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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章甫——广东工人运动优秀领袖

杨章甫（1894—1977），字士端、林祥，化名文磊庵，广东省香山县北山村

（今为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人。1922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广东地

区最早的 32名党员之一，1923年 5 月任广州团地委十二支部负责人，1924 年任

粤汉铁路局编辑主任和中共粤汉铁路支部书记，1925 年 6 月任粤汉铁路总工会

党支部领导工作。1977年 12 月 8 日病逝于香港。

杨章甫为家中长子，少时家境优裕，自幼因其父受雇于福州玉山茶庄便随父

到福州。十五岁时，因杨训秩生意失利，他又随父从福州回到北山村，就读于当

地的恭常都学堂。

同学之中有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早传播先驱的杨匏安。虽然杨章甫论辈分

是杨匏安的族叔，但年龄上只年长杨匏安两岁，所以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此后，

他们一起到广州广雅书院继续学习。毕业后，两人都进入到恭常都学堂教学，一

起揭露了校长刘希明贪污的事实。这层深厚的友谊为杨章甫以后走上共产主义道

路做好了铺垫。

揭露刘希明贪污后，他们都被刘报复打击，杨匏安还一度入狱。走投无路之

际，两人只能出国求生。1916 年，他与杨匏安、吴为汉一同远赴日本留学。初

到日本横滨，两人本打算投奔吴为汉的姐夫，不料却被视作“图谋不轨”的“监

犯”而遭拒绝。两人举目无亲，只好向中华会馆求助。后来得到康有为亲属的帮

助，寄居其邻家的小阁楼。他们俩平时靠打零工糊口，常受断炊之苦，更无钱交

纳房租，一听到楼梯响声，便以为是房东来逼租。后来杨匏安曾用“避债怕闻梯

得得”的诗句，生动地将那时的窘境刻画出来。

由于缺乏资金，两人都无法入学，只能整日泡在图书馆中，学习日文。有时，

杨章甫和杨匏安便靠翻译赚得一部分生计。

渡洋未久，杨章甫的父亲病危，他遂急返国内。父亲去世后，由于家中人口

浩繁，身为长子的杨章甫只好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他随后在澳门设立了“羼

提寄庐”，靠教授富家子弟维生。社会的黑暗和生活的重担使杨章甫意志消沉，

心情郁闷，找不到出路的他甚至一度皈依佛门。在亲友的苦劝下，他才勉强还俗。

正在此时，杨匏安得知杨章甫的困境，向他伸出了援手，介绍他到广州培正中学

和华英中学任教。杨章甫于是结束了“羼提寄庐”，搬到广州与杨匏安同住在广

州司后街（今越华路）杨家祠，由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杨章甫回国以后，先后

在广州和澳门从事教学工作，并为《广东中华新报》和《东方杂志》写稿。不久，

杨匏安又推荐他在粤汉铁路广州分局任编辑，杨匏安任编辑主任。在此期间，他

逐渐确立了马列主义信仰，并投入到马列主义的宣传工作中。

1920 年底，陈独秀在广州机关、学校演讲，因陈独秀不懂粤语，故由杨章

甫担任翻译。这是他第一次与马列主义大师直接接触，他感触颇深。

1921 年 1 月，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开始对广东的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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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组织进行改造。在陈独秀的主张下，省府批准成立广东“宣传员养成所”和“注

音字母教导团”。广东宣讲员养成所和注音字母教导团设在高第街（今群众路）

素波巷，杨章甫被聘为教员。杨章甫在养成所和注音字母教导团除了教授国语常

识、社会科学、三民主义之外，还积极传播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通过这两个

机构，杨章甫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了革命宣传，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培养了

一批未来的广东革命人才。在他的影响和介绍下，杨殷、杨青山等先后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1921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1921年 8 月，

中共广东区委也随后成立。杨章甫于 1922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最早

的 32 名党员之一。在区委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党的会议常常在杨章甫、杨匏

安所居的杨家祠召开，使这里一度成为广东党组织的活动中心。由于杨章甫在党

组织活动中的突出表现，他参加了中共三大的组织和筹备工作，1923年 6 月 12
日至 20日又作为广东省非正式代表列席参加了中共三大会议。

杨章甫积极参与团组织的组建工作，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1922年 3 月 14
日，在广州东园召开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大会，公开建立了全省统一

