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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江竹筠（1920-1949）

女，汉族，四川省自贡市人，中共党
员。同志们出于敬爱，都亲切地称她“江
姐”。

江姐在1947年第二条战线反对国民
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受中共重庆地下市
委的指派，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
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在丈夫彭咏
梧的直接领导下，江姐还担任了中共重庆
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
行工作。1947年，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时
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领导武
装斗争。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
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
线。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
幸牺牲。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
工作。1948 年 6 月 14 日，由于叛徒的出
卖，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
监狱。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种酷刑，老
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
甚至残酷地将竹签钉进江姐的十指，妄想
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
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
刑拷打和残酷折磨，江姐始终坚贞不屈，

“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
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
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
是钢铁！”1949年 11月 14日，在重庆解放
的前夕，江姐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渣滓洞
监狱，年仅29岁。

052.许继慎（1901-1931）

男，汉族，安徽省六安县人，中共党员。
许继慎 1921年 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曾任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常委
兼联络部部长，参与领导爱国学生运动。
1924年 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 1期，同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第一、第二次东
征。1926年任叶挺独立团第2营营长，参
加北伐战争攻打平江、汀泗桥、贺胜桥等
战役，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后升任
团参谋长、团长。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叛
变后，曾以独立师师长的职位作诱饵，妄
图策动许继慎叛党，被他断然拒绝。大革
命失败后，许继慎在安徽、上海等地从事
党的秘密工作。1930年春被党中央派往
鄂豫皖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1 军军
长。领导整编鄂东北、豫东南、皖西3块根
据地红军，实现了鄂豫皖红军的统一领导
和指挥。此后，指挥红1军英勇作战，相继
取得英山、四姑墩、光山、金家寨、香火岭
等战斗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鄂豫皖苏
区。1931 年 1 月第 1、第 15 军合编为第 4
军后，先后任第11、第12师师长。率部取
得双桥镇大捷，获鄂豫皖红军首次全歼国
民党军 1个师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
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此后，坚决
反对张国焘提出的远离苏区、冒险进攻的
错误军事行动方针。1931年11月牺牲。

053.阮啸仙（1897-1935）

男，汉族，广东省河源县人，中共党员。
阮啸仙 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1921年春参加广东的共产党早期组
织。1922年秋，负责筹备成立社会主义青
年团广东区（两广区）委员会的工作，被选
为团区委书记。1923年8月，当选为团中
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一次国共合
作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农
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
织干事、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
记，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者
之一。大革命失败后留在广州坚持秘密
斗争，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
后任中共广东仁化县委书记，领导举行仁
化大暴动。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审
查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江西省委秘书
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委员
兼宣传部长。1930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
委员，河北省委代理书记、省委常委兼组
织部长等职。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
委员会委员。1933年冬到中央革命根据
地。1934 年 2 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中央红
军长征后，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
区政治委员。1935年3月，在指挥突围的
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

054.何叔衡（1876-1935）

男，汉族，湖南省宁乡县人，中共党员。

1914年，何叔衡与毛泽东相识于长
沙，成为挚友。1918 年 4 月，他与毛泽东
等组织成立新民学会，任执行委员长。
1920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
会，并共同发起成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
织。1921 年 7 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第
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执行委员、监察委员。1927年长沙马日事
变后，到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等。
1928年6月赴苏联出席中共六大。9月进
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
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徐特立
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同志，政治
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1930 年 7 月回国
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组织营
救被捕同志，将暴露身份的同志转往苏
区。1931 年 11 月，奉命进入中央革命根
据地，与毛泽东等参加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的领导工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
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
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革命根
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从
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时壮
烈牺牲。

055.何孟雄（1898-1931）

男 ，汉 族 ，湖 南 省 酃 县 人 ，中 共
党员。

何孟雄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
学习。1920年3月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1921年初加入北京的共产党早
期组织，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曾参与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领导工作。
1922年7月任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候补委
员。1923年7月任中共北京区执委会兼北
京地方执委会委员长。1925年5月，任京
绥铁路总工会秘书长，参与领导京汉铁路
北段的罢工。1926年初，调任中共唐山地
方执委会书记。在此期间，参与发动和领
导了京绥铁路、开滦煤矿、唐山铁路机车
厂、正太铁路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许
多重大斗争。1926年冬，调到当时的革命
中心武汉工作，任中共湖北区委兼汉口市
委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于1927年10
月奉调上海，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
淮安特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兼农民运动
委员会书记、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上海沪
中区委书记等职，参与领导江苏、上海各
地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农运动和开展武
装斗争。1931年1月，因叛徒告密，何孟雄
在上海被捕。2月 7日，他与其他 23位革
命者一起英勇就义，年仅33岁。

