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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苏

黄苏(1903～1935)亦称黄舜。广东海南人。

黄苏少年时代，在资本家工厂里做学徒工，后来成了一

位技术熟练的电气工人。1925年，在香港加入了工会组织，

开始参加工人运动。6月，参加省港大罢工，担任罢工委员

会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支队长。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1927年12月举行的广州起义，担

任起义主力工人赤卫队敢死队队长。起义失败后，又到香港

摩托车职工会任书记。不久，担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部

长。1928年4月，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1929年担任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并代表省委先后到北江、中路等地巡视

工作。1930年8月。任中共广东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并担任省委军委委员，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同年冬，奉派到

中央苏区闽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政

治委员兼第三十四师政治委员。1931年10月，调任福建军

区第三十四师政治委员，并当选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

员。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

年lO月，任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十二军政治委员。1933

年秋，部队进行统编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1934

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2

月，再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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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任红八军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

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

在长征途中，于i935年1月，复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

员，带领部队先后参加了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

桥等一系列重大战役，屡立战功。9月，中央红军主力改嚣

陕甘支队，他先后担任第二大队、第五大队政治委员。10

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调任陕南红军七十四师政治委

员。同年．11月21日，在陕西部县(今富县)直罗镇战役

中．光荣牺牲，时年27岁。

余泽鸿

余泽鸿(1903～1935)原名世恩。四川长宁人。

在“五四”思潮的影响下，余泽鸿于1921年夏，考入

泸州川南师范学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秋，经

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他组织领

导了反对川南军阀打击迫害校长恽代英和进步学生的群众运

动。不久，随恽代英去成都，进入成都外语专科学校学习。

1924年7月，经组织介绍，他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

此间，他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和革命刊物，并参与组织

“平民世界学社”和剖办(平民世界)杂志，积极从事革命

宣传和社会实践活动。1925年春，他被上海大学特别支部

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2



9，任红八军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

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

在长征途中，于i935年1月，复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

员，带领部队先后参加了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

桥等一系列重大战役，屡立战功。9月，中央红军主力改嚣

陕甘支队，他先后担任第二大队、第五大队政治委员。10

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调任陕南红军七十四师政治委

员。同年．11月21日，在陕西部县(今富县)直罗镇战役

中．光荣牺牲，时年27岁。

余泽鸿

余泽鸿(1903～1935)原名世恩。四川长宁人。

在“五四”思潮的影响下，余泽鸿于1921年夏，考入

泸州川南师范学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秋，经

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他组织领

导了反对川南军阀打击迫害校长恽代英和进步学生的群众运

动。不久，随恽代英去成都，进入成都外语专科学校学习。

1924年7月，经组织介绍，他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

此间，他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和革命刊物，并参与组织

“平民世界学社”和剖办(平民世界)杂志，积极从事革命

宣传和社会实践活动。1925年春，他被上海大学特别支部

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2



“五卅”运动中，余泽鸿组织率领学生到街头宣传、募

捐，参加示威游行和罢课斗争，被选为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委

员，成为“上海群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此问，他写了

(学生运动与双十节>等文章，同国家主义派分子进行了不

懈斗争。1926年，他又在上海参与领导了抗议英帝国主义

制造“万县惨案”的活动，曾遣逮捕。出狱后当选为中共上

海区委候补委员，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随后，任国民党上

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秘书，参与指导上海地区的青年运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转移到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

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他随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任中共

中央秘书处秘书长。1930年夏，他奉调到中央北方局工作，

任宣传部长。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他舍生忘死，继续坚持

工作和斗争。1931年8月，他调入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先

后任中共宁都中心县委书记和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兼军分区政

委，领导建黎泰地区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他领导下，

土地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很快建立起各级苏维埃政权和革命

武装，并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来犯之敌，受到中华苏维埃军事

委员会的嘉奖。1933年，他被选为闽赣省委委员。1934年

lO月，他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1935年2月，他奉命留在

川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先后任川南特委宣传部长兼川南游

击队政治部主任、中共川滇黔特委书记和红军游击队政委等

职。曾率部转战于川南和川滇黔边大部地区，多次牵制打击

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长征。他还起草了<川南工农劳苦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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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斗争纲领)，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

同年底，在率部与蒋介石调集的五万敌军三省“会剿”的战

斗中，不幸在江安泥基潮遭敌包围，战至弹尽粮绝，英勇牺

牲。

谢唯俊

谢唯俊(1908～1935)又名维俊，字蔚青。湖南末阳

人。

1921年秋，谢唯俊人衡阳省立三师附小读书。1923年

考入湖南衡阳蒸湘中学。1924年，他在该校参加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反

帝爱国运动，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中学毕业后，

他报考国民革命军在湖南举办的政治讲习所，被录取在四队

十二班学习。在讲习所，他结识了更多的共产党人，较系统

地学习了马列主义。1926年夏，他加人中国共产党，成为

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26年7月，谢唯俊奉派回家乡开展工农运动。此间，

他发展党员，建立组织，领导群众坚持对敌斗争。1928年

初，他参与领导了耒阳北乡有肥田暴动。不久，他随湘南起

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参加了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被

