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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壮大中山九区党组织的骨干

徐云（1915—1985），原名钮昭，又名钮大华，壮族，出生于广西南宁，祖

籍浙江乌程。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 6 月任中共中山县九区区委宣传

委员，1938年 9 月任中共中山县委宣传部长，1945 年 7 月任珠江纵队南三独立

大队教导员，1948 年以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新

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秘书

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秘书长）、政协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

幼年时，徐云靠父母贩运、养蚕维持生活。迫于生计，高小未毕业就到南宁

一家石印作坊当学徒。在此期间，他一边干活，一边自学英语，利用干活之便阅

读进步书籍，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接触到了进步工人和知识青年，逐渐产生了革

命思想。

1929年和 1930年，红七军、红八军先后在百色、龙州发动武装起义，他积

极响应，在南宁为地下党印发传单。后来，广西国民党当局在南宁大肆搜捕共产

党人，他被迫改名换姓，从广州转赴香港。后考入香港新闻学院学习，以半工半

读的方式完成学业，曾在聚英、大同中学担任语文和英语教师。当时的国民党政

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和华北的种种侵略暴行，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策

略，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爱国志士和爱国团体包括中国共产党纷纷要求停

止内战，一致抗日。徐云以“金果”为笔名在省、港报刊上发表进步文章，敦促

政府抗击日寇的侵略。他积极参加香港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的文章和爱国

活动受到当时中共香港负责人吴有恒的密切关注，经过与钮昭的多次交往，他得

到了吴有恒的信任，于 1936年参加了中共党组织的地下工作，负责香港最大的

产业工会——汽车摩托车工会的秘书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 年下半年，驻香港的广东省特委组织为了巩固和扩大中山九区的斗争

成果，派遣徐云到中山九区浮圩，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对九区的党组织进行重新

组织和领导。从此，九区的党组织又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1937 年 8 月，中

共中山县委成立，1938 年 9 月，徐云任中共中山县委宣传部长，负责县委刊物

《别动队》半月刊工作。《别动队》以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全面抗战”

为宗旨，提出“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团结抗日、保卫大中山”等口号。在第二

期的专文《中山的危机与我们当前的任务》中告诫民众：“寇急了，祸深了！敌

人的炸弹、血刃已加在我们头上”，号召“一百万中山同胞起来，为保卫乡土、

保卫国家民族而斗争！”这份刊物深受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学生的欢迎，

人们争相传阅，越来越多的人正是通过这份刊物使自己的思想发生转变，逐渐向

党靠拢。

1939 年底，中山县中心县委派徐云到九区开办党训班，加强党对群众组织

的领导。徐云不负所托，发展了多个新分会和正副会长，有大滘口分会的何洪坤、

梁开枝，兆丰分会的吴梓硕、黄志军，北头分会的黎生、钱二，文明分会的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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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梁连胜，螺丝滘分会的吴炳垣、陈桂芳，滘心分会的梁文枝、梁伯添，将军

分会的吴有全、梁垣胜，六百六分会的郭东胜、梁苏拉，新地门埒分会的冯潮银、

郭铨又，新地高桥头分会的陈祥九，孖沙分会的黄带有、黄用枝，孖沙七娘庙分

会的梁万胜、曾庆。当时参加九区党训班的人有：吴奀和、吴敬和、吴瑶珍、谢

丽群、卢添有、梁林胜、罗润根等 18 人，从而为中共的武装部队——珠江纵队

的成立打下了良好的骨干基础。1945 年 7 月，徐云任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教

导员。解放战争爆发后，徐云调入华北战场，在烟台加入第三野战军，曾入华北

高级党校学习。1948 年以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秘

书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秘书长）。

1959 年，徐云因“对反地方主义持消极态度”而被降职到海南，先后担任

中共文昌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冶金工业部海南钢铁公司总经理和中共海南铁矿党

委书记、冶金工业部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院长和钢铁研究院院长等职。

1978 年，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亲自过问下，徐云获得“平反、解

放”，并担任广东省政协秘书长。1985 年 11月 18日，徐云在广东去世，享年 70
岁。他为官清廉，留给家人的只有一屋子的书。广东省政协为沉痛悼念徐云，准

备了一个 600 人参加的大型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果从全国各地来了 1500多人，

许多干部和群众不请自到。

徐云终身致力于革命、长期密切联系群众，为中山等地的抗日斗争和人民解

放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不畏苛政，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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