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人物研究

● 王佩军  刘世炎  谢长贵

关于杨殷中共四大代表身份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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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殷烈士参加了中共四大，但是否是正式代表，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经过对有关史料和

参会人的回忆资料爬梳，本文认为，杨殷烈士是中共四大正式代表。

中共四大；杨殷；正式代表

近年来有关中共四大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

其中包括参加中共四大代表的研究。杨殷烈士

参加了中共四大，但是否是正式代表，学术界

存在很大争议，此事涉及杨殷烈士历史地位的

评价与后续研究。经过考证，本文认为杨殷烈

士是中共四大正式代表。

一、杨殷烈士及其参加中共四大的有关描述

杨殷烈士，名观恩，字典乐，1892年8月

12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

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

党，是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坚定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党的早期

军事工作的重要领导者和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

开拓者之一。历任六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

委员、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事部部长。1929年8

月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

坚贞不屈，壮烈牺牲。[1]1983年6月1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杨殷烈士证明书。2009

年9月，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杨殷烈士荣获

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中央文献

研究室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评选的“为新

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荣誉

证书及“双百”人物活动纪念奖章。关于杨殷

和中共四大，有关文献都有记录。《中共党史

人物传》指出：“1925年1月他出席了党的第四

次全国代表大会。”[2]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纪念杨

殷诞辰120周年纪念文章《纪念党的早期领导人

杨殷同志》中指出：“1925年1月，他在党的四

大上介绍广州工人运动的情况，受到大会的重

视。”[3]“由于杨殷在开展工人运动和党建工作

中的出色表现，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作为广

东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

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杨殷曾

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广东、香港等地工人运动以

及国共合作的经验和教训。”[4]

杨殷参加了中共四大汇报，到底有没有代

表资格？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

上海虹口秘密召开，出席代表名单的原始档案

迄今未见到。由于史料不足和讨论不充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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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党史界外，学术界对杨殷是否是中共四大

的正式代表一直存在争议。包括中共党史出版

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内的多种中共党史文献显示，中共四

大代表为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

项英、谭平山、李维汉、王荷波、朱锦堂、陈

潭秋、范鸿劼、李立三、李启汉、李逸、林育

南、阮章、汪寿华、尹宽、周恩来、庄文恭。

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为谭平

山，杨殷只是到会汇报了广东工人运动开展情

况。2012年9月7日开馆的上海虹口中共四大纪

念馆展陈中对杨殷也没有相应的图片与文字介

绍。近年来，中共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与有关

方面密切协作，共同发掘历史资料，力求还原

历史真相。

二、杨殷烈士中共四大代表身份的主要论证

一是会前：有直接委派杨殷参会的上级领

导——陈延年。陈延年时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

兼组织部长、宣传委员会委员，在委员长周

恩来去上海参加中共四大时，具体负责广东区

委的实际工作。他的委派杨殷参会的有关信

件，作为档案资料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中央档

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年11月合编的《广东

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有一份档案，即《陈

延年致乔年、若飞、一飞、罗觉同志信——索

取学习资料，国内需要人材和广东工农运动情

况（1925年1月5日）》中有一段话非常关键：

“第四次全国大会，粤区由谭平山及命葵二人

代表出席。恩来亦去代表留法组。我本也想

去，但国际及区委均反对。我在粤区任秘书及

组织部、宣传委员会（宣传部及委﹝员﹞长系

恩来）三项工作。”陈延年信里说的“命葵”

