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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并矢志不渝地为这崇高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经历过血与火锤炼的

杨殷同志，就是始终不渝地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努力奋斗的优秀代

表。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受到“左”倾路线领导人的错误批判和处分，

蒙受极大冤屈，但他没有放弃共产党人的立场。我们纪念杨殷同志，就

要学习他这种立场坚定，毕生追求真理的高贵品质，胸怀共产主义的

远大理想，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地把个人的

理想融入到全社会的共同理想之中，自觉地做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不动

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不动摇，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

想，作为终身不变的信仰追求，始终如一地为实现党的最终目标而奋

斗。

杨殷同志具有坚强的共产主义党性原则，对党的工作任劳任怨，尽

职尽责，兢兢业业。在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当中，曾从事过工人运动、

秘密工作、军事工作等。他既经受了基层工作的锻炼，也有在中央机关

工作的经验。党无论安排他做什么工作，他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二话不说，愉快地服从，并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每一项任务。在那艰苦

卓绝的战争年代，杨殷同志对敌斗争坚决，胆大心细，经验丰富，具有

高超的对敌斗争艺术。他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期间，经常出入于敌人军警

林立之处。他每遇到险境的时候，都能沉着面对，机警应付，从而化险

为夷，转危为安。他的许多传奇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颂。我们纪念杨

殷同志，就要学习他这种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精神，把自

己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要像杨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

样，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为党分忧，为国竭力，为民

尽责。要树立革命的事业心，激发强烈的进取心，始终保持蓬勃朝气，

昂扬锐气，浩然正气。要一切服从于党的需要，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

和鞭策自己，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在各自的

岗位上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创造出一流的业绩，不断开创

工作的新局面。

杨殷同志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保持着共产党

人的革命本色。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

他心系人民，情注群众，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关心人民的

疾苦，倾听人民的呼声。他为了开展革命工作的需要，甚至放弃盐务师

爷的优厚待遇，拿出个人积蓄，变卖田产，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同时还动员身边的亲人、家族、同学、朋友、支持革命，充分表现了杨

殷同志具有舍己为党、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我们纪念杨殷同志，就要

学习他这种真心实意为人民谋福利的优良作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时刻关心人民群众，帮助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

认识到我们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人民谋利益。在各自的工

作岗位上，在各项具体的工作中，都应时时处处想着群众，真正做到权

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做到

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尽心竭力为人民群

众解难事，坚持不懈为人民群众做好事。

杨殷同志的崇高思想、优秀品德和革命精

神，是我们党的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

纪念杨殷同志，就是要把对杨殷同志的怀念、敬

仰、爱戴之情，化为建设现代化伟业的强大精神

动力，以杨殷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为榜样，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以

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

理论的伟大旗帜，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

思想，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一致，

振奋精神，扎实工作，开拓进取，为广东率先基

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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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殷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信

经
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宣传部、中央

组织部、中央统战部、民政部等11个部

门联合组织评选的于2009年9月公布的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人物”中，广东被评上9人，杨殷是其中之一。

他不愧为南粤骄子，民族精英。杨殷之所以成为

精英人物，是因为他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历

史功勋。

一、投身辛亥革命，参与推翻清朝统治。在

杨殷36年的生涯中，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

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他19岁就参加孙中

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追随孙中山，曾参加了

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16年反对

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1917年反对张勋复

辟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转辗于广

东、江苏、上海、香港、澳门之间，投身革命活

动。他在参加推翻帝制的革命实践中经受了考

验，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1917年8月，孙中山在

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后，杨殷被任命为大元

帅府参军处副官兼孙中山侍卫队副官等要职。可

见，他在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革命中，就为谋求

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二、从事工人运动，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

