培德部的江保定特务营和江

西第四保安团的伏击。由于起义部队毫无准备，仓促应战，伤亡惨重。

卢德铭临危不乱，亲自率领一个连占领路旁高地，英勇阻击敌人，掩护

部队和指挥部转移。敌人雨点般的子弹不停地扫射卢德铭所在的阵地，

他全然不顾，继续指挥作战……

卢德铭的一生，戎马倥偬，拼死疆场。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革命精

神，永载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

● 小资料

卢德铭烈士纪念碑位于江西萍乡市芦溪县上埠镇山口岩的山坡上，

距萍乡市区约32公里。卢德铭烈士纪念碑共分三层，即底座、中座、碑

身，高约7米，上塑卢德铭全身像，占地面积45平方米。中座正面用大

理石刻写卢德铭烈士生平简介，碑身正面从上至下镌刻杨得志题写的

“卢德铭烈士纪念碑”。

流尽最后一滴血

● 小档案

何叔衡 （1876—1935），字玉衡，号琥璜，湖南宁乡人。中国共产

党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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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1930年，何叔衡曾到莫斯科学习两年。徐特立曾说：“在莫

斯科，我们几个年老的同志，政治上是跟何叔衡同志走的。”在那里，

他刻苦学习，有时为熟记一个俄文单词，读上几百遍，这位被称为“永

不疲倦的人”终于圆满完成了学习。

1930年7月，何叔衡回国后，在上海担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

互济会的主要负责人。次年8月后，上海的环境更加险恶。党决定让他

转移到苏区去。临行前，他把女儿找来一起吃饭，并告诫女儿：做共产

党员的就应该是不怕死的。我们从入党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

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党了。

这年秋，何叔衡转道香港，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看到

根据地的兴旺景象，心情格外舒畅。11月7日至20日，工农兵苏维埃第

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召开，何叔衡出席了这次大会，被选为中央执

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接着， 又被任命

为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还兼任各级苏维埃政府训

练班主任和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在繁重而复杂的任务面前，何叔衡夜

以继日，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自勉，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

苟。

这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逐步在中央苏区推行。何叔衡对

左倾错误领导十分不满，并在行动中加以抵制，因而导致“左”倾错误

领导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他的无端指责。1932年冬，中央政府机关的

党总支委员会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批判，并提议撤销他的领导职务，只

因云集区委和瑞金县委都不同意而作罢。1933年夏开始，左倾错误执行

者又在报刊上对他进行点名批判。7月7日，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

《斗争》第17 期上，登载《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一文，集中批判了

何叔衡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声言要“用全部力量”对他“作斗

争”。对于这些无理指责，何叔衡并不畏惧。在批判会上，他公开宣

言：“在政治上我从没有动摇过。”在实际工作中，他仍然坚持实事求

是，依法办案。左倾错误领导见批他不服，斗他不改，终于在年终撤销

了他的全部领导职务。

王明“左”倾错误的全面推行，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受

到极大的历史性惩罚。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根据地进

行长征。何叔衡受命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

红军长征后，江西苏区遂沦为游击区。何叔衡随队伍驻雩都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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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党派他帮助乡政府做动员工作。他每天拄着一根拐杖，早出晚归，

不辞辛劳。大约是1935年1月，他与瞿秋白、邓子恢等由江西瑞金附近

出发转移去闽西。党组织决定何叔衡与瞿秋白等经广东、香港去上海，

邓子恢则留在福建与张鼎等坚持游击战争。他们一行化妆成商人及眷

属，几天后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在此停留了一段时间后，继

续启程去永定。福建省委为了他们的安全，特选调人员组成护送队沿途

护送。他们昼伏夜行，通过了重重关卡，于2月24日凌晨到达上杭县濯

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当他们在这里休息吃饭时，不幸被地主武装

发现报告了驻扎在水口镇的敌保安第十四团二营。该营营长如获至宝，

立即率队向小径村包围。护送队因麻痹大意，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

促应战。何叔衡等人听到枪声后，立即从村里向村南的牛子仁岭大山上

转移，在护送队的掩护下分别突围。敌人尾追不放，何叔衡身负重伤，

躺倒在山下一块水田附近，被两个匪兵发现，以为他已身死。搜身时，

何叔衡奋起反抗，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实践了他生前“我要为

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 评点英雄

“叔衡才调质且华，独辟蹊径无纤瑕。临危一剑不返顾，衣冠何日

葬梅花。”谢觉哉这首感旧诗对何叔衡光辉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何

叔衡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一贯

以“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自勉，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生命不息，战斗

