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1年春，国民党反动派趁红

二军团主力南征之机，对洪湖苏区

展开第二次大规模“围剿”，担任湘

鄂西特委书记和联县苏维埃政府

主席的周逸群，领导苏区人民同敌

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3 月，

夏曦作为中央“左”倾路线的代表

到达洪湖，对以周逸群为首的湘鄂

西特委采取怀疑、指责的态度，全

盘否定他们的工作。25日，夏曦在

下车湾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自己

担任分局书记，撤销了湘鄂西特委

及周逸群特委书记职务。但夏曦

心中十分清楚，以周逸群在洪湖苏

区的威信，没有职务安排是说不过

去的。恰好此时江南的洞庭湖区

正在建立党的组织，夏曦便派周逸

群以巡视员的身份去那里工作。

段德昌等人对夏曦这一做法意见

很大，但周逸群以大局为重，一方

面自己忍气吞声，另一方面又说服

段德昌等人积极配合夏曦的工

作。一天深夜，周逸群乘着一只乌

篷船，破着洪湖上的滚滚波浪，离

开了湘鄂西苏区中心瞿家湾，直奔

长江之南的洞庭湖。

与此同时，夏曦派段玉林和马

武也来到洞庭湖区，监视周逸群的

行动。段玉林被周逸群的大局观

念所感动，积极配合他的工作。就

在周逸群等人开创和发展洞庭特

区之际，夏曦又担心洞庭特区壮大

以后，自己控制不了局势，于是给

周逸群写信，指责他开辟洞庭特区

是分散兵力，是逃离洪湖的“右倾

逃跑主义”，并责令周逸群速回瞿

家湾汇报“南巡”工作情况。同时，

夏曦还派宋盘铭来到洞庭湖区，准

备用他取代周逸群。周逸群虽然

心中激愤，但仍然平静地说：“我马

上组织开一个会，然后就回江北。”

宋盘铭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但宋

盘铭认为，周逸群开辟洞庭特区的

做法是正确的，并建议周逸群不必

往返江北浪费时间。随后，两人联

合给夏曦写信，报告了洞庭特区的

情况。但夏曦不顾大家反对，执意

要周逸群回江北汇报工作。

1931年5月20日下午，周逸群

乘船从磨盘洲出发，准备返回江

北。战友们不放心，派一个班的战

士护送。周逸群一行扯起船帆，直

奔洞庭湖东岸，到达君山许市贾家

凉亭下白屋场附近，突然遭到埋伏

在此的当地团防武装袭击。最终因

寡不敌众，周逸群倒在血泊之中。

几天以后，周逸群牺牲的噩耗

传至洪湖瞿家湾，湘鄂西中央分局

立即中断正在召开的扩大会议，为

周逸群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为纪

念周逸群，湘鄂西中央分局作出决

定，将周老嘴的列宁小学改为逸群

小学，瞿家湾红色书店改为逸群书

店，湘鄂西军事学校改为逸群军政

学校。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萧克将

军称周逸群为“革命的英雄，党的

楷模”。

周逸群：
革命的英雄 党的楷模

1916 年的一天，长沙城内发生

革命党人攻打“将军府”和警察署的

事件。由于寡不敌众，100多名革命

党人被捕或牺牲。第二天，长沙街

道上到处悬挂着革命党人的头颅。

正在长郡中学读书的郭亮看到这一

切，满怀激愤地写下这样一首诗：

湘水汤汤不尽流，

多少血泪多少仇。

雪耻需倾洞庭水，

爱国岂能怕挂头！

这一年，郭亮只有16岁。

1921 年底，郭亮由毛泽东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分管工人

运动，后来担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

总干事，同时兼任中共湖南省委委

员、工农部部长，成为著名的工人运

动领袖。由于郭亮在长沙地区乃至

湖南全省工农中有很高的声望，国

民党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除

掉他。

1928年1月，郭亮被任命为中共

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特委机关设在

岳阳。此时，大革命已经失败，国民

党反动派对革命者实施血腥屠杀。

在白色恐怖面前，郭亮毫无畏惧，他

在临近洞庭湖的翰林街租了几间房

子，以开煤栈作掩护，继续发动工农

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由于他的努力

工作，湘鄂赣三省边界的党组织在

较短的时间里得到恢复和发展。

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告密，3 月

28 日凌晨，郭亮在翰林街的煤栈里

被捕，随即被押到长沙，关进“铲共

法院”。当天晚上，敌人对郭亮进行

秘密审讯。一位法官问：“你是郭亮

吗？”郭亮轻蔑地哼了一声，说：“废

话！你们不认得全省总工会的委员

长了吗？我就是郭亮，要杀就杀，何

必多问！”一个“铲共委员”说：“郭亮

先生，只要你把你们那些共产党人

全找回来，我保你仍然身居高位！”

