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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琼侨英烈陈琴：海外奋起 故土浴血

“党的骆驼”黄文杰：无限忠诚的战士

马登云：
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黄文杰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大坪镇
上大塘村，一座“三堂二横”泥砖瓦
结构的房子依山傍河而建。这座
始建于清朝的房屋，是革命烈士黄
文杰的故居。

不久前，大坪中心小学的一群
少先队员在这里上了一堂特殊的
课。隔着数十年的光阴，革命先辈
为家国、民族舍生忘死的身影跃然
眼前。

1902 年 10 月 6 日，黄文杰出
生于广东省兴宁县大坪区（今广东
省兴宁市大坪镇）的一个贫苦农民
家庭。中学期间他曾多次带领同
学走上街头查禁日货、宣传爱国思
想，是学校中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
积极分子。此后，他以优秀成绩被
黄埔军校录取，并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经由军校中共组织推荐到莫斯
科中山大学就读。因成绩优异、精
通俄语，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的伯
力、海参崴一带从事党的工作。

1931年，黄文杰回国，在上海
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此后，他辗转
多地，历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
理书记、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组
织部副部长、秘书长，中共中央南
方局领导成员之一等，为开展党的
组织工作、恢复建设中共地方组
织、指导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
作等不懈努力。

1938年 10月 12日，日军在惠
阳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队不战而
逃，次日惠州沦陷，广州形势危
急。南方局特派黄文杰到广州指
导广东省委应对这一事变。黄文
杰当机立断，采取应急措施，作出

“省委机关和八路军广州办事处迁
往粤北”“广州市委留下组织部长
陆新率领部分党员坚持地下斗争”
等决定。此后，他日夜操劳落实，
直至日军占领广州前夕才撤离。

长期在艰苦环境下东奔西跑、
忘我工作的黄文杰，1938 年冬发
现自己患了肺病。经过一段时间
的治疗，病情刚有所好转，他又毅
然接受周恩来布置的任务，长途跋
涉抵达重庆，在南方局负责党的组
织工作，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

其间，他认真抓党的组织建设
和思想建设，在重庆主持举办党员
训练班，并参与叶剑英的南岳游击
干部训练班，翻译了不少苏联文章
供叶剑英等人讲课参考。他还撰
写政论文章，出版了《论政党》一
书，并以“绚云”“烂光”等笔名在
《群众》《解放》《新华日报》等报刊
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积极宣传中共

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到 1939 年上半年，南
方局领导的各地党组织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党员人数发展到8万多
人。

黄文杰为党的事业埋头苦干，
生病的事连妻子也不知晓。1939
年 7月，因躲避日机轰炸，他在防
空洞里受了凉，发高烧，抢救无效，
于8月不幸逝世，终年37岁。

黄文杰逝世后，八路军重庆办
事处的全体同志为之致哀，周恩
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自送葬至
墓地。“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从来没
有计较到他所担负的轻重，而能任
重致远的渡过艰难的沙漠。像这
样一个人，恰恰死在革命艰难的时
代，实在是革命的损失。”在《悼黄
文杰同志的死》一文中，叶剑英动
情写道。

1983年，民政部批准黄文杰为
革命烈士。2020年9月，黄文杰被
列入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
体名录。

在黄文杰的故乡，他的事迹被
深深铭记。2021年6月，当地对黄
文杰故居进行修缮，并在故居基础
上设置了“黄文杰烈士事迹陈列
展”，布置了黄文杰的雕像、主题浮
雕墙、文字墙和相关实物等。

梅州兴宁大坪镇党委宣传委
员黄凯波介绍，如今，故居已经成
为当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的重要场所。“我们会继续
深挖英烈的革命事迹，让更多人了
解他忠诚无私的革命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党的优良传统。”

1940年 8月，一位精忠报国、
奔波在抗日救亡一线的琼侨青年，
倒在日寇的枪口下，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今天，他离开我们已85年，
然而，党没有忘记他，琼崖人民没
有忘记他。

琼籍华侨英烈陈琴原名陈继
猷，又名陈奋，广东文昌县（今海南
文昌市）人。1928年，他流落漂泊
到新加坡谋生，其间接受了革命思
想的熏陶；1929年，参加南洋共产
党领导的南洋赤色工会组织，参与
领导工人运动；1930年 2月，参加
南洋共产党（后改名为马来亚共产
党）。他积极发动工人群众参加工
会，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列主义和共
产主义思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陈琴积极动员华
侨支援祖国抗战，先后组织成立

“星洲洋务工人抗敌后援会”“星洲
洋业工人筹账分会”“星洲洋业工
人互助社”等抗日团体，大力宣传
抗日救国主张，发动侨胞踊跃捐款
筹募物资。

1939 年 2 月，日军侵占海南
岛。陈琴遥望故土，痛心疾首，义
愤填膺，大声疾呼广大琼侨团结起
来，“拯救被日本人蹂躏的同胞，保
卫我们国家的领土，维护祖先们留
给我们的田园”。他发动琼侨同胞
成立“琼侨救乡会”“琼侨救济难民

