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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陈金合（1921-1945）

男，汉族，山东省滕县人，中共党员。
陈金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战斗

英雄。1940 年参加八路军。由于作战勇
敢，屡建战功，多次受到表彰。1941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45年 8月日本投降后，国
民党军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在收编的伪军
配合下，沿津浦铁路进犯山东解放区。鲁
南地区的八路军山东军区第 8 师，奉命在
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11月11日夜，
第 8师第 23团第 1营奉命攻占微山湖畔的
柏山据点。八路军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了
据点的前后院落，但国民党军凭借一座大
碉堡进行顽抗。这时 1营 2连的炸药包已
用完，几次架梯攻击都未成功。眼看天快
要亮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即将到来，如不立
即炸掉这个碉堡，将守敌彻底消灭，敌增援
部队赶到后，我第 23团将陷入困境。在这
危急关头，第2连机枪班班长陈金合，毅然
请战，坚决要求去炸毁敌人碉堡。他摘下
帽子交给连长作为诀别，冲到敌堡前拉响
了一枚大型快速手雷。瞬间火光冲天，敌
堡被摧毁，陈金合也粉身碎骨，牺牲时年仅
24岁。他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柏山战斗的
最后胜利。陈金合牺牲后，他所在的班被
第 8师党委命名为“陈金合班”，当地人民
政府把柏山改名为“金合山”。

092.陈树棠（1925-1947）

男，汉族，天津市塘沽区人，中共党员。
陈树棠 1945 年 9 月参加东北民主联

军。1946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
年，在四平、通化保卫战中，先后两次被评
为“战斗模范”。1947年 3月，参加解放辉
南县城的战斗，只身冲进据点，俘敌 61人，
缴获枪炮 48 件，荣立特等功，纵队领导机
关授予他“独胆英雄”称号和红星战斗英雄
奖章。同年5月，参加清原县草市阻击战，
他率领一个班坚守王家油房西南山阵地，
打退国民党军多次进攻。夜间带领 3名战
士突入国民党军阵地，出其不意，杀伤敌数
十人，俘 53人，缴获 60毫米迫击炮、机枪、
冲锋枪、步枪等 32件，立特等功，东北民主
联军总部授予他“毛泽东奖章”，并被提升
为副排长。同年 6月 27日，在四平外围战
斗中，他带领一个班抢占 366高地，接连打
退国民党军增援部队一个营 7 次猛烈进
攻，腹部受重伤，仍顽强作战。在阵地将被
突破的危急时刻，为掩护战友撤退，毅然拉
响手榴弹，与突入阵地的国民党军士兵同
归于尽，壮烈牺牲，年仅 22岁。战后，东北
民主联军辽东军区领导机关命名他生前所
在排为“树棠排”，在全区开展了创“陈树棠
式战斗英雄”活动。辽宁省人民政府命名
366高地为“树棠山”。

093.陈树湘（1905-1934）

男，汉族，湖南省长沙市人，中共党员。
陈树湘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影响下投

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
马日事变后，参加北伐军叶挺部，任班长、
警卫团排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随
团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上井冈山。曾
任红军独立第 7 师和第 9 师师长、红 19 军
54师师长、红5军团第34师师长等职，参加
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树湘
率红 34师担负全军后卫，掩护全军主力和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同敌人追兵频繁
作战，兵不卸甲、马不解鞍。1934年 11月
下旬，在惨烈的湘江之战中，他率领全师与
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
全师由原来的 6000 多人锐减到不足 1000
人。在完成掩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
和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的艰巨任务后，陷入
敌人的重重包围，他腹部中弹，身负重伤。
他用皮带压住伤口，躺在担架上指挥战
斗。最后，部队弹尽援绝，他伤重被俘。敌
人为抓到一个红军师长而高兴，立即将他
押送敌“追剿司令部”。押送途中，他趁敌
人不备，在担架上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
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年仅 29岁，实
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的誓言。

094.陈嘉庚（1874-1961）

男，汉族，福建省厦门市人。
陈嘉庚少年时赴新加坡随父经商获

得成功。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后，领
导华侨社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 年
10月，他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
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任主席。1938
年 10月，他联络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在新加
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被
推举为主席。他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精心
筹划组织，使南侨总会在短短三年多的时
间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 4亿余元国币的款
项。此外，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
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以及在新加
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供应药品
等。1939年，他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 3200
余位华侨机工（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
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
急需的战略物资。1940年，他组织南洋华
侨回国慰劳团历访重庆、延安等地，并发表
演讲，盛赞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新气
象，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948 年 5
月，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新政治
协商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建国后
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
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主席。
1961年 8月逝世。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095.陈毅安（1905-1930）

