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殷与彭湃的壮丽革命人生

□林 益

1929 年 8 月 30 日下午，在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刑场，随着一阵枪响，4 位

坚强不屈的革命者倒在了血泊中，其中两位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中共重要领导干部杨殷和

彭湃。牺牲时，杨殷年仅 37 岁，彭湃年仅 33 岁。杨殷和彭湃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革命经历

和奋斗历程，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共同演绎了革命人生最壮丽的篇章。

杨殷和彭湃等人牺牲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广大革命者和群众的极大悲愤。周恩来含

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全国人民书”。“告全国

人民书”对杨殷和彭湃的革命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杨殷同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之广东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是广东铁路工人的领袖，

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他曾亲自参加广州暴动，为委员会委员之一，担任肃清反革命委员

会主席，并曾亲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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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领导过上海工人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大罢工。”

“彭湃同志是广东几千万农民的领袖，海陆丰苏维埃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

他曾领导海陆丰几万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他曾领导着全广东几千

万农民不断地（反抗）一切地主阶级残酷的榨压；他曾亲身领导东江海陆丰广大农民群众实

行土地革命，肃清反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创立苏维埃政权。他并

参加南昌暴动。”

杨殷和彭湃，一个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一个是农民运动的领袖。大革命失败后，两人又

分别参加了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他们的革命人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代的英勇奋斗的

缩影，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与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的实践的集中反映。

一、上下求索，终于找到先进理论

翻开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到它内外交困，承载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和动荡、屈辱和压迫。

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必将孕育并催生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的蛰起。这

是中华民族复兴精神的核心内驱力使然。20 世纪初叶，中国和世界正处于大动荡时期（出

现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等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这

时也是中国的革命第一次和世界联系紧密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也必然引领无数革命先觉者不

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理论。杨殷和彭湃就是这些先觉者的代表。

杨殷出生在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家乡，从小就接受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1911
年加入同盟会，从事秘密工作。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倒行逆施，杨殷又

追随孙中山从事反袁斗争。1914 年他在上海机智勇敢地刺杀袁世凯的心腹郑汝成。1917 年

孙中山领导护法运动，杨殷受聘任孙中山卫队副官，兼在大元帅府参军处工作。1918 年护

法运动失败后，杨殷转到广州西关盐务稽查处做师爷。从 1911 年到 1918 年，杨殷在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运动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为之奋斗，经受了锻炼。

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其他各种

思潮也盛行一时，令当时的新青年们眼花缭乱，如同雾里看花。但经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

命的风云变幻，革命及变革社会的观念在一般进步青年中已是深入人心。只有思想敏锐的先

进的革命青年才能穿云破雾，从纷繁的表象中抓住真理，找到先进理论。

杨殷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洗礼，革命失败后思想彷徨，在各种社会思潮中寻找革

命真理，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据梁复燃（然）回忆，“1922 年秋，我与杨章甫介

绍杨殷入党（章甫是杨殷的亲戚，有次在南关落雨，途中相遇，我与章甫到杨殷办公室坐，

发觉杨殷有马克思主义书籍，思想进步，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了解，觉得他思想进步，随即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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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他入党）。”可见，杨殷一直没停止过对真理的探索，他选定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

绝非偶然。

彭湃早在读中学时就有追求新知识的强烈愿望，向往广州的新学堂。1917 年夏，彭湃

东渡日本留学。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对中国人的歧视使彭湃形成了强烈的反日救

国思想，他积极投身反日行动，参加学生反日组织“救国团”，1918 年 5 月，组织 3000 留

日学生罢学回国。同年年底，彭湃由单纯“排日”转而信仰基督教，认为基督教可以救国。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以及当时日本蓬勃的社会主义思潮极大地影响了彭湃，“遂翻然一心研究

社会主义诸家学说”。他还参加了日本的“建设者同盟”和“劳动者同情会”、戈思摩俱乐部

等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不久，彭湃参加了日本一些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也和留日中国共

产主义小组有密切联系，开始初步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彭湃在家乡成

立社会主义研究社，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学习、探讨有关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彭湃还试图通

过教育改革来传播新思想，但遭到土豪劣绅的强烈反对和阻挠。“从教育入手”而实现社会

革命的尝试遭到失败。他开始新的求索，将注意力转移到工农方面来，最终投身农民运动，

并于 1924 年 4 月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投身工农，革命信念百炼成钢

先进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便会迸发出无穷的力量。中共早期的党员正如燎原星火的传

薪者，自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使之真正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杨殷和彭湃就是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道路的先进典型。他们也

是在工农运动的实践中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信念的。

杨殷早在同盟会时就和工人阶层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自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组织派

