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殷与周恩来的革命情谊

□官丽珍

杨殷曾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共事，由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们既是领导与被领

导的关系，又是情同手足、良师益友、肝胆相照的关系。他们共同在共产主义理想基础上形

成的友情，是崇高的、恒久的。

一

周恩来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一生，在他的交友实践中，无

不倾注着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赤诚。纵观中国革命历史，凡与周恩来接触、交谈过的人，

都说从他的身上受到深刻的教育。杨殷与周恩来在革命斗争中建立的友谊充分说明了这一

点。

杨殷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杨殷在

杨匏安、杨章甫等人的启发帮助下，认真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报刊，思想觉悟有了很大

提高。1922 年，经杨章甫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把自己的积蓄、老家的房屋田产

等变卖后交给党组织，作为党的活动经费。1922 年年底，党组织派杨殷和冯菊坡、王寒烬

到苏联参观学习，接受新知识。1923 年杨殷回国后，受党组织的委派在广州开展工人运动，

积极到粤汉等铁路推广组织秘密的工人“十人团”，为粤汉铁路团结工人、组织工会、开展

工运打下基础。1924 年春，中共粤区委委派杨殷到粤汉、广九、广三等铁路开展工运工作，

在广三、广九、粤汉、宁阳几条铁路先后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1924
年冬，中共广东区委派杨殷到香港负责工运工作。杨殷在香港组织了“小社”等俱乐部，作

为团结教育工人的场所，以各种形式开展工人运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是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924 年 10 月，中共中

央为加强广东党组织的领导，先后调周恩来、陈延年到广州。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

员长时，杨殷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两广区委监委委员。他们经常一起为开展广东的工人

运动召开会议，交换意见；讨论和决定如何进一步开展工、农、青、妇运动，巩固和发展革

命统一战线和加强党的领导、研究如何深入开展工人运动等问题。期间，上海南洋兄弟烟草

公司的工人举行罢工，周恩来与杨殷坚决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中共广东区委派杨殷立

即在广州、香港成立罢工后援会，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支持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1925 年 1
月 11 日，杨殷随周恩来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介绍广东工人

运动情况。

在革命斗争中，周恩来与杨殷共同奋斗，一起投身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之中。1925 年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两广区委决定在香港、广州发动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杨殷与周

恩来在发动省港大罢工中，同舟共济，同心同德，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互相支持，坚决维护

工人阶级的利益。

杨殷是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25 年 5 月，上海发生租界巡捕枪杀中国

人民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向广东区委下达了举行援沪同盟罢工的电令。 中共广东区委决

定组织广州、香港两市工人，举行支援上海反帝爱国运动的罢工，指派邓中夏、黄平、杨殷、

杨匏安、苏兆征 5 人组成“党团”，作为组织、发动罢工的指挥机关。 “党团”成员遂深入

香港各工会团体中，做罢工发动工作，激发工人群众的爱国热情，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和组

织措施，努力在香港工人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带领部分罢工工人从香港回到

广州。

省港大罢工期间，周恩来坚决支持罢工，并密切关注罢工斗争的进行，参加各项活动。

他与陈延年、邓中夏、杨殷、苏兆征等人一道，对省港大罢工的发动，以及组织领导省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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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的胜利进行，付出了巨大精力。由于绝大多数罢工工人过去从没有摸过枪，更没有经过

军事训练，对执行武装封锁任务有所影响。周恩来便利用在黄埔军校任职的条件，从黄埔军

校等处抽调一批得力的优秀的军事干部为罢工工人纠察队担任教练。周恩来还亲自给罢工工

人作政治报告，勉励罢工工人再接再厉，将斗争坚持到底，受到罢工工人的热烈欢迎。周恩

来给予罢工斗争以及时的支持指导，对省港罢工的胜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年 6 月

23 日，为了进一步抗议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大屠杀，省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工、农、商、学、

兵各界人民 10 万人在东较场召开反帝大会、举行示威大游行。陈延年、周恩来、杨殷、邓

中夏等也参加了这次游行。1926 年 5 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对省港罢

工问题也作了决议，肯定这场罢工“组织之严秘与政策适当”，肯定了工会统一运动，号召

工友坚持斗争到底。

二

无产阶级应当建立自己的军队，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一个基本原理。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较早接受这一理论，对军队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有

着深刻认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导者之一。虽然 1926 年秋，周恩来离开广东到中央工作，

但仍然一直关怀着广东的工作，与杨殷的情谊也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加深。

党中央在八七会议后，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南方局的领导工作，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

南方局下设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周恩来

等未到以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的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各地的暴动及一切

政治军事事宜。杨殷负责临时南方局的军事委员会和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机关设在澳门。杨

殷在斗争中建立工作网，派人到广东各地恢复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指导工作。

广州的工人阶级经受过省港大罢工和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锻炼，思想觉悟高，群众基

