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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作霖 ：英魂长眠红土地（上）
    编者按：嘉定人民具有光荣的革
命斗争传统，在革命和建设的岁月中，
有不少嘉定的好儿女，有的为新中国
诞生而捐躯、有的为自由民主而奋斗、
有的为了实现崇高理想而献身，涌现
出数以百计的英雄烈士。在中国共产
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我们细细回味
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加怀念那些抱有
坚定信仰、具有坚贞品质、胸怀崇高理
想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英烈。
    缕缕春风、绵绵细雨，诉不尽对革
命烈士的无限深情，道不尽对烈士英
魂的无尽哀思。嘉定报《疁城故事》栏
目，将分期介绍几位嘉定籍革命英烈
的事迹，以期让更多的家乡人民铭记
他们。他们的英名与日月同辉，与江
河共存！

    顾作霖（1908—1934），嘉定徐行
人，1926年入党，先后任共青团杨树
浦部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四、
一二”事变后，在中共山东省委、江苏
省委、武汉长江局担任重要职务。
1931年去江西中央苏区，任少共苏区
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因积劳
成疾于1934年5月28日病逝。时年
26岁。
    徐行人氏  学生领袖  1931年4
月中旬，任弼时、王稼祥与顾作霖组
成“三人中央代表团”进入中央苏区。
这时期，正值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
海召开不久，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
夫的支持下，把持了党中央领导工
作。王明选择顾作霖为派往中央苏区
的代表团成员，是经过了一番考虑
的，只要看看顾作霖投身革命以来的
简历，就会认定他是这方面工作的最
佳人选。
    顾作霖是嘉定徐行镇西北顾家泾
人。1908年1月29日出生，字冬荣，
其祖父顾承载，家有良田60亩，还做
点小生意，略有余钱剩米。承载为人
和气，颇受乡里人尊敬。其父顾振功，
字树铭，娶徐行镇姚罗村一个姓姚的
姑娘为妻，生顾作霖、顾作民2人。姚
氏勤劳朴实，在家务农。而树铭在衙
门供职，生活不俭，花天酒地，从不过
问家事。
    1922年，顾作霖考入南京东南大

学附中，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被校
方开除。1925年秋，顾作霖进入上海
大学，翌年在学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
党。这位年轻而勇敢的学生中坚分
子，参加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
义。鉴于他在起义中的突出表现，党
组织决定将其派往江苏、山东任共青
团省委书记。2年之后，顾作霖担任
了共青团中央的组织部长。1930年，
他又成为中共长江局委员、长江局总
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秘书处负责
人，这时他只有22岁，成为党内很有
名气的青年代表。正是基于上述的各
种情况，他成为“三人中央代表团”中
最年轻的成员。
    进入苏区 扩充团干  王明的考
虑是：中央苏区的共青团缺乏得力的

领导者，工作松散软弱。因此，选择
年轻而富有共青团工作经验的顾作霖
为中央代表，内定为共青团苏区中央
局书记，当然还要成为苏区中央局成
员，协助任弼时、王稼祥担负其他领
导工作。“三人中央代表团”肩负中央

的重托，自闽西苏区进入瑞金后，来到
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驻
地——宁都青塘，与项英、毛泽东 、朱德
等人见了面。4月17日，“三人中央代

表团”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
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
前形势估量的报告。出于自己的工作
侧重点不同，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顾
作霖单独找项英了解团的工作情况。
他态度真诚地对这位苏区中央局书记
说道：“项英同志，中央让我到苏区
来，主要抓共青团的工作。你比我先
来几个月，想听听你的意见。”
    谈到苏区的共青团工作，项英不
无忧虑地说：“共青团工作离中央的要
求太远了，共青团中央局名义上是建
立起来了，可是却名不副实，只有余泽
鸿2人在唱独角戏。”除了向项英等人
了解情况，顾作霖还到一些地方调查
走访。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他
剖析了苏区共青团工作落后的原因，
认为首先得解决各级党组织思想意识
问题，使之在一系列措施上予以重
视。这位履新赴任的共青团苏区中央
局书记，开始将团的工作大刀阔斧地
抓起来。
    健全机构  发展团员  首先是健
全中央局机关。顾作霖将原有的2名
局机关人员召到宁都青塘，又从红军

总部与地方上抽调数人，保证了局机
关的正常办公，开始有文件、材料向各
地团组织下发。为扩大共青团的影
响，顾作霖与这些同志创办了团中央
局的机关报《青年实话》，他亲自撰写
文章，兼任刊刻油印。在他的努力下，
《青年实话》以文章短小、内容丰富、通
俗易懂、图文并茂而日渐传名，尤其
受到了苏区青年的欢迎。因为报纸除
了刊登他们乐于接受又急于想了解的
革命道理、工作经验、科技知识外，还
有恋爱问题的文章。《青年实话》高峰
时发行量超过2.8万份，仅次于苏区
中央局的机关报《红色中华》。
    顾作霖最为重视的是苏区各地团