他在广州开展工人运动。在石井兵工厂工作期间，杨殷等在厂里广泛结交工人朋友，关心工

人的切身利益，揭露厂方和工贼的剥削压迫，深入进行思想发动，运用“十人团”的形式，

将工人组织起来，并发展了一批工人骨干，成立工人俱乐部。他发动工人群众罢工将反动厂

长赶下台，成立厂工会，并在工人骨干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使兵工厂的工人组织成为

广东工人运动的一个战斗堡垒。不久，杨殷又往佛山、顺德等地组织各行业工会。之后，杨

殷与刘尔崧按照广东区党委指示，深入各工会基层，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

使广州工人运动走向统一。1924 年 5 月 1 日，广州各行业工会联合召开广州工人代表大会，

决定设立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刘尔崧当选为主席，杨殷任顾问。会后，全市 17 万

工人游行庆祝。8 月，沙面租界工人在工代会领导下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新警律”的罢工

的胜利。1924 年 9 月，杨殷等领导穗、港工会组织罢工后援会，支持上海烟草工人的罢工

斗争，并被推选为后援会代表之一赴沪慰问和支援上海工人。1924 年春，杨殷根据党的指

示到铁路开展工人运动，他深入工人群众中，和工人打成一片，运用“十人团”的经验，逐

渐把工人群众团结起来。为了方便工作，他把家搬到铁路附近，还把两个堂弟派进铁路做工，

加强同工人的联系。同年 10 月，广州发生商团叛乱，杨殷与阮啸仙、刘尔崧等分别组织工

农革命武装，协同黄埔军校学生军平定了叛乱。随后，又以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特派员身份到

香港发展工人组织，并着力宣传、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此外，粤汉铁路、广九

铁路、广三铁路相继成立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广东设立办事处，杨殷任顾问。1925
年 5 月，杨殷回广州与邓培等组织广三、广九、粤汉三铁路工人配合革命武装平定“刘、杨

叛乱”。

五卅惨案发生后，杨殷受命到香港，利用各种渠道，秘密联系 100 多个行业工会，并进

行耐心细致的说服，动员各工会领袖同意罢工。他参加了省港大罢工的领导工作。他和邓中

夏、苏兆征组成领导省港大罢工的党团，统一领导香港各工会组织。在杨殷等人有效的团结、

发动工作下，震撼世界的省港大罢工于 1925 年 6 月 19 日爆发了。罢工爆发后，杨殷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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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罢工工人回广州及罢工期间的保卫工作。1926 年 7 月，杨殷发动铁路工人组成铁路交

通队随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修复铁路，配合作战。1927 年广州四一五政变后，杨殷又多

次发动铁路工人和各业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群众。

从 1923 年到 1927 年年底，杨殷在各种复杂艰险的环境下从事工人运动，丰富而扎实的

革命实践的基础使他对共产主义信念更加坚定执着。

彭湃从日本归国后，在家乡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认识到要唤醒工农，发动工农，就必

须到群众中去，尤其是要到农民中去做农民运动。认识一旦确立，他便下定决心到农村去，

自觉地开展农民运动。要走出这一步绝非易事，一来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全

部精力都放在工人运动上，还未注意到农民运动。彭湃没有得到党的指示，当时海丰社会主

义青年团多数人也不同意彭湃的想法。二来由于他大地主的家庭背景，与农民所形成的天然

鸿沟，对彭湃接近农民造成极大的障碍。几番碰壁之后，彭湃义无反顾地脱去学生装和皮鞋，

穿起粗布衫，戴上竹笠，赤脚下乡，向农民兄弟宣传革命。

经过努力，彭湃终于赢得了农民们的信任，1922 年 7 月，在海丰县赤山约成立了“六

人农会”，从此点燃了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同年 11 月，为了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彭湃作

出了惊世骇俗的“叛逆”行为，当众烧毁属于自己所有的全部田契。彭湃的行动感动了农民

群众。当地农会迅速扩大，1922 年 12 月，海丰共成立了 12 个约（乡）农会，会员有 1.6
万多人。1923 年 1 月，海丰总农会成立。农会成立后，彭湃带领农会和地主阶级展开了激

烈的较量，领导农民开展“减租”运动，发动了“七五”农潮。虽然农潮后来失败了，但它

所造成的革命影响是巨大的，农民运动在广东各地油然勃兴。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

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彭湃也开始了对全省农民运动的领导。在此期间，他创

建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农民运动培养中坚力量；他还不辞劳苦，多次奔波于广州、海陆丰、

