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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内涵、生成及特质
杜满昌

（中共珠海市委党校   广东珠海   519000）

【摘要】党和人民对那些信仰马克思主义，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和人类的解放而努力

奋斗的领袖式人物，尊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生于开埠较早的广东，面临民族和国家

的危亡，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他们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老一辈

南粤大地，自古人才辈出。五四运动以来，一大批

志在救祖国于危亡的粤籍热血青年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

道路，形成了中共党史上的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群体。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中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内涵
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

的信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

的领袖式人物，是一个群体，党和国家对他们的贡献也

给予高度肯定。

（一）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高度概括的尊

称

生活中，人们常尊称某些人为“家”， 比如科学家、

军事家、艺术家等，因为他们在科学、军事、艺术等领

域有过卓越的贡献。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家”尊称的

是哪些人呢？辞海是这样的界定“无产阶级革命”的，

无产阶级革命一般意义上是指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

领导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

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实现

社会主义革命。一言以蔽之，“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

对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作出重大贡献者的尊称。

但在“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语境下，全

面完整地理解上述定义还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近代已降，中国先进

分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理论，在纷然杂陈学说中寻求真

理和指引灯塔，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公

开宣称是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服务的，是无产阶级和

全人类获得解放的强大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一经在中

国广泛传播，就成为革命指导思想。“批判的武器当然

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

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

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

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思想决定行动。因此，无产阶

级革命家，首要和基本的条件是对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

的信仰。

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开始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经过 28 年的艰

苦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尽管新民主

主义革命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革命性质和发展前途

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有着

诸多不同，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历程来看，新民

主主义革命当然属于无产阶级革命范畴。所以，称某位

同志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时候，一定要不能忽略

新民主主主义革命这个大背景。

亦或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许多粤

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内地位和社会的声誉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他们在参加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一开始就一般是以领导者的

身份出现，也就是说他们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

革开放，所作的历史性贡献，为他们获得“无产阶级革

命家”又增添了新的内容。比如叶剑英元帅，建国初期

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又成为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重要成员。

是有突出贡献的领袖式人物。新民主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牺牲的烈士数以万计。据《中

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记载，仅 1927 年，国民党在广州

发动“四一五”反共“清党”期间，“全市秘密被枪杀

的有 100 多人”。[2] 显然，这些先烈不能全被称为“无

产阶级革命家”。根据现代汉语的习惯，被称为“家”

者往往是那些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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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是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有杰出贡献的领袖式

人物。

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尊称。古人讲究盖棺论定，对于

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在其去世之后朝廷会依据其生前

所作所为，从而给出一个具有评价意义的称号，这就是

通常意义的谥号。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作出过

重大贡献的著名人物，在其逝世后，党和人民称之为无

产阶级革命家，虽不能说是谥号，但彰显了党和人民对

其生平的高度概括和肯定。这个尊称一般出现在悼词、

党史文献或党和政府为其建立的纪念馆展陈中。

综上，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指广东籍的以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的，自觉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和解放生产力、推动社

会进步而努力奋斗并做出重大贡献的职业革命者。

（二）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个伟大的群

体

根据上述界定，哪些人能被称为粤籍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呢？

2009 年，中宣传部等 11 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评选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有九位粤籍先烈入选，分别是叶挺、阮啸仙、彭湃、杨殷、

苏兆征、冼星海、周文雍、陈铁军、冯平等。他们为新

民主主义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且在某一领域有开拓

性引领性的贡献。很明显，这些英雄模范人物应在粤籍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范畴。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中央军委两次审议

确认了 36 位军事家的名单，粤籍的有叶剑英、叶挺、张

云逸。他们自 1927 年“八一”南昌起义建军起，在革命

的历史长河中，文韬武略、运筹帷幄，身经百战、战功卓著，

党史、军史留名，理应在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行列。

还有，珠海红色三杰中的杨匏安、林伟民，东江三

杰阮啸仙、刘尔崧、黄居仁，农民武装运动先驱周其鉴，

南路革命运动领导人黄学增，机智勇敢的工人领袖邓发

等。他们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英勇献身，

谱写了一曲曲悲壮之歌，且都是作为领袖式人物出现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事件中，毫无疑问也应位列粤籍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中。

此外，粤籍的廖承志、古大存、陈郁、冯白驹、李

坚真、方方等，他们皆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战功卓著，

党史留名，而又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

分管党和国家的一方事务。他们或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上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或在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前沿阵

地建功立业，也应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粤籍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

