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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革命家、理论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的拥护者、传播者，被誉为“华南传播马
克思主义第一人”……他是杨匏安，他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信仰的力量。

杨匏安陈列馆位于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新”与“旧”相互融合，“潮流”与“传统”相互碰撞的地方。村
里的一部分已被辟为文化创意园区，但杨氏大宗祠、北山大院等建筑仍保留着古朴的气息。

走进陈列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杨匏安雕像，他戴着圆框眼镜，眼神坚定而饱含热情。浏览馆内陈列内容，
观众似乎能穿越时空，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革命先驱，感受那段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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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杨匏安：

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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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积极投身革命洪流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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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像位于珠海市香洲区海滨北路中段
香炉湾畔，建于1986年。铜像高约5米，人
物造型刻画细腻，杨匏安手执烟斗，凝神沉
思，不顾狂风卷起他的长衫、围巾，展现出杨
匏安一身傲骨、为真理献身的英雄气概。铜
像由著名雕塑家潘鹤设计，佛山球墨铸铁研
究所铸造。

1986年11月，中共珠海市委、市人民政
府为了表达全市人民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深切怀念和敬仰，特地为杨匏安塑造
了一尊铸铜全身像，安放在海霞路南端路口
靠海边一侧的绿地上，供人瞻仰，并于1986
年11月6日杨匏安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日
举行塑像落成典礼及纪念大会。

杨匏安铜像

纵观杨匏安的一生，从事宣传马克
思主义，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年轻的
杨匏安是如何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在
杨氏大宗祠，珠海博物馆副研究员门晓
琴将杨匏安的成长轨迹娓娓道来。

1896年，杨匏安出生于广东香山南
屏镇北山村，一个古朴安静的村庄。他
早年就读于广州高等学堂附中（现广东
广雅中学）。中学毕业后，杨匏安返乡任
教，其间因揭发校长贪污反遭诬陷而坐
牢。这是杨匏安一生中第一次入狱，也
正因此让他看清了时代的黑暗与丑恶。

1914年，杨匏安出狱后东渡日本，
在横滨半工半读。在此期间，他接触到
社会主义的著述，坚持阅读马列主义著
作的日译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初
步的理解。

1916年，杨匏安回国后，举家迁至
广州杨家祠，这是杨匏安革命活动最初
开始的地方，他在这里写下了不少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在广州，杨匏安一
边在一所中学任教，一边兼职《广东中华
新报》记者，这份报纸也成为了他日后宣
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平台。

俄国十月革命后，杨匏安积极学习
和钻研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
爆发后，杨匏安深受鼓舞，发表了不少
散文、小说、诗词和译作，并最终选择了
马克思主义。他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
才能救中国，称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的

“科学社会主义”。
在杨匏安众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

文章中，篇幅最长且影响深远的当属
《马克思主义》一文。这篇文章从1919

年11月11日发表至12月4日，前后陆
续登载19天，与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
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同时问世。

“《马克思主义》一文系统阐述马克
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
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原理，表明‘社
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乃世界经济
矛盾演进自然发生的结果’。这是我国
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
文章。”门晓琴说。

1919年下半年，在李大钊于北方宣
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杨匏安在南方大力
传播马克思主义，后被称为“南杨北李”。

杨匏安还在学校、铁路教职工中宣
传马克思主义，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华
南工人运动的结合，对促进广东党组织
的建立，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1年春，26岁的杨匏安加入广
州共产主义小组，是广东党组织最早的
一批党员之一。入党后，杨匏安担任社
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代理书记。

在此期间，杨匏安牵头在杨家祠内
办起了“注音字母训练班”，培养从事基
层宣传工作的干部。还教唱《国际歌》，
利用讲课、唱歌等方式进行革命宣传。

1923年 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

开，决定国共合作，杨匏安受派到国民
党中任职。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五卅
运动。杨匏安与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
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人共同发动香港工
人罢工，以响应上海的五卅运动。五卅
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
中国人民的觉悟，在全国范围内为北伐
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并将国民革命推

向了高潮。
同年7月，因被控告“煽动工潮”，

杨匏安在一名海员家中被捕。这是杨
匏安人生第二次入狱，但入狱50天后，
警方始终无法找到“煽动工潮”的证据，
最后只好将他释放，并驱逐出境。9月
6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一致通过
聘请杨匏安为顾问。这是杨匏安人生
中灿烂的一段岁月。

“做人要脚踏实地，光明磊落。”杨
匏安常教育孩子，事事应出于公心。周
恩来曾对杨匏安革命的一生作出过高
度评价：“杨匏安为官清廉，一丝不苟，
称得上是模范。”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杨匏安受
派到国民党中任职。身居要职，常常有
亲戚朋友上门求差事。杨匏安始终坚持
用人唯贤的原则，廉洁奉公，从不徇私枉
法，坚决拒收一切送上门的“礼物”。

