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本报“寻访珠海

‘红色三杰’历史足迹”报

道，我们带领大家从珠海

出发到武汉，了解杨匏安

逐步成长为成熟革命者的

过程。

今天，我们继续探寻

杨匏安的革命故事，这次

他的故事从位于武汉市江

岸区鄱阳街的一栋三层西

式公寓讲起。1927年 8

月7日，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在这栋

楼里秘密召开，史称“八

七会议”，杨匏安以中央

监察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这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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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的最后一天，一大早我们就乘车赶
往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下车后，一栋明黄色的西式公寓出现在眼
前，由邓小平题写的馆名“八七会议会址”在正
红色的牌匾上十分醒目。1978年8月7日，八
七会议会址依托旧址恢复原貌并建立纪念馆，
正式对外开放。

据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这
里是1920年英国人建造的一排西式公寓中的
一个单元，当时是共产国际驻国民政府农民问
题顾问拉祖莫夫的住宅，八七会议就在这栋公
寓二楼的一个房间召开。由于时局紧张，会议
仅召开了一天，并且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
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
湖南、湖北的负责人等共21人参加了会议。

走进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
的就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几个字，言简意赅的
几个字把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表达出来了。

纪念馆二楼的八七会议会址不算宽敞，房间里
桌椅板凳摆放整齐，整个房间光线很昏暗，让
人不由得联想起八七会议召开时的紧张气
氛。由邓小平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牌匾挂
在房门上。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副馆长王玲跟我们讲
了一个小插曲，1978年，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开馆时将会址定在三教街41号二楼临街的一
个小房间。1980年，邓小平重访八七会议会址
时，提出“由于当时是紧急会议，考虑到会议的
安全，召开会议的地方应该是靠近里面天井的
一个房间，这样更为隐蔽”。随后，八七会议会
址就设在了现在的位置。

从二楼下来，我们继续在纪念馆中寻找记
载杨匏安革命史迹的材料，在馆内的八七会议
参会人员介绍区域，杨匏安的照片出现在其
中，照片下的介绍中写着“杨匏安（1896-
1931），广东珠海人。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出
席会议”。此外，纪念馆内还有杨匏安遗书（杨
匏安之子杨文伟书写）、杨匏安手迹以及复制
品眼镜和烟斗。

“在武汉期间，杨匏安担任‘被难同志救恤
会’常委，主持日常工作，为营救被迫害同志做
了大量工作。根据我们查阅的八七会议记录，
并没有看到杨匏安有发言，但是他在其中肯定
也发挥了作用，这方面我们还在研究当中。”武
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宋健说。对杨匏安在
八七会议上发挥的作用，武汉革命博物馆原馆
长、研究员赵晓琳说：“杨匏安作为中央监察委
员出席了八七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
员书》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一系列决议
案，还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杨匏安
作为会议的参加者也投上了神圣的一票，他见
证了、经历了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也为会议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天，我们还来到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纪念馆进行参观，据说这也是杨匏安曾经工作
过的地方。八七会议之后，杨匏安回到南方，结
束了其在武汉半年的工作。1929年，他又来到
上海。我们也“跟随”他继续来到了上海。

见证“伟大的历史转折”

采写：本报记者 苑世敏 宋雪梅 靳碧海
摄影：本报记者 苑世敏（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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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曾经关押过杨匏安的监狱旧址。
宋雪梅 摄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
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
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这是杨匏安英勇就义前写下的《示狱
友》。

我们来到上海寻访杨匏安革命史
迹时，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随处可见英
烈遗迹。在当年关押过杨匏安的“淞沪
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监牢旧址，在龙华
烈士陵园碑林区中心，在纪念馆展览
中，在寻访的过程中，《示狱友》这首诗
反复出现在我们脑海中。

龙华路 2591 号，曾经的国民党淞
沪警备司令部，现在是龙华革命烈士纪
念地，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我们来此寻访先烈史迹
时，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全国
各地涌来很多缅怀英烈的群众。

当时关押杨匏安的“淞沪警备司令
部”，从1927年到1937年，数以千计的
共产党人、爱国志士被关押在这里，许
多共产党重要干部在此邻近刑场慷慨

就义。
在监所旧址醒目一角，陈列着当年

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抓捕、移
送“囚犯”的囚车。杨匏安正是乘这种
囚车从国民党上海公安局被移送到龙
华监狱。

杨匏安被捕后，面对国民党的高官
厚禄引诱宁死不屈，严辞拒绝劝降。当
时中共中央一面请宋庆龄、何香凝营
救，一面安排特科准备在他被解送南京
或苏州时劫囚车。

尽管天气晴朗，但当我们踏进牢
门，却仍然感受到其中弥漫着阴森肃杀
之气。杨匏安就关押于此，除他之外，
在此关押过的还有罗亦农、彭湃、杨殷、
恽代英等众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牢房分布在狭窄的走廊两侧，走廊
尽头是厕所。每间逼仄的牢房分两列
放置四张上下铺床，高高的小窗是牢房
和外界唯一的通风口。牢房与牢房之
间有床铺上方的小方洞相通，难友们利
用它来扔纸团在牢房间互相传递消
息。讲解员黄梦荻告诉我们，据当年同
牢房的难友回忆，杨匏安每天都被看守
叫出去“会客”，来者都是国民党要人，
还许以高官厚禄，他的回答只是：“死可
以，变节是不能的。”此时他也惦念家中
生活，从狱中传出纸条叮嘱：“玄儿不可
顽皮”，“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因为
这个缝纫机是家中唯一的谋生工具。
杨匏安还告诫家人，千万不能接受国民
党人送的钱物，如不能生活下去就立即
南返。

劝降进行到最后，蒋介石亲自把电
话打到狱中，杨匏安接到电话丝毫不为
所动，而是将话筒狠狠地摔到墙上。蒋
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将其处决，在当年
八月间的一个夜里，杨匏安就在“龙华
警备司令部”草地上被枪杀。

在龙华烈土陵园一片面向东南的
月牙形坡地上，安息着800多位烈士。
在翠柏环抱的茵茵绿草上，数十排红色
花岗石卧碑整齐排列，杨匏安的墓碑就
在第一排。杨匏安牺牲时年仅35岁，
墓碑上的照片很年轻。“当年很多烈士
被枪杀时身上的铭牌都不见了，杨匏安
遗体也没有找到，如今安葬的是衣冠
冢。”黄梦荻告诉我们。

杨匏安牺牲后，他的家人也都走上
了革命道路。长子杨玄由周恩来送去
参加革命工作；二儿子杨明1938年在
武汉找到周恩来，随后去了延安；三儿
子杨志也被党组织送去延安参加革命；
最小的儿子杨文伟则被祖母、姐姐杨绛
辉等带着参加了革命，为党搜集、传递
情报……我们为先烈大义凛然，威武不
屈的崇高革命气节而折服时，也为先烈
家族血脉中流淌的革命信仰、红色基因
感到动容。

当我们离开龙华烈士陵园时，80多
年前杨匏安所作那首《示狱友》始终回
响在我们耳畔，久久不息……

这次寻访杨匏安烈士史迹，我们一
路追随英烈的脚步前行，感受他在大是
大非面前坚守初心、不忘信仰的伟大品
格，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宋健
说：“杨匏安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
始终坚定不移跟党走，是党性修养的模
范。”

坚拒劝降 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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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里的杨匏安墓碑。
宋雪梅 摄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里的杨匏安遗书（杨
匏安之子杨文伟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