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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爱国是一种崇高而神圣的感情，中华民族具有热爱自己

祖国的优秀传统。千百年来，有多少志士仁人，用他们的热

血和生命，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咏可叹、可歌可

泣的壮剧。或卫国戍边，马革裹尸；或气贯牛斗，宁死不

屈；或历尽艰辛，不辱使命；或直言敢谏，嫉恶如仇；或抗

暴反奢，赈饥利民；或刚正不阿，铁面无私；或老卧病床，

必忧天下；或蒙冤受屈，穷且益坚。这种“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勇当

国难，视死如归的精神，乃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生命力之

所在，是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在。

值此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事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形势和问题。这里既有机遇，

也有挑战；既有光辉的前途，又有不可回避的困难。在这种

情况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一

步了解我们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了解近百年来中华民

族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了解我们的国情，无疑具有重要意

义。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必将对海内外炎黄子孙产生极大的

感召力、强烈的凝聚力和遒劲的奋发力。正是基于此，我们

编写了这套《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本丛书中的《爱国主义漫谈》结合中国当今的现实研究

了有关爱国主义的基本问题；《中国古代爱国名人》、《中国

】



近代爱国名人>、(五四以来文化名人与祖国>、(中国共产党

英烈志>等册，记述和讴歌了古今仁人志士、中国共产党人

和广大群众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历

史、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 <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华民族)、

<龙文化——回顾与展望>溯古思今、展望未来；<信息时代

与民族复兴>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的振兴和龙的

传人的神圣使命。整套丛书洋溢着一代学子对中华民族、对

传统文化、对伟大祖国炽烈的爱心，把历史学家的严肃与文

学家的激情融为一体，虑天下兴亡、尽匹夫之责，意在唤起

华夏儿女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以及崇高的历史责

任感、使命感，提高人们的爱国主义觉悟，调动人们的爱国

热情，在新的时代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书写新的历史、新

的篇章。

本丛书于1989年春构思成型，1989年4月正式组稿，7

组稿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北京大学张岱年

教授，中共山东省委高昌礼副书记，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主席、山东省孔子学会会长刘蔚华教授，山东省高校哲学教

学研究会会长、山东师范大学于超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

学会编辑部副主任、北京大学李清昆教授，山东大学靳东来

教授担任本丛书顾问；在本丛书编写过程中，李广增、李作

运同志给予了热情支持，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2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编委会

1991年5月



目 录

林详谦⋯⋯⋯⋯⋯⋯⋯⋯⋯··⋯⋯⋯⋯⋯⋯⋯⋯⋯⋯⋯·(1)

施洋⋯⋯⋯⋯⋯⋯⋯⋯⋯⋯⋯⋯⋯⋯⋯⋯⋯⋯⋯⋯⋯(3)

王右木⋯⋯⋯⋯⋯⋯⋯⋯⋯⋯⋯⋯⋯⋯⋯⋯⋯⋯⋯⋯⋯(6)

高君宇⋯⋯⋯⋯⋯⋯⋯⋯⋯⋯⋯⋯⋯⋯⋯⋯⋯⋯⋯⋯⋯(7)

顾正红⋯⋯⋯⋯⋯⋯⋯⋯⋯⋯⋯⋯⋯⋯⋯⋯⋯⋯⋯⋯(11)

李慰农⋯⋯⋯⋯⋯⋯⋯⋯⋯⋯⋯⋯⋯⋯⋯⋯⋯⋯⋯⋯(12)

王尽美⋯⋯⋯⋯⋯⋯⋯⋯⋯⋯⋯⋯⋯⋯⋯⋯⋯⋯⋯⋯(15)

黄静源⋯⋯⋯⋯⋯⋯⋯⋯⋯⋯⋯⋯⋯⋯⋯⋯⋯⋯⋯⋯(18)

刘华⋯⋯⋯⋯⋯⋯⋯⋯⋯⋯⋯⋯⋯⋯⋯⋯⋯⋯⋯⋯(19)

