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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协办

如皋汤氏，英杰辈出，颇具代表
性的是汤景延与其子汤有斌、其侄汤
亚熊，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真可谓
是如皋“汤门三勇士，英气荡人间”。

汤景延(1904—1948)，如皋城西
陆家庄人。抗战时期，因为立下奇
功，他成为苏中地区的名人英雄。翻
阅粟裕将军的回忆录 《战争回忆
录》，书中第224页写道：

1943年初，华中局、新四军军
部鉴于苏南反“清乡”的严重形势和
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在即，决
定利用汤景延同志的特定社会关系，
打入伪军内部……汤景延、顾复生、
沈仲彝同志接受党的任务后，领导全
团在极其复杂、艰险的环境中，英勇
机智，进行着一场特殊的战斗。

这种特殊的战斗及汤景延同志的
牺牲，粟裕将军从未忘记。《战争回
忆录》记载，汤景延率部（即百姓俗
称的“汤团”）打入敌人内部，假投
降，真抗敌：确保苏中与江南的交通
线；运购军需物资……1943 年秋，

“汤团”内部开花，突袭日伪据点，
消灭敌人，凯旋归来，编入新四军苏

中“联抗”第2团。至今他的侄子，
年近百岁的汤有恒还清晰地记得汤景
延抗日的传奇故事。据1948年 5月
15日上海《新闻报》等书刊报记载，
是年2月18日，汤景延在奉贤县遭国
民党军包围，负伤被捕，5月14日在
江湾刑场牺牲。后来两位作家柯蓝、
赵自合作，完成文学作品《不死的王
孝和》，书中那位帮助和鼓舞王孝和
的汤敬延，就是汤景延。

将门虎子，汤景延的长子汤有斌
（1926—1949，又名汤新民），同样是
一位英雄。据《汤景延之子汤新民》记
载，汤有斌在父亲的影响下，思想进
步，不折不扣地完成党的任务。1948
年底，他去苏北军区步兵学校学习，政
治方向明确，立志为革命事业献身。
1949年初，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海

军军舰“福山号”舰长陈舰庭，与华中
九分区取得联系，准备大军南渡时起
义，策应解放军渡江。军分区领导非
常重视此事，便秘密派遣作战参谋长
汤有斌带着李居石、李德荣等，装扮成
猪贩子，经上海，前去福山。他们乘坐
一艘装满80多头猪的帆船，到达上
海，住在一家旅馆里。不幸的是，旅馆
已经被敌人布控，他们又未能藏好军
分区领导给陈舰长的信件，不幸全部
被捕。经过敌人的严刑拷打，及审判，
汤有斌极具英雄本色，视死如归，拒不
认账。恼羞成怒的敌人，无奈之下，杀
害了他们三人及陈舰长。

汤亚熊（1927—1946），也是一位
英雄。1938年，日寇侵占如皋，烧毁
汤家。国仇家恨，在汤亚熊的心中埋
下了抗日的火种。1945年9月，他随

军进入如皋城，成为一名革命文艺青
年。他出任如皋县第一中学高中部生
活指导员、学生会会长等职务，组织

“星海歌咏队”，邀请沈亚威来校指
导。汤亚熊还创作了大量散文，刊载
于《江海导报》《文综》。其中《发亮的
夜晚》彰显出农民支持土改政策，抒发
了自己支援革命的思想情感。

1946年12月，从磨头到大石等
乡，敌人展开拉网式“清剿”。时近
中午，敌人逼近正在龙游河东召开青
年骨干分子会议的汤亚熊。他立即命
令大家分队疏散。因为有人告密，他
不幸被捕，带去吴窑。凶残的敌人把
他吊在树上，严刑拷打，他强忍疼
痛，一言不发。听到敌人污蔑他是土
匪，他大义凛然地说道：谁是好人，
谁是匪，让老百姓说吧！你们烧杀抢
掠，无恶不作，才是地地道道的匪
……敌人将他打得遍体鳞伤，围观群
众热泪盈眶。敌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罪
行，当晚对他下了毒手。