汕头、广宁、普宁、曲江、花县、揭阳等地；在广宁带领农军和铁甲车队打击地主武装，又

随军东征到海陆丰一带，指导当地建立农会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发

表了不少有关农民运动的著作和文章。

彭湃投身农民运动可谓是全心全意、奋不顾身。扎实的斗争实践和锻炼令他脱胎换骨，

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人，他的革命信念怎能不炉火纯青？

三、武装起义，广州南昌赤旗飞扬

1927 年 4 月，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在

腥风血雨中，有人坚强不屈，有人临阵脱逃，也有人叛变投敌。犹如大浪淘沙，革命的暂时

挫折考验着当时的每一个共产党人。“途穷节乃见”，只有信念坚定者才能经得住考验，并继

续完成其革命人生的伟大使命。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

方针，从此揭开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全国遍燃武装起义和暴动的星星之火，其中

三大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最为著名。彭湃和杨殷分别参加了南昌起义和

广州起义，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最前线。

早在 8 月 1 日，彭湃就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并任前敌委员会委员。起义后他又随军南

下，转战赣、闽、粤三省。起义军到达潮汕地区后，彭湃立即组织当地工农自卫军配合起义

军行动。10 月中旬，起义军失败，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

彭湃和杨殷都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扩大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彭湃任南方

局委员，杨殷任南方局军委委员。会后，杨殷到广州积极参与组织筹划及指挥广州起义，彭

湃赴海陆丰地区领导刚刚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并逐步建立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11 月 22 日，广东省委依照中央指示决定举行广州起义，杨殷参加了起义的领导，主要

是负责总指挥部的参谋团工作，收集情报，在叶挺没到广州前协助军事指导及制订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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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还和周文雍等人将分散于各行业的秘密工人武装统编成工人赤卫队。他还负责指挥

西路起义军。12 月 11 日，起义提前爆发，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杨殷任人民肃反委员。

起义中，杨殷布置铁路工人敢死队迅速占领广三、粤汉、广九等铁路车站阻滞敌军，同时又

调机车接运郊区的农军进入广州增援起义军。张太雷牺牲后，杨殷任广州苏维埃代理主席。

然因敌众我寡，起义军被迫撤退。杨殷于 12 月 13 日率部突围。随后，奔向海陆丰，与彭湃

共同坚持武装斗争。

彭湃是在 11 月 8 日乘船回海丰的。此时，他兼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他以惊人的胆略

和毅力领导海陆丰以及东江广大地区的农民开展了极其悲壮的土地革命斗争。其间，他领导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领导红军和农军在东江地区举行暴动，开辟了大南山红

色根据地等，为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四、慷慨赴难，生命之花光耀千秋

肩负伟大使命的先进的共产党人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英雄，他们的生命必将如金子般

闪耀光芒，永载史册。杨殷和彭湃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共同为党谱写了最光辉的乐章。

杨殷和彭湃是在党的六大后才工作和战斗在一起的。1928 年 6 月，杨殷赴苏联出席六

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他又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补

委员，并任中央军事部部长。会后，杨殷回上海党中央工作，领导苏鲁皖等地武装斗争。彭

湃是 1928 年 11 月离开他正在战斗的大南山到上海中央局工作的。他任中央农委书记，后参

与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同周恩来、杨殷保持密切联系。后来他又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军

委书记，领导军事斗争和工人运动。

1929 年 8 月 24 日，由于叛徒出卖，杨殷和彭湃在上海租界召开一次秘密会议时同时被

捕。后被“引渡”转至国民党监狱。在敌刑庭上，杨殷和彭湃大义凛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

的滔天罪行，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在狱中，他们也抓紧一切时机，不断地向难友和狱卒宣传

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行径，谈至痛切处许多群众和士兵为之感动，有

的竟捶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他们还常常高唱《国际歌》以鼓舞狱中同志的斗志。他们

虽身陷狱中，仍尽力为党工作，扩大宣传。在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他俩还在给党组织

的信中提出斗争的对策，表示要尽量设法做到使被捕的 5 人全免死刑，如果这一条不能做到，

则只好牺牲无法挽救的彭湃和杨殷两人，而设法救出其他 3 人。他们将生的希望留给他人，

而自己抱必死之决心，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他们在信中还希望党内同志保重身体，

对党内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这些都表现出他们对党对同志的

挚爱。8 月 30 日，杨殷、彭湃等四同志英勇就义。

彭湃、杨殷等人牺牲后，中央苏区及各革命根据地为了纪念他们，建立了“彭杨军事学

校”，以烈士的革命精神培养党和红军的干部，将她化成永远不竭的动力。

结语

杨殷和彭湃的革命人生有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时

候，他们为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而不断探索，寻找先进理论。在斗争实践中，在各种思潮中，

他们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利器，从此便义无反顾地用这一先进理论投身工农运动，将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并最终为这一先进的

理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光辉的革命人生轨迹正是无数优秀共产党人奋斗历程的写照，

也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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