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党的早期领导人杨殷同志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杨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

领袖，党的早期军事工作的重要领导者和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在中共六大后

曾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军委委员、主任等职，1929
年秋壮烈牺牲。在光辉战斗的一生中，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了卓越功

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杨殷同志曾经参与领导广东工人运动，组织发动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组织工人支援

北伐的胜利进军，在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殷字孟揆，又名梦夔、夔礼、典乐，1892 年 8 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

翠亨村，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同村。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孙中山先生十

分崇敬，在学校积极宣传反帝反清革命思想。1911 年他加入同盟会，先后在广州、香港、

澳门等地参加同盟会南方支部的工作，为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多方奔走。1917 年 9 月，他

担任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卫队副官兼大元帅府参军处参谋，义无反顾地追随

孙中山先生继续革命。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杨殷同志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当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灾难深

重的中国人民的真正希望时，毅然把个人的命运同党的事业、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 1922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党派他到苏联学习。第二年回国后，受党组织委派前往

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领导开展工人运动。根据当时国共合作的需要，杨殷同志担任国

民党广州市第四区分部执委兼秘书。他在石井兵工厂开展工人“十人团”秘密活动，培养了

一批出色的机器工人骨干，并到佛山、顺德等地组织各行业工会，发展党员，推动当地的工

人运动。1924 年，他前往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建立工会和党的基层组织。他推动实现了

广州工人运动的逐步统一，促成了 1924 年 5 月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1925 年 1 月，他

在党的四大上介绍广州工人运动的情况，受到大会的重视。同年 3 月起，他担任全国铁路总

工会广州办事处顾问等职。在杨殷等同志努力下，广东铁路工人逐渐成长为一支坚强的革命

力量，后来在北伐战争、广州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殷同志参与发动了省港大罢工。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与邓中夏、黄平、苏兆征、

杨匏安等由党组织指定组成“党团”，作为组织发动省港大罢工的指挥机关。他深入香港、

广州的工会和工人群众中间，全力进行罢工的组织发动工作。他负责联络各工会，注重做好

工会上层的工作，使他们支持工人的斗争。他发动工友排印散发宣传文告，使工人和市民了

解五卅惨案的真相。他动员广州铁路工人每月捐出一天工资，帮助做好香港罢工工人回到广

州的接待工作。他还建议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改变斗争策略，保证群众的正常生

活，有效瓦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由于斗争需要，杨殷同志没有担任省港大罢工的公开领

导职务，但他在这次罢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受到组织肯定。党中央后来称他是“中国历史上

最有名的广东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

1926 年起，杨殷同志任中共广东区委（也称两广区委）监察委员。他十分重视农民在

革命中的作用，重视加强工农团结的教育，经常在工人中宣传工人的前身就是农民，农民是

工人的后备军和同盟军。在杨殷等同志推动下，广州的铁路工会与当地农民协会密切配合，

革命力量大大增强。他介绍农会的骨干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动工人农民一起支援国民革

命军。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杨殷同志参与组织发动省港罢工工人组成运输

队、宣传队、卫生队以及铁路工人组成铁路交通队随军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北伐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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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二、党的早期军事工作的重要领导者

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不畏流血牺牲，发动一系列武装

起义，走上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道路。杨殷同志参加领导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参与了土地革

命战争初期党对武装斗争以及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领导，贡献了智慧和才华。

1927 年 7 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背叛革命，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在危急形势下召开

的党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10 月，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

南方局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改组了广东省委、南方局领导机构，杨殷同志任广东省委常委、

工委书记，南方局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27 年 12 月，杨殷与张太雷等同志共同

领导广州起义，负责起义总指挥部的参谋团工作，是起义的“有力指导者”。在叶挺同志到

来之前，他协助进行军事技术的指导和制定起义的行动计划。起义发动前，他曾赴琼崖地区

宣传鼓动群众，联络组织革命力量。他与周文雍等同志把广州分散的铁路等行业的秘密工人

武装统一组编为工人赤卫队，并负责指挥西路起义军的行动。起义爆发后，他组织参加起义

的铁路工人敢死队，占领并坚守火车站，阻滞敌军的反扑；他及时调度机车接运广州远郊的

农民军进城，增援起义。在杨殷同志的周密布置安排下，各铁路线均被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所

掌握控制，在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起义第二天，张太雷同志不幸牺牲。杨殷同志任广州

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与叶挺、叶剑英等同志共同指挥队伍继续战斗。在撤退过程中，坚持

到敌军逼近的最后一刻才突出重围，奉命前往海陆丰地区。

杨殷同志参加了 1928 年夏召开的中共六大。在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他有针

对性地指出：“中国革命政权问题，必定要看重军事势力”，政权问题的解决，“军事成分占

90%。而解决土地问题，又要求政权问题的解决”。这些思想，深刻揭示了军事工作对政权

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杨殷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并任中共中

央军事部部长，参与负责党的军事工作。1928 年 11 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职

务。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他与周恩来等同志一起，研究策划部署各地的武装斗争和红军的

各项工作，参与组织派遣干部到各地开展武装斗争，先后向张云逸、徐向前等同志面授中央

关于开展兵运、创建根据地工作的决定。他亲自到山东、安徽、江苏等地，指导农村游击战

争和城镇武装斗争。1929 年 6 月，中共中央军事部、中共中央组织部派邓小平、张云逸、

徐向前等同志分别到广西和鄂东北地区，加强红军领导和进行根据地创建工作。党的六大以

后，农村根据地加快创建，武装斗争卓有成效，杨殷同志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间，杨殷