赵醒侬⋯⋯⋯⋯⋯⋯⋯⋯⋯⋯⋯⋯⋯⋯⋯⋯⋯⋯⋯．．．(21)

曹渊⋯⋯⋯⋯⋯⋯⋯⋯⋯⋯⋯⋯⋯⋯⋯⋯⋯⋯⋯⋯(23)

邵飘萍⋯⋯⋯⋯⋯⋯⋯⋯⋯⋯⋯⋯⋯⋯⋯⋯⋯⋯⋯⋯(24)

金佛庄⋯⋯⋯⋯⋯⋯⋯⋯⋯⋯⋯⋯⋯⋯⋯⋯⋯⋯⋯⋯(26)

陈赞贤⋯⋯⋯⋯⋯⋯⋯⋯⋯⋯⋯⋯⋯⋯⋯⋯⋯⋯⋯⋯(27)

杨f讼⋯⋯⋯⋯⋯⋯⋯⋯⋯⋯⋯⋯⋯⋯⋯⋯⋯⋯⋯⋯(29)
汪寿华⋯⋯⋯⋯⋯⋯⋯⋯⋯⋯⋯⋯⋯⋯⋯⋯⋯⋯⋯⋯(31)

刘尔崧0 0 0 0 0 0．．．．．⋯⋯⋯⋯⋯⋯⋯⋯⋯⋯⋯⋯⋯⋯⋯⋯·(32)

孙炳文⋯⋯⋯⋯⋯⋯⋯⋯⋯⋯⋯⋯⋯⋯⋯⋯⋯⋯⋯⋯(34)

萧楚女⋯⋯⋯⋯⋯⋯⋯⋯⋯⋯⋯⋯⋯⋯⋯⋯⋯⋯⋯⋯(36)

李大钊⋯一0 0 Bt O 0 0．．．．．⋯⋯⋯⋯⋯⋯⋯⋯⋯⋯⋯⋯⋯⋯·(39)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李启汉⋯⋯⋯⋯⋯⋯⋯⋯⋯⋯⋯⋯⋯⋯⋯⋯⋯⋯⋯⋯(43)

何耀全⋯⋯⋯⋯⋯⋯⋯⋯⋯⋯⋯⋯⋯⋯⋯⋯⋯⋯⋯⋯(45)

熊雄⋯⋯⋯⋯⋯⋯⋯⋯⋯⋯⋯⋯⋯⋯⋯⋯⋯⋯⋯⋯f46)

蒋先云⋯⋯⋯⋯⋯⋯⋯⋯⋯⋯⋯⋯⋯⋯⋯⋯⋯⋯⋯⋯(49)

田波扬⋯⋯⋯⋯⋯⋯⋯⋯⋯⋯⋯⋯⋯⋯⋯⋯⋯⋯⋯⋯(51)

邓培⋯⋯⋯⋯⋯⋯⋯⋯⋯⋯⋯⋯⋯⋯⋯⋯⋯⋯⋯⋯(52)

陈延年⋯⋯⋯⋯⋯⋯⋯⋯⋯⋯⋯⋯⋯⋯⋯⋯⋯⋯⋯⋯(54)

史可轩⋯⋯⋯⋯⋯⋯⋯⋯⋯⋯⋯⋯⋯⋯⋯⋯⋯⋯⋯⋯(58)

杨培生⋯-t．．⋯⋯⋯⋯⋯⋯⋯⋯⋯⋯⋯⋯⋯⋯⋯⋯⋯⋯(60)

赵世炎⋯⋯⋯⋯⋯⋯⋯⋯⋯⋯⋯⋯⋯⋯⋯⋯⋯⋯⋯⋯(61)

耿丹⋯⋯⋯⋯⋯⋯⋯⋯⋯⋯⋯⋯⋯⋯⋯⋯⋯⋯⋯⋯(65)

林伟民⋯⋯⋯⋯⋯⋯⋯⋯⋯⋯⋯⋯⋯⋯⋯⋯⋯⋯⋯⋯(67)

