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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才展义_月

袁文才(1898～1930)又名远山、选三。江西宁冈人。

袁文才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早年求学时

断时续。1923年，他激愤于地主豪绅的残酷压迫和凌辱，

毅然加入井冈山绿林“马刀队”，不久任参谋长，积极组织

“马刀队”与伪县政府和地主豪绅开展斗争，从事杀富济贫

的活动。1925年lO月，马刀队改编为县总保卫团，他任团

长。在宁冈的新城，领导保卫团同地方土豪劣绅和县衙门开

展激烈的斗争。1926年9月率部起义，县总保卫同改名为

农民自卫军，他任总指挥，并任宁冈行政委员会委员，主管

军事工作。1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派

往吉安等地接受军政训练，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又不断得到

提高。

1927年7月，袁文才按照中央吉安地委指示，率领宁

冈县农民自卫军和安福、遂川、莲花县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

县城。占领r伪县政府，从狱中救出了王怀、刘珍等共产党

员和革命群众数百人。永新革命委员会和赣西农民自卫军成

立后，他任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不久，国民党反动派

又大举进攻永新县城，他率领农民f；j卫军依靠革命群众，成

功地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反革命“围剿”，使队伍避免r损失，

保存了革命力馈。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湖南秋收

l



起义部队，来到了永新县城的三湾村。lO月6日．在夫仓

村，毛泽东和袁文才初次面谈。他从中知道r工农革命军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以及进军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

地的重大意义。随后，亲率农民自卫军迎接毛泽东及工农革

命军到井冈山。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率部接受改

编。1928年2月，根据党组织和毛泽东的决定，在宁冈大

朱家祠，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正式新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后随毛泽东出击

湘南，打到彬州、莱阳等县，将朱德、陈毅率领的八一南昌

起义部队接应上山。4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

第三十二团团长。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他

被选为工农兵政府主席。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

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特委委员。5月至12

月，他率领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在五斗江战斗、龙源口战斗、

红军主力出击湘南和黄洋界保卫战中，同来犯之敌进行了英

勇顽强的激战，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为捍卫中国第

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9年1月，在随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由

于对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认识不足而擅自离队潜

回井冈山。后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委，继续坚持井冈llI革命根

据地的斗争，为发展革命力量作了大量工作。1930年3月

在“左”倾指导思想的干扰下，袁文才在江西省新城不幸被

错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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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昌

陈昌(1894-1930)又名章甫。原籍湖南浏阳，生于广

西梧州。

陈昌8岁时，随父母回到故乡——湖南浏_阳土桥炭坡陈

家大屋。先在私塾读书，后就读于附近的金江高小。小学毕

业后，因家境贫困被迫辍学，跟随父母在家务农。1911年

夏，考入湖南全省中路师范学堂(后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

学校)。在校期间，他刻苦学习，自强不息，演讲才能名闻

全校。1915年秋，陈昌毕业后在师范附属小学任教。1919

年，到徐特立主办的五美小学教授地理和修身课。在授课

时，他经常结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军阀混战给中国造

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18年4

月，陈昌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是重要

骨干之一。1920年，他又参加了毛泽东在长沙组织的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在毛泽东指导下，开始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

及苏联十月革命情况的书籍。同年7月，参与创办了文化书

社，对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1921年春，他回到浏阳，任金江高小训育主任，他以金江

高小为据点，继续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不久，加人中国共

产党。

1923年，陈昌来到长沙，参加了湘江中学的筹办工作，

3



并在校执教。在教学中，他热情地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在

他的教育影响下，不少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t925年，陈

吕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并被选为湖南省党部执行委

员，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促进了国民党的革命化。1926

年春，他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派，前往湘西贺龙部驻地开展革

命1j作。曾任政治讲习所政治教官，为贺部培养了一大批北

伐和南昌起义的骨干力量。1926年夏．他前往水口山重建

党的组织和工会，任中国共产党水口山地委委员。1927年5

月，陈昌自水口山回到长沙，参加国民党省党部召开的县、

市党部联席会议。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j，反革命

武装叛乱，许多革命机关被摧毁，党的组织亦遭破坏，大批

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进步人士惨遭杀害。他被迫隐蔽做

地下工作。1929年春，他来到上海，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

进行革命工作。年底，党中央决定派他去湘鄂西，与贺龙一

起扩大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在奔赴湘鄂西革命根据

地：I：作途中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用尽r威逼、利诱等种

种无耻手段，企图使他说出党的秘密，但他坚贞不屈，敌人

得到的只是无言的蔑视和义正同严的怒斥。1930年2月23

H，敌人在长沙浏阳门外将陈昌杀害。他牺牲时年仅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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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1908年，刘愿庵随父去南昌进入南昌大同中学读书。

辛亥革命爆发后，自动弃学赴南京参加学生军。袁世凯窃取

辛亥革命果实后，学生军被解散，他回到四川I，在乐山电报

局工作。1919年先后在万县驻军卢锡卿和川军杨春芳部任

参谋、秘书。1922年被任命为丰都县县长。因清正刚直，

体恤百姓，废除苛捐杂税，惩办土豪劣绅而屡遭贪官污史的

忌恨与排挤，不久被革除县长职务。1923年初在成都参加

恽代英组织的“学行励进会”，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积极传

播革命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参与组织了“叙

州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井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组织群