同志对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和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给予了特别的关

注和支持。他多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有关红四军问题时发表意见，并协助周恩来同志

把红四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向其他根据地推广，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发展做了大量工

作。

1929 年初，杨殷同志参与领导中央军事部起草关于党员军事化的通告，经周恩来同志

修改后下发。这个通告强调军事工作对整个革命斗争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地党组织开始实行

有系统的军事政治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同年夏，为了加强对军事技术工作的指导，党中

央成立了由杨殷、周恩来及军事技术人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以杨殷同志为书记。在上海召

开的中共中央军事会议上，杨殷同志与各地红军负责干部讨论研究红军的性质、发展方向、

游击策略和组织机构等问题，并向中央政治局报告会议的情况。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杨

殷和周恩来等同志还在上海主持举办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培训红军急需的军事干部和政工

干部，并建立了党中央同各省和各根据地的交通联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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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的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开拓者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着一个当年杨殷同志用于携带秘密文件的夹层箱。这是他从事

党的情报工作的实物见证。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主要从 1927 年 5 月周恩来同志主持成立中央特科开始。

在中央特科正式建立之前，杨殷同志已经在广东、香港进行情报保卫活动的实践，成为我党

情报保卫工作的一位重要开拓者。

大革命运动兴起之初，杨殷同志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注意到情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并

着手进行了大量工作。1925 年 8 月，廖仲恺先生被暗杀后，杨殷同志被广东革命政府聘为

广州市公安局顾问，负责侦破“廖案”。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他从海员中挑选一批中共党员，

培养并安排他们到广州市公安局和广州卫戍司令部等要害部门工作。还在香港物色、培养了

一批情报交通员，建立了党在香港的情报交通网。

1926 年 1 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会议期间，国民党右派策划暗杀中国共产党人

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企图破坏国共合作。中共广东区委派杨殷同志负责大会保卫工作。他选

调政治可靠、受过军事和武术训练的工农骨干组成特别保卫大队，并亲自担任大队长，在大

会秘书长吴玉章同志领导下，不分昼夜加强安全保卫，保证了大会的顺利举行。在省港大罢

工中，一批流氓打手受国民党右派指使，制造事端，嫁祸于罢工工人。杨殷同志迅速派人调

查了解事情真相，带领工人武装纠察队准确有力地打击了这一破坏行径，为省港大罢工斗争

坚持 16 个月之久提供了安全保障。

广州起义中，杨殷同志负责情报和安全工作。起义之前，他安排得力人员在香港、澳门

两地建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站，负责接待来往人员、传递文件和交换情报等工作，同时印刷、

运送起义宣传材料。中共广东省委为起义准备的宣言、文告、传单和省委机关刊物《红旗》，

都是杨殷同志安排由香港秘密送往澳门印刷，然后带回香港的省委机关。起义爆发后，杨殷

同志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肃反委员。他要求各路起义军加强肃反工作，维持斗争秩序。

他预先安排到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工作的黎胜等共产党员，在起义前配合营救起义领导人之

一周文雍同志出狱的行动，起义开始后他们又智取岗哨、开监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在关键

时刻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公安局所在地，也成为广州苏维埃政府的驻地。

四、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品德风范

杨殷同志的一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光辉战斗的一生。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人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品德风范和始终如一的先进性。

杨殷同志是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典范。1924 年 9 月，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举

行大罢工，杨殷等同志领导香港、广州工会组织罢工后援会给予大力支持。他在赴上海慰问

罢工工人期间，被资本家雇佣的流氓打伤。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斗争绝不屈服，支持罢

工赢得了最终胜利。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坚定地表示：“同志们的血不会白流”，“现在已经

是腊月残冬，春天不是就要来了吗！”表现出革命者对党的事业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

杨殷同志是追求真理、对党忠诚的典范。面对祖国和人民的苦难，他努力寻求救国救民

的真理，选择共产主义作为终生的信仰。入党之后，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境遇下，他都坚定不

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牺牲而无怨无悔。1929 年 8 月 24 日，由于叛徒

告密，他与彭湃等同志被捕。在狱中，他们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重

金利诱，毫不动摇。“我们未死的那一秒钟以前，我们努力的在这里作党的工作，向士兵宣

传，向警士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这样视死如归的豪言，闻听者为之动容。就义前，杨

殷同志坦然地说：“朝闻道，夕死可矣！”8 月 3 0 日，蒋介石下达秘密枪杀令，时年 37 岁的

杨殷与彭湃等四位同志英勇牺牲于上海龙华。

杨殷同志是舍己为党、无私奉献的典范。从入党直到牺牲，他始终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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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放在首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早年，他毅然舍去待遇优厚的盐务师爷差事，将年幼的

子女托付亲朋抚养，拿出积蓄，变卖田舍，甚至将妻子的首饰遗物也全部变卖，交给党组织

作为活动经费。他被捕后，曾经和彭湃同志通过关系向党中央报告情况，表示如果党组织不

能够营救同时被捕的五个同志，那么可以牺牲彭、杨二人，而设法营救出其余三人，表现了

高尚的品质。

杨殷同志的一生，无私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他的光辉战斗业绩，将永载中国人民革命斗

争的史册。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2 年 8 月 13 日）

中
山

党
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