郭亮说：“你这是商场吗？我们共产

党人把你们那种‘高位’视如粪土！

要问共产党吗？开眼尽是共产党

人，闭眼没有一个！”

反动派的审讯一无所获，反而

自取其辱。他们要杀郭亮，但不敢

公审，不敢当众宣判，又不敢在监狱

久押。第二天凌晨，敌人偷偷把郭

亮从后门押出，杀害于司门口。天

亮以后，长沙司门口的电杆上挂起

了郭亮的头颅。此时距离郭亮在岳

阳被捕只有一天时间！这一年，郭

亮28岁。

凶残的敌人把郭亮的头颅挂在

司门口示众三天三晚，后来又移到

他的老家铜官镇东山寺戏台示众。

远在上海的鲁迅听到这一消息，愤

然发表《铲共大观》一文，其中写道：

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

郭亮用他短暂而壮烈的一生，

印证了他入党时的铮铮誓言：有的

人入党，只是献出一张空嘴皮，我郭

亮甘愿为党献头颅！

郭亮：
爱国岂能怕挂头

1922 年 1 月，北洋军阀在湖南

的代理人赵恒惕杀害湖南劳工会领

袖黄爱、庞人铨，制造了“黄庞惨

案”，引起湖南工人群众和各界人士

的极大愤怒。15岁的向钧正在长沙

岳云中学读书，是学生运动的骨

干。他了解到，“黄庞惨案”的发生，

与自己的表姑父、省财政厅长兼华

实公司总经理黄藻奇及纱厂厂长彭

海清有直接关系，是他们用 5 万元

贿赂赵恒惕派军队将黄爱、庞人铨

抓捕杀害的。然而，他义无反顾地

投入与黄藻奇一伙的斗争。家里人

劝阻向钧说，得罪了黄藻奇，会给全

家带来祸患。向钧满腔义愤地说：

“黄藻奇这样的亲戚，我们宁愿不

要！”他还开导家里人：“革命不能怕

死，怕死不能革命。家庭与个人的

事都是小事，革命才是大事！”他毅

然带领同学和革命群众，来到黄藻

奇、彭海清的公馆，乘其不备，挖破

围墙，把黄藻奇、彭海清抓了出来，

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1923 年 4 月，向钧加入中国共

产党，不久担任岳云中学党支部书

记。在长沙人民参加的一系列反对

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向钧都是积极

的参与者和组织者。

1926 年 9 月，中共湖南省委派

向钧到衡山开展工作。他到衡山

后，着重抓好党的思想建设，举办党

员训练班，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建立

了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并当

选为书记。为了在城镇乡村广泛建

立党的组织，向钧经常到农村去开

展工作，到1927年春，全县党支部由

3 个发展到 52 个，党员人数由 10 多

人发展到1200多人。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湖南省

委改组，向钧任省委组织部长，后

又担任农民部长等职。他先后到

株洲、湘西、邵阳等地组织发动武

装起义。1927 年冬，白色恐怖越来

越严重，向钧的母亲非常担心儿子

的安全，冒着严寒从平江来到长

沙，找到向钧说：“我和你父亲都老

了，你还是同我回家吧!”向钧却回

答说：“我虽然想念父母，想念家

人，但眼见千千万万人民在这水深

火热中挣扎，我不忍袖手不顾啊！”

母亲被儿子说服了，含着泪返回了

家乡。可是就在同母亲话别后的

第二天下午，向钧在长沙参加党的

秘密会议时，由于叛徒告密，不幸

被捕。

1928 年 1 月 24 日，向钧戴着沉

重的镣铐走上刑场，他用最后的力

量高呼：“革命必胜，反革命必败！”

