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杨殷烈士诞辰 10 1周年

刘利 亚 刘望新

中国人 民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在著名的 《为

人 民服务》中指 出 :“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

领导的八路军
、

新四军
,

是革命的队伍
。

我们这

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 民的
,

是彻底地为人

民的利益工作的
。 ”

杨殷 同志就是我们党的一

位完全为党
、

完全为人 民的优秀分子
。

杨殷同志出生和成长于一个小康之家
,

但

他从小 目睹 国弱 民穷的境况
,

青少年时期积极

接受进步思想
,

立志要 为挽救祖 国危亡而奋

斗
,

19 岁 的杨殷毅然加人 中国 同盟 会
,

追随孙

中山先生闹革命
。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后
,

给中国送来 了马克思主义
。

杨殷用功学习

马列的理论
,

在党组织的帮助 和教育下
,

思想

进步很快
,

于 1 923 年 1月光荣加人中 国共产党
。

为了集中精力搞好党的工作
,

他毅然辞去 了工

资优厚的广州市西关盐务稽核处师爷的职务 ;

为了全心全意致 力于搞好革命事业
,

他把失去

慈母的一双儿女委托亲朋代为抚养 ; 为了帮助

党组织解决活动经费异常 困难的问题
,

他把 自

己多年节俭下来 的工资积蓄
、

老家的 田地
、

房

屋以及夫人临终时交给 的遗物玉器
、

金手镯
、

金耳环
、

金戒指
、

金项链等变卖
,

将该款送给广

东党组织作经费
。

从入党那天起
,

杨殷就充分

体现 自己赤胆为公
,

公而忘私
,

忠诚党的事业

的革命精神
。

为了党和人民 的利益
,

杨殷敢于坚持革命

原则
,

坚决 同违犯党纪的行为作斗争
。

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杨殷担任两广区 委委员兼

两广区委监察委员
。

他严守职责
,

公正无私
,

对

那些败坏党风
,

违犯党纪的人决不姑息迁就
。

比如
,

陈公博是 中共
“

一大
”

代表
,

广东党组织

的创始人之一
,

但他公开宣传 错误思想
,

公开

赞成军阀陈炯 明分裂祖 国的
“

联省 自治
”

的错

误主张
,

且拒不承认错误
,

并擅 自离开党支部
,

私自到美国留学
。

党支部认为他无组织
、

无纪

律
,

通过开除他的党籍的决定
,

并写报告给中

共两广区委
,

区委同意支部的意见
。

后来
,

上级

2。 塑鲤乙丘
.

六东党免…

认为要复查
。

经过再查实后
,

杨殷认为区委和党

支部的意见是正确 的
,

他在汇报时说
: “

即使像

陈公博这样对创建广东党组织和宣传马列 主 义

做过有益工作的人
,

但近年犯 了擅 自跑到美国

去这样严重的错误
,

理应开除党籍
。 ”

最后
,

中央

同意了两广区委开除陈公博党籍的决定
。

杨殷

就是这样敢于坚持真理
,

坚持原则
,

始终把党和

人 民的利益摆在首位
。

杨殷完全为党和人 民的精神
,

还充分体现

在他对党交给的工作兢兢业业
,

任劳任怨
,

对党

的事业忠心耿耿
。

19 2 4年 3月
,

中共两广 区委派

杨殷等同志负责把广州工会统一起来
,

使他们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当时
,

广州工会林立
,

帮派观念严重
,

有些工会被资本家代理人
、

工

贼
、

流氓
、

封建会道门头子 所掌握
,

有些工会被

国 民党官僚政客所利用
。

要把工会统一组织起

来
,

任务十分艰 巨
。

但杨殷愉快接受党的任务
,

随即深人到工会基层
,

同各个工会领导人联系
,

然后因势利导
,

启发他们认识各个工会之间 团

结的重要性
,

劝他们要消除封建地域
、

行会观

念
,

要树立
“

天下工人一家亲
”

的思想
,

搞好各工

会的团 结
。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
,

决定正式

成立
“

广州工人代表会
” ,

许多工会选出代表
,

于

19 24 年劳动节正式召开广州工人代表会
,

会上
,

通过了二十多个开展工人运动的决议
。

此后
,

广

州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

19 24年 9月
,

英帝国主 义

在上海开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举行罢

工
。

中共两广区委派杨殷立即在广州
、

香港成立
“

罢工后援会
” ,

并作为
“

罢工后援会
”

的赴沪代

表
,

由广东到上海慰问罢工工人
。

杨殷到上海

后
,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老板妄图用金钱
、

丰厚

的礼物贿赂
、

收买他
。

但他不为财物所利诱
,

拒

受贿赂
。

老板见软的手法进攻无效
,

就改用硬攻

的卑鄙手法
,

收买亡命之徒阴谋杀害他
。

但他临

危不惧
,

勇斗群凶
,

又因 曾学过少林武术
,

故把

几个亡命之徒打得抱头 鼠窜
。

杨殷在激烈的生

死搏斗中头部被打伤
,

他仍然坚决支持上海工



人的革命斗争
,

一直到取得胜利
。

在省港大罢

工中
,

杨殷是重要 的领导和组织者
,

他夜 以

继 日
,

同其他领导一起讨论决定罢工 的组织
、

斗争策略等重要 问题 ; 他深人基层工会座谈
,

找工人积极分子谈话
,

厂
一

泛发动广大工人参

加 罢工运动
,

他组织和 带领工人纠察队
,

与

反动当局和地方恶霸等破坏罢 工运动 的力量

展开针锋相对 的斗争
; 为省港大罢工做出 了

突出的贡献
。

19 27 年 5月
,

杨殷兼任中共广东

省委肃清反革命委员 会主席
,

会址设在澳门
。

他不顾个人安危
,

常常化装秘密来往于广州
、

香港
、

澳 门
、

粤东等地
,

指导军事斗争和肃

清反革命分子 的工作
。

他还常派 自己年仅十

一
、

二 岁的女儿杨爱兰秘密来往于香港
、

澳

门等地
,

传送情报
。

他本人也常常携带情报
、

秘密文件
、

手枪 的夹层箱来往于澳门
、

香港

等地
。

杨殷 是广州起 义 的领导人之一
,

他和

周 文雍一起
,

发动工 人武装准备 参加战 斗 ;