组织的机构建设。他多次找到苏区几
个省的省委书记，协调这些省建立团
省委的工作。在顾作霖的热心促成
下，1931年8月建立了少共福建省
委，书记为陈荣，同年11月，顾作霖出
席了在于都桥头召开的少共江西省第
一次代表大会，指导成立了少共江西
省委。1932年1月中旬，苏区共青团
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讨
论通过了《红军中团的工作决议》，理
顺了红军部队中团与党的关系、团的
工作与军队政治工作的关系，使红军
队伍中的共青团网络得到有效铺开。

“哪个地方共青团的数量少于共产党
员的数量，那是我们的工作失职甚至
是职责耻辱。”这是顾作霖多次在团的
重大会议上的观点。针对苏区许多地
方存在着团员人数远比党员少的现
状，顾作霖分外重视各地发展团员的
工作，所到之处首先关心的是这个问

题。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共青团
江西省委统计到的数字。江西苏区的
兴国、于都、胜利等15县，只有共青团
员10389人，而同时期的党员超过了
16000人。顾作霖强调“应该像大年
初一迎客那样热情地敞开团的大门。”
在苏区共青团的“一大”会议上，通过
了《团的建设问题决议》，提出广泛发
展团组织的要求，各地团组织要“坚决
反对关门主义的倾向，以及秘密拉夫
式的发展。”1932年的2月20日，在顾
作霖的主持下，少共中央局再次作出
了《发展苏区团组织的决议》，号召“在

所有的工厂、作坊和乡村中建立团的
支部，要在红军和地方武装每个伙食
单位中建立团的小组。”
    在顾作霖领导下，苏区各地的团
组织出现了迅速发展扩大的喜人局

面。兴国、于都等15个县，至1932年
4月新发展了共青团员10675人，共青
团支部发展到722个。至同年的12
月，江西全省有共青团员45000多人。
这时期，江西、福建两省的共青团员
达73780人，比1932年春增加了4倍以
上。少共苏区中央局下辖少共江西、
福建、闽赣等5个省委。在红一方面
军各部队中的共青团员，也有18000
人以上。将近10万人的共青团员活
跃在各条战线上，成为党组织的有力
助手和苏区斗争中最具活力的中坚力
量。中央苏区的共青团组织能在一年
多时间内，无论组织形式还是战斗力
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这与“总抓手”
顾作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为引导各级团组织动员青年积极
参加红军，投入反“围剿”的革命战争，

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后2个多月，于
1931年7月14日，在由他执笔的《苏
区团中央局通告（第四号）》中写道：
“无论在前方火线上还是后方的种种
活动，主要的是看到青年们的活跃和
勇敢，战争已经把百分之九十的苏区
青年吸引进去了，伟大的二次战争胜
利说明，没有青年就没有战争的胜
利。”按照团中央局制定的工作方针，
各地的共青团组织把工作重心放在青

年的参军参战上。著名的“少共国际
师”便是由9000多名优秀少先队员、
共青团员和青年组成的。苏区的火热
斗争就像革命的大熔炉，使一大批青
年得到锻炼成长。
    不惧牵连  解救耀邦  在王明左
倾路线的影响下，赣西南苏区肃“AB
团”运动出现滥抓乱杀的现象，苏区军
民一时人心惶惶。1932年10月底，
时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的胡耀邦与湘
赣省少共总队长谭启龙等3人，被列入
省政治保卫局“AB团要犯”名单。名
单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时，出现意见
分歧。有人认为，根据揭发人的供词，
胡耀邦的一个老师就是“AB团”的人，
已经被处决了。胡耀邦受这个老师的
影响很大，能不是“AB团”吗？有人提
出异议，说胡耀邦只是个17岁的娃娃，
而且来苏区后一直表现非常好，这件
事要慎重。省委书记王首道一时两
难。恰好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
文彬在回中央苏区前列席了这次会
议。他本来已选定胡耀邦、谭启龙等
3人回苏区中央工作，听说自己多番
考察、印象极好的少年竟然是“AB团”

分子，难以置信。他有心对胡耀邦、谭
启龙加以保护，就说，既然大家意见不
一致，胡耀邦和谭启龙又都属于团中
央系统的干部，我就把他们带到团中
央去审查吧。大家同意冯文彬的意
见。冯文彬将胡耀邦3人带到瑞金，没
有直接送往设在叶坪的国家政治保卫