凶狠的刽子手用刺刀戳破他的嘴

唇，他仍拼命高呼“共产党万岁”，英

勇就义，年仅22岁。

1950 年 4 月 19 日，毛泽东在给

向钧叔父向明卿的信中高度赞扬向

钧同志“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

陈毅安：
为革命奔走 素著功绩

向钧:
忠实能干的同志

1905 年，陈毅安出生于湘阴县金

龙镇。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

曾参加秋收起义，投身井冈山斗争。

他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在黄洋界更

是一战成名。

谈起恋爱，陈毅安也是轰轰烈

烈。1923年暑假，在湖南省甲种工业

学校就读的陈毅安，遇见稻田女子师

范的学生李志强，两人一见钟情，很

快陷入深深的热恋。然而，乱世佳

人，聚少离多。在分别的日子里，书

信成为两位年轻人诉说衷肠的爱情

纽带。

1926年，陈毅安考入黄埔军校。

李志强舍不得爱人流血牺牲，她给陈

毅安写了一封信，希望陈毅安毕业后

去当教员，而不要上前线打仗。陈毅

安给李志强回信：

六妹爱鉴：
……我上次同你说，爱情固然是

要好，但不能成为痴情，换句话说，就

是不要牺牲一切专来讲爱情……最

可笑的就是我去学炮科，你恐怕我去

打仗而死了，没有什么价值；你又说

你毕业后出来当教员，把一些青年子

弟要教成爱国化，来为国家流血。你

不愿你的爱人流血，而要别人去流

血，真是笑话了。你的学生将来他没

有爱人吗？父母吗？兄弟吗？他不

是中国人吗？他就应该去血战吗？

假若他的爱人死死地不要他去流血，

那中国就无可救药了。

在这封信里，陈毅安居然对李志

强说，他又同别人发生恋爱了！陈毅

安把列宁主义当作自己的恋人，就是

要把这种信仰当作他一生的伴侣去

追求。

1927 年 9 月，陈毅安参加秋收起

义后随部队挺进井冈山。在紧张的

战地生活中，陈毅安也不忘同恋人分

享自己的快乐，倾诉自己的相思。

志强：
好久没有同你通信了，不知你的

近况如何？挂念的很……我现在将

我的近况略略地告诉你：我天天跑

路，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

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

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决不

受任何人的压迫。但最忧闷、最挂

心、最不安适的，就是不能单独同你

坐在一起，而且信都很难同你通了。

这是何等的痛苦啊！……

这是陈毅安写给李志强的第 54

封家书。

1931 年 3 月，李志强再次接到陈

毅安的来信。信封上那熟悉的字

体，让她欣喜若狂。但是当她拆开

信后，里面只有两张空白的信纸。

此时，李志强突然记起陈毅安参加

革命时同她的约定：“如果我哪天牺

牲了，就会托人给你寄一封不写任

何字的信去，你见了这封信，就不要

再挂念我了！”