派到二十八团一营任连党代表。1929年春天，谢唯俊跟随

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他坚决赞成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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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战略方针，当毛泽东、朱德受到排挤时，他坚持原则，

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同年底，谢唯俊调任一纵队政治部

主任。古田会议后，他曾到地方做领导工作，先后任中共闽

西南特委委员和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共闽东特委书记、江西

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1930年11月，当主力红军挥师北

进时，他奉命回到部队，在红一方面军前委任秘书，他很注

意调查研究，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通真理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

合，善于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深得毛泽东的器重。1931

年春，他任第一军团四军十师政治部主任，同年6月，被任

命为中共赣东特委书记兼红军赣东独立师政治委员，领导地

方政权建设。1932年2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建江西

军区，他任政治部主任。9月。任江西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

员，不久，又兼任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为配合红军主力反

“围剿”，他指挥部队以乐安为中心，采取武装追剿和政治瓦

解相结合的策略，及时取消了当地的反动武装，巩固了永

丰、乐安边区，显示了英勇果断的军事指挥才能。1932年

冬．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谢唯俊率独立第五师和第

二军分区地方武装主动出击，两次攻打祟仁县城，有力地配

合了主力红军作战，受到周恩来、朱德同志的热情赞扬。在

革命斗争中，谢唯俊敢于坚持真理，坚决拥护毛洋东的正确

路线，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1933

年春，他遭到“左”倾领导者的打击，曾被撤职。不久，调

到中央组织部担任巡视员。

5



1934年10月，谢唯俊随中央军委从瑞金出发，参加长

征。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于1935年底被任命为特委书

记，协助李维汉筹建陕甘省委。接受任务后，他率部进军保

安开辟新区。途中，遭到敌人包围。他带领战士同敌人进行

了英勇的肉搏战，最后壮烈牺牲，时年27岁。

古柏

古柏(1906～1935)江西寻邬人。

1906年，古柏出生于江西省寻邬县一个清贫的教员家

庭。由于家境贫寒，他幼年时在外祖父家寄居读小学。1920

年到广东梅县教会学校广益中学读书。此间．他阅读了一些

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进步书刊，并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在

党的教育下，他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

路。1924年，因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学潮，被学校当

局赶出学校，之后他到梅县女子师范任教。1925年，上海

“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发动梅县各校爱国学生，走上街头。

进行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爱国斗争。年底，他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才19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古柏先后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

义和平远、蕉岭各地的工农武装暴动。随后又受东江特委的

派遣，回到自己的家乡——江西寻邬开展工作。在寻邬；同

刘维卢、刘维锷等同志建立了寻邬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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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邬县支部。1928年3月25日，他直接组织发动了寻邬革

命斗争史上有名的“3·25暴动”。暴动失败后，他转移到广

东梅县，任共青团县委宣传部长。1928年夏，他重回寻邬，

在广东东江特委的领导下，以“3·25”暴动的骨干分子为

主，组建了一支精干的游击趴——阳天嶂游击队，打击反动

军队和土豪劣绅，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债斗争。1929年初，

阳天嶂游击队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纵队。同年

10月，毛泽东、朱德率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转战

赣南，来到了寻邬大田。古柏作为阳天嶂游击队的领导人受

到了毛泽东的亲切会见。同年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阳

天嶂成立了寻邬县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寻邬县委员会，

古柏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主任和县委书记职务。1930年5月，

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再次来到寻邬。他向毛泽东全面汇报了寻

邬革命工作的开展情况，并亲自参加和协助毛泽东召开各种

调查座谈会，为毛泽东提供各种材料。毛泽东在此写下了著

名的(寻邬调查)，为我党制定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

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1930年6月，古柏离开寻邬，随同红四军挺进闽西，

迂回赣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不久，被任命为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秘书长。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

面军成立后，继任红一方面军前委秘书长。1931年以后，

又先后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党团书记、裁判部长兼

内政部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粮食部和劳动部秘书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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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作出了贡献。1933年1月，

他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一起，被“左”倾机会主义指

责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代表，而受到打击和处分。1933

年10月，蒋介石又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革

命“围剿”。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打击和排斥的古

柏，具体负责粮食征集工作，他不避艰难，勤恳工作，出色

地完成了粮食征集任务，支援了前方。1934年lO月，红军

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后，根据党和革命的需要和根

据地人民的要求，古柏被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闽粤赣

红军游击司令，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春夏之交，由于交通站叛徒的告密。古柏在广

东龙川上坪鸳鸯坑遭到国民党民团匪兵的包围袭击。他和两

位战士拼死抵抗，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蔡会文

蔡会文(19084 1935)湖南攸县人。

1926年，蔡会文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

命失败后，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他参加了毛泽东和湖

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中冲锋陷阵，英勇作

战。不久，起义受挫，随部队到达井冈山，在创立和建设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逐渐成

长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优秀指挥员。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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