开展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的中心工

作。因此，1922年杨殷加入共产党后就被党组织

派往俄国学习。1923年回国后，就接受党的派

遣，在广州、佛山等地开展工人运动。他先在广

州郊区石井兵工厂组织“工人十人团”，以此为

骨干开展活动，随后建立了具有工会性质的“石

井兵工厂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1924年，他先

后在广（州）三（水）、广九、粤汉铁路和香港等地宣传组织工人群

众，建立工会，争取权益。这样不仅使工人提高了觉悟，获取了实际利

益，而且也使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正因为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

他于1925年1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时，在会上介绍了广东

工人运动的情况。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广卅、香港的工人举行罢工，支

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中共广东区委指定杨殷和黄平、邓中夏、苏兆征、

杨匏安5人组成党团，作为省港罢工的指挥机关。杨殷在参与领导这场

罢工斗争中，与各领导成员团结合作，善于与国民党左派协调，充分调

动罢工工人积极性，使这场罢工取得胜利。因此，杨殷在上海被害后，

中共中央于1929年8月31日发表的宣言中称：“杨殷同志是中国历史上

最有名的广东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是广州铁路工人的领袖。”这是党

中央对他领导工人运动的最高评价。

杨殷的主要历史功绩
（广东）黄振位

1921年，杨殷（后排左二）与孙中山（前排左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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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殷，广东中山翠亨村人，与孙中山同村

共里，毗邻而居。早年追随孙中山革

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党的

“四大”和“六大”，1929年8月30日壮烈牺牲于

上海。

杨殷是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

一，是著名的工运领袖，又是党的保卫工作、情

报工作的开拓者。杨殷一生的事迹很感人，特别

是他长期在隐蔽战线所从事的活动，不但充满革

命英雄主义和传奇色彩，而且在革命运动中产生

过广泛、久远的影响。

作为孙中山的同乡和革命追随者，杨殷在孙

中山阵营中，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与军、警、

政、商各种人物都有交往，甚至在洪门、帮会之

中，也可以进进出出，通行无阻。他是粤、港、

澳以至上海、南洋地区的革命侠客，以“活动能

力强”著称，这是指他人脉广，门道多，熟悉社

会情况，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打开局面。此为杨殷

从事隐蔽工作的重要资源。

在追随孙中山革命时，杨殷从事过暗杀活

动，任过大元帅府副官，西关盐务稽查处师爷。加入共产党后，于1922

年底至翌年初被派赴苏联学习。回国后首先在广州的铁路系统中组织

“十人团”，开展工人运动。“十人团”根植于劳工大众，半公开半隐

蔽，活动灵便，既是公开组建工会的基础，又是工会的骨干和核心。这

种组织可以说是杨殷的首创，或者是他从海外工人运动经验中移植而来

的。经过深入的动员发动，广三、广九、粤汉铁路先后建立了共产党领

导的工会，并组建了党的基层组织。在此后的革命运动中，尤其每当形

势紧张（如商团事变和1927年四一二前后）的时候，“十人团”、“十

人小组”的活动尤为活跃，公开、秘密两种形式的斗争互相结合。杨殷

在工人、市民中有威望、有影响，相貌亲和，“殷叔”之名妇孺皆知，

但是他在隐蔽战线从事的活动，在当时并不是人人所能知悉的。

1924年冬，杨殷到香港从事工人运动。香港是个五方杂处的城市，

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来往往。然而，初时党在香港的力量却很薄弱，党、

团员寥寥无几。杨殷只从广州带来了几名工人，主要利用他在港澳的人

际关系来开展工作。杨殷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名曰“小社”的团体，呼朋

唤友，为开展更大规模的活动作准备。为在香港众多的旧工会中开展工

作，杨殷特别注意争取洪门、三合会的成员，让从事工运的干部了解洪

门、三合会的组织状况，学习使用他们的术语，将他们的旧口号赋以新

的、革命的内容。同时，又以“小社”的成员为核心，采用半公开的形

式，以小组扩展小组，将洪门、三合会的成员一一争取了过来，从而也

将他们控制、掌握的各种旧工会争取了过来。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

生后，中共中央向广东区委下达电令，要求举行同盟罢工，声援上海。

于是，杨殷被广东区委指派为省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另一位领导人邓

中夏（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到香港后，一时住杨殷的叔叔家，一时

住杨殷的妹夫家。全港罢工即将发动之际，杨殷找来三合会“和利和”