056.佟麟阁（1892-1937）

男，汉族，河北省高阳县人，中国国
民党党员。

佟麟阁早年参加护国讨袁战争。曾
任冯玉祥部陆军第 11 师第 21 混成旅旅
长。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随部参加北
伐。1928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
第 35 军军长、暂编第 11 师师长、第 29 军
副军长。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取得
喜峰口大捷。同年 5月，参加察哈尔抗日
同盟军，任第一军军长兼代理察哈尔省主
席，跟随冯玉祥驰骋察省，打击日军，收复
失地，为察省光复作出了贡献。1936年，
任国民革命军第 29 军副军长，驻守平津
一带。卢沟桥事变后，他率部奋勇抗击日
本侵略军。7月28日，在北平城外南苑的
第29军司令部遭受40余架敌机的轮番轰
炸，并有 3000 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
动猛烈攻击。他与 132 师师长赵登禹誓
死坚守阵地，指挥 29 军拼死抗击。战斗
进行得十分激烈。后奉命向大红门转移，
途中再遭致日军包围，在组织部队突击
时，被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其退下，他
执意不肯，说“个人安危事小，抗敌事大”，
仍率部激战。头部又再受重伤，流血过
多，壮烈殉国。193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
发布命令，追赠他为陆军上将。1945 年
后，北平市政府将南沟沿改名为佟麟阁
路，以示纪念。

057.吴运铎（1917-1991）

男，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中共
党员。

吴运铎早年曾在安源煤矿当矿工。
全国抗战爆发后，不远千里，奔向皖南云
岭，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
主任，淮南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
部长，华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等职。他心
系兵工，为人民兵工事业无私奉献。在淮
南根据地时因陋就简，带领职工自制土设
备，扩大了枪弹生产。还主持设计研制成
功枪榴筒，参与设计制造 37 毫米平射炮
以及定时、踏火等各种地雷，为提高部队
火力做出了贡献。在生产与研制武器弹

药中多次负伤，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
残，经过 20余次手术，身上还留有几十处
弹片没有取出，仍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
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他说：“只要我
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1951 年 10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
国总工会授予他特邀全国劳动模范称
号。他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
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不仅
在我国多次再版，影响了几代人，而且被
译成七种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离休之
后，他应邀担任京、津、沪几所工读学校的
名誉校长、许多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和一
些刊物、群众团体的顾问。1991年 5月 2
日在北京逝世。

058.吴焕先（1907-1935）

男，汉族，湖北省黄安县人，中共党员。
吴焕先 1923 年考入麻城乙种蚕业

学校，开始接受革命思想。1925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后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建立
农民武装。他一家六口惨遭国民党地方
民团杀害。1927年 11月率紫云区农民武
装参加黄麻起义。后带领部分武装在黄
麻地区和光山南部坚持武装斗争，为开辟
鄂豫边苏区创造了条件。后任鄂豫边革
命委员会土地委员会主席、中共鄂豫皖特
委委员、黄安县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4
军 12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第 25军
73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
反“围剿”。1932年 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
离开苏区后，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总司
令，参与领导重建第 25军，任军长。在国
民党军重兵划区“清剿”、苏区大部丧失的
严峻形势下，指挥部队连续取得郭家河、
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第 25、28 军合编
为第 25 军后，任政治委员。11 月奉中共
中央指示，率部进行长征，战胜敌人的围
追堵截，进入陕西南部秦岭山区，广泛发
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开展游击战争，领
导开辟了鄂豫陕苏区，先后任中共鄂豫陕
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1935年7月率部
西进，接应中共中央和红军北上。同年 8
月 21日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英勇牺
牲，年仅28岁。