汤门三勇士，英气荡人间，你们
的故事，你们的作品，你们的精神，
将永垂不朽，流传后世。

苏德馨，字馨山，1904 年出
生，如皋西乡人。1921年考入江苏
省第二代用师范（今如皋师范）读
书，1924年与同学陆景槐等创立

“劲社”，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如皋县委委
员、组织部长，他勇敢坚毅，发动
学生游行、动员组织农民抗租抗
粮、参与领导了如皋西乡的五一农
民暴动，为如皋后来的革命播下了
火种。

1928年4月，我党著名的政治
活动家王若飞协同张安志、顾仲起
到如皋组织如泰五一农民暴动。5
月1日，震撼大江南北的如皋西乡
农民暴动开始。当晚，3000多农民
在朝西庄举行暴动誓师大会，他们
高唱《工农革命歌》，担任暴动指挥
部肃反专员的苏德馨率队攻打徐家

庄警察分局，敌人吓得落荒而逃。
5月2日晚，他又率队攻打卢港地主
庄园，全庄一座座黑漆大门从东到
西一字排开，农民称它为“阎王
殿”。当暴动队伍到达卢港时，卢港
警察分局的警察开枪了，苏德馨吩
咐大家埋伏在麦田里，架好土炮，

“轰轰”两下，警察分局的大门被轰
坏，房屋被打坍，这时，卢港地主
早已纷纷逃走，暴动队伍冲进了

“阎王殿”，烧毁了田契、债据，又
把粮食衣物钱财分给了农民，并放
火烧毁了“阎王殿”。

轰轰烈烈的五一暴动在敌人的
残酷镇压下失败，苏德馨和其他暴
动领导人撤到上海，不久，省委农
委书记王若飞派遣他重返如皋东乡
工作。6月 15日，苏德馨不幸被
捕，县长王浩然假惺惺地对他说：

“你是有才干的青年，不能误入歧
途，只要醒悟过来，对党国、对自
己都有利。”苏德馨不予理睬。王浩
然把苏德馨的宗兄苏子光拉去劝
说：“如不悔悟，将有生命之忧。”
苏德馨严正回答：“我为正义而死，
死得其所！枪毙不过五分钟时间，
有何可忧？”敌人又以他父亲的生死
相威胁，他一针见血地说：“我是共
产党，父亲是老百姓。你们不但要
杀共产党，也要杀老百姓，这是三
民主义吗？”敌人继而又以酷刑摧
残，但丝毫不能动摇他的革命信
念。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
了，就给四弟君熙和妻子分别写下
遗书，要四弟代为孝敬父母，嘱托
妻子抚育好刚满周岁的儿子，并将
儿子改名“苏维宜”（谐音“苏维
埃”），希望儿子长大后继承他的革
命遗志。

7月8日晨，苏德馨被押往如城
南门小校场刑场，途经冒家巷，母
校如皋师范的学生闻讯赶来，见状
不禁失声痛哭，他大声说：“你们不
要难过，我倒下去了，将会有更多
不甘屈服的人站起来为中国革命奋
斗！”

抗战时期，烽火岁月，如皋牺牲
多位烈士。其中有两位烈士同天牺牲
于如皋董家庄。兹将两位烈士情况，
简述如下。

一位是陈琼林 （1923—1941），
女，广东汕头人。幼年丧父，依靠叔
父生活，先后在旅汕小学、汕头女子
中学学习。1938年北迁上海，进入
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淞沪会战
后，她看清国民党腐败无能的丑恶嘴
脸，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抗日救国。
翌年，她与一位胡同学，前往茅山，
加入新四军一师一旅服务团。1940
年夏天，陈琼林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
党。

在战斗与行军中，陈琼林是巾帼
不让须眉，背包前行，再苦再累，总
能坚持完成任务。她在工作中，一丝
不苟。1941年2月，服务团到达如西
县，发动群众抗日。由于读过女子师
范，文化水平较高，陈琼林便被调任
地方，出任如西县委秘书。上任后不
久，她便适应了角色转换，过起了打
游击的生活。县委办公地点经常转
移，一旦到达新驻地，她便抓紧时间
处理日常事务，组织传阅上级文件，
起草汇报材料。5月下旬，如西县召
开农民代表大会，讨论减租减息的政

