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追寻珠海“红色三杰”
之一杨匏安烈士革命史迹的
过程中，有一种沿着历史长廊
和他隔空对话的感觉，多次忍
不住去想，杨匏安在面对重大
选择的时候为何能够始终坚
持初心？我们在这次寻访杨
匏安革命史迹、重读杨匏安革
命故事的过程中，找到了答
案，那就是——坚定的马克思
主义信仰和为国为民的情怀。

正如杨匏安陈列馆内所
写的对他的评价——杨匏安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是
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事业的
先驱和倡议者，也是珠海这
块土地上孕育出来的对党对
人民无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
士和光荣的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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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发前往广州、武汉、上海寻访杨匏安革
命史迹之前，记者来到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南屏
镇北山村的杨匏安史迹陈列馆。听完工作人员
讲解后，我们仔细把馆内陈列内容看了一遍，曾
经有些模糊的印象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1896年11月，杨匏安就出生在这里——
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北山村(今属珠海市)，一
个沉静古朴的地方，在杨匏安陈列馆旁边就是
庄严大气的杨氏大宗祠。1931年8月，因叛徒
告密杨匏安被捕，后被害于上海龙华监狱，年仅
35岁。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寻访，我们辗转联系
到杨匏安的孙子杨峻，再三斟酌后给他发了一
条短信，介绍了我们的来意和采访需求，没过几
分钟，杨峻先生就回复了，短信中对我们这次采
访给予祝福并将他知道的在广州、武汉、上海三
地跟杨匏安革命史迹有关的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全数发给我们，这让我们十分感动。
之前因采访，有幸与杨匏安之子杨文伟的

妻子郑梅馨有过一次通话，虽未谋面，但依然能
够感受到郑梅馨老人的亲切谦和，也许这就是
家风的传承吧。这种感觉在我们采访武汉革命
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赵晓琳的过程中也得到
了印证。

回忆往事，赵晓琳动容地说：“因工作原
因，我与杨文伟夫妇相识，并一直保持联系。
他们也曾来武汉参观过记录杨匏安革命故事
的纪念馆，当时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我请两
位老人家吃一餐便饭，他们一直说‘不需要点
很多菜，吃不完会浪费，这餐饭钱应该由我们
来付’。这件事也让我感受到他们对父辈革命
精神的传承，深受感动，杨匏安本人是十分清
廉的，他在遗书中还嘱咐家人不要给组织添麻
烦。”

杨匏安后人低调谦和

赵晓琳介绍，杨匏安到武汉后受
到了热烈欢迎，“杨匏安来到武汉后，
积极为国共两党合作奔走。”武汉市委
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宋健表示：“杨匏安
在国民党中有很深的根基，当时蒋介
石跟属下说‘遇事多跟杨匏安商量，不
要跟共产党冲突’也凸显了杨匏安的
影响力。”

初秋的武汉，空气中已有丝丝凉
意，淡淡的桂花香随风袭来。这次在
武汉寻访杨匏安革命史迹，我们先后
来到中共五大会议会址、八七会议会
址等地。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
为我们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和大力的支
持，采访非常顺利开展。

我们寻访杨匏安在武汉革命史迹
的重要一站是位于武昌督府堤的中共
五大会址纪念馆，我们乘车到达武汉
革命博物馆后下车步行到中共五大会
址纪念馆，走在青石铺就的小路上别
有一番韵味，沿途看到毛泽东旧居纪
念馆（武汉）等历史遗址，整条街道红
色韵味浓厚，不愧是被誉为“中国第一
红街”的地方。

走进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会址
前一棵缀满果实的银杏树傲然而立，
见证着来来往往找寻历史的人。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
大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
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
行，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等
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会址是中共五大举行开幕式的
地方，之后大会在汉口黄陂公馆继续

进行。
中共五大期间，杨匏安向大会介

绍了广东区委成立监察委员会的情
况，在他和王荷波等人提议下，大会选
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中共
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党内纪律检查机
构，杨匏安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
主席。中共广东区委是最早建立监察
委员会的地方党组织，杨匏安在1925
年已经是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副书
记，具有一定的监察工作经验。在几
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他以中央监察
委员的身份出席会议。

在布置简单、庄严朴素的中国共
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内，左
右两侧分别挂着“争取非资本主义前
途，国共两党合作到底”“中国国民革
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的横
幅，传递着当年的参会者对革命取得
成功的殷殷期盼。

参观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会址之后，我们又来到旁边的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
陈列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
馆内，在参观学习的过程中，对这段历
史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对面是武
昌廉政文化公园，进入公园走了大概
一百来米，左手边就出现了“中共五
大选举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成员”
的群雕，十位首届监察委员的名字对
应着刻在雕像底座上，当时正值中
午，阳光正好照在位于中间的杨匏安
雕像上，整座雕像仿佛活了起来。

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广州，这座革命气息浓厚的城市是杨匏安
思想启蒙的地方，也是他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
最开始的地方。

在广州的寻访过程中，我们来到了杨匏安
曾经读书的地方——广东广雅中学。少时在广
雅中学接受的教育给杨匏安提供了接触各式思
想的机会。

1918年杨匏安一家再次来到广州，住进杨
家祠（今天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的杨匏安旧
居），之后的一段时期是他革命思想集中迸发的
时期。

杨匏安曾在杨家祠的油灯下，撰写了大量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我国华南地区系统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与李大钊一起被后
人称为“南杨北李”。“杨匏安有很坚定的信仰，
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赵晓琳说。

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6号，这是杨匏安
旧居的准确地址。当我们按照这个地址寻访
时，却怎么也找不到。经过打听，走进两栋高
楼之间的一个窄巷，才看到这座百年祠堂的
真容。今年刚刚修缮一新的杨匏安旧居已升
级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并一直展出固定
陈列“华南明灯——杨匏安旧居革命史迹
展”。

杨匏安旧居原为杨家祠，始建于清乾隆三
十七年（1772年），为香山县南屏乡北山村杨氏
家族在广州设立的宗祠。原来的杨家祠为二进

三开间，前后座有两廊相连接，明间东西两侧各
有带阁楼的次间。现建筑仅存前座，占地面积
约130平方米。走进陈列馆，正中央白色的杨
匏安半身胸像格外醒目，数十名参观者正在认
真地听工作人员的讲解。

“杨匏安旧居革命史迹展”上这样介绍杨匏
安在广州的十年——“这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
段重要时期”。他从日本留学归来不久，就迁来
杨家祠居住，后来，杨家祠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
广州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杨匏安遇难之后，
其家人返回杨家祠，继续支持革命事业，为众多
革命者提供帮助和庇护。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杨匏安在广
州积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1919年11月，他
在《广东中华新报》副刊连载《马克思主义》一
文。这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
的文章。1921年，杨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
广东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第一次国共合
作以后，他受党委派主要在国民党中任职，曾在
国民党中央担任过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
部秘书和代部长。

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
州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9名中央常委，其中共
产党人有3名，杨匏安就是这三人之一。1927
年初，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杨匏
安处理完广东的工作，就立马赶到武汉，继续为
国共合作积极奔走。

杨匏安革命生涯的重要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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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广雅路的广东广雅中学，杨匏安曾就读于此。 本报记者 靳碧海 摄

武昌廉政文化公园内，中共五大选举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成员群雕。

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外部。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外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