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殷——人生“关键节点”彰显革命精神

□张棣

杨殷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和革命先驱。细观其一生，身处社会变幻、生灵涂

炭的动荡年代，他放弃富裕安逸的生活，追求真理、救国救民，坚守初心，直至献出生命。

尤其在多个人生“关键节点”，他面对严峻考验时彰显出的坚定信念、勇于担当、无私奉献、

对党忠诚的崇高精神，让世人动容。承续其革命精神，对我们今日的干部教育有着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一、面对孙中山革命屡遭挫折，坚守初心，救国救民

杨殷出生于翠亨村非常富裕的家庭，自幼受孙中山、陆皓东、杨鹤龄（堂叔）、杨心如

（堂兄）革命思想及活动影响，产生革命情怀，并在 1911 年年初广州黄花岗起义前的革命

紧要关头，毅然加入同盟会。这时杨殷刚满 19 岁，而且新婚不久，妻子也出身望族，本可

享受安逸的生活，他却投身革命，走上革命道路。

杨殷在革命的实践中得到锻炼，主要从事同盟会秘密联络工作，往来于粤港澳地区，联

系革命党、会党、华侨，团结组织革命力量，为广州黄花岗起义等一系列革命活动作出了重

要贡献。

然而，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中华民国之际，政权很快得而复失、被袁世凯篡夺，此

后民国政权掌控频繁更迭，孙中山领导的一系列革命又屡遭失败，革命党人的革命信心遭受

考验。在人生的“关键节点”，杨殷坚持革命，认为“孙先生创立之革命事业，如今被袁贼

所毁，我等党人怎么能等闲之”“若大家皆置国家于不顾，国家不是愈益沉沦？”1914 年，

杨殷怀揣炸弹，炸伤参与指使暴徒刺杀宋教仁的郑汝成，体现了他的革命胆识。杨殷深得孙

中山信任，1917 年在广州任大元帅府参军处副官兼孙中山侍卫队副官。

杨殷早年追随孙中山，体现了他追求真理、坚守初心、救国救民的革命情怀。

二、面对各种新思潮传播，选择马克思主义，坚定信念

从 1918 年 5 月杨殷辞去参军处职务，任广州西关盐务稽查处师爷，到 1922 年夏，这

段时间是杨殷的革命彷徨期，也是杨殷的思想重要转变期。

一方面，孙中山革命再次遭到失败，让杨殷更加认识到中国革命靠国民党难以取得成功；

另一方面，各种社会思潮在广东传播，杨殷读了《共产主义 ABC》《共产党宣言》等书籍，

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了解社会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并在两位朋友杨章甫和梁复燃（又

名梁复然，广东党组织成员）的帮助下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道路。

在人生“关键节点”，杨殷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中、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比较

中，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毅然加入共产党，同时还把家中一些田地、房产及身故妻子的首

饰一同卖掉，交给组织充作经费，还辞掉了盐务稽查处师爷的职务，专心投身于党的工作中。

1922 年年底，党组织派遣杨殷专赴苏联学习，给了他全面了解社会主义的机会；在苏

联的所见所闻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1923 年，杨殷回到广东从事工人运动，此后一

年间，他先后深入广州郊区石井兵工厂、佛山制饼厂等开展工人运动，与工人交朋友，维护

工人权益，建立秘密党支部。

这是杨殷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从一位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蜕变为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不

仅在组织上入了党，而且经过苏联学习和深入的工人群众工作，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真

正与人民站在一起，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入了党，理想信念也更加坚定。在随后的省港大罢工

中，他更显示出工人领袖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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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对孙中山逝世国民党纷争，站稳政治立场反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勇于担当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国共合作是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开展起来

的。在共同的革命目标、革命方略的基础上，国共合作早期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然而，

192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出现纷争，国民党左右派分化加剧，呈现出复杂的

斗争情况。

在这一人生的“关键节点”，杨殷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一边，反对国民党右

派。

在高层，1925 年 8 月，廖仲恺和广州民国日报社长陈秋霖等驱车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

不幸在门前遭歹徒行刺。“廖案”发生，国民政府成立廖案审查委员会严查凶手。因这是一

起政治事件，追查下去势必会涉及国民党高层人员，公安局局长吴铁城不肯彻查，关键时刻，

杨殷站出来担任广州市公安局顾问一职，参与调查此案，使国民党右派受到沉重打击。

在基层，国民党右派把持工会组织，怂恿黄色工会极力排斥、取消红色工会，使工会矛

盾激化。杨殷这时担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办事处顾问，极力维护工人的合法组织权益和根

本利益，带领铁路工人纠察队处理右派工会组织的恶性暴力事件，打击了右派操纵的工会势

力。

同时，“廖案”发生后，中共开始重视情报保卫工作。杨殷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过情报