李志强看着眼前的“无字书”，顿

时五脏俱焚，泪如雨下。“这不是真

的！”她怎么也不能相信自己深爱的

人已经牺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

志强不停地多方打听，痴痴地等待着

陈毅安的归来。

1937 年 9 月，李志强带着一丝希

望，给延安八路军总部写信询问丈夫

的情况。不久，她收到八路军副总指

挥彭德怀的亲笔回信：

志强先生台鉴：

毅安同志为革命奔走，素著功

绩，不幸在一九三○年已阵亡，为民

族解放中一大损失。

当日寇大举进攻，民族危机日益

严重的今日，只有继续毅安烈士精

神，坚决奋斗，完成其未竟的遗志。

尚望珍重。

直到此时，李志强才不得不相

信，那封无字家书，正是毅安牺牲之

前写好信封，交给可靠的同志寄出来

的！

1930 年 8 月 7 日凌晨，红三军团

第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长沙战役前

敌总指挥陈毅安，在战斗中腰部中

弹，壮烈牺牲，年仅25岁。

1951 年，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首

批革命烈士家属光荣纪念证，陈毅安

的证书为第九号，由此，他也被称作

共和国第九烈士。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

湘鄂赣红军游击武装统一编为新

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于 1938 年 2

月 3 日从平江加义出发，开赴皖南

抗日前线。部队开拔后，为做好地

方工作，新四军军部决定在加义设

立留守处。中共湘鄂赣特委和新

四军平江留守处一起办公。在涂

正坤、罗梓铭、曾金声、黄耀南等同

志领导下，特委和留守处 20 多人，

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方针，广泛发动

群众，壮大统一战线，开展拥军优

属，组织敌后武装，改善群众生活，

做了大量工作。

就在大家为抗日救亡日夜奔忙

时，反共顽固派却不断制造摩擦，蓄

意挑起事端，其代表就是驻平江的

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长官杨

森。他们训练反动特工，秘密调查

共产党组织情况，诬蔑新四军为土

匪，在群众中散布谣言，制造反革命

舆论，甚至公然枪杀革命志士。对

此，特委和留守处的同志同他们进

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从团

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在一些非原则

性问题上，党组织也作了适当让步，

如同意按杨森的要求，将留守处改

为通讯处，并从加义搬到平江县城

办公等。

然而，就在通讯处主任黄耀南

带人进城察看搬家的房子时，杨森

按照国民党高层的授意，决定对通

讯处痛下杀手。根据杨森的部署，

解决通讯处的行动由九十二军军

长李仙洲负责指挥，特务营营长何

学植具体执行。1939 年 6 月 12 日，

一 场 精 心 谋 划 的 罪 恶 行 动 开 始

了。下午 3 时，已由特委书记改任

江西省委副书记的涂正坤正在通

讯处的房间里和几位来访的群众

谈话。突然，第二十七集团军特务

营中尉侦查员张绍奇急匆匆地走

进来，通知他到乡公所去商量有关

抗日的紧急事宜。涂正坤不知是

计，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告辞在座

的群众，走出通讯处的大门，直奔

乡公所方向。刚走出 30 多步远，

张绍奇从背后偷偷溜走，埋伏在一

侧的国民党士兵孙家慧掏出快枪，

对准涂正坤射击。涂正坤不幸中

弹，这时他才知道自己中了敌人的

埋伏。即将倒下的涂正坤竭尽全

力高呼：不准破坏抗战团结！声音

未落，壮烈牺牲。

枪响之后，张绍奇假意高喊“有

匪”，埋伏在四周的便衣特务一齐冲

到街上，大喊大叫，制造混乱，其中

一伙借机冲进通讯处，将江西省委

组织部长曾金声，以及湘鄂赣特委

书记罗梓铭、秘书长吴渊、军需吴贺

泉、妇女干事赵绿吟等全部扣押。

走出通讯处大门，吴渊为了把敌人

制造摩擦的事实告诉群众，高声喊

道：“我要控告你们破坏团结抗战的

罪行！”没等喊完，慌乱的敌人就把

他枪杀了。当晚，敌人又对罗梓铭、

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进行了残酷

审讯，企图搞到共产党的组织情况

和党员名单。然而，4 位共产党员

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半点秘密，反而

将这帮屠杀抗日战士的民族败类痛

骂了一番。深夜 12 点，敌人将 4 人

押至加义镇旁边的虎形岭，推入一

个数丈深的淘金废井，连开数枪后

予以活埋。

在县城办事的通讯处主任黄

耀南因听到风声，及时撤离，幸免

于难。

平江惨案发生后，新四军平江

通讯处于 6 月 15 日向全国发出《快

邮代电》，揭露了敌人的暴行。国民

党顽固派先是拼命掩盖真相，继而

栽赃诬蔑，企图推卸罪责。然而，纸

终究包不住火。中共中央得知消息

后高度关注，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亲

自领导下，围绕查明真相、严惩罪

犯，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斗

争。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

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被害烈士大

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用国法制裁

反动分子》的演说。

与此同时，中共湘鄂赣特委迅

速恢复，平江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擦干眼泪，吸取教训，振作精

神，重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艰苦斗

争中。

平江惨案六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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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信仰是什么?红军战士怎么样？行走在革命先辈们曾经浴血奋斗过的土地上，答案就在这些荡气回肠、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里。“爱国岂能怕挂头”的郭

亮；寄出“无字书”的陈毅安;“初心不改奋斗终身”的毛简青;“牺牲换人间幸福”的胡筠……岳阳这片红色沃土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政治坚定、忠于事业、担当为民、德被后世的英

雄模范。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固本培元才能行之久远。战争虽已远去，但这段历史不能忘却。今天，我们重读一封封红色家书，重温一个个红色故事，总是给人以震撼心

灵的精神力量。我们追忆英烈人生、学习英烈事迹、弘扬英烈精神，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沿着革命先辈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奋勇前进，共同书写新时代的壮丽篇章。

陈毅安（1905-1930）

向 钧（1906—1928）
郭 亮（1901-1928） 周逸群（1896—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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