联合会”等团体。同年5月,“星洲
琼侨回乡服务团”正式成立，陈琴
任团长。

朝战火纷飞的家乡——琼崖驶
去。1939年7月的一天，陈琴带领
服务团渡海，为了渡过日军海上封
锁线，服务团决定采取“捉迷藏”的
行动方针。日军只是截获了前面出
发的六艘难民船，以为已全歼服务
团，收兵返航。拂晓前，陈琴团长
带领的第一批团员已登陆海南文昌
七星岭海岸。

在抗日前线，陈琴冒着枪林弹
雨，在战斗中抢救护理伤员，给战
地和后方的伤兵难民送医送药，为
家乡抗日作出积极贡献。

1940年8月，为了向在香港的
琼崖华侨联合总会汇报琼侨回乡服
务团的工作和总团长符克被害等情
况，主持总团工作的副团长陈琴挺
身而出，决定冒险渡海赴香港，然
而在海上遭遇日军军舰不幸遇害，
牺牲时年仅29岁。

在陈琴英烈的精神影响下，更
多海外侨胞爱乡为乡作贡献。文
昌市华侨中学创办于 1956 年，由
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及侨眷集
资建成。校园里，一面刻有“赤子
情深，功在桑梓”的纪念墙格外醒
目。墙上的一个个名字及其事
迹，记录着众多侨胞对家乡教育
事业发展的贡献。

据文昌市政府统计，从 1987
年至 2024 年，文昌海外乡亲、港
澳台同胞的捐资办学金额已超过
5 亿元，新建扩建教学楼、图书
馆、科学馆、师生宿舍楼 500 多
幢，并添置大量教学仪器设备，为
文昌学子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生活
环境。

文昌市昌洒镇华侨小学学生韩
丹说：“我以后也要像这些侨胞一
样，学有所成后回到家乡，为家乡
发展贡献力量。”

在青海省
海东市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
烈士陵园，前来
瞻仰的市民宋
女士通过历史
图片和文字介
绍，看到民和籍
抗日英烈马登
云的事迹后，触
动很深：“今天
的幸福生活，离
不开革命先烈
的浴血奋战、拼
死守护，这是家
乡的骄傲，也是
历史的丰碑。”

马登云1906年出生于今青海省民和县古
鄯镇。他自幼学习刻苦，青年时工于书法，长
大后心怀报国理想弃笔从戎，先后毕业于庐山
军官训练团和步兵学校校官班。全民族抗战
爆发后，马登云奔驰战场，随部参加江西修水、
湖北通城等战役，以勇敢善战而著称。

1938年5月，日军计划沿长江而上企图攻
占武汉。马登云作为营长奉命率部参加防守
马当要塞。

马当要塞地处江西彭泽县境内，是长江防
线重要军事要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日军以
强烈炮火猛攻，全营战士在马登云率领下誓死
抵抗，与日军血战几昼夜。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
并集中兵力向长沙大举进攻。1942年1月初，日
军在围攻长沙的战斗中败退，时任国民党第79军
98师293团上校团长的马登云，奉命指挥炮兵
协助第292团向浏阳河东岸侯家冲日军进攻。

第292团团长、副团长在指挥战斗时身负
重伤，马登云临危受命，兼任该团代理团长继
续执行任务。在率部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时，
马登云身上三处负伤，连站立都十分艰难，但
他坚持不下火线，在担架上指挥战斗，以炮兵
掩护，指挥两团兵力猛攻日军。

将勇兵必坚。战士们在他的指挥下精神
大振，在突破敌军中线阵地后，进而收复侯家
冲、黎家坪等日军据点。紧接着，马登云又指
挥部队强渡浏阳河，攻克榔梨市，次日乘胜追
击又克高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仓皇撤退。
他率部跟踪追击，直至捞刀河以北。战后，军
部为马登云记大功一次。此次长沙会战，马登
云率部以坚强的毅力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同敌
人战斗，战果显著。

1944年，日军袭破长沙后，进攻衡阳。8
月，马登云率部由衡阳向东安转移途中，得知
新宁友军被困，奉令率部驰援解围。后行至白
沙附近，遭日军伏击，在激战中不幸中弹，英勇
牺牲，时年38岁。

在抗日战争中，像马登云这样的英雄人物数
不胜数。“他们出生入死，以身殉国，铸就了不朽
的抗日忠魂。”马登云的外孙王春晓说，现在他致
力于搜集相关历史资料，希望更多人了解革命英
烈的英勇事迹，传承革命先辈的精神力量。

海东市民和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毛
吉强介绍，近年来，当地通过梳理英烈事迹，及
时补充并完善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展示
内容，以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
弘扬红色文化，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
英雄的浓厚氛围，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
怀先烈的良好风尚。

陈琴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马登云像（资料照片）。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