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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达生：铁骨忠魂多壮志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这是一副特别的对联———
上联：被捕坐牢家常便饭
下联：砍头枪毙告老还家
横批：革命到底
对联的作者是著名烈士韩达生， 创作于民

族危亡之际，表达了一位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
韩达生，1905年出生于开封杞县，17 岁参加

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壮烈殉国。
他领导河南早期青年运动， 参与发动著名

的豫东农民武装起义。 他是洛宁地区抗日救亡
运动的播火者，是坚持睢（县）杞（县）太（康）地区
抗战的领导人。

36 年的短暂岁月里， 他在中国革命史上留
下浓重的一笔，也在亲友、战友、后人中，留下许
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1922年，韩达生进入开封第二中学学习。 在
这里，他开始大量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
刊，并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爱国革命运动。 1925
年 3月， 韩达生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
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被党组织派回杞县
从事革命工作。 20 岁的韩达生从此告别了学生
时代，成为职业革命家。

1926年 2月，学校已开学，韩达生突然回家。
母亲很长时间未见儿子了，嘘寒问暖一阵后，又惊
讶地问：“你不在开封上学，为什么回家？ ”他答：
“为革命。”当时他的母亲还不大懂得革命，就气愤
地说：“你父亲身体有病， 我领着你几个弟弟妹妹
省吃俭用供你上学。 你不好好上学， 为啥又革命
哩！ ”慈祥的母亲急得眼泪掉下来。

家中景况，韩达生一清二楚。 但是，要干革
命，他只能先割舍自身的利益。他坐下来，耐心地
给母亲讲解革命道理，列举老百姓吃不饱、穿不
暖的事实，分析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原因。 他的
母亲听后，沉思一会儿说：“好！ 那就干革命吧！ ”
其实，对于儿子说的一番大道理，母亲也是似懂
非懂。 只不过，她相信儿子愿意做的事没错。

有了母亲的支持，韩达生下午就把几位朋友
领到家里，并在后院北屋住下。这些人中，有中共
豫陕区委委员萧人鹄，中共杞县地委书记王克新
和地委委员张海峰、吴芝圃。这时，韩达生家便成
了中共杞县地委所在地。

韩达生，原名韩德荫。为了革命斗争需要，回
到家乡后， 一同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给他起名
“家干”，意即国家干练、栋梁之才。

������出狱后，韩达生辗转回到老家。 时值漫天大雪，朔
风凛冽，韩达生身着单衣，推开家门。 一家老小终于盼
到这一天了。 为筹资营救韩达生，家人把城里的房子、
几块好地都卖了。

一年的牢狱生活，韩达生的身体极度虚弱，但他
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 回想起狱中的斗争，遥想明
天，他痛快淋漓地写诗一首：

羁旅春申整一年，埋头哲史穷钻研。
理论实践本为一，从此敢不再加鞭。
时值春节，韩达生又亲拟一副对联———
上联：旧世界打破个彻底
下联：新世界创造得光明

他将对联悬挂于室内，以此鞭策自己。
此时，他改名为“达生”，即“通达人生”之意。 他要

为打破旧世界，为创建新中国而生活、战斗。
从“家干”“毅夫”到“达生”，饱含着一位职业革命

者“从此敢不再加鞭”的自觉和信心。
韩达生到家不久，不顾身体虚弱，就积极找党组织

恢复工作。经党组织介绍，他先后到辉县、宜阳县教书，以
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先后担任洛宁县委（中心
县委、地委）书记，领导这一带的革命工作。 “七七事变”
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韩达生在洛宁一带
先后举办多种形式的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

（下转 A4 版）

为啥回家 我要革命

������韩达生向家人讲革命道理，动员全家人支持
革命工作。 妻子孟维新以走娘家为名，到城内探
听消息、传送情报，还在家里负责同志们的衣食
住行以及保管文件。 弟弟韩德兴十多岁时，经常
被韩达生派到外面了解情况，到各处送信。 大妹
韩德健刚结婚，腰里藏着短枪子弹，伪装成孕妇，
送到乡里的农民武装组织那里。