即杨殷，这一记载明确了中共广东区委的代表

为谭平山和命葵二人。因此，这是杨殷代表广

东党组织参加中共四大身份的最直接证据。

二是会中：有直接记录杨殷参会发言的会

议记录者——郑超麟。郑超麟是中共四大时的

会议记录员。因记录职责要求，记录员往往

对会议进程、参会人员和发言者最为关注，所

以郑超麟的回忆也很有权威性，尤其是他有关

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的回忆录，曾成为

建设中共四大纪念馆、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布

展的重要依据和研究的主要依据。其中，郑超

麟对杨殷的代表身份和参会细节描述也最为清

晰。郑超麟回忆中指出：“统楼改成的课堂几

乎坐满了，但我不记得究竟有几个人。确实记

得参加会议的，中央：陈独秀，蔡和森，瞿

秋白；湖南代表：李维汉，朱锦堂；湖北代

表：陈潭秋；广东代表：杨殷；北方代表：高

尚德；莫斯科代表：彭述之；海参崴代表：何

今亮；法国代表：周恩来；山东代表：尹宽；

S.Y.代表：张太雷。上海代表不记得是谁。李

启汉也参加大会，不记得代表什么。张国焘有

信来向大会致敬，本人则未到会。旁听一次或

二次的，有张崧年夫妇，沈玄庐夫妇，黄平。

张伯简和我当大会记录，他只记了一二场，其

余都是我记的。”他对会议期间的几个细节表

示“记得很清楚”：“第一，张崧年以旁听人

资格起立发言……第二，国际代表提出反对托

洛茨基的议决案要大会通过……第三，张太雷

和小地方代表的冲突……第四，杨殷在上海被

广东同乡殴打成伤，大概是为了广州两派工会

冲突问题。最后一日，他才包了头来参加大

会。”[5]

三是会后：有可以旁证的会议参会者——

李维汉等。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写道：

“一九二五年一月，我在上海参加党的四大。

记得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

白、周恩来、王荷波、邓中夏、彭述之、朱锦

堂、杨殷、尹宽、陈潭秋、张太雷、李启汉、

何今亮（汪寿华）、李立三等以及国际代表吴

廷康（维金斯基）。”[6]很显然，杨殷确实参加

了中共四大的会议。此外，出席中共四大的罗

章龙、张申府、李逸等亲历者，留下了一些回

忆文章，也大都提到了在出席中共四大时见到

杨殷等人。

三、杨殷烈士中共四大代表身份的相关论证

一是《杨氏族谱》等记载的“命葵”即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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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均应参加下

一届的代表大会。党的三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

员会委员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

东、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

等9人，已知李大钊、毛泽东、朱少连未出席中

共四大，根据逻辑推理，另外出席大会的6人代

表第三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来自广州的谭

平山、杨殷、周恩来，谭平山为第三届中央代

表，周恩来为留法党组织代表，剩下的杨殷自

然是广州党组织代表无疑了。

由此，杨殷烈士中共四大代表身份应可以得

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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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杨氏族谱》关于杨

殷的记载：“弍十弍世典乐，讳观恩，字典

乐，号命夔，礼华公长子。”中山市翠亨村孙

中山故居纪念馆管理的杨殷故居中，“杨殷烈

士纪念展览”的《前言》中介绍：“杨殷，又

名观恩，字典乐，号命夔。”“夔”与“葵”

谐音，而“葵”通“揆”[7]，为同音异形字。

作为“我党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情报保卫

工作重要开拓者”的杨殷，在面对文化程度不

高的工人和地下情报保卫工作时，使用的化名

需要有“易识、常用”的特点，因此杨殷的化

名中经常用“揆”“葵”。1929年8月30日，已

被捕的杨殷、澎湃等人，通过狱卒向党组织带

信，表示如果党组织不能营救同时被捕的5位同

志，可以牺牲彭、杨二人，设法营救其余3人，

表现了他们高尚的品质。该信的落款为“揆、

安”，“揆”即杨殷化名“孟揆”，“安”为

澎湃的化名“孟安”。通过狱卒带出的信，使

用这两个化名，说明党内早就知道“揆”为杨

殷，“安”为澎湃。此外，民国时代，人们互

相称呼有称字的，也有称号的。杨殷本来就号

“命夔”，陈延年口头上的称呼落在书面上，

为了简化，写成“命葵”为人之常情，党内同

志都知道“命葵”即为杨殷。

二是逻辑分析广东代表只能是杨殷。1924

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由陈独秀、毛泽东签

署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规定

了各地代表“广州一、上海一、南京一、济南

一、北京一、唐山一、天津一、武汉一、长沙

一、安源一、俄组一、法组一、少年一、特请

一”[8]，共14人。目前党史界公认中共四大正

式代表20人。中共四大研究专家、原国防大学

教授肖牲认为：“十四个各方代表，加上六个

中央执行委员，公认的二十人说，可能由此而

来。”[9]中共四大的天津代表李逸回忆了很多会

议细节，现中共四大纪念馆的讲解词中就采用

李逸回忆会场三层楼房和代表膳食的内容，他

回忆的各地代表中，认为广东代表为谭平山，

但是也非常明确地指出，陈独秀、蔡和森、

瞿秋白为中共第三届中央代表。[10]按照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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