的青年团组织。杨章甫成为广东团组织的最早成员之一。1923年 5月 13 日，在

广东党组织的支持下，广东团组织在阮啸仙主持下召开会议，产生了广东社会主

义青年团临时区委，杨章甫被选为区委委员，同时担任广州团地委十二支部的负

责人。经过团临时区委的深入宣传与组织，至 1923年 6 月初，各地团支部、小

组已建立了 20多个。广州、海丰、香港等三个团地方委员会也先后成立。1923
年 10 月临时区委在广州召开了团广东区首届代表大会，标志着广东团组织的建

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924 年国民党一大以后，为了进行国共合作，上级党组织希望铁路工会的

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时任粤汉铁路党支部书记的

杨章甫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筹建粤汉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这个党部有 3000多

国民党员（其中有几十个共产党员），杨章甫兼任国民党党部书记长，直属国民

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领导。1925年 10 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广东全省代表大会，

决定在会上成立省党部，杨章甫成为十二名筹备委员之一。他与其他六名进入筹

委会的共产党员一起合作，撤换其中国民党右派派进来的地主豪绅和反动分子，

确保了革命力量的优势地位。

杨章甫积极投入到党的工人运动中。1921年 10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州

分部成立。杨章甫就任文书部主任。1922 年，杨章甫与杨殷、杨匏安、罗绮园

等到兵工厂，在工人中串联了郑沃、罗珠、陈日长等，提高他们的觉悟。次年，

陈日长，罗珠等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秘密组织了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十人

团”。此后，他利用粤汉铁路分局编辑的有利身份，与杨匏安、杨殷和潘兆鉴等

广泛地深入到广三、广九和粤汉铁路工人中，了解工人需求，积极宣传马列主义，

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组织工人进行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斗争。经过杨章甫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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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铁路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大部分斗争都取得胜利。很快粤汉、广三、广九铁

路工人中就相继建立了党组织。1924 年，由于改造国民党的需要，杨匏安出任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便由杨章甫接任粤汉铁路局编辑主任和中共粤汉铁路支

部书记，全面主持铁路工运工作。杨章甫因此成为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核心，被

誉为广东革命“三杨”（杨匏安、杨章甫、杨殷）之一。

1924 年，杨章甫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斗争。当时粤汉铁路已由商办改为官

办。粤汉铁路每天收入 1万多元，绝大部分被滇军把持的官府提取了，只有小部

分资金给铁路部门作修理费或燃料费，由于铁路收入资金上缴，工人有时只领得

半个月工资，有时工资无着落，一连三四个月都领不到，工人苦不堪言。在杨章

甫为书记的党支部领导下，以“十人团”为核心，团结机务、乘务工人以怠工形

式作斗争，他们并齐集到铁路管理部门的办公楼上，要求发工资。慑于工人浩大

的声威，铁路当局答应发还积压拖欠的工资，从而工人收入有了保障，生活得到

初步改善。

1924年 5、6 月间，滇军强拉了一个铁路工人梁强做挑夫。铁路工人为此个

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强烈要求开展斗争。铁路党支部因势利导，组织粤汉工

人群集铁路局前，强烈要求铁路局负责人陈兴汉释放梁强。滇军总司令杨希闵被

迫下令将被捕的梁强释放。斗争的胜利让工人们欢天喜地，并从此认识了工人团

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此后，杨章甫又组织广三、广九铁路工人进行罢工，进一

步壮大了工人运动的声势。1925 年 3 月，在党的领导及工人一致拥护下，粤汉

铁路临时总工会成立，铁路工人运动有了领导中心。1925 年 6 月，粤汉铁路职

工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宣告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中共广东区委为了加强

对铁路工会的领导，指派杨章甫担任工会党支部的领导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党

在粤汉铁路工会中成立了一支工人纠察大队，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此后，广

三、广九铁路相继建立了铁路工会。铁路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大大地为北伐战争

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支援。

但是好景不长，1927 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掀起“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革命形势逆转直下，广东地区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杨章甫为了逃避

右派的捕杀，在杨殷的帮助下，化妆成黄疸肝炎病人乘坐青布小轿逃到澳门。在

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他仍然遵照党的指示，在澳门建立联络站，收容一批逃亡的

革命同志，并组织他们印刷进步的《红旗周刊》和《农工小报》。广州起义爆发

后，杨章甫又从澳门返穗参加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不得不潜伏到香港继续从事

革命工作。1929至 1930年间，他又回到中山，化名为文磊庵，在三乡桥头学校

和桂山学校任教。在三乡他与杨青山、杨士曼和潘兆鉴组成一个党支部，由潘兆

鉴任支书，坚持开展地下活动，直到 1938 年 8月潘兆鉴英勇牺牲后，他与党组

织失去了联系，无奈之下又返回香港，靠给富家子弟当家庭教师维生。1977 年

12月 8 日，杨章甫病逝于香港，享年 8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