侯绍裘⋯⋯⋯⋯⋯⋯⋯⋯⋯⋯⋯⋯⋯⋯⋯⋯⋯⋯⋯⋯(69)

卢德铭⋯⋯⋯⋯⋯⋯⋯⋯⋯⋯⋯⋯⋯⋯⋯⋯⋯⋯⋯⋯(72)

王荷波⋯⋯⋯⋯⋯⋯⋯⋯⋯⋯⋯⋯⋯⋯⋯⋯⋯⋯⋯⋯(74)

张太雷⋯⋯⋯⋯⋯⋯⋯⋯⋯⋯⋯⋯⋯⋯⋯⋯⋯⋯⋯⋯(77)

梁桂华⋯⋯⋯⋯⋯⋯⋯⋯⋯⋯⋯⋯⋯⋯⋯⋯··⋯⋯⋯·(79)

袁玉冰⋯⋯⋯⋯⋯⋯⋯⋯⋯⋯⋯⋯⋯⋯⋯⋯⋯⋯⋯⋯(80)

于方舟⋯⋯⋯⋯⋯⋯⋯⋯⋯⋯⋯⋯⋯⋯⋯⋯⋯⋯⋯⋯(82)

王一飞⋯⋯⋯⋯⋯⋯⋯⋯⋯⋯⋯⋯⋯⋯⋯⋯⋯⋯⋯⋯(84)

徐成章⋯⋯⋯⋯⋯⋯⋯⋯⋯⋯⋯⋯⋯⋯⋯⋯⋯⋯⋯⋯(86)

周文雍⋯⋯⋯⋯⋯⋯⋯⋯⋯⋯⋯⋯⋯⋯⋯⋯⋯⋯⋯⋯(88)

陈铁军⋯一⋯⋯⋯⋯⋯⋯⋯⋯⋯⋯⋯⋯⋯⋯⋯⋯⋯⋯(91)

张秋人⋯⋯⋯⋯⋯⋯⋯⋯⋯⋯⋯⋯⋯⋯⋯⋯⋯⋯⋯⋯(92)

马 骏⋯⋯⋯⋯⋯⋯⋯⋯⋯⋯⋯⋯⋯⋯⋯⋯⋯⋯⋯⋯(94)

2



李之龙⋯⋯⋯⋯⋯⋯⋯⋯⋯⋯⋯⋯⋯⋯⋯⋯⋯⋯⋯⋯(96)

夏明翰⋯⋯⋯⋯⋯⋯⋯⋯⋯⋯⋯⋯⋯⋯⋯⋯⋯⋯⋯⋯(98)

郭亮⋯⋯⋯⋯⋯⋯⋯⋯⋯⋯⋯⋯⋯⋯⋯⋯⋯⋯⋯⋯(100)

傅烈⋯⋯⋯⋯⋯⋯⋯⋯⋯⋯⋯⋯⋯⋯⋯⋯·⋯⋯⋯··(103)

魏野畴⋯⋯⋯⋯⋯⋯⋯⋯⋯⋯⋯⋯⋯⋯⋯⋯⋯⋯⋯⋯(105)

张善铭⋯⋯⋯⋯⋯⋯⋯⋯⋯⋯⋯⋯⋯⋯⋯⋯⋯⋯⋯⋯(107)

陈佑魁⋯⋯⋯⋯⋯⋯⋯⋯⋯⋯⋯⋯⋯⋯⋯⋯⋯⋯⋯⋯(109)

罗亦农⋯⋯⋯⋯⋯⋯⋯⋯⋯⋯⋯⋯⋯⋯⋯⋯⋯⋯⋯⋯(110)

向警予⋯⋯⋯⋯⋯⋯⋯⋯⋯⋯⋯⋯⋯⋯⋯⋯⋯⋯⋯⋯(113)

曾延生⋯⋯⋯⋯⋯⋯⋯⋯⋯⋯⋯⋯⋯⋯⋯⋯⋯⋯⋯⋯(116)