策。地委书记、专员出席会议。会议
准备时间紧迫，人手紧张，工作繁
重，既要建立农抗会，又要贯彻地委
扩大会议精神。为此，陈琼林通宵达
旦干革命，阅读、起草、校对、印刷
相关文件，圆满完成任务，确保大会
胜利召开。

1941年9月3日，如西县委、县
政府移驻董家庄。陈琼林以及油印
员、炊事员等，分别住在两户农民家
中。晚上7点左右，突然东西两边响
起枪声，接着又传来手榴弹的爆炸
声。原来是石庄据点的伪军，在伪营
长谢俊的带领下，突袭董家庄。警卫
人员立即前往阻击敌人，掩护机关人
员转移。大家纷纷穿过后院的竹林，
泅水北撤。陈琼林临阵不乱，迅速把
文件、印章包好，捆在身上，又在屋
中扫视了一遍，这才离开。谁也没想
到，她下水后，被密密麻麻的菱茎缠
住，沉入水底。战斗结束后，战友发
现陈琼林失联，立即前往河中打捞，
发现遗体，她是窒息而死。身上的文
件与印章，保存完好。战友们扼腕痛
惜，纷纷落泪。巾帼青春雉水泪，陈
琼林牺牲时年仅18岁。

她的遗体在王陈庄下葬。1975
年，遗体迁入吴庄烈士陵园。1987

年，遗体火化，被保存于如皋烈士陵
园。每逢清明，许许多多的如皋学
子，都要前往陵园纪念她。

另一位是廖绪忠（1915—1941），
化名廖许崇，湖北枝江县人，先后就读
于宜昌省立第四中学、汉口第一中学、
上海正风中学。在校期间，因为参加
红色读书会被捕。保释后，才迁往上
海生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廖绪忠接受江苏省
委的委派，在中共江北特委的领导
下，作为一名抗日青年，在南通等地
开展宣传工作。后来，他转入国民党
江苏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第一支队(抗
战支队)政训处宣传队，在如皋银杏
埠等地宣传抗日。为了沟通民众，他
苦学如皋方言。三个月后，他便用如
皋话和民众交流，讲起抗日故事，大
受欢迎。廖绪忠组织农抗会会员、妇
女学习，又组织人员传递情报。

廖绪忠对中国共产党十分忠诚。
他最感人的事迹，要数“步行千里追
党走”的故事。1939年秋天，他前
去启东工作，任政工二队队长，不久
返回如皋，在马塘革命。1940年 4
月，八路军南下部队到达淮北地区。
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一心阻止八路
军与新四军会师，于是抗战支队北上

泗阳。抗战支队二总队二大队抵制国
民党反动派，在泗阳与敌发生摩擦，
被迫缴械，遣散回乡。廖绪忠被解散
后，秘密一人赶往八路军驻地，向胡
服（刘少奇）汇报经过，然后从洪泽
湖西绕道南行，日夜兼程，风餐露
宿，步行上千里，穿过泰兴等地，到
达如皋西乡，向原中共江北特委领导
人陈伟达汇报情况。组织上经过审
查，表扬了他“跟党走、报党恩”的
革命事迹。

1940年8月，如皋中心县委在卢
港成立，廖绪忠出任车镇区特派员、
东南边区中心区区委书记等职。1941
年，如西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他
又调任县民政科科长。解放区进行减
租减息的活动。廖绪忠在江中的永安
沙展开工作，发动农民实行减租。他
还在花园乡等地组织和发动群众，推
行减租减息。他向大家宣传党的政
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得减租
减息活动在如西开展得有声有色。

1941年9月3日，如西县委、县
政府机关进驻董家庄。石庄镇据点敌
人突袭董家庄，他和陈琼林烈士一
样，在撤退泅渡时，不幸牺牲。观其
革命事迹真是：步行千里追党走，魂
葬雉水留英名。