综上，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个大型的、

没有正式的组织名称和统一机构的群体。叶剑英、叶挺、

彭湃、杨殷、苏兆征、杨匏安、阮啸仙、周文雍、陈铁

军、冯平、张云逸、冯白驹等职业革命家是粤籍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代表。他们一生对马克思主义有坚

定的信仰，是领袖式人物，对党和国家作出了卓越贡献，

是当之无愧的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二、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成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

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

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3] 粤籍

无产阶级革命家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

路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内在逻辑的推动。

（一）广东开埠较早是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生成的物质条件

广东从秦汉到明清，都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中心。它物产丰富，各种物质相对充沛富有。在半

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饱受列强压榨的中国经济发展艰难，

但由于鸦片战争之后，在夹缝中顽强生存的广州成为第

一批开埠的城市，经济竟也有了一定的成就，成为国内

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广东因濒临大海，独特的地理

位置决定其与海外联系密切，即便是闭关锁国期间，也

与海外一直有密切的往来，使得广东得风气之先，最容易，

也最先受到外来的影响，遂成为西方文明传入中国的窗

口。正如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所言：“中国与外人

之接触，以广东为最早，人民之通知外情，也以广东为最。” 
[4] 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独特的岭南文化、顽强发展的

经济，无疑为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成打下了

坚实物质基础。

（二）旧中国国情是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生

成的政治条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富裕、国家繁荣富

强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梦想。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

探寻民族国家的出路不遗余力。而广东在中国近代史上

一直扮演着革命策源地的重要角色，出现了洪秀全、康

有为、梁启超等叱咤风云的人物。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

命也是广东人孙中山领导的，但革命之后“国家的情况

一天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

了，发展了”。 [5] 尽管此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民主资

产阶级还作了一系列努力，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这证明

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先天的软弱性，是不能领导中国人

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和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新老右派对“三民主义”的背叛，

走向了革命的反面，让那些志在使中国摆脱奴役压榨的

热血青年更加苦闷和彷徨，于是开始了新的探索，逐渐

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比如苏兆征、杨殷等曾是同

盟会员，最终离开了国民党营垒，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国情是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生成的政治条件。

（三）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是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生成的思想基础

近代以来，广东一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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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阵地之一。19 世纪末，

马克思主义通过各种渠道、各个阶层不同程度的传入中

国。20 世纪初期，广东人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等最

早接触并提及到马克思、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十月

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广东传播的受众更加

广泛，不但得益于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步报刊等大量传入，

而且还得益于著名传播者杨匏安等人的努力，再加上 20

世纪 20 年代初陈独秀先后三次抵广东，著书讲学，传播

马列，声震岭南，使得“广东就成为仅次于北京、上海的，

传播马克思主义最盛、效果最显著的重要地区之一”。 [6]

受马克思主义在广东广泛传播的影响，不但出现了大批

优秀人才，像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等一批先进分子，

很快成为广东省第一甲种工业专门学校中接受马克思主

义最早，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最高的同学，而且对于创

建共产主义小组，提高先进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

起了重大作用。上述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广

泛传播，无疑为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成创造

了思想条件。

（四）海外阅历是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生成

的外在动力

不少粤籍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于海外的

留学或务工。20 世纪初，中国青年留学日本，盛极一时。

当时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已经蔓延。在此地留学的粤

籍知识分子，正是通过阅读日文书刊接触到社会主义思

想。比如，彭湃在日本留学期间，涉猎了大量包括马克

思主义在内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课外书籍。杨匏安在日本

务工期间，“整日跑书店阅读马列主义日译本。”[7] 通

过经常阅读日文书籍的方式，粤籍留学青年逐渐产生了

对马列主义的兴趣与探究。此外，中国人到苏俄务工和

游历也是获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苏兆征作为海员

多次随船到十月革命后的海参崴，当听到俄国十月革命

胜利，工人可以自己当家作主，非常激动和受到鼓舞，

深信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这

些志在救国救民的先进分子，在海外受到先进思想的熏

陶，成为推动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生产的外在动

力。

综上，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和外因在事物发展的

过程中是同时存在，缺一不可的。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

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应而且作用。

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在内外因合力作用下产

生的。

三、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特质

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特定的群体，是后人根据他

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改革开放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所作的肯定，必

然有自己的特质。

（一）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

终生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是支撑共产党人

坚定事业信心的动力源泉，也是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以

自己的一生践行共产主义的追求。

让国家、民族得解放，百姓过好日子，进而实现共

产主义，是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的追求。在

国破家亡的大环境下，总要有人站出来为民族、国家作

出牺牲，他们选择了自己。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后，胜利

一个接一个，他们笃信，只有这个理论才能救中国。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使他们感受到了真