础好。各行各业都拥有自己的职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组织，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共

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帮助下，杨殷积极参与组建广州工团军，领导广州工

人参加平定商团叛乱、平定杨、刘叛乱两次武装斗争，并审时度势组建广州工人赤卫队，为

建立和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挥工人赤卫队的作用。南昌起义后，周恩来、朱德、贺龙、

叶挺、刘伯承等率领南昌起义军于 1927 年 9 月进入广东境内后，杨殷在澳门召集省肃反委

员会的同志说：“周恩来等同志在南昌已经带领军队拿起武器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了”。为此，

杨殷发动离开广州的铁路工人赶回广州，以便配合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海陆丰的战斗。

1927 年中共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即开始策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11
月 17 日，中共中央作出《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正式决定举行广州起义。由于共产党人在

广州的活动为敌人知悉，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原定 12 月 12 日的起义提前于 11 日凌晨举行。

杨殷是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中共广东省委 1929 年第七十六号通告称杨殷是广

州暴动的有力指导者。他在广州起义以前是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之一，起义前出席省委会

议，参加领导起义工作会议，积极参与广州起义的策划工作。广州起义时任广州苏维埃政府

人民委员会代理主席和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积极参与广州起义的各项工作。

广州起义具有不容否认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号。广州

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使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但在广州

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在李立三主持下，于 1928 年 1 月通过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

州暴动问题决议案》，对起义领导人周文雍、陈郁、杨殷、恽代英、叶挺等予以处分。2 月，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香港，纠正广东省委对起义领导人的错误处分。在广州起义一周年之际，

杨殷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刊上发表了《斗争中的回忆》一文。文中称：广州起义为

伟大的举动，现在只有更努力准备我们的力量，为先烈遗留给我们的苏维埃口号而奋斗！

1928 年 6 月—7 月，杨殷出席了在苏联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

中
山

党
史



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并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后杨殷递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回国后，杨殷在上海的租界秘密开展革命工作，曾多次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一起商议如何进

一步开展城乡的武装斗争，参与指导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广西、福建、河南、陕西、

浙江等省的革命斗争和游击战争，壮大工农武装力量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亲自到山东、安

徽、江苏等地指导武装斗争，开展农村游击战和城镇白区工作的战斗，组织军事武装，协助

周恩来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做了许多工作。

三

杨殷对待同志极诚恳，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和周恩来建立了十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们

经常在一起商议工作，作出重大决策，指导各地的革命斗争。1929 年 8 月 24 日，杨殷由于

叛徒告密而被捕。当时主持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周恩来十分震惊，即在当天晚上召

集干部开秘密紧急会议，商讨营救事宜，确定具体行动方案。当得知敌人要将杨殷等同志押

送至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时，周恩来和同志们埋伏在刑车将要经过的马路边，准备武

装截击，抢救杨殷等同志。由于敌人的押送提前，以致失去机会，营救未能成功。周恩来还

和同志们研究如何清除叛徒的具体方案，派特科的同志执行，使叛徒受到应有的惩罚。

杨殷在狱中不放弃一切为党工作的机会。他写了最后的信给周恩来和党中央，汇报了自

己在狱中的情况，表示了牺牲的决心。8 月 30 日，杨殷等同志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第

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一文，刊在

1929 年 9 月 2 日《红旗》第 43 期。杨殷等人牺牲后，周恩来万分悲痛。他随即代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起草了《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全国人民书，于 9 月 2
日散发。9 月 5 日，中共中央又以《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彭湃、杨殷

同志等》为题发出第四十七号通告。

9 月 14 日，周恩来撰文《纪念着血泪中我们的领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革命志士

的滔天罪行，颂扬革命烈士的英雄行为，表达了对烈士的深切悼念，号召人民与国民党反动

派作坚决的斗争。周恩来在文章中指出：“彭、杨、颜、邢四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

党之很大的损失！革命的领袖是积了无数次的斗争与战绩，从广大的群众中涌现而锻炼出来

的。”

周恩来还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文中谈到：杨殷等人被捕后面

对审问官慷慨而谈，宣传革命真理，使审问官一无所得。在关押期间一直进行宣传，面对敌

人谈笑自如，杨殷曾笑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们对于自己爱人的遗嘱，都是勉励其为

党努力。周恩来在文中还说到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

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周恩来的这

篇文章后来刊载于 1930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

1929 年杨殷牺牲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红旗》第 43 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反

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文中称：“杨殷同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广东省港大罢工的

领导者，是广东铁路工人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曾亲身参加广州暴动，为人

民委员会委员之一，担任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并曾亲身指挥赤卫队与顽强的敌人作战，

直战至暴动第三天，尽了最后的努力。他不只是领导过广东全省工人的英勇斗争，同时他领

导过上海工人在一九二五年的一月大罢工。”

杨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无限忠于党，忠于人

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调研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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