男，汉族，湖南省湘阴县人，中共党
员。

陈毅安 1922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到汉阳
兵工厂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秋考入黄埔
军校第 4 期，毕业后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教
导师第 3 团连党代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部警卫团辎重队长。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
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随部到井冈山，任
工农革命军第 1师 1团连长、营长，参加创
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任红
4军31团副团长兼1营营长，率部参加扼守
七圾岭、攻打龙源口、围困永新城等战斗，
指挥了黄洋界保卫战。1928年11月，率部
迎接由彭德怀等率领的红 5 军上井冈山。
红 4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随红 5军
和红4军一部留守井冈山，任红5军副参谋
长、参谋长。后在作战中负重伤，转移到湘
阴养伤。1930年 6月伤愈后，即告别老母
和新婚妻子，重返战场，任红 3军团第 8军
第 1 纵队司令员，长沙战役中任前敌总指
挥。7月27日率先头部队首先攻入长沙市
区。后敌人向长沙城反扑，率部与敌激
战。8 月 7 日凌晨，在掩护军团机关转移
时，壮烈牺牲，年仅 25岁。1958年彭德怀
为他题词：“生为人民生的伟大，死于革命
死得光荣！”

096.陈潭秋（1896-1943）

男，汉族，湖北省黄冈县人，中共党
员。

陈潭秋青年时代积极参加五四运
动。1920年秋，他和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
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
党的一大。此后，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
员、武昌地委书记、湖北区委组织部长、江
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满洲省委
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等职，领导各地的工
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1933年初
夏，到中央苏区工作，任福建省委书记。
1934年 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
行委员和中央政府粮食委员（即粮食部
长）。红军长征后，他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
击战争，任中共江西分局组织部长。1935
年 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
大会。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团的工作。1939年 9月，任中共中央驻新
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1942年夏，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
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
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1942年
9月 17日，陈潭秋被捕。敌人对他施以酷
刑，逼迫他“脱党”，被他严辞拒绝。1943年
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狱中。

097.陈赞贤（1896-1927）

男，汉族，江西省南康县人，中共党
员。

陈赞贤 1921 年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
范。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回家
乡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后到
广东南雄参加工农运动，任南雄总工会委
员长。1926年被党组织派往国民革命军第
2军第5师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1926年7
月，北伐战争开始，他奉命到江西赣州领导
工农运动，任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11
月，当选为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发动全市工
人开展以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八小时
工作制为中心内容的斗争。为了推动罢工

运动继续高涨，又举行了全市钱业店员的
大罢工并取得胜利。这是赣州历史上第一
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罢工。1927年 2
月，参加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被选
为省总工会副委员长。1927年3月6日，被
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敌人逼他签字解散
总工会，停止工农运动，他斩钉截铁地说：

“头可断，血可流，解散工会的字我不签！”
“我从事工农运动，何罪之有？你们镇压民
众，破坏革命，才是大罪弥天！”敌人同时向
他开枪射击，陈赞贤在身中18弹的情况下，
仍高呼：“打倒新军阀！”“工会万岁！”“中国
共产党万岁！”后壮烈牺牲，年仅31岁。

098.冼星海（1905-1945）

男，汉族，广东省番禺县人，出生于澳
门，中共党员。

冼星海 1918 年从新加坡回国进入岭
南大学附中。1928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
习音乐，1929 年去巴黎勤工俭学，1931 年
考入巴黎音乐学院作曲班学习。1935年回
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
战斗性的群众歌曲，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
云》、话剧《复活》等谱写音乐。抗战开始
后，他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后去武汉与
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1935年
至 1938年间，创作了《救国军歌》、《只怕不
抵抗》、《游击军歌》、《到敌人后方去》、《在
太行山上》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1938
年，前往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
任，并在“女大”兼课。教学之余，创作了不
朽的名作《黄河大合唱》等作品。1940年 5
月，他受党组织派遣去苏联为大型纪录片

《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后因战乱和交通阻
隔而难以归国。其间，他写有交响曲《民族
解放》，管弦乐组曲《满江红》，管弦《中国狂
想曲》以及小提琴曲作品等近 300 件。撰
写并发表了《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
造者》、《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等大量音
乐论文。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致使
肺病加重，1945年病逝于莫斯科。