如皋的早期革命史中，一度爆发
了轰轰烈烈的黄包车夫罢工运动。运
动的主要领导人是刘君霞和周惠吾。

刘君霞(1899—1928)，又名永昌、
俊遐，如皋双甸人(今属如东)。他小学
毕业后到粮行学徒。1917年，他考入
无锡测量局；1918年，出任如皋县清
丈局任清丈员。因为工作原因，他与
农民频频接触，了解民间疾苦。“五卅”
运动后，他投身革命，在农民中传递进
步书刊，向农民揭露污吏、土豪劣绅的
罪行，宣传革命思想。1926年，他加
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出任中共如皋县
城中区委书记。

周惠吾（1907—1928），如皋如城
人，早年失恃，安定小学读书毕业后，
他先后在磨头姜兴亭中药店、樊川药
店学习开药店。因为不热衷做生意，
抑郁成疾，只能回城，暂居美国长老会
教堂内，成为基督教徒。受到地下工
作者的影响，思想开始左倾。1927
年，成功营救县农协会会长张连生。

1927年，如皋县总工会筹备处成
立，刘君霞出任总工会主席，王盈朝、

周惠吾等五人为筹备处成员，管理随
后建立的黄包车、理发、浴室等行业工
会。国民党如皋县政府款产处主任是
祝荫中（时为大资本家，多年后转变为
思想左倾的开明乡绅），勾结警察局，
打着维护交通秩序的幌子，强令所有
黄包车不准停放在街头巷尾，只能停
在后街空场上。黄包车夫生活不易，如
此禁令使得他们生活实在不便。在中
共如皋县委的指示下，刘君霞、周惠吾
全力合作，组织黄包车夫罢工。5月10
日早晨，300多个黄包车夫，涌入冒家
巷，齐声呼喊：“把黄包车卖给祝荫
中！”祝荫中等人，如同惊弓之鸟，关好
款产处的大门。车夫们又去轰击大门，
里面的人，做起缩头乌龟，坚守不出。

周惠吾来到现场“解围”：一边奉
劝众人不要闹事，一边暗示沈学根（黄
包车工会负责人）将大家带去教堂，商
量下一步的对策。车夫们才进教堂，
五六个警察就闯了进来。他们质问谁
是头目？车夫们回道：“大家都是头
儿。”警察又将怒火转向了周惠吾。周
惠吾（表面为国民党，实为共产党工

作）故意挺着胸脯，亮出长衫上挂着的
国民党三角章。警察无奈，只能“邀
请”代表去谈判。在警察局，周惠吾等
人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敌人无奈之
下，表示妥协，将在大街上设置停车
场。第一次如皋黄包车夫罢工运动，
以胜利告终。

第二次如皋黄包车夫罢工运动发
生在 1928 年五一如泰农民暴动前
夕。为了策应农民暴动，又恰逢国民
党县政府要涨黄包车捐（税），进一步
剥削黄包车夫，刘君霞、周惠吾决定再
次领导黄包车夫罢工。4月29日早
上，300多辆黄包车，将县政府围得水
泄不通，最终迫使县政府取消了车捐
涨价的计划。

五一如泰农民暴动失败后，刘君
霞与周惠吾，因为叛徒出卖，同时被
捕。两人在狱中受尽折磨，拒不投
降。刘君霞在法庭上，控诉敌人的罪
行。周惠吾的恋人——曹牧师的女儿
探监。周惠吾向她“表白”：“……我为
了革命，反动政府不让我活下去，我也
不怕被钉上十字架。”在前往刑场的路

上，刘君霞与周惠吾高唱国际歌。牺
牲前，他们高呼：“共产主义战士是杀
不完的！”牺牲后，他们的头颅被敌人
挂在城门外示众。曹女士殉情自杀。
中共如皋县委追认周惠吾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

(本文由市红十四军纪念馆整理)

周惠吾烈士周惠吾烈士

魂葬雉水留英名——记牺牲在董家庄的两位烈士
□彭伟

陈琼林烈士遗照及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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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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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

汤门三勇士，英气荡人间
□太原 白本

如皋黄包车夫两次罢工运动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