不止，直到为中国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刑场上的婚礼

● 小档案

周文雍，1905年8月出生，是广州工人运动优秀领袖之一，曾任中

共广东省委委员、中共广州市委委员，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陈铁军，广东佛山人，1904年3月出生，协助周文雍从事党的秘密组织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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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军队撤出了广州，转移到农村。面对白色恐

怖，陈铁军丝毫没有畏惧。她和妹妹铁儿，仍然坚守着党的秘密机关，

并且迅速掩藏、转移、烧毁有关起义的机要文件和物品。后来，广东省

委命令她们“马上隐蔽”、撤退，她才带着铁儿乔装离开了党的秘密机

关，撤退到了广东省委机关驻地。

1928年初，广东省委派周文雍重返广州，恢复党的工作，开展新的

战斗，因陈铁军做地下工作很有经验，省委仍派她回广州，协助周文雍

重建党的秘密机关工作。当时反革命势力极为嚣张，革命活动非常艰

险。但陈铁军勇敢、机智、沉着，四处寻找失散的同志，很快就协助周

文雍把联络网和交通线重新建立起来。

不料，由于叛徒的告密，他们住的机关被敌人发现了。1月17日早

晨，海员工会子弟学校一个教员前来通知陈铁军，由于叛徒，党的秘密

机关已经暴露，情况危急，要她马上转移。但她想到今天这里还有几个

同志要来接头，外出的周文雍也还没有回来，便决定暂且留下。她告诉

那位同志先回去，迅速将情况通知周文雍和其他同志，以避免党受到损

失。不久敌人包围了他们的住处，铁儿在铁军的帮助下，通过凉台进入

楼上邻居家，才幸免被捕。她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向左边，放出和接头

同志预先约好的“危险暗号”。随即，敌人闯了进来，他们像猎狗一

样，嗅出那挂着的窗帘是别有用意的，便一把扯下来。他们向陈铁军盘

问，周文雍在哪里，陈铁军镇静地对付着敌人，心里却担心着周文雍回

家来，看不见窗户前的“报警”信号而自投罗网。她苦思着怎样才能使

周文雍脱险时，周文雍突然进屋了。伪警见周文雍回来，狞笑一声说：

“你们到齐了，局长有请。”话毕便催促上路。陈铁军嘲讽地说：“嘿！

你们这些人办事也不是爽快的，还是让我穿件衣服再走吧。”说完，她

进屋穿好衣服，才不慌不忙地迈步走出机关。

在法庭上，陈铁军和周文雍严词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革命群众的

罪行。当法官宣布判处周文雍、陈铁军的死刑，并问他们死前还有什么

要求时，周文雍提出要和陈铁军照一张合影。敌人把摄影师带到监狱，

周文雍和陈铁军并肩站在牢房的窗前照了幅临刑前的两人合影。

2月6日下午，周文雍、陈铁军分别押上黄包车，解赴刑场。在刑

场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陈铁军用深沉的留恋的目光凝视着与她生死

与共的周文雍，高声向群众做最后的演说：“亲爱的同胞们！姐妹们！

我和周文雍同志的血就要洒在这里了。为了革命，为了救国救民，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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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妇女从苦难中求得解放，为了千秋万代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牺

牲，我们一点也没有遗憾！”“同胞们，过去为了革命的需要，党派我和

周文雍同志同住一个机关，我们的工作合作得很好，两人的感情也很

深，但是，为了服从革命的利益，我们还顾不得来谈个人的爱情。因此

我们一直是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还没有结婚。”“今天，我要向大家

宣布：当我们把自己的青春生命献给了党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

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做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同胞们，同志们，永别

了！望你们勇敢地战斗，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陈铁军牺牲时，年仅24岁。

● 评点英雄

在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女共产党员陈铁军的

英雄事迹，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她和周文雍在刑场上英勇就义的壮烈

情景，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为革命视死如归的精神，至今仍激励人心。

为伟大使命奋斗终身

● 小档案

李硕勋，又名李陶，1903 年2月23日生于四川省庆符县 （现为高

县）。革命烈士。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武汉成为革命的中心。党派

李硕勋任中共武昌地委组织部长。这年冬天，李硕勋（当时叫李陶）被

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李硕勋与师长朱晖日（后由李

汉魂继任师长）、副师长叶挺密切配合，领导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进行

军政训练。他亲自参加和指挥了上蔡、东洪桥、西洪桥的战斗。他在战

斗中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把政治工作贯穿于战斗始终，冷静

指挥，由于这一仗打得好，军部特地传令嘉奖。河南战役后，二十五师

奉命回师湖北，准备顺长江而下，东征讨伐已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不

料，汪精卫也于1927年7月在武汉举行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

产党人。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叛变和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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