工作，在苏联学习时也接触到情报技能知识，他人脉广、政治上靠得住、有担当，中共广东

区委决定让杨殷负责这项艰巨而又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于是，杨殷一边从事工人运动、发展

组织，一边开拓保卫和情报工作。他从工人骨干中挑选身强体壮、武功高强的党团员组成保

卫大队，挑选机智、可靠的优秀人员从事情报工作；在省港澳各地建立了一批情报站，广州

的联络站就有：麦栏街、榨粉街、高第街等，小北直街的一家柴米店就是广州起义前武器存

放地；他还挑选优秀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内搜集情报。依靠情报和保卫工作，杨殷保卫了大

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安全，营救了香港地委书记梁桂华（因叛徒告密而被香港当局拘

捕）、周文雍（广州起义前曾被捕）等党的重要人物。

杨殷虽然和国民党有着重要的渊源，但在孙中山逝世后，他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右派的

面目，更加坚定地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并担当起情报和保卫工作的重任，打开了新局面。

这体现了他政治坚定、勇于担当、开拓创新的精神。

四、面对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领导广州起义，无私奉献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清党”、屠杀共产党人。随

后，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实施“清党”“分共”，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力量锐减，

党员有的牺牲、有的离开队伍、有的投靠国民党。

在人生重要的“关键节点”，杨殷坚守自己的信仰，坚定跟党走，卖房卖地支持广州起

义 。

八七会议后，根据中央的决定，广东省委成立，张太雷任省委书记，杨殷任省委委员兼

工委书记，积极筹划广州起义。杨殷把失散的党员和工人骨干召集起来，组成 3000 余人的

工人赤卫队，亲任总教练进行训练。这支力量成为广州起义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支主

力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约 1000 人）。革命需要经费，杨殷便把自己在广州、香港的

几处房产卖掉，又动员弟弟卖掉翠亨家里 50 亩良田，全力支持起义。

1927 年 12 月 11 日，杨殷与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起义领导人亲临一线领导打响起

义；杨殷还率敢死队攻下广州市公安局。当天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杨殷任人民肃清

反革命委员。12 月 12 日，张太雷遭受袭击壮烈牺牲，杨殷继任广州苏维埃政权代理主席，

指挥调度全盘工作。13 日，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反扑，因力量悬殊，起义军撤出广州。杨殷

在陈李济东主陈少泉的帮助下转移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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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殷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政治上坚定，卖房卖地支持起义，领导起义军战斗在前线。这

体现了他大无畏、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五、面对被捕入狱经受威逼利诱，坚贞不屈，对党忠诚

1928 年 6 月，杨殷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

补委员。中共六大以后，他任中央军事部部长，负责组织秘密军事武装。党在最困难时期把

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杨殷，这说明组织上对杨殷的绝对信任。

这时，上海到处是国民党的特务、密探，党内还有叛徒，杨殷的处境非常艰难，但是他

毅然冒着危险开展工作。最后，问题还是出在内部，由于中共中央军事部秘书白鑫的叛变，

导致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 5 位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在他家开会时被捕。

在狱中，敌人劝杨殷归附国民党，毕竟杨殷是老同盟会会员，曾跟随孙中山推翻清王朝，

又刺杀郑汝成有功，若重归国民党队伍必有高官厚禄。在这一人生“关键节点”，杨殷不为

所动，坚守信仰，坚守党的规矩和纪律，保守党的秘密。8 月，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

贞被押赴刑场。临刑前，杨殷大义凛然、慷慨自若，笑对狱友言：“朝闻道，夕死可矣！”从

容就义。杨殷用生命书写了共产党人“对党忠诚、永不叛党”的誓言。

结 语

杨殷的一生，经历了国共两党的早期革命，又处在两党复杂矛盾交汇期，面临的考验多

发而严峻。尤其是在国民党占据主导地位的形势下，家庭富有、又是老同盟会会员的杨殷，

完全有条件选择躲避艰苦和风险，寻求安逸生活，并在国民党内谋取高位。然而，他却选择

了用生命捍卫信仰！透过杨殷人生五个“关键节点”的选择，让人更加感慨和敬佩他的家国

情怀！更加感慨他坚定信念、勇于担当、无私奉献、对党忠诚的崇高精神！

杨殷是一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干部。他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对于我们今日的

干部教育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领导干部要承续先烈的精神和遗志：传承好民族文化

精髓，修好家国情怀；追求真理、学好理论、坚定理想信念；站稳政治立场，顾全大局，勇

于担当；走好群众路线，为民谋利、乐于奉献；讲规矩、重原则、对党忠诚；始终做到“心

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为党的事业“忠诚、干净 、担当”；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无数人物消失在历史的云雾中，然而革命先烈的英灵却能穿越时空、划破云雾，如同闪

电般影响、触及我们的心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延续……这就是民族的根、党的魂！是永恒的

存在！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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