他负责工人赤卫队 的训练工作
,

把赤卫队培

养成一支特别能战斗 的 工人武装队 伍 ; 起 义

枪声打响后
,

他亲率敢死队投人战斗 ; 他迅

速展开肃反工作
,

逮捕反动头子
,

巩固 和扩

大起 义战果
。

总之
,

不论是从事工人运动的

组织
,

还是领 导军事保卫和 情报工作
,

还是参

与广州起 义的领导
,

等等
,

杨殷总是全心全意
,

尽心尽责
,

一门心思搞好党 的工作
。

杨殷始终把党和人民 的利益摆在最 高位

置
,

为 了党和人 民
,

他不畏艰 险
,

不惧挫折
,

不

怕牺牲
,

直至献出 自己年轻的宝贵生命
。

1 9 27

年
,

国 民党反 动派在广州制造
“
四 一 五

”

大屠

杀
。

反动武装 曾到万福路杨殷住宅进行搜查
,

但杨殷早已化装成一个跋脚病人
,

从后窗跳到

街外
,

避过反动武装的检查
,

安全转移
。

但他考

虑到有些同志来不及 隐蔽撤走
,

便不顾个人安

危
,

又改穿工人衣服
,

埋伏 在长堤边 的
“

紫洞
”

艇中
,

与散落在各处 的同志秘密联系
,

帮助他

们转人地下工作或转移到香港
、

澳 门等地
。

在

广州 起 义中
,

起义 总指挥部鉴于敌强我弱
,

为

了保存革命 力量
,

决定革命武装撤 出广州
。

12

日夜里
,

教导团
、

警卫 团
、

赤卫队 的 主力从市区

撤出
。

但是
,

许多阵地的革命武装正与敌人打

得难解难分
,

没有接到撤退通知
。

杨殷认为
,

在

此关键时刻
,

自己 必须殿后
,

不能跟随大队 转

移
。

他率领部分武装掩护主力撤退
。

在强敌进

攻面前
,

杨殷率领未及撤退的革命武装 同敌人

纪念杨殷烈士诞辰 110 周年

展开流血搏斗
,

逐街争夺
。

当敌人从四面八方涌

人市 内时
,

他和几十个人被包围在革命政府内
,

他指挥武装在楼顶
、

门角
、

大门 口
,

坚持奋战
,

阻

击敌人
。

后 来考虑到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已经

胜利完成
,

他才和剩余 的同志们一起冲破敌人

重重包围
,

披星戴月
,

长途跋涉
,

奔赴农村
。

杨殷

这种临危不
`

嗅
,

镇静处险的精神
,

深受周 围同志

的称颂
。

广
一

州起义失败后
,

杨殷等广州起义的领

导人均受到处分 杨殷虽然不同意这种惩办主

义
,

但他不为个人 申辩
,

刘
一

个人的委屈荣辱不耿

耿于怀
,

仍像过去一样积极为党工作
。

他曾对 自

己的亲人说
: “

由于广州起义没有获得胜利
,

广

州 苏维埃政府被敌人破坏了
。

我受到撤职处分
`

但是
,

我对革命事业还是忠心耿耿的
,

今后仍像

过去那样积极工作
,

绝不垂头丧气
。 ”

他鼓励同

志们要
“

更努力为准备我们的力量
,

为死难的工

友
、

农友
、

士兵报仇
,

为先烈遗 留给我们 的苏维

埃而奋斗 !
”

他是这样说的
,

更是这样做的
。

广州

起 义后
,

杨殷率领少数同志转移到农村
。

后来又

到海陆丰
,

同彭湃等领导一起共同战斗
,

巩固与

发展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

大力开展东江各县的

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运动
。

海陆丰革命政权失

败后
,

他又按照党组织的 安排
,

先后到香港
、

山

东
、

安徽
、

上海等地工作
,

分秒不停地为党和人

民的事业奋斗
。

19 29 年 8月 2 4 日下午 4 时
,

杨殷和彭湃等负

责人在上海法租界沪西 区新闸路经远里十二号

二楼开会
,

由于叛徒告密
,

被敌人逮捕
。

杨殷被

捕人狱后
,

国民党反动派深知他是中国共产党

的重要干部
,

对他先采取高官厚禄利诱
,

继而又

采取威逼手段
,

施 以严刑拷打
,

但他坚贞不屈
,

大义凛然
,

拒不泄露党的机密
,

保持共产党人的

崇高革命气节
。

8月 3 0 日
,

蒋介石亲 自下令枪杀

杨殷等同志
。

临刑前
,

杨殷态度从容
,

慷慨 自若
,

笑着对狱中难友说
: “

朝闻道
,

夕死可矣 !
”

表现

了一位共产主义 先驱者不怕牺牲
、

视死如归 的

崇高革命气节
。

杨殷牺牲后
,

没有留下金钱
、

房

屋
、

土地等遗产
,

他遗留下来的 只是一股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

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
,

我们纪念杨殷这位

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
,

就是要学习 他完全为党
、

完全为人民 的革命精神
,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

大旗帜
,

坚决实践江泽民 总书记
“

三个代表
”

的

重要思想
,

全心全意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
,

用实际行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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