局，只是“拘押”在共青团苏区中央局
机关。然后找到正在参加会议的顾作
霖，将情况作了汇报。顾作霖对冯所
说“这可是我们共青团的骨干力量”这
句话抱有同感，同意由团苏区中央局
直接审理胡耀邦3人的“案情”。冯文
彬将胡耀邦等3人带到了瑞金，只能
说使他们暂时脱离了险境。
    胡耀邦的机灵和睿智使自己找到
了救星。被拘押起来受到审查的胡耀
邦陷入巨大的委屈和苦恼中，他思虑

着如何获救。胡耀邦考虑再三，想到
了自己的最高领导。一天晚上，他敲
开了顾作霖的房门。顾作霖见是胡耀
邦，开口问：“你找我干什么？”胡耀邦
语气平静地说，“我向敬爱的顾书记报
告，请求尽快审查我的问题。”“你是不
是‘AB团’分子？”“我连‘AB团’是什
么都不知道，怎么会参加这样的反革
命组织呢。”顾作霖看见对方眼里闪出
诚挚且有几分天真，顿生同情之心，问

道，“你几岁了？”胡耀邦回答17岁，然
后动情地讲起了自己12岁离开家乡
来到湘赣苏区参加革命的经历，说到
激动处，禁不住流下了眼泪。“顾书记，
‘AB团’是革命的万恶敌人，我们只有
奋勇地打倒它，决然没有参加它的半
点理由。”
    “唔，你说得对。”顾作霖点了点
头，对着含泪的胡耀邦说：“你的情况，
中央局还要加以研究，你先回去吧。”
这番话是委婉的，在各地肃“AB团”
狂潮翻滚的情势下，顾作霖不得不慎
重行事，话只能说到这个程度。胡耀
邦临走时，动情地对顾作霖说，“顾书
记，让我留下来吧，我会刻钢板、搞油
印，会写标语、唱歌，会干好多好多的
工作。”看着对方一张认真而带着些
许稚气的脸庞，顾作霖心里涌上一阵
由衷的感动，更有一种救下这个蕴藏
着机敏和才气的大孩子的心情。但
这时候他没有多说什么。
    待胡耀邦离去，顾作霖不由地沉
思起来，湘赣省政治保卫局把他当成
随时处决的“AB团”要犯，怎样才能把
他救下来呢。他冥思苦想。
    第二天上午，苏区少共中央总队

部训练部长张爱萍被召到顾作霖办
公的房间。顾作霖开门见山地问，
“胡耀邦、谭启龙几个人的事你知道
吗？”“知道一点，听文彬同志说过，有
人供报他们是‘AB团’要犯。”张爱萍
回答。“那你是怎样看的？”张爱萍坦
诚地说“我本就不相信，像胡耀邦这
样十二三岁就参加革命队伍的小青
年，会是什么‘AB团’的人，一定是受
到了坏人的诬陷。”听到张爱萍的回
答，顾作霖心里松了一口气，接着说，
“中央局决定把胡耀邦放到你们那儿

接受审查，你要对组织负责，掌握实事
求是的政策原则，严格审查好他的问
题。”张爱萍答，“是，我们一定对组织
对同志负责。”顾作霖以共青团苏区中
央局的名义，把胡耀邦安排到少先总
队训练部接受审查，是经过多方面考
虑的。其中的一个最大的因素是张爱
萍本人就于当年春天曾被诬为”AB
团”分子，只是由于顾作霖等人的保
护，才算没有吃亏。张爱萍对“AB
团”是怎么一回事，最清楚不过。
    张爱萍没有辜负顾作霖的一片良
苦用心，他组织专人调查胡耀邦的材
料，把胡在湘赣省苏区的工作业绩和
出众才干整理出来，材料中没有一点与
“AB团”沾边的事。调查材料上报到共
青团苏区中央局，顾作霖命令解除对
胡耀邦的隔离，冤案得以解除。
    这一段遭遇，对胡耀邦是刻骨铭
心的。此后，他屡屡提及此事，始终
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追忆当年保护
过他、救助过他的老领导。1988年3
月，已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胡
耀邦同谭启龙谈起这段往事时，不胜
感喟，都庆幸碰到了3个好领导，一个
是冯文彬、一个是顾作霖、一个是张爱
萍。胡耀邦惋惜地说：“可惜顾作霖同
志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了，
不然这个同志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根据《嘉定革命烈士传》改编）

顾作霖烈士像

顾作霖的家就在嘉定镇清河路圆通寺桥（永宁桥）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