陈乔年⋯⋯⋯⋯⋯⋯⋯⋯⋯⋯⋯⋯⋯⋯⋯⋯⋯⋯⋯⋯(117)

唐澍⋯⋯⋯⋯⋯⋯⋯⋯⋯⋯⋯⋯⋯⋯⋯⋯⋯⋯⋯⋯(119)

王尔琢⋯⋯⋯⋯⋯⋯⋯⋯⋯⋯⋯⋯⋯⋯⋯⋯⋯⋯⋯⋯(121)

贺锦斋⋯⋯⋯⋯⋯⋯⋯⋯⋯⋯⋯⋯⋯⋯⋯⋯⋯⋯⋯⋯(122)

李源⋯⋯⋯⋯⋯⋯⋯⋯⋯⋯⋯⋯⋯⋯⋯⋯⋯⋯⋯⋯(124)

钱振标⋯⋯⋯⋯⋯⋯⋯⋯⋯⋯⋯⋯⋯⋯⋯⋯⋯⋯⋯⋯(125)

何挺颖⋯⋯⋯⋯⋯⋯⋯⋯⋯⋯⋯⋯⋯⋯⋯⋯⋯⋯⋯⋯(127)

朱少连⋯⋯⋯⋯⋯⋯⋯⋯⋯⋯⋯⋯⋯⋯⋯⋯⋯⋯⋯⋯(129)

李子洲⋯⋯⋯⋯⋯⋯⋯⋯⋯⋯⋯⋯⋯⋯⋯⋯⋯⋯⋯⋯(131)

苏兆征⋯⋯⋯⋯⋯⋯··⋯⋯⋯⋯⋯⋯⋯⋯⋯⋯⋯⋯⋯·(133)

朱锡昂⋯⋯⋯⋯⋯⋯⋯⋯⋯⋯⋯⋯⋯⋯⋯⋯⋯⋯⋯⋯(136)

吴光浩⋯⋯⋯．．．⋯⋯⋯⋯⋯⋯⋯⋯⋯··⋯⋯⋯⋯⋯⋯·(138)

杨石魂⋯⋯⋯⋯⋯⋯⋯⋯⋯⋯⋯⋯⋯⋯⋯⋯⋯⋯⋯⋯(140)

彭湃⋯⋯⋯⋯⋯⋯⋯⋯⋯⋯⋯⋯⋯⋯⋯⋯⋯⋯⋯⋯(142)

黄学增⋯⋯⋯⋯⋯⋯⋯⋯⋯⋯⋯⋯⋯⋯⋯⋯⋯⋯⋯⋯(144)

3



毛泽建⋯⋯⋯⋯⋯⋯⋯⋯⋯⋯⋯⋯⋯⋯⋯⋯⋯⋯⋯⋯(146)

杨殷⋯⋯⋯⋯⋯⋯⋯⋯⋯⋯⋯⋯⋯⋯⋯⋯⋯⋯⋯⋯(148)

王佐⋯⋯⋯⋯⋯⋯⋯⋯⋯⋯⋯⋯⋯⋯⋯⋯⋯⋯⋯⋯(150)

4



林祥谦

林详谦(18891923)名元德。福建闽候人。

林祥谦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幼年时仅读了几年

书，便因家境贫困只得停学务农。1906年，由于生活所迫，

年仅14岁的林祥谦便随父亲进马尾造船厂做工，受尽资本

家的剥削和压迫。严峻的生活现实，炼就了他不畏强暴，敢

于斗争的坚强性格。1922年初，他只身离开马尾来到汉口

江岸，经技术工种考试，被江岸铁路工厂录用。此间，为了

维护工人的权利，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人的劳动收入，他

和工友们曾多次开展小规模的罢工斗争，并用怠工的办法来

对付工头的压迫。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成立了领导

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了<劳动

周刊>，在工人中进行广泛而通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林祥谦和工友们看到了解放的希望，斗争更加坚强。武汉地