1926年省港大罢工期间，杨匏安
负责管理钱财，却从未发生挪用贪占行
为。曾有一次，杨匏安之子杨玄在装过
捐款的空麻袋里找出一枚硬币，杨匏安
知道后让儿子将这枚硬币送回了罢工
委员会，并告诫说：“这是公家的钱，一
分一文都不能要！”

1927年，杨匏安当选为首届中央
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委员，作为中国共

产党纪检监察事业的先驱，他以身作
则，清正廉洁。

同年11月，杨匏安受到不公正处
分，被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之职，并受到留
党察看的处分。随后，他被派往南洋执
行任务。身处南洋的杨匏安十分痛苦、
悲愤，但他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赤子
之心没有改变，他以诗词为寄托，发出了

“归意能无动，公忠不可忘”的呐喊。
1928年初，杨匏安回到上海复命，

给中央写了一封长报告，证明了自身的
清白。随后，他接受组织安排，在中共
中央党报《红旗》担任主编，开始以普通
党员身份从事地下工作。

当时的他身患肺病，生活困窘。他
白天为党工作，晚上抓紧时间写稿或译
书。为维持生活，他还要帮家人推磨做
米糍，让老母亲和孩子次日清晨上街叫
卖。

杨匏安身居高位时两袖清风，身处
逆境时贫贱不移，树立了良好的家风。
在北山的杨氏大宗祠正厅，悬挂着“忠、
孝、廉、节”四字牌匾。在杨匏安之孙杨
岗看来，这四个字正是杨氏家风的概括，
也是杨匏安品格的写照。

“虽然从未见过爷爷，但祖辈父辈
对杨氏家族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杨
岗小时候不知道爷爷是位革命烈士，因
为家人从未刻意提及，最后是读小学时
被邻居告知。“当时既惊讶，又感到非常
自豪。”

杨岗退休前担任珠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所长，他告诉记者，食品药品检
验工作关系千家万户，在工作中始终要
求自己不受干扰、严格执法，确保检测
数据公正。“这其实也是爷爷对家人、后
代的要求，就是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
去做事。”

1930年，《红旗》印刷机关遭
破坏，杨匏安不幸被捕，被关押8
个月后，经党组织营救而获释。艰
难且危险是杨匏安当时的生活写
照。

1931年 7月 25日，因叛徒告
密，杨匏安等人再次遭到国民党
特务的逮捕，关押于淞沪警备司
令部（现上海龙华革命活动烈士
纪念地）。这是杨匏安第四次被
捕入狱。

信仰如山，信念如铁。在狱中，
蒋介石多次派人劝降杨匏安。面对
国民党高官厚禄的引诱，他均严辞
拒绝，宁死不屈。

那时，杨匏安也惦念家中生活，
从狱中传出纸条叮嘱：“玄儿不可顽
皮”“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缝纫
机是家中唯一的谋生工具，他还告
诫家人，坚决不能接受国民党人送
的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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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就义前，杨匏安写下
《示狱友》以表决心。

在当年8月的一个深夜里，劝
降进行到最后时，蒋介石亲自把电
话打到狱中要杨匏安接听，杨匏
安却轻蔑处之，将话筒愤然摔到
墙上。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就
地枪决，革命者杨匏安倒在了上海
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草地上，年仅35
岁。杨匏安用坚如磐石的信念完成
了他一生的使命。那个深夜，凄冷
而漫长。

信念之光，薪火相传。杨匏安
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始终熠熠生
辉，红色的基因不断延续。杨匏安
牺牲后，他的家人延续革命火种，
义无反顾走上了革命道路。长子
杨玄由周恩来送去参加革命工作，
参加朝鲜义勇军；二儿子杨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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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等带着参加革命，
先在香港的地下党电台工作，为党
搜集、传递情报，后又回到内地参加
了东江纵队。

3以身作则清正廉洁

陈列馆位于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正街59
号杨氏大宗祠西侧。该馆始建于2011年，陈
列馆新馆于2018年12月15日启用。新馆占
地面积600余平方米，陈展内容包括杨匏安
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和优秀品质、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突出贡献、投身革命斗争的感人事
迹、杨匏安良好的红色家风故事等，全面地
展示了杨匏安的革命历史功绩，生动再现了
杨匏安坚定理想信念的优秀品格、英勇无畏
的牺牲精神和公忠不可忘的高尚家国情怀。

杨匏安陈列馆。

杨氏大宗祠开设红色文化讲堂。

杨匏安陈列馆。

位于北山的杨匏安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