的三位领袖，以洪门老叔父的资格教导他们说，过去“反清复明”时，

洪门兄弟意气相投，今天反抗帝国主义，我们也要一致奋起，这样才不

愧为洪门兄弟！杨殷言毕，“和利和”的三位领导人都表示：一定照老

叔父的指示做。就这样，杨殷在香港的各种社会关系都被充分调动了起

来，亲朋戚友以至层层人脉，都成为全港罢工的支持拥护者和积极参与

杨殷从事隐蔽工作的若干情况
	

（广东）曾庆榴

杨殷故居

三、参加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决策，参与领导广州起义。1927年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8月11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广东设立

中共中央南方局。但当时南方局多数成员正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

难以开展工作，所以中央指示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成临时南方局，

负责广东、广西、闽南等省区的工作。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失利后，10

月15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放弃国民党

的旗帜（南昌起义时是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其政权机构称为“中国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义，将全省的工农武

装改称“工农革命军”，明确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杨殷在这

次会议被推选为由6人组成的中央南方局委员，并担任南方局下设的军

事委员会委员。这次会议改组了中共广东省委，由张太雷任书记，杨殷

任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这次会议决定继续举行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

命，对于“八七”会议精神的贯彻和指导广东乃至华南的革命斗争，起

着重要的作用。

联席会议后，1927年11月下旬，广东省委由香港迁回广州，筹划广

州起义。杨殷也参加了领导广州起义的工作。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

后，杨殷负责参谋团工作，并组织领导工人赤卫队投入战斗。在起义当

天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中，杨殷担任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1929年9

月5日，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彭湃、杨殷等所发出的第47

号通告中称：杨殷是“广州暴动的领导者之一”。

对于广州起义，毛泽东曾经把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并列，说：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

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

四、领导军事工作，指导各地的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

主要形式，军事工作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杨殷始

终站在军事斗争的前沿。1927年11月，中共琼崖

特委在海南乐会县第四区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

广东省委派他前往指导，在会上传达了南方局和

省委关于进一步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指示，

并协助制定了新的军事计划。1928年6月18日至7

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杨殷参加

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他不仅

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而且分管了党中央的重要

部门——军事部。他担任中央军事部长后，曾亲

赴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指导农村游击战

争。尔后，全国各地的农民武装斗争迅速发展，

苏维埃政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工农工

军不断壮大，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土地革命战

争态势。这种斗争声威的出现和革命态势的形

成，杨殷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诚然，杨殷的历史贡献远远不止如上所述，

但只凭上述几点，就值得我们隆重的纪念和永恒

的怀念。

1949年冬，西北军区开会。会场东墙上挂了马、恩、

列、斯画像，西墙上挂了毛泽东 、朱德、刘少奇、周恩

来、任弼时和彭德怀的画像。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

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西北局第一书

记的彭德怀来到会场，立即叫工作人员把自己的画像取下

来。他说：“怎么能把我的像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像挂在一

起呢？我们要把功劳记在党和人民的功劳簿上。”

1958年，湖南省平江县城关镇成立人民公社时，打

算以领导过平江起义的彭德怀和黄公略的名字命名公

社，彭德怀坚决不同意。他说：“不能用个人名字命

名，更不能用我的名字！对此中央早就有过规定。”

按规定，彭德怀到外地视察可以挂公务列车，在铁

道线上随走随停。他却多次提出买普通客票和老百姓同

坐火车。有一次去鞍山，因为没有按他的吩咐买客票

而挂了公务列车，他还发了脾气，责备办公室主任说：

“你们就是不爱接近老百姓，难道不怕脱离群众？今后

再这样，当心我撤你的职！”

（来源：广西博白纪检监察网）

克己奉公的布衣元帅彭德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