059.张太雷（1898-1927）

男，汉族，江苏省武进县人，中共
党员。

张太雷191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
科学习，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 10
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开展工
人运动，与邓中夏到长辛店组建劳动补习
学校，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
骨干，后到天津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春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
处中国科书记，多次陪同共产国际派到中
国的代表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参与创
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他是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曾任青年团中央
总书记。1926 年 3 月，蒋介石制造“中山
舰事件”，他主张武装工农予以反击。
1927年8月出席八七会议，坚决主张实行
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
方针，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
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9 月到潮
（安）汕（头）组织群众接应南昌起义军。
11月到上海，参与制订广州起义计划，下
旬回广州主持武装起义准备工作，兼任中
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2月11日领导广
州起义，建立广州苏维埃政府，任代理主
席、人民海陆军委员。12日遭敌袭击时壮
烈牺牲，年仅29岁。

060.张自忠（1890-1940）

男，汉族，山东省临清县人，中国国民
党党员。

张自忠 1917 年入冯玉祥部，历任营
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1年后任第
29 军第 38 师师长。1933 年参加长城抗
战，任喜峰口第 29军前线总指挥，打退了
日军，守住了阵地。全国抗战爆发后，先
后任国民党军第 59军军长、第 33集团军
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
1938 年 3 月，日军进犯台儿庄，奉命率第
59军急行军增援台儿庄作战，为整个战役
胜利赢得了时间。1940年5月，中国军队
与日军 15万精锐部队在枣阳、襄阳、宜昌
等地进行枣宜会战。他亲自率领部队与
敌寇决战。在部队被敌层层包围的不利
态势下，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力战不
退，与敌寇拼死搏杀，最后身中 7弹，壮烈
殉国。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我
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
告无愧，良心平安！”张自忠将军为国家为
民族不避艰险、不惜牺牲的勇气和精神永
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新中国成立后，人
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将烈
士墓扩建为张自忠烈士陵园，并于 1986
年 10 月，由民政部批准为第一批全国重
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北京、天

津、武汉等城市建有“张自忠路”。

061.张学良（1901-2001）

男，汉族，辽宁省海城县人，中国国
民党党员。

1928年6月，张学良任东北三省保安
司令。同年 12月，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
从国民政府，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
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执行蒋介石
不抵抗命令，受到全国舆论谴责。12月任
国民党北平绥靖主任。1935 年 10 月，任
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面对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
响下，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
抗日，但都遭到拒绝。1936年12月12日，
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
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并派周
恩来等为代表到西安帮助张、杨正确解决
事变。经过多方努力，蒋介石接受了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
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
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
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
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为在
抗日前提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创
造了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
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即被扣留、判刑，先后
被囚禁于浙、赣、湘、黔等地，1946年被押
送台湾继续监禁，1994 年移居美国夏威
夷，2001年逝世。

062.张思德（1915-1944）

男，汉族，四川省仪陇县人，中共党员。
张思德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作战机智勇
敢，曾在一次战斗中一人夺得 2 挺机枪，
先后 3 次负伤。1938 年任中央军委警卫
营通信班长，工作认真负责，在带领全班
完成机要通信、站岗放哨、开荒生产和建
窑烧炭等各项任务中，成绩优异。1942年
11月部队整编，他服从组织分配，调中央
警卫团第 1连当战士，在毛泽东内卫班执
行警卫任务。他经常帮助战友补洗衣服、
编织草鞋，带头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劳动。
1944年，他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被选为
农场副队长。7月，进陕北安塞县山中烧
木炭。他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怕苦、
不怕累、不怕脏，每到出炭时都争先钻进
窑中作业。9月5日，因炭窑崩塌，不幸牺
牲，年仅29岁。9月8日，中央警卫团在延
安召开追悼会，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毛泽东在追悼会上作了题为《为人民
服务》的著名演讲，对张思德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
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张思德为人民服
务的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
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
难的力量源泉。