区党组织也很快发现并及时培养了富有反抗精神、在工人中

有威信的林祥谦。从此，在中共武汉区委负责人陈潭秋等人

的热情教育和培养下，他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积极投身于

工人运动。经过党组织和林祥谦艰苦细致的工作，江岸工人

俱乐部于1992年1月正式成立，他当选为俱乐部干事。负

责会计工作。林祥谦在艰苦的工作和激烈的斗争中逐步成长

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1922年夏，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1



共产党。同年10月，江岸俱乐部改名为京汉铁路工会，林

祥谦由于斗争性强，办事公道，善于团结群众，被推选为江

岸分工会的领导成员。不久又当选为江岸分工会委员长。

1922年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中国工人运

动的第一次高潮。为了把铁路工人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党组

织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隆重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

成立大会。1月30日晚，林祥谦以江岸分工会代表的身份，

同武汉30多个工会团体的代表，从汉口乘车奔赴郑州，准

备参加这个大会，但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阻挠和破坏。2

月1日早上8点，林祥谦和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在党的领导

下，冲破军警的封锁阻拦，果断地举行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

立大会。吴佩孚等人对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无比恐慌和仇

恨。当日下午，命令反动军警占领总工会会所，驱逐工会工

作人员，查抄总工会的材料，代表们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

全城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反抗军阀的暴行，总工会

决定2月4日举行全路工人总同盟罢工。林祥谦被指定为江

岸地区罢工的总负责人。2月4日12时，京汉铁路全线工

人罢工实现。‘2月7日，军阀吴佩孚开始对罢工工人进行大

屠杀。这天下午，反动军警包围了总工会，向手无寸铁的工

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0多人，伤200多人，林祥谦不幸

被捕。随后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逼他下复工命令，均遭严辞

拒绝。同日晚，他残遭反动军阀杀害。为了工人阶级和人民

大众的解放事业，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牺牲时

2



年仅34岁。

施洋

施洋(18891923)原名吉超，字伯高。湖北竹山人。

施洋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家庭，由于家庭衰落，他幼年

就参加劳动，对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深有感受。到11岁时，

他才开始半耕半读的生活，先后在私塾和郧阳府农业学堂学

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失学回到家乡，在家乡创办学校，

开荒养蚕，组织农会，进行反封建的斗争。1914年到武昌，

先后就读于湖北警察学校和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立志学

法为民。1917年毕业后，在武汉开始了律师生活，加入了

武汉律师工会，并担任了副会长。1919年“五四”运动爆

发，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参与组织了湖北

各界联合会，被推选为副会长和赴京请愿代表团团长，积极

进行爱国救亡运动。11月，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后，他又

担任了评议部部长。1920年春，他回到武汉，和恽代英等

组织的利群书社建立了联系，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1921

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他在恽代英、董必武、

陈潭秋等人影响下，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

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9月，他参加了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工作，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武汉工人运动。12月，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举行同盟罢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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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反抗车行资本家加租。罢工开始后，武汉党组织派施

洋去具体指导。他马上深入斗争现场，给工人当义务律师。

他一方面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嘱咐工作“齐心努力，坚持到

底，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一方面替工人草拟<罢工宣言>

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书>，揭露资本家压迫工人的罪行，

向资本家提出不得干涉人力车工人成立工会、取消加租议

案、原租减价等三个条件，编写罢工新闻报导，登载在武汉

各报，使罢工处在了主动进攻的地位。由于施洋和工人们始

终坚持不懈的斗争，罢工获得全胜。武汉第一个工人组织的

公开机构——人力车夫工会在斗争中胜利诞生，他被聘为工

会的法律顾问。汉口人力车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后，武汉的工

人运动蓬勃发展，罢工斗争此起彼伏。这时，施洋又根据党

的指示，深入到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1922

年2月，武昌徐家棚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他又担任了该俱

乐部的法律顾问。9月间，他参与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大罢

工，在廿多天的罢工斗争中，他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发

挥了重要的组织与领导作用。

1922年夏，施洋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同

年10月，湖北全省工团职合会成立时，党组织派他担任联

合会的法律顾问。施洋利用律师的合法身份，积极投人工人

运动，受到了工人的尊敬和爱戴。1923年初，他遵照党的

指示，积极参与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建工作，对京汉铁路

总工会的宣传、组织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议，并亲自参加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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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件的拟定工作，还被推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法律顾