099.周文雍、陈铁军夫妇

周文雍（1905-1928）男，汉族，广东省
开平县人，中共党员；陈铁军（1904-1928）
女，汉族，广东省佛山市人，中共党员。

周文雍 1923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
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
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
书记等职。陈铁军 1924 年秋考入广东大
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铁
心跟共产党走，她将原名燮军改为铁军。
1926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
败后，1927年 4月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
变后，任重建的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兼
市委工委书记。10月，周文雍被选为中共
广东省委候补委员，投入广州起义准备工
作。陈铁军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
妻子，参与准备广州起义。1928年1月，周
文雍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务委员兼广州
市委常务委员，再次与陈铁军回到广州，重
建党的机关。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
文雍与陈铁军同时被敌人逮捕。在共同的
革命斗争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
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
藏在心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
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在敌人的
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婚礼，表现了大无畏
的英雄气概。

100.周逸群（1896-1931）

男，汉族，贵州铜仁县人，中共党员。
周逸群1919年赴日本留学，1923年毕

业回国，在上海参加创办《贵州青年》旬刊，
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1924 年 10 月入黄
埔军校学习，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
师（师长贺龙）任师政治部主任，后任第 20
军政治部主任兼第 3师师长。1927年 8月
参加南昌起义，率部参加瑞金、会昌等战
斗。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介绍贺龙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8年，与贺龙等赴湘西北
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参与领导鄂中鄂西地
区年关暴动和桑植起义。曾任湘鄂边前敌
委员会书记，和贺龙一起组织工农革命军，
任党代表，后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鄂西游
击总队总队长。1930年2月领导组建中国
工农红军第 6军，任政治委员，后任第 2军
团政治委员、前委书记，与贺龙领导创建了
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9月，调任中
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兼湘鄂西联县政府
主席。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剿”的极端困难
情况下，领导组建江左、江右军两个指挥部
和独立团，实行全民皆兵，相继取得第一、
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1年 5月，
遭国民党军伏击，英勇牺牲，年仅35岁。

101.宛希先（1906-1930）

男，汉族，湖北黄梅县人，中共党员。
宛希先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秋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
卫团5连当兵，后任连长。1927年9月参加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1
团1营党代表。三湾改编后，任1团政治部
主任，曾率部两次攻克茶陵，参与建立湘赣
边界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
兵政府。后率部开辟九陇山（今九龙山）革
命根据地，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大屏
障。1928年4月起，任中国工农革命军（后
改称工农红军）第4军10师党代表、中共湘
赣边界特委委员、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参与
开辟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
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中，与毛泽东一起，反
对分兵向湘南冒进的错误主张。在第一次
反“围剿”斗争中，任北路行动委员会书记，
率红 32团一部和地方武装，在永新北乡迎
击安福方向来犯之敌，胜利完成任务，为红
军进行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1929年
初红4军出击赣南，他奉命留守井冈山，在
国民党军进犯，井冈山五井等军事要地被
占领的失利形势下，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
常委，深入边界各地，健全和扩大党的组
织，领导开展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1930
年2月24日，宛希先在江西永新县牺牲。

102.明德英（1911-1995）

女，汉族，山东省沂南县人。
明德英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

因病致哑。全国抗战爆发后，她在家乡目
睹了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一切为了民
众的实际行动，从而对共产党八路军怀有
深厚感情。1941年冬，大批日伪军包围了
驻沂南牧马池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
部。11月4日，八路军一名小战士在反“扫
荡”突围中身负重伤，被明德英机智救下，
为他包扎伤口。当搜捕的日军走后，伤员
因失血过多，缺水休克，在周围没有水源的
情况下，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毅然用乳汁
救活了伤员。随后，她又和丈夫李开田倾
其所有，收养伤员半个多月，使其康复归
队。1943年，她又从日军的枪林弹雨中抢
救出八路军山东纵队军医处香炉石分所13
岁的看护员庄新民。明德英救护八路军战
士的情节，后被写入小说《红嫂》，编入京剧

《红云岗》、舞剧《沂蒙颂》。沂蒙红嫂用乳
汁救伤员的故事随之传遍全国，家喻户晓，
明德英也被公认为沂蒙红嫂的生活原型，赢
得了人们的敬重和爱戴。解放后，她仍不忘
爱党爱军，先后把儿子、女儿、孙子等送入子
弟兵行列，体现了爱党爱军的沂蒙精神。国
防部原部长迟浩田上将在探望她时，题词