063.张 浩（林育英，1897-1942）

男，汉族，湖北省黄冈县人，中共党员。
张浩 1922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赴莫斯科留学，1925年5月回国参
与中共上海地委工作。1926年 12月任中
共汉口市委书记。1928年4月受命去长沙
重建湖南省委。1929年1月调任中共上海
沪西区委书记，全国海员工会特派员。
1930年4月起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兼工委
书记、满洲省委代书记。同年 9月当选中
央候补委员。同年 11 月在沈阳被捕。
1932年1月经组织营救出狱，后任全国总
工会常委、全国海员工会中共党团书记。
1933年至1935年10月任全国总工会驻赤
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团成员。1935年7月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会议结束即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会议精
神和八一宣言内容，并带回中共中央与共
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密码。在同张国焘分
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中做了重要工作。
1935年11月起，先后任中央地方工作委员
会委员、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委员、
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等职。全国
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 129师政委。1938
年被增选为中共六届中央委员。1939年5
月起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兼工
人学校校长。1942年3月6日因病逝世。

064.张森林（1909-1943）

男，汉族，河北省清苑县冉庄人，中共党员。

张森林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
为冉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了
村党支部书记和民兵连指导员，领导乡亲
们挖地道，和日伪军展开斗争。1942年 5
月调任区委书记、区武工队指导员。1942
年 11月起，日伪军企图在冉庄修炮楼，挖
封锁沟，形成从南到北的封锁线，破坏冉
庄地道，打垮冉庄抗日武装。对此，他机
智勇敢，灵活应对，带领党员和民兵，发动
全村老少开展地道战，坚决粉碎敌人的

“蚕食”和进攻。在张森林等人带领下，冉
庄男女老少齐动员，完成了主要干线四五
里长的地道。此外，他们又顺东西街方向
延伸支线 11条，全长约 15公里。为了更
有效地消灭敌人，全村重要的路口都修了
工事、地堡、观察点、暗室及墙角枪眼，各
工事都与地道相通，使村落战、地道战、地
雷战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地上地下一
齐打的战斗网。1943年秋，任清苑县抗日
武装大队政委，在去耿庄了解敌军工作情
况时不幸被捕。日军要他交出各村党员
名单，画出冉庄地道的线路图。他斩钉截
铁地回答：“宁死不当亡国奴！”“让我死可
以，但我决不会说半句投降的话！”残忍的
日军将他活埋。年仅34岁。

065.张露萍（1921-1945）

女，汉族，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
人，中共党员。

张露萍1937年在成都读中学时，参加
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
先锋队”四川总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
传活动。1937 年 11 月，在共产党员车耀
先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奔赴延安，先后毕
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 10月，她
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
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
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还负责与中共
南方局的联络，把同志们从军统机关截获
的重要情报送到南方局。1940年3月，地
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她与其他 6人全部被
捕，引发了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
案”。被捕后，先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
狱，受尽酷刑，坚强不屈，敌人从她（他）们
身上一无所获。随后，将她（他）们转押到
贵州息烽集中营，在以罗世文为书记，车
耀先、韩子栋、张露萍等为支委的中共秘
密支部领导下，同军统特务进行了长期艰
苦卓绝的斗争。1945年7月14日，敌人把
张露萍等 7 人押上刑车。通向刑场的路
上，她领着战友们高唱《国际歌》，悲壮激
越的歌声表达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大
无畏气概，壮烈牺牲，年仅24岁。

066.旷继勋（邝继勋，1895-1933）

男，汉族，贵州省思南县人，中共党员。
旷继勋早年随友人入川参加反对清

政府的保路同志军，投身民主革命。后在
川军中当兵，任连长、营长等职。192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冬，旷继勋代理
川军邓锡侯部第 7 混成旅旅长职务，于
1929年6月领导全旅在四川蓬溪起义，成
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任总指
挥，罗世文任党代表，随后建立了四川第
一个红色政权蓬溪苏维埃政府。后去上
海，在中央特科工作，为保卫中共中央机
关作出了贡献。1930年1月，到洪湖根据
地，任红6军军长。7月红6军与贺龙领导
的红 4 军合编为红 2 军团，仍任红 6 军军
长。1931年，他被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担任红 4军军长。4月，任鄂豫皖中央分
局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后调任红 13 师师
长。10月，任红25军军长，率部开展武装
斗争，指挥了磨角楼、新集、双桥镇、苏家
埠等重要战斗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做出重要贡献，保卫
和扩大了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
鄂豫皖向川北转移途中，旷继勋与曾中生
等同志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
的斗争。12 月 24 日，旷继勋率部队攻克
通江县城，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
被选为主席。1933年6月牺牲。

