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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１８４０年以来的中国，伴随着外来列强的百般欺凌，我
们的民族遭受了难以言尽的屈辱，壮丽的河山在呜咽，勤劳
勇敢的人民在受难。历史不会忘记，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我
们的民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经过艰苦卓绝的斗
争，励精图治，终于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睡狮”终于醒来了。
历史的回音，我们绝不能忘记，是红色的革命拯救了我们曾
经多灾多难的民族。

第一版《红色文丛》正是为了让读者牢记那段难忘的历
史和革命志士不屈的抗争而编写的。

为了使《红色文丛》与时俱进，我们对原丛书进行了重
新梳理，整理出更加明确的主题，并精选了大量真实的图
片，以便更加贴近读者。我们期望读者在愉快的阅读之余
受到革命情怀的熏陶，重温曾经燃烧的革命激情，缅怀革命
先烈舍生成仁的崇高气节，从而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
和平、幸福生活，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将来成为栋梁之才。

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力图使本丛书更加完美，但限于编
辑水平，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继续努
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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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我国一项重大而
紧迫的战略任务，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目前，我国人口中１８岁以下的
未成年人占有很大的比例。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
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
运。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我国对外开放的进
一步扩大，为广大未成年人了解世界、增长知识、开阔视野
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
努力。从未成年人抓起，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具有高尚思
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一项紧
迫的现实任务。

因此，我们结合时代特点选择“红色文丛”，以便让“红
色”的火种代代相传。

“红色教育”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我国前教育部部长陈
至立指出：“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他们
的思想道德状况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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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实现，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各级各
类学校要充分认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把弘
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落实在学
校教育的各个环节，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紧、抓好。”

“红色教育”的提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由于市场经济
发展带来的碰撞和冲击，校园不再是一块与外界隔绝的“净
土”，青少年学生也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
中人。许多青少年在道德、信仰、意志、品质等方面都存在
着问题。通过“解读红色精神”、“体验红色旅游”、“回首红
色影视”、“感受红色格言”等主题的探讨，让学生进行道德
体验，培养学生的政治观点、道德情操、价值观念和文明行
为，培养学生的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平等竞争思想以及适
应社会需要的良好心理素质，使其向更高层次的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扩展，让学生的知、情、意、行同步发展，成为道
德品格完善的新人。

总之，我们希望本丛书能为青少年打开一扇通向神圣
的革命精神殿堂的门，使青少年在各方面健康成长，早日成
为国家亟需的人才。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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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靖 宇 精 神

杨靖宇精神

钢铁战士杨靖宇

少年时代的杨靖宇

１９０５年，杨靖宇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

父亲马锡龄是个纯朴忠厚、善良而又能干的庄稼人，租

种了地主几亩薄地。辛苦劳作，勉强度日。在杨靖宇４岁

的时候，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杨靖宇５岁时，父亲终因常

年苦累，积劳成疾，加上没钱买药治病，不幸去世。

杨靖宇的母亲勤劳善良、温和而刚毅，农忙时，母亲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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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一样到地里干农活，回到家还得操持家务。母亲时时

教育他：做人要有正义感、同情心，要帮助比你更困难的人。

从懂事起，杨靖宇就特别愿听大人讲故事。他非常崇

敬抗金英雄岳飞的文武双全，智勇无比，崇拜他率岳家军一

次次打败金国的入侵。他痛恨张邦昌、秦桧等卖国求荣之

人；他钦佩岳母为岳飞刺字的大义情怀，“精忠报国”四个字

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

１９１３年，杨靖宇８岁，母亲将他送到李湾村私塾读书。

教书先生刘景臣，给他起学名马尚德，字骥生。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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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宇深知自己家境艰难，母亲供自己上学特别不容

易，若学不好，对不起母亲的一番苦心。因此他学习刻苦，

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后，又啃起艰涩难懂的

四书五经。杨靖宇喜欢写毛笔字，空闲时，除了背书就是练

字，因此，他的学习成绩、毛笔字在全班是拔尖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谜一样的问题使杨靖宇百思不

