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先驱 精神永存——学习和弘扬杨殷革命精神

□黄振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 7 月 21 日前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 90 周年主题展览”时指出：“我们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新的起点上

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他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又指出 ：“弘扬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并强调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

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今天，我们纪念革命先烈杨殷，学习杨殷的革命精神，就是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的重要举措，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具体体现。

杨殷是中共历史上一位著名的革命先烈。他 19 岁就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25 岁

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处副官兼孙中山侍卫队副官，35 岁担任中共中央临时南方局委员

和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工委书记，36 岁参加中共六大会议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

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候补委员并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杨殷于 2009 年 9 月被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等 11 个部门联合评选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

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由此可看出杨殷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本人在 60 多年前读小学的时候，看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

名著是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在索契写成的。2014 年 2 月

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在俄国索契举行的冬奥会时，于 7 日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他在

回答主持人提问时说：“我年轻时多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奥斯特洛夫斯

基就是在索契完成了这部著作。”在这部小说中有一句名言使我终生难忘：“人生最美好的就

是在你停止生存时还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类服务。”

那么，杨殷在“停止生存时”、在牺牲以后，还能以他所创造的什么为人类服务呢？那

就是他所参与开创的革命事业和他的革命精神。我们今天纪念他，就是为了学习和弘扬他的

革命精神。杨殷有什么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呢？我的体会主要是：一是追求真理、忧国

忧民的精神；二是勇立潮头、敢于担当的精神；三是坚定信念、勇于献身的精神；等等。

追求真理、忧国忧民的精神是杨殷人生的一大亮点。20 世纪初叶，杨殷是一位血气方

刚的青年。他曾追随其同乡孙中山投身辛亥革命，辗转于广州、澳门、香港、苏州、杭州、

上海之间，为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制，作出自己的努力。

由于他在革命中表现突出，博得了孙中山的高度信任，因而身居大元帅府参军处要职。尽管

他身居要职，有优厚的生活待遇，但他并没有放弃对自己理想的追求，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

道路。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杨殷于 1922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实现自己理想

的正确定位。这促使他从封建专制思想向社会主义思想转变。这是他人生道路上一次质的飞

跃。正是这一飞跃，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杨殷

这种为民族解放，不懈探索人生真谛、寻求革命真理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的。

勇立潮头、敢于担当的精神是杨殷的高贵品质。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杨殷就参加

了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参加了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孙中山维护《中华民

国临时约法》的运动）。杨殷加入共产党后，就投身工人运动，先后在广州、香港等地发动

工人群众，组织工会，领导工人开展政治和经济斗争。由于他在工人运动中表现出色，所以

在中共四大会议上，由他介绍广东工人运动的情况。1925 年他参与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

工。曾被中共中央称赞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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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杨殷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军委委员、广东省

委常委兼工委书记，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右派集团的斗争中。为了挽救革命，1927 年 12 月，

杨殷参与策划广州起义，负责参谋团工作，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被中

共中央称为“广州暴动的领导者之一”。在杨殷的一生中，他不论是在参加辛亥革命，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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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不论是参加领导工人运动，还是参与领导城乡武装斗争，都始终站

在斗争前线，勇于担负起党组织交给的重任。这种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坚定信念、勇于献身的精神是杨殷的最高境界。杨殷在入党之前，就经历了新文化运动

的洗礼，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入党后，他经过革命斗争实践的磨炼，坚定了马克思主义

的信念，为实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作出了不懈努力。比如在广州起义失败后，

他并没有灰心丧气，继续参与筹划农村武装斗争。中共六大后，他以中央军事部部长的身份，

赴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指导农村游击战争。在敌人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杨殷之所以

不畏艰险，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正是因为他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才有这种大无畏

的政治定力。这说明信仰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一个共产党员，无论是在哪一个年龄段，无

论是在哪一个历史时期，无论是在哪一种环境下，都应该兑现入党誓词中的庄严承诺。虽然

不同时期的入党誓词有所变化，但是，对党忠诚、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是不能变的。这

一点，杨殷做到了。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每个人的一生，未必都能做出惊天

动地的事业，但应该具有“春蚕精神”，即奉献精神。杨殷不仅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而

且也具有“春蚕精神”，最后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事业。

最后，还是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一段名言做本文的结尾吧：“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终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这世

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杨殷正是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为人类

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

杨殷的革命精神永驻人间！

（作者系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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