理的魅力。故而，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旦确定了共

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的信念就成为了书写灿烂人生

的基石。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敢于担当的优良传统。粤

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继承了这种传统，自觉地担负

起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的历史使命。在重大关头敢于承担责任。1928 年 3 月，

琼崖根据地遭敌人严重破坏，特别是澄迈县的中共组织

接近解体危难关头，冯白驹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中共

澄迈县委书记的重任。经过一年艰苦努力，县委和基层

党组织得到恢复。

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理想的追求并不是仅仅停留

在理论上，他们的实际行动更能表达其追求理想的赤诚。

尤其是在险恶的环境中 , 在与狂风浊浪的搏斗中 , 在革命

受到挫折时 , 更能体现出共产党人对信念的坚贞不渝。

1931 年底，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贫病交加，流落上海的

阮啸仙收到家中汇款后，立即谢别了热心资助的朋友，

继续四处秘密打听党组织的下落。杨殷被捕后，面对国

民党招降，说道：“你们这些败类，背叛了孙中山的三

民主义……要我投降万万不能。”[8]

粤籍无产革命家群体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印证了小

平同志的一段话：“我们多年的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

我们的理想信念就是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

共产主义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

实现这个理想 。”[9]

（二）出身不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

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主要阶级基础应该是工人、农民

等劳动阶级，但党在吸纳先进分子的时候，尤其是在党

幼年时期，并不是“唯成分论”，而是看一个人的思想

觉悟和实际行动，看他的思想和行动是否符合党章关于

入党条件的规定。

林伟民和苏兆征出身贫苦农民，辛亥革命时期曾被

誉为“广东方面的活动分子”，[10] 两人分别于 1924、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到共

产主义者的转变。在党的指引下，成长为著名的工人阶

级领袖，带领中国工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帝爱国大罢

工。此两位可谓是旧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

出身于惠州大地主家庭的彭湃，家中良田万顷，房

屋千间，本来可以过呼风唤雨的公子哥生活，却烧毁佃

农的田契，于 1924 年 4 月入党，实现了民主主义分子到

共产主义者转变，成为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先导者，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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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尽管

彭湃是大地主子弟，但从其对革命贡献来看，显然是旧

中国农民阶级的杰出代表。

杨匏安出生于一个破落商人的家庭，受过良好的私

塾教育和西方文化的熏陶，“好好的”教书先生不做，

却积极参与并领导革命运动，于 1921 年春夏之间，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

转变，成为“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1]

他的革命历程展示了一名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到伟大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转变。

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叶剑英，做过国民党高官，于

1927 年 7 月秘密加入共产党，也完成了一个新民主主义

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逐步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

诸多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尽管出身不同，但

都经历了从民主主义者到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转

变。在他们踏上革命征程后，更加奋不顾身地为中国工

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

勇奋斗，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三）志在救国为民，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有

多方面贡献

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着丰富的革命实践

经历，决定他们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有多方面

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生根中国首先是一个传播和宣传的问题。

在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中，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这部分人才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较大。有“北李南杨”

美誉的杨匏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理论家和革命活

动家。他提出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中国革

命的统一战线问题和革命分两步走的策略，成为毛泽东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开始领导、组织和推动工人

运动，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第一个高潮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就是林伟民、苏兆征领导的。其后的省港大罢工在苏兆征、

林伟民、邓发、杨匏安、杨殷等的领导下，其规模之大、

历时之长，创造了中国工运史上的奇迹，展示了工人阶

级的伟力。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彭湃、阮啸仙、

周其鉴、黄学增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

对农民问题认识比较深刻。他们组织农会、创建农团军，

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探究农民在中国革命中作用，无

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作

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吸取经验教训，决定独

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武装，于是三大起义爆发。

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叶挺参与领导了南昌起

义和广州起义，叶剑英、杨殷、周文雍等参与领导了广

州起义。他们的上述革命实践推动了工农武装建设，当

之无愧地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

面对十年“文革”给党和国家发展带来的重大挫折，

叶剑英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智慧，带领党中央一

举粉碎“四人帮”，[12] “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

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13] 后又积极促成中国改

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出山，使中国改革开放有了

坚强的领导。他关心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关心

支持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是名副其实的经济特区奠基

者。

总之，粤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

开放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研究他们不但有助于再现其

丰功伟绩，弘扬红色精神，还有助于发掘他们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担负起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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