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横山桥支部旧址

王玉如 1906年出生在阳湖县丰南乡（今横山
桥镇）严庄桥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7岁时在本地
私塾任教。

1926年 1月，上海大学学生包焕赓以中共党
员和国民党党员的双重身份从上海回乡，建立国民
党横山桥区分部。进步青年王玉如经介绍，先后加
入国民党和共产党。

同年 2 月的一天，在包合兴南货铺二楼阁楼
里，秘密进行了一场重要会议。在简陋的环境里，
包焕赓、王玉如和同乡朱瀛海满怀崇敬之情，小声
唱起了《国际歌》，庄重宣告中共横山桥支部成立。
从此，常武地区第一面党旗冉冉升起，燎原星火迅
速燃遍全境。
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王玉如捐出了自己

的薪水，并挨家挨户发起募捐，成功创办起严庄桥
小学并出任校长。王玉如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他
熟悉农民、心系乡里，白天上完课后，还在校内办
起了农民夜校，一边为青年农民补习文化知识，一
边传输新思想、新观念。与此同时，王玉如组织成
立了中共严庄桥党支部并任书记。

1927年春，王玉如等接办了私立的横山桥小
学，并将此地发展成为开展革命活动的据点，组织
男女青年在夜校学习文化，扫除文盲；发动青年破
除迷信，摧毁严庄桥附近的“五圣堂”；开展妇女
解放运动，反对买卖婚姻，提倡男女平等……

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王玉如和伙伴们提前行
动，积极开展舆论宣传，他们趁着夜色分头深入附
近乡镇，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此外，王玉如还以
严庄桥村为支点，全力组织发动中共党员和积极分
子们走进周边村子，号召劳苦大众支持北伐军。
如此一来，整个武进东北地区的群众对北伐军

的到来充满了期待。北伐军到达横山桥镇后，群众

主动夹道欢迎，王玉如悉心安排部队住宿，协助开
展各项工作。在北伐军攻打江阴时，他又发动周边
各村群众征集后勤物资，有力支持革命行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常武地区形势险恶，王
玉如的父亲对他的未来很是担忧，王玉如则从容坚
定地做出回答：虽然他生于苍凉乱世，却心怀救世
济民远大理想，所以哪怕为革命献身也无所畏惧，
他选择继续在本地进行秘密活动。

1928 年春，王玉如任武进县西南区委书记，
负责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当时的湟里一带，少数大
地主掌握了大部分的土地资源，农民协会尚未建
立，革命基础甚为薄弱。初来乍到的王玉如以旌孝
乡行政局办事员身份为掩护，积极联络贫苦农民，
挖掘培养骨干苗子，迅速发展出一批党员，建立起
一个个党支部。他还把一部分有文化的党员安排到
小学任教，既教化乡民又有了身份掩护。

此外，王玉如在各村组织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赤
卫队，这些以地下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为主体的队
伍，成为了与土豪劣绅抗衡斗争的中坚力量。短短
几个月时间，参加农民协会的农民多达数千人，党
员 90余人。

由于王玉如出色的工作成绩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才能，他被组织先后任命为中共武进县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1928 年秋，
王玉如发动农民暴动未成，遭反动政府通缉。不
久，王玉如被组织派往上海法南区委，负责组织领
导工人运动。

革命时期的爱情，不是打打闹闹的小情小爱，
而是胸怀天下的家国大爱。携手同行的，不仅是心
心相印的伴侣，更是风雨同舟的战友。

1929年，王玉如调任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书记，
后改任宣传部部长。在上海期间，王玉如先后发动
群众参加全区的“二七”示威游行和上海市“九
七”大罢工斗争。也是在上海，他与区委妇女干
部、共产党员高美兰（又名廖迈男）相识、相恋并
结为夫妻。为了革命，王玉如离开了温馨的小家
庭，继续投身滚滚的革命洪流。

1930年，王玉如改任镇江县委书记，继续领
导农民运动。1931年回乡期间，他曾与包焕赓等
在横山桥镇领导各界人士进行反日救国和抵制日货
运动。

1932年，王玉如妻子高美兰以教师身份在奔
牛小学任教，由于怀孕临产，王玉如便用化名帮妻
子代课。6月，因叛徒告密王玉如被抓，被关押在
镇江监狱。1932年 7月 22日，年仅 27岁的王玉
如死在了狱中。

王玉如被捕后，高美兰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
拖着即将分娩的身子离开了严庄桥。在王玉如去世
后的第 天，他们的儿子王亚雄出生了。 年，

高美兰回到严庄桥，把儿子留在了老家，她则继续
为党的事业奔波。因日夜忙碌、积劳成疾，她的生
命绝唱也停留在了 岁。

岁，正是实现理想抱负的大好时光。然而，
王玉如和高美兰夫妇为了党的事业，双双在 岁，
风华正茂的年纪，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年，
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王玉如被追认为革命烈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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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年代末的一天，在上海法南区街头，人们围聚一团，全神贯注地聆听一位先生的演讲。这位先生情绪激昂、
声情并茂、深刻透彻地讲述着当下的局势与革命方向，群众们被他的演讲深深感染，纷纷振臂高呼，唏嘘泪流。

人群中，有个姑娘站在最前面，时而维持着现场秩序，时而和先生目光交接，先生英俊、儒雅的模样在她心里生了根。
这位先生名叫王玉如，是当时的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书记。姑娘名叫高美兰，是区委妇女干部，两位优秀的青年因彼此

的气质相互吸引。在高美兰的眼中，王玉如并不是拘泥于小天地的燕雀，他是一生都在远征、为革命从未停歇的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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