“蒙山高，沂水长，好红嫂，永难忘。”

103.林祥谦（1892-1923）

男，汉族，福建省闽侯县人，中共党员。
林祥谦 1906 年进马尾造船厂当学

徒。1912年到京汉铁路江岸机车车辆厂当
钳工。1921 年 12 月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武汉分部会议，并作为发起人之一筹
备组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1922年
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当选为江岸京汉
铁路工会委员长。1923年2月1日，京汉铁
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遭到北洋
军阀吴佩孚的破坏和镇压。为抗议军阀的
残暴行径，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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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林祥谦带领工人
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队进行了英勇搏斗，
终于寡不敌众，与十几名工会领导人和工
人代表被敌人逮捕。当夜天降大雪，敌人
把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上。反
动军阀让林祥谦下令复工，遭到林祥谦断
然拒绝。刽子手举刀砍向林祥谦，每砍一
刀，就问：“上不上工？”已成血人的林祥谦
斩钉截铁地说：“上工要总工会的命令。我
们是头可断，工不可上！”屠刀再次挥向这
位不屈的战士，林祥谦拼尽最后的力气怒
斥敌人：“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
你们这班混账王八蛋手里了！”而后英勇就
义，年仅31岁。

104.罗亦农（1902-1928）

男，汉族，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共党员。

罗亦农1921年赴莫斯科学习，同年冬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旅莫支部委
员。1925年 3月回国后，参与组织和领导
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历
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中共江浙区委
书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
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27年5月，在
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
员。1927年8月，出席党的八七会议，主张
用革命的、武装的手段反对国民党反动派
的屠杀政策，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并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代部长、中共中
央组织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等职。
同年 11 月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同年底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
作。1928 年 4 月 15 日，因叛徒出卖被捕。
他在狱中写下绝命诗：“慷慨登车去，相期
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表现
了一位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
1928年 4月 21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
仅 26岁。中共中央在《布尔什维克》第 20
期上刊发《悼罗亦农同志》文章，指出：“罗
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
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

105.罗忠毅（1907-1941）

男，汉族，湖北省襄阳县人，中共党员。
罗 忠 毅 1927 年 入 冯 玉 祥 部 当 兵 。

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
第 5 军团。后到瑞金入红军学校学习。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
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中央
红军主力长征后，任福建军区第 3 分区副
司令员兼参谋长、闽西南第 1 作战分区司
令员、闽西南游击队第1纵队司令员，在闽
西南地区坚持极其艰苦的 3 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新四军第 2 支队
参谋长、江南指挥部参谋长，参与创建以茅
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参与指挥水
阳伏击战、官徒门奇袭战等战斗。1940年
7月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渡长江后，任重建的
江南指挥部指挥，留苏南坚持敌后抗日游
击战争，指挥部队多次挫败日伪军“扫荡”、

“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曾率部艰苦作战，接应
新四军突围北撤人员。4月任新四军第6师
参谋长兼16旅旅长。曾指挥部队在黄金山
地区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作战，打退了顽军
的进攻。同年11月28日，日伪军3000余人
袭击溧阳塘马村，为了掩护苏南抗日根据地
党、政、军干部安全转移，他率部与敌人展开
殊死搏斗，壮烈牺牲，年仅34岁。

106.罗炳辉（1897-1946）

男，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中共党员。
罗炳辉早年入滇军当兵，参加了讨袁

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因对旧军队中腐败
现象不满，他很快接受进步思想，于 1929
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率
部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
长、纵队长、军长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
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指挥所部参加了
龙冈、广昌、莲塘、南雄水口、建黎泰、黄陂、
草台岗等重要战役战斗，曾获中央革命军
事委员会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第五次反

“围剿”开始不久，任红9军团军团长，率部
参加广昌保卫战，并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
出征过闽江。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
途中屡担重任，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
北上，中央军委赞誉红 9 军团为“战略轻
骑”。抗日战争初期，曾以八路军副参谋长
名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从事统战工
作。1939年任新四军第 1支队副司令员、
第 5 支队司令员，率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
地。1940年后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 5
支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 2 师
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等职，为巩固和扩
大淮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
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
区副司令员。1946年6月21日在兰陵时突
然病情恶化，不幸逝世。