众抵制日、英货，开展经济斗争和反帝爱国运动。不久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25年冬，刘愿庵奉派到成都开展工作，担任中共成

都地委委员兼成都特委支部书记。此间，他在成都及川西数

县的工厂、学校和军队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团组织，使

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1926年，他以国民党左派代表的

身份，同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展开直接论战，给国民党

右派以有力打击。同年冬奉命赴合川陈书农部任师政治部宣

传科长兼军官教育团政治教官，开展军运工作，配合刘伯承

等领导泸(州)顺(庆)起义。1927年3月，四川军阀刘

湘勾结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继续领导成都党的组织同

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懈的斗争。同年秋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

气



常委、宣传部长。1928年春任省委代理书记，同年6月出

席党的六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初任中共四川

临时省委书记。在省委几经破坏、斗争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

下，他舍生忘死，拼命工作，全力恢复党的组织，放手发动

群众，领导全党贯彻六大决议，学习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的经验，先后组织发动了万源、广汉等武装起义，建

立革命武装，为红四方面军进人四川准备了条件。

1930年4月，刘愿庵在重庆浩池街召开省委会议时，

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在狱中他不为反动派的高官厚禄所

动，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宣传共产主义真理，痛斥反动军

阀的累累罪行，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

崇高的革命气节。5月7 fl，他在重庆英勇就义。

穆 青

穆青(1898～1930)曾化名吕维新。四川合江人。

穆青出身农民家庭。他7岁上学，辛亥革命后考入合江

县中学。五四运动期间，穆青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是合

江县学生运动的骨干之一。在运动中他受到教育，初步接受

了争取民主、讲究科学的民主主义思想，并立志救国教民，

决心寻找一条改造社会的道路。1920年，穆青由上海转赴

法国勤工俭学。留法期间，他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

军阍政府的斗争，并开始研究马列著作。1922年8月，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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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支部在巴黎成立．穆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下半

年，他转人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任中共东大旅莫支部组织

委员。

1926年初，穆青从苏联回国，被分配到广东区委担任

组织部长，积极从事建党和培训党的干部的工作，为党培训

了大批干部。1927年3月，广东区委陈延年、邓中夏赴武

汉出席中共五大，穆青等主持区委的日常工作。为应付突然

事变，穆青等人领导区委采取了多项紧急措施，对应付反动

派后来实行的“四·一五”大屠杀作了一定的准备，保存了

一批骨干力量。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件后，穆青奉命

负责组建广州市委，使市委工作很快开展起来。随后，叉继

续主持广东区委工作。陈延年牺牲后，广东区委改为广东省

委，穆青担任省委组织部长。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召

开会议，决定发动工农兵举行武装起义。穆青积极参加组

织、宣传和发动工作，并负责与共产国际代表联系。12月

儿日，广州武装起义打响后，穆青参与了起义的指挥工作，

起义失败后，他辗转来到上海。1928年春，受中共中央委

派，去武汉参加中共湖北省委工作，任组织部长。不久．穆

青被捕入狱，保释出狱后到上海养伤。同年夏，中央派他以

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四JtI视察并协助四JIJ省委工作，

后留在四川工作。在川期间，穆青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指

出工作重点应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小城市，特别是边远县

区。在他的组织动员、宣传和指挥下，川南地区的党组织很

快建立起工人武装纠察队和农民武装组织。1928年10月，

中共四jiI省委遭到破坏，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等二十余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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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为继续领导革命斗争，穆青立即领导组织四川临时省

委，担任书记。1929年初，新的四川省委成立后，他继续

担任组织部长，为四』1【革命活动的开展作了大量工作。i930

年3月因叛徒出卖，穆青被捕。在微中，他沉着、乐观，对

死处之泰然，表现出革命的大无畏精神。5月，被国民党反

动派杀害。

罗学瓒

罗学瓒(1893～1930)号荣熙。湖南湘潭人。

罗学瓒出身予农民家庭。早年在本地私塾和小学读书．

191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不久，第四师范并人

省立第一师范，他被编人该校第八班学习。在此期问，他勤

奋治学，孜孜不倦，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先后和毛泽

东、蔡和森等有志青年结为挚友。1918年4月，他参加了

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为主要骨干。这

时．北京一些教育界人士发起勤工俭学运动，号召青年学生

赴欧洲半工半读，他积极响应，于同年8月赴北京，人北京

大学留法预备班学习。1919年7月离京赴法，开始了勤工

俭学的生活。到法国后，先进人蒙达尼公学。然后到施乃德

钢铁厂做电工。此间，他同李维汉等一起，团结进步同学，

发起组织了工学励进会，开展研讨活动．探索改革社会的途

径，并经常以工学励进通讯社的名义向国内发稿。同时，他

还积极参加欧旅学生组织的反对北洋军阀“卖国借款”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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