得其解：自己家和许多农户一年到头拼死拼活地劳动却吃

不饱、穿不暖，还时常受欺压，而有钱人什么也不干却要什

么有什么，这个世道为什么这样不合理，这样不公平？

一次，中秋节到了，租地主地的农户都必须给地主送

礼。若不送，地主就会处处找麻烦以至收回土地。杨靖宇

的二叔支撑着病体借钱买了４盒月饼，让他给姓王的地主

家送去。杨靖宇态度坚决地表示不去。当二叔问他为什么

不去时，他说：“王家是人，咱家不也是人吗？王玉玺吃咱们

的、喝咱们的，凭什么还得给他送礼？”当二叔无奈地告诉他

这是村子里的老规矩的时候，杨靖宇说了一句令二叔震惊

的话：不合理的老规矩就得改了它！

１９２０年秋，杨靖宇考进确山县立高等小学，所学课程

已不是四书五经等旧式文化典籍。这里开设的国文、图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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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体育、修身等课程，使杨靖宇接触到很多新的知识

领域。

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有少数的地主官宦子弟，他们经常

仗势欺辱穷人家的孩子。杨靖宇出身贫苦，富有正义感，个

头又比同龄学生高出许多，不知不觉中成了穷苦学生的主

心骨。

一次，一个小同学哭着回教室，他的脸和耳朵红红的，

像是被打过。经追问才知道班里有个姓孙的财主家少爷把

这个小同学摁倒在地上当马骑。小同学不干，孙少爷就骑

在他身上，揪耳朵，抽打脸。杨靖宇很气愤，下课后找到孙

少爷，领他进了一个空教室，把门关上后喝令少爷趴下，让

他给自己当马骑。少爷不服，杨靖宇一把将他摁倒在地，挥

拳将他好一顿揍。少爷像被杀的猪一样嚎叫，并再三求饶

保证今后再也不欺负人了。杨靖宇警告他：今后不许再欺

负人，也不准向你老子告状，要不的话，还揍你！孙少爷连

连点头答应。从此，学校里再没有人敢欺负穷学生。

为抗议日本迫使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及日

本接替德国霸占山东省，挽救中华民族工业，中国人民积极

地展开了一场抵制日货的斗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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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上午，杨靖宇率同学们到火车站和街市搜查日货，

宣传购买日货的危害和抵制日货的意义。一位铁路工人告

诉他昨夜一个店主拿着县长手谕提走几大包货物，不知里

面有没有日货。杨靖宇率同学来到这家商店，不顾店主的

软阻硬止，查出的日货全部没收。但这家店主用钱买通了

官府，收受了贿赂的反动官府派人出面袒护店主，干涉学生

的行动。杨靖宇怒斥派来的人：身为国家官员，不思报国为

民，却为不法奸商说情，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来人见杨

靖宇软硬不怕，就找来校长，让校长出面管教，制止学生没

收日货。校长以不听劝诫就开除学籍相威胁，要求杨靖宇

及众学生放弃对该店的查处。杨靖宇毫不畏惧，斥责校长

不爱国还反对学生爱国，同时警告校长，若真敢开除学生，

就号召全校同学罢课，要求罢免校长。校长又气、又恼、又

怕。他明白，时下各地学潮不断，抵制日货是全国人心所

向，真把学生激怒了，把事态搞糟，自己只会落个卖国罪名。

想到此，校长悻悻而去。杨靖宇和同学们一把火点燃了日

货，熊熊烈焰腾空而起，在火光及众人的欢呼声中，杨靖宇

感受到了爱国的力量，人民的力量。

１９２２年，１７岁的杨靖宇按家乡习俗和母亲意愿，与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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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村农家女郭莲结婚。

１９２３年秋，杨靖宇考入河南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到了

开封。

第一工业学校里聚集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其

中有共产党员李清庵、贺光吾，杨靖宇经常向他们求教，听

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通过这些老师，杨靖宇阅读了《新青

年》、《向导》等进步书刊和李大钊等革命党人撰写的文章。

同年，杨靖宇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

是在李大钊的倡导和支持下，由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发

起的。

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上海工人、学生为抗议日本帝国主

义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举行示威游行，英国巡捕开枪镇

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这一暴行，激怒了全国

人民，各地民众纷纷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反帝浪潮迅速席

卷全国。６月６日，开封２２所学校联合召开大会，宣布罢

课，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杨靖宇是第一工业学校的学生代

表，他带领同学们参加支援上海同胞的各项活动，组织募

捐，搜查日货、英货，显现出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在开封

火车站站前街头，杨靖宇向群众讲述了“五卅惨案”的经过，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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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诉了日、英帝国主义霸占中国领土，残杀中国劳苦大众的