067.李 白（1910-1949）

男，汉族，湖南省浏阳县人，中共党员。
李白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 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通信连战
士，后任指导员。1934 年 6 月，到瑞金红
军通信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
术，结业后分配到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兼
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全国抗战爆发
后，1937年 10月，赴上海担任党的秘密电
台的工作，负责上海党的地下组织与党中
央的秘密电台联络工作，用无线电波架起
了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1942
年 9 月，日军在对秘密电台的侦测中，逮
捕了李白夫妇。日寇对李白施以种种酷
刑，但他坚不吐实，一口咬定自己是私人
电台。1943 年 5 月，经党组织营救获保
释。出狱后，党组织将他们夫妇调往浙
江，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

报务员。他化名李静安，往返于浙江的淳
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利用国民党
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日伪和美蒋方面大
量的战略情报。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
继续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 12
月 30 日凌晨，在与党中央进行电讯联络
过程中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测出电台位置
而被捕。被捕后，经受了敌人高官厚禄的
利诱和各种酷刑的逼供，但他始终坚贞不
屈。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被国
民党特务秘密杀害。

068.李 林（1916-1940）

女，汉族，福建省尤溪县人，中共
党员。

李林幼年侨居印度尼西亚。1929年
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
考入北平民国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随即赴太原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
会举办的国民师范学校军政训练班，任特
委宣传委员兼女子第 11 连党支部书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坚决要求到前方
杀敌，被派到大同，任牺盟会大同中心区
委宣传部部长，后随晋绥边区工作委员会
到雁北抗日前线，宣传和组织工人、农民、
学生参加抗日武装。11月，任雁北抗日游
击队第 8 支队支队长兼政治主任。1938
年春，改任整编后的独立支队骑兵营教导
员，率部驰骋雁北、绥南与日伪军作战，屡
建战功。同年 7月，牺盟会晋绥边工委成
立，调任边委会宣传委员兼管边区地方武
装。后当选为晋绥边区第 11行政专员公
署委员。1940 年 4 月，日伪军集中 1.2 万
兵力，对晋绥边区进行“扫荡”。晋绥边区
特委、第 11 行政专员公署机关和群众团
体等 500 余人被包围。为掩护机关和群
众突围，她不顾怀有 3 个月的身孕，率骑
兵连勇猛冲杀，将日伪军引开，自己却被
围困。26日，在身负重伤后，仍英勇抗击，
毙伤日伪军 6人。被日伪军包围后，她宁
死不屈，将最后一发子弹射向自己，壮烈
牺牲，年仅24岁。

069.李大钊（1889-1927）

男，汉族，河北省乐亭县人，中共
党员。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
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相继发表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
义观》等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
义，成为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人。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
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
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
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筹备
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在党的三大
和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1月，
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
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工作，为实现
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
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
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1926年
3 月，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领导
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
主义和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1927
年 4 月 6 日，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
京逮捕李大钊等 80 余人。在狱中，他备
受酷刑，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 月
28 日，李大钊等 20 位共产党员和革命者
被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070.李子洲（1892-1929）

男，汉族，陕西省绥德县人，中共党员。
李子洲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两年后入哲学系学习，参加了李大钊创建
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3年
初，经李大钊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924年秋，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
学校校长。在绥师，他指导学生阅读《向
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成立学生
会，出版《陕北青年》杂志，引导大批青年
走上革命道路。在李子洲等人的指导下，
1924年底，绥德成立了陕北第一个社会主
义青年团支部，第二年，第一个中国共产
党的支部也在这里诞生。随后，他相继指
导和派人帮助在榆林、延安等地建立党团
组织，选派刘志丹等一批党团员进黄埔军
校学习军事政治，派党团员到陕北军阀部
队做兵运工作，发展了百余名官兵加入了
中共党团组织，为这支部队后来发动清涧
起义打下了组织基础。1927年7月，当选
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同年9
月，兼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参与领
导了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1928 年 11
月，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29 年 2
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面对敌人
的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他入狱前已积
劳成疾，加上敌人的折磨，同年 6月 18日
在狱中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