作为一家之主的母亲， 对革命很负责任，精
心地掩护着中共杞县地委机关。 母亲经常带着
女儿韩德贞坐在堂屋门外，一边做针线活，一边
观察外面的动静。反动军警一来，母亲就大声问:
“啥事呀！找谁呀！”后院的人听到后，迅速从后门
出去。 军警搜查韩家 3次，都没有抓到人。

从 1926年 2月，韩家成为中共杞县地委机关
驻地，到 1927年、1928年，韩家又是党、团临时河
南省委的秘密机关所在地。 在白色恐怖下，革命
处于低潮时， 地下党组织遭到连续破坏之际，韩
家成为中共党组织最安全的藏身地。 为了革命，
一家人将个人生死和家庭安危置之度外。

在韩达生的引领下， 这个曾经的封建家庭，
成为坚定的、彻底的革命家庭。

一人领头 全家革命

������为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 年春， 韩达生协助
萧人鹄、吴芝圃等领导杞县一万多名农民参加武装起
义。后因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豫东农民运动
遭受挫折，韩达生被迫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任共青团
河南省委秘书长。

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统治下， 韩达生不得
不隐姓改名。为表达坚强勇毅、坚持到底的决心，他改
名“毅夫”。在开封，他以做小生意为名，同妻子一起掩
护党、团省委机关，白天应付敌特军警的搜查追踪；深
更半夜复写文件，用米汁、白矾水密写指示，不知疲倦
地工作。敌人非常嚣张，四处捕捉共产党人，韩达生成
为敌人抓捕的主要目标。

1928年 12月的一天，韩达生被敌人追踪。最危险
的时刻到了，他沉着冷静，趁黄昏抱着孩子走出家门，
发现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带出，便放下孩子，立即返回
去取。刚从屋里将文件取出，邻居便告诉他，敌特军警
已包围了他的住宅。 他便翻几道墙跑出，连夜离开了
开封。

此后，韩达生先后在信阳、偃师等地进行革命工作。
韩达生的妻子孟维新晚年时对外孙们讲：“搞地

下工作的时候，我和你姥爷没有过一天安生日子。 那
时候，你们的妈妈才出生不久。为了安全，我们把党的
机密文件藏在你们妈妈的衣服里， 抱着她到处送文
件。 敌人哪里会知道文件藏在小孩子身上呢？ ”

潜伏地下 危机重重

������投身革命以来，韩达生对未来始终充满信心。 但
有一段时间，他心中一度非常郁闷。

当时，河南的许多地方党组织都遭到破坏。 立志
献身革命的韩达生在基层开展工作，一直和上级党组
织联系不上，就像没有娘的孩子。1933年夏，韩达生和
吴芝圃一同去上海找党组织。

1934 年春 ， 韩达生终于找到了党组织 。 但不
久 ，他在上海四川北路住的旅馆遭到特务搜查 ，因

被查出有革命书籍被捕 ，关押在上海警备司令部 。
审讯中 ，敌人对他使用了老虎凳 、压杠子等各种酷
刑 。 韩达生威武不屈 。 敌人摧残他的肉体 ，却得不
到需要的口供 。 后来 ，他被送到苏州反省院监禁 。
敌人要他发表声明 ， 他仅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声明
自己冤枉 。 因查不出实据 ，1935 年 1 月 ，韩达生被
释放 。 从被捕到出狱 ，韩达生在上海监狱经受了一
年的关押折磨 。

白色恐怖 狱中斗争

赋诗改名 昂首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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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韩达生烈士。
图②图③：1944 年 8 月，在杞县、通许、陈留三县接合部，我党建立了中共达生县委和达生县抗日民主

政府。 这是当年的“达生县印”。
图④：位于杞县水东烈士陵园的韩达生烈士纪念碑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