罪行，号召广大群众联合起来，用爱国的行动反抗帝国主义

的侵略。他大声疾呼：“同胞们，赶快行动起来，拯救我们的

国家。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更不能坐等帝国主义来屠杀

我们。同胞们！让我们同心协力举起铁拳，把一切帝国主

义都从中国土地上赶出去！”

投身革命

１９２６年秋，杨靖宇从河南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初级班毕

业，因当时正处于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北伐革命军节

节胜利，即将进军河南。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杨靖宇遵照

党的指示毅然辍学返回确山，从事组织、发动农民运动的工

作。在确山，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工作，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５日在

洪沟庙镇玉皇庙由张家铎、杨靖宇主持召开的确山县农民

协会成立大会上，杨靖宇被选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

员长。

１９２７年４月４日，杨靖宇、张家铎、张耀昶带领农民协

会会员及红枪会武装２万余人在县城东关大操场举行武装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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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大会，县长王少渠被迫参加了大会。杨靖宇代表农民

协会提出：（一）立即交出四大劣绅并严加惩处；（二）清查县

政府账目，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三）打倒贪官污吏，不准抓

夫派车；（四）立即释放因抗捐抗税而被关押的农民。王少

渠慑于广大农协会员和红枪会群众的声威，只好同意这些

要求，答应回城后即办。

４月５日，暴动农民从早到晚未见交出四大劣绅，农民

协会派出代表向县长要人，但是城门紧闭，并用土袋严严实

实堵住城门，城头上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原来，王少渠出

于反动立场，回城后即放走四大劣绅，并命令士兵闭关守

城。王少渠的劣行，激怒了农民协会和红枪会，暴动指挥部

由东关大操场迁至火车站，武装群众从四面八方包围了确

山县城。

４月６日，附近各县、乡、村红枪会群众和农民协会会

员纷纷前来支援，群众队伍猛增至５万余人。入夜，攻城战

斗打响，杨靖宇率数万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土炮、步枪的

愤怒农民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猛烈攻城，经两天两夜激战，

８日晚，起义军攻占县城。歼灭守军２００余人，活捉反动县

长王少渠，农民协会的大旗插上了确山县城头。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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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２４日，确山县民众代表大会召开，通过选举产生

了确山县第一个革命政权———临时治安委员会，杨靖宇等

７人被选为治安委员。为维护社会秩序，保卫新生的革命

政权，由武装起义农民组成了自卫军。临时治安委员会是

河南省有史以来第一个革命政权，委员全部由民主选举产

生。委员会执行的革命纲领真正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

５月３１日，北伐革命军攻克郑州，接着占领开封，第二

次北伐取得重大胜利。６月１日，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

召开万人参加的欢庆第二次北伐胜利大会。杨靖宇饱含激

情地为大会拟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边：

“庆今日克服郑汴澄清黄河水，祝他年直捣幽燕扫尽长

城灰”。正当全国民众翘首以待革命胜利之际，蒋介石在上

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袭击工人纠察

队，搜缴工人革命武装，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一

时间，腥风血雨，恶势猖狂，到处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就在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的危难之际，１９２７年６月６

日，杨靖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他庄严宣誓：服

从组织，严守机密，献身革命，永不叛党。

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在湖北汉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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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召开紧急会议。这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的关键时刻举行的非常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

验教训，批判并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领

导地位，确立了发动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总方针，号召全党，把组织农民武装举行秋收起义当作目前

最主要的任务。

９月，中共河南省委按照“八七”会议精神作出《河南目

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决议案》，决定在全省组织武装暴

动。９月下旬，杨靖宇、李鸣岐召开中共确山特支会议，传

达“八七”会议和中共河南省委关于武装暴动工作的指示，

即利用秋收时节农村阶级斗争加剧之机，发动农民暴动。

结合确山实际情况，杨靖宇提出此次暴动目的：（一）杀尽土

豪劣绅；（二）夺取豪绅枪支武装农民；（三）唤起农民的阶级

觉悟和自卫能力；（四）准备将来的大暴动。会后，杨靖宇、

张家铎、李鸣岐等人分别进行准备工作。他们奔波于各村、

乡之间，日夜操劳，整顿党的组织，发动群众，筹集枪支弹

药，并组织起一支５０余人的农民敢死队作为暴动的主力

军，抓紧时间，日夜训练。

１０月下旬，中共豫南特委和确山特支举行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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