107.范筑先（1881-1938）

男，汉族，山东省馆陶县（今属河北）
人，中国国民党党员。

范筑先早年从军到北洋陆军，后到北
洋陆军讲武堂学习。辛亥革命后，任陆军
第八旅旅长。1926年在冯玉祥部任参赞。
1930 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离军赴天
津。1931年回山东，先后任第三路军参议，
沂水、临沂县县长，为官清廉，受到地方拥
护。1936 年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
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积极进行抗日
的准备工作。全国抗战爆发后，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留在鲁西北地区组织
群众进行抗日。11月，日军侵犯鲁西北，在
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他坚决抵制韩复榘向
黄河以南撤退的命令，率部接连击退敌人

多次进攻。后接受中共鲁西北特委建议，
将各地武装和地方民团收编为抗日游击
队，先后建立了 20多个县的抗日政权和 5
万人的抗日武装。1938年，拒绝国民党政
府将抗日武装改编为省属保安旅的命令，
并与八路军 129 师签订互相支援的协议。
武汉保卫战期间，先后两次组织部队进击
日军占领下的济南，牵制日军行动。1938
年 11月，日军进攻聊城，范筑先率部督战，
守军被日军包围，600 多名将士大部分战
死。范筑先宁死不当俘虏，抵抗至最后，举
枪自尽，壮烈牺牲。

108.郑律成 (1918-1976)

男，出生于朝鲜全罗南道光州，中共
党员。

郑律成 1933年春来到中国，在南京、
上海等地从事抗日活动。全国抗战爆发
后，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音
乐系学习。1938年8月被分配到中国人民
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任音乐指导。1939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期间创作出
许多重要作品，歌曲《延安颂》一经问世便
迅速由延安传遍全国。1939年秋，和诗人
公木创作了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同年
冬由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首次
演出，获得成功。1940年夏，《八路军进行
曲》刊登于《八路军军政杂志》，随即在八路
军各部队和各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成为
传唱极广的人民军队战歌。解放战争时期
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 7
月 25 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其确定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50 年定居北
京，加入中国籍。1950年 12月，作为中国
人民志愿军创作组成员赴朝鲜前线，和其
他同志合作谱写了《亲爱的军队亲爱的
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十
赞》。此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
舞团、中央乐团从事音乐创作。他深入工
厂、农村、边防，谱写了大量的音乐作品。
1976年12月7日在北京逝世。

109.恽代英（1895-1931）

男，汉族，原籍江苏省武进县，生于湖
北省武汉市，中共党员。

恽代英学生时代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0年创办利群书社，后又创办共存社，传
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1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 年任上海大学教
授。同年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执委会候补委员、宣传部部长，创办和主编

《中国青年》。1924年恽代英从事国共合作
的统一战线工作。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
动。1926年 5月被党派到黄埔军校，任政
治主任教官和中共党团干事，被蒋介石等
认为是“黄埔四凶”之一。1927年1月到武
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任政治总
教官。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径
进行坚决斗争。7月，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
会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南昌起义。12月
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
书长。1928年6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
部秘书长等职，曾主编中央机关刊物《红
旗》。曾任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
央候补委员。1930年先后调任中共沪中、
沪东区委书记。同年5月6日，在上海被国
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
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1931年4月29日，
英勇就义于南京，年仅36岁。

110.施 洋（1889-1923）

男，汉族，湖北省竹山县人，中共党员。
施洋 1915 年就读于湖北私立法政专

门学校。1917年毕业后，他与武汉法学界
人士组织法政学会，主张律师是保障人权，
伸张公理的工具。五四运动爆发后，施洋
以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的名义，支持学生
爱国行动，并深入学校，指导和推动学生的
爱国斗争。1920年秋，施洋在武汉参加了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与创办工人夜校和
工人子弟学校，宣传“劳工神圣”和社会
主义。1921 年 10 月，参加劳动组合书记
部武汉分部工作，积极从事有计划的工人
运动。192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
月底参与组建武汉工团联合会，并被聘请
为该会法律顾问。1923年 2月 4日，京汉
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施洋是罢工的领导
者之一，积极组织武汉工人和学生进行反
对军阀吴佩孚的游行示威。2月7日晚，施
洋被反动军警逮捕。在敌人的法庭上，他
怒斥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以大
无畏的革命气概压倒了敌人。2月15日凌
晨，敌人将他押赴刑场。面对敌人黑洞洞
的枪口，他大义凛然地说：“你们杀了一
个施洋，还有千百个施洋！”敌人恼羞成
怒，连呼开枪。施洋高呼：“劳工万岁！”
第二枪响时，他仍然屹立，再呼“劳工万岁！”
后英勇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