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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始建党第一人

——詹谷堂烈士传略

孙克新

詹谷堂，学名生堡，1883 年出生于商南葛藤山下（今属

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一个农民家庭，少怀壮志，天资聪颖，

勤奋读书，21 岁就中了秀才。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我国历

史大变革的年代，痛感清政府的腐败和民族灾难的深重，努

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政治、经济、

文化改革的主张，对他感染至深，在读书和研究社会的过程

中，他的认识不断提高，逐步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追求进

步和光明。由于为人正直，学识渊博，不阿权贵，深受乡里

尊重。1913 年，受固始县志成学校首任校长叶兰谷之聘，到

志成学校任教。

志成是一所有二百多名师生的全日制公立学校，主持办

学和教书的是一些当地比较知名的人士，学生也大多是年龄

较大的有志青年。詹谷堂在任教期间，主动团结校长、教师，

接近学生，经常和师生在一起评论时政，探讨济世良方，并

提出讲民主、兴科学、招收女生、栽桑育蚕、实行工读结合

等系列改革措施，还经常结合讲课，无情地揭露当时吃人的

罪恶现实。号召学生“读书不忘劳动”、“读书不忘救国”。

为了启发教育学生，唤醒民众，实现改革，为志成学校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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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校歌：

志成学校，志成学校，

开化最为早。

科举既废睡狮醒，

震旦警初晓。

平地为山九仞高，

一篑收功效。

古人有志事竟成，

名誉尽难滔。

校歌在全校师生中诵唱，一批进步骨干逐渐形成，随着

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学校里政治气氛越来越浓。到了

1921 年秋，由詹谷堂同志和另一名教师曾静华倡议，成立“读

书会”，吸收年龄较大思想进步的学生参加，詹谷堂被推举

为“读书会”的主持人。他收集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新青

年》等进步书刊，还得到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

等少数马列著作传抄本。用这种合法的组织形式，在师生中

传阅进步书籍，讨论革命道理。“读书会”成了后来建党建

团的基础，其中多数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

年团。

这时詹谷堂讲授课文，不再象过去那样，单纯进述个人

理想，而是紧密结合社会现实宣传讲解进步思想。启发学生

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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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詹谷堂曾教育学生“冷水要挑，热水

要烧；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一次，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幅

仙女向人间撒种的漫画，并题诗两句：

“漫天撒下自由种，

但看将来爆发时。”

当他与学生们谈到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时，又口

吟了一首诗：

“茫茫四海起战争，

苍生何日庆升平？

大江一片狂浪起，

斩尽妖魔济众生。”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志成学校“读书会”初期只有数

人，后来发展到百余人。革命活动的形式已由过去口头宣传、

秘密酝酿，而变为公开活动，活动范围也由学校转向社会。

每逢“五一”、“五四”、“五卅”等纪念日和柏树庙会期，志

成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去积极参加，演讲或游行示威。他们的

行动时常越轨，由到处打泥菩萨、捉巫婆神汉、宣传男女平

等，破除封建迷信，到公开为穷人鸣不平、围攻坏人、冲击

邪恶势力，成为远近闻名的“闹事窝子”。周围的地主老财

不敢收租催租，就连骑马坐轿的达官显贵，路过志成学校也

要绕道走。

1922 年 3 月 18 日，是柏树庙的会期，男女老少成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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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到庙上烧香拜佛。志成学校 30 多名学生，打着校旗，扛

着木枪，穿着军装，从十几里以外赶去，高呼“打倒贪官污

吏”、“打倒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男女平等”等

口号，轰动了远近群众。

1923 年重阳，学生郊游到妙高寺，发现山半腰种着一片

鸦片，大家同声谴责，四五十人愤怒上前，将两亩地鸦片一

扫而光。当学生们返回学校时，鸦片烟主，当地程姓大绅士

带领一帮人赶来，声言要赔偿鸦片，砸毁学校，绑架学生。

学生代表据理相争，“种鸦片是犯罪行为”，要向上面官府控

告，程家感到理屈词穷，才灰溜溜地离开志成。

有次，固始豪绅李荫堂，坐轿路过志成学校，学生们一

拥而上，把他从轿上扯了下来，厉声问道：“你长两条腿，

为什么不走路？”吓得李荫堂弯腰打躬，赔礼认错，步行过

去。

这年冬天，志成学校放寒假后，詹谷堂因忙于革命活动，

没有回家。从武汉中学毕业，在校入党的学生袁汉铭来志成

看望詹谷堂，两人彻夜长谈，共议时政。

袁汉铭（又叫袁成耀），也是葛藤山人，称詹谷堂为姨

父，原在志成学校读书，1921 年冬毕业后，插班考入武汉中

学二年级学习。在校时，和董必武有过接触，参加革命活动，

入了党。1923 年冬，湖北党组织派了几个工作组，分赴鄂东

南、鄂西北。袁汉铭回到家乡商城，宣传革命道理，物色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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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对象，传播马列主义，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据可靠资

料，袁成耀于 1924 年春，负责在商城一带扩充我们的同志

数人。在志成学校任教时，把带回的《向导》、《新青年》、《湖

北青年》等进步书刊，装订成厚册，请同事王禾生写上封面，

赠给“读书会”。

由于詹谷堂思想进步，1924 年夏，詹谷堂被袁汉铭发展

入党。从此，他更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

除在校内宣传革命外，还经常组织师生作社会调查，了解工

农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密切师生同劳动人员之间的感

情。对农民彭光清说：“所谓人穷、命穷，都不是天命所定，

因为封建统治阶级手里有权，是他们的压迫剥削造成的。要

想不受苦，就得起来闹革命，和他们斗争，从他们手里把权

夺回来。”