问。1923年1月底，施洋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江岸铁路分

工会的代表一起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到达

郑州后，正遇军阀吴佩孚对总工会成立大会进行阻挠和破

坏。他和工会代表一起，坚持了坚决斗争、决不退让的方

针。2月1日，施洋和林祥谦等代表一起，冲破敌人的重重

阻挠，高呼口号进入大会会场。在成立大会上，施洋怀着愤

怒的心情，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无情地抨击了反动军阕

吴佩孚野蛮摧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号召广大工人团结起

来，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战斗到底。会后，他立即从郑州

赶回汉口，继续发动工人同反动势力开展斗争。2月4日，

京汉铁路全线总同盟罢工开始后，总工会迁移到汉口江岸办

公，施洋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工作。2月7日，反动军阀

吴佩孚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造成了“二七惨案”，施

洋被捕入狱。施洋把监狱和法庭当作战场，理直气壮地同敌

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大无畏的

英雄气概。

施洋被捕后，武汉地区党组织曾千方百计进行营救。但

由于直系军阀吴佩孚、肖耀南早就视施洋为眼中钉，并提出

“不杀施洋，工潮难平”，遂于1923年2月15日清晨，将施

洋秘密杀害。施洋就义时，年仅34岁，他为工人阶级的解

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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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右木

王右木(18871924)曾用名王丕昌、王燧。四川江油

人。

王右木出生在一个城镇贫民家庭。幼年时在江油立登龙

书院和龙安府立匡出书院读完了初中和相当于高中的课程。

清末应童生试，名列前茅。辛亥革命前夕，考入成都通省师

范学堂。1913年秋毕业，到龙郡中学任教。1914年他作为

官费生去日本留学，入东京明治大家经济系学习，并参加了

李大钊等在留日学生中发起组织的“神州学会”。1919年

春，王右木学成回国，应聘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任学监。

1920年，王右木在成都创办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积极

开展革命宣传活动。1921年11月，他从读书会员中选拔了

一批先进青年，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支部，并担任

书记。1922年2月，他主持创刊<人声报>，兼任社长和主

笔。该报为四川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报刊。是年夏

天，在主右木的发动下，四川教育界爆发了一场争取教育经

费独立的群众运动。他积极组织罢课和请愿活动，迫使省议

会通过了师生代表提出的议案。同年9月，王右木等人倡导

成立平民教育社，举办报告会和演讲会，宣传革命学说。11

月，他请吴玉章出面保释了被泸州当局拘押的恽代英，后又

请恽代英到成都高师给进步青年讲革命道理，使该校成为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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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势力的大本营。1923年，王右木等发动成都工人举行大

罢工，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活动，不久，成都工人成立

劳工联合会，标志着四川工人运动的新起点。这个时期他还

和陈毅等人开展了民权运动。

1923年6月，王右木赴广州参加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

回蓉后，他一方面带头执行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以个

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四川总支部宣传科副科

长；另一方面筹备建立中共四川党组织，在团员中选拔优秀

分子，组成直属中央领导的中共成都支部，并担任书记。

1924年3月，四川督理杨森用高官厚禄收买王右木，他不

为所动，决意暂别成都去上海。不久，又去广州，参加了党

的重要会议。会后，他从广西、贵州步行回川，沿途实地考

察。1924年中秋节后，在路过贵州土城宣传革命时，被当

地反动派杀害。

高君字

高君宇<1896--1925)名尚德，字锡三。山西静乐人。

高君宇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前夜。

他从小就受到爱国和革命思想的熏陶。1909年，他和哥哥

高俊德一起考入静乐县高等学堂读书。1912年升入山西省

立第一中学，并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15年，他在太原积

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卖国的斗争。1916年，他毅然奔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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