为了发展革命力量，扩大马列主义的影响，詹谷堂平常

很注意从进步教师中、从“读书会”会员中培养骨干。本校

教员曾静华、进步学生葛文宗、杜孝芬也相继入党，并建立

了党小组，詹谷堂任组长。这个党小组在“读书会”的掩护

下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党员增多，后来党小组改为支部，

詹谷堂任支部书记。

志成学校党组织一建立，党员的心里都蕴藏着一股革命

热情。有的在学校及周围广泛进行革命活动，有的去兄弟学

校宣传马列主义，秘密串连，发展组织，点燃了豫皖边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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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烽火。

1925 年，志成学校遭到大火，校舍被毁，学校停办，詹

谷堂受党组织派遣，回老家南溪从事农运工作。

1927 年，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到商城，遵照河南省

委指示，商城县委决定以商南为重点举行武装起义，商南区

委于是在太平山开会，强调深入发展组织，动员群众，积极

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经过党组织安排，周维炯、漆德玮

打入民团搞“兵运”，詹谷堂深入农村联系群众，开展“农

运”。在詹谷堂的组织和发动下，进行“春荒斗争”和“均

粮斗争”，领导胭脂坳、大埠口、白沙河等地的农民，分了

地主的十多万斤粮食。斗争的胜利，提高了农民们的阶级觉

悟和斗争勇气，在此基础上，詹谷堂积极组织农民武装，并

奔走于各暴动点之间，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

1929 年 5 月 6 日（农历立夏节），以周维炯领导的丁家

埠为中心的武装起义一举成功，詹谷堂在南溪领导教师、学

生和农民群众二百余人也宣布起义，成立赤卫军。5 月 7 日，

丁家埠和汤家汇等地的起义队伍来到南溪，和詹谷堂率领的

队伍汇合，詹谷堂主持召开了热烈的庆祝大会。在会场火神

庙大门两边，贴着詹谷堂写的对联：

红军初暴动应教普天赤化

政权新建立试看遍地红花。

5 月 9 日，各路队伍会师斑竹园，几天后成立了中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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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红军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为统一整个赤区的

领导工作，又成立了临时办事处（即临时革命政府），詹谷

堂当选为主任。为巩固商南根据地，提高红军素质，办事处

和红三十二师在根据地内成立了“学兵团”、“军需处”、“红

军医院”，建立兵工厂，并且还和六霍党组织联系，扩大革

命势力，牵制敌人的力量。7 月份，詹谷堂派三哥詹祜堂去

六霍联络，不幸在胡店子被捕，于金寨杀害。尸体运回后，

家人抚尸痛哭，詹谷堂强抑悲痛，慷慨说道：“三哥为革命

牺牲，死得其所，他若有知，决不是要我们哭泣，而是要我

们战斗。”他看着旁边流泪的群众，悲声念道：“人生自古谁

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言语中充满了兄弟间深厚的革命

感情。之后，他到处宣传起义的胜利，组织赤卫队，扩充红

军，带病夜以继日地奔波、操劳，参加各项领导工作，为豫

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流下了辛勤的汗水。

由于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商南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

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县政府的极度恐慌。1929 年 7 月中旬，商

城县民团顾敬之纠集大批匪军向商南进攻，红三十二师在当

地人民的支援下，英勇奋战，多次打退敌人的袭击，后因敌

我力量悬殊而转移。这时，詹谷堂等几个同志经组织决定，

留在地方坚持工作。他白天隐蔽，夜里去村子工作，调查情

况。8 月 6 日，由于一个反动分子的告密，詹谷堂不幸在葛

藤山猴子洞被捕。这天，詹谷堂被解送驻扎在南溪的民团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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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他全身穿着白土布衣服，赤着脚，昂首挺胸地走着，显

示出一个共产党员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路边群众感动得纷

纷落泪。

商城县民团头子顾敬之，认为詹谷堂是商南“最先闹共

产党的人”，早就想抓詹谷堂，有一次竟把詹谷堂的大侄子

詹成伦抓去杀了。这次顾敬之闻讯后，欣喜若狂，说：“共

产党头子抓住了，全部共匪快瓦解了。”他从县城急忙赶至

南溪亲自审问：

“你就是詹谷堂？”

“既然知道，何必废话！”

“你读圣贤书，为什么要干共产党？”

“为了消灭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

顾敬之气得暴跳如雷，嚎叫道：“打，给我狠狠地打！”

一时皮鞭、木棍雨点般落在詹谷堂身上，詹谷堂当即昏死过

去。醒来后顾敬之又问：

“难道你不怕死？”

“我死了没关系，种子已播下，遍地就要开花。”

“你说共产党有多少，在哪里？”

“多得很。天上有多少星，地上就有多少共产党。”

“你说说名字？”

“名字，有一人。”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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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谷堂。”

敌人的审讯一次次失败，便用各种酷刑摧残他。香火烤、

烙铁烙、尿水灌……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并十余次被拉去

陪斩。拉走的时候，次次詹谷堂都拚力高喊：“共产党万岁！”

其钢铁般的意志，深深感动着狱中的难友和周围的群众。8

月 24 日晚上，詹谷堂又一次被敌人拖去毒打。拖回牢房后，

他挣扎着，咬破指头用流出的鲜血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共

产党万岁”五个大字，而后以头撞墙便壮烈牺牲了。这年他

才 46 岁。

詹谷堂是我县第一个中共支部书记，也是我县最早的建

党人，离开我们已有 80 多个年头。但他用鲜血写下的“共

产党万岁”五个大字，在历史长河里，熠熠生辉，在人民心

中树立起高大丰碑。这丰碑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建设老区，加

快县域经济健康发展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