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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绩垂青史 英名照千秋

陈初阳烈士传略

陈德启

陈初阳（1898-1931），字云樵，原名陈赞，曾用名陈初

杨。中共早期党员，革命烈士，河南省固始县北关人，幼读

经史，擅长诗赋。早期开办过私塾馆。1927 年初入党，历任

党代表，中共固始县委书记，县独立团政委，红十一师独立

营政委。1931 年被张国焘大肃反，错杀于光山县白雀园的火

星庙。

1898 年，陈初阳出生于固始北关下园。在同辈的弟兄六

人中，陈初阳排行第三，还有两个妹妹。陈初阳的父亲陈广

福，是清朝末年一位开明的乡绅。由于原配张氏一生没有生

育，陈广福续娶吴氏为妻。陈初阳就是吴氏的第二个儿子。

1905 年，陈初阳拜清末秀才胡春华为师，在胡集读了

几年私塾，1915 年前后，去当时的固始中学接受了两年西式

教育,与红色作家蒋光慈是学友，在校期间，他们深受大清

思想家、革新派康、梁师徒思想的影响，从小立下报效祖国

的志向。在他的私塾馆里张贴着一幅自己书写的字幅，梁启

超的诗词《志未酬》（雷云霆口述）,用以勉励自己，鞭策

他的学生们。他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报效祖国的夙愿。19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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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初阳在上、下园开办私塾馆。在 1928 年前后，雷云霆在

北园读书，建国后，雷云霆先生是国内知名的书法家。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陈初阳积极地参加了祝松涛、吴箴三成

立的固始学生联合会、学生纠察队。带领他的学生在城关，

参加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抵制日货”的斗争。他思

想先进，痛恨旧的封建礼制，自己解除了由父母包办的婚姻，

自由恋爱娶崔秀芝女士为妻。并动员父亲陈广福及族人率先

剪去清朝时期的发辫。他的“秋风萧萧蓼草衰，三九史水河

不开。春雷惊醒三更雨，灌溉神州自由花”的革命诗句影响

和激励着他的学生们先后走向革命道路。开国将军余成斌、

丁武选就是陈初阳在北园教书期间秘密发展起来的党员。他

当时的山水画作很有名气，他在任县委书记期间印发的《固

始县苏维埃政府通行证》、《代店乡苏维埃土地实施细则》，

被河南省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北园私塾馆也成了陈初阳传

播马列主义新思想的地方，成了革命的秘密活动的会所，前

期经常和蔡仲美、余成斌、王子春等革命志士彻夜长谈，交

流思想，讨论当时的革命形势。

1927 年初，陈初阳由蔡仲美 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

前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陈初阳利用处在城关的地

缘优势，带领城关师生，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贴标语，

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惩治了固始县帮审邓孔友，学霸魏竞

西，县知事杨明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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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冬天，余成斌受县委指派，以当兵为名，去国民

党西区民团张厚安部下做卧底，与另一名党员吴安生策动团

丁哗变，先后偷运出武器库长枪 5 支，短枪 3 支。与此同时，

陈初阳利用“鞭杆会”和“农协会”为基础，建立了道超集

游击队。由陈初阳和吴法先直接领导，余成斌任分队长。由

此拉开了固始北部、西部、西南部一系列的武装暴动活动。

这支当初只有十几个人的队伍，到 1931 年，连同草庙西二

区游击队，共发展壮大至数百人，改编为县独立团，团长为

彭瑞亭，县委书记陈初阳兼任政委，孙述三任政治部主任。

11 月，红十一师在叶集休整，陈初阳率县独立团三连 100 多

人编入该师。

1928 年春天，陈初阳以党代表的身份来洪埠大店子，发

展农民饶西仁、张锦敖、冯会友、韩少峰、王丙江、王子介

等十人入党，建立大店支部。4 月 8 日在毛觉寺成立“斗香

会”,张锦敖任会长。1928 年夏天，陈初阳在固始西关西大

庙准备武装暴动，由于叛徒告密，行动还没开始，就遭到住

固始县城十二军炮兵包围。陈初阳和姚俊义被捕。经多方营

救越狱脱险。

1928 秋，陈初阳以党代表身份到杨集乡的田湖一带策划

革命活动。据原固始县党史办的孙克新（编著过固始革命史、

红色固始）口述，在 1983 年，他拜访时任中共固始委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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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丁武选时，丁武选向他描述了这样一段话：“由于当时

革命的特殊性，所有的革命活动，都在地下进行。陈初阳和

几个鞭杆会员，在杨集乡田湖村灌河沙滩里一片苇子棵里召

开秘密会议，当听到有陌生人走近时，就假装赌博划拳，等

陌生人走远了，会议又正常进行，依此来发展队员，摸清敌

情，研究方案，开展革命活动。”陈初阳指挥的洞沟之战，

也是出自丁武选将军的回忆，连陈初阳亲自带领几个营级干

部视察阵地，他都记忆犹新。在田湖活动时，陈初阳为了安

全起见，把会议的地址一处设在程家集，一处设在茅草岭。

指派余成斌带领游击队员隐蔽在程家集旁边作掩护，以防万

一。会议在程家集召开，倘若有变化，再转移至茅草岭。会

议由陈初阳主持，制定攻打县民团总局的作战计划。原则上

智取，必要时强攻，目标是夺取武器。会议在程家集开展的

比预想的顺利。作战方案及时传达给吴法先、余成斌。第二

天，天黑后，余成斌带领游击队员 50 多人赶到西大庙。告

诉游击队员们，从民团总局后门进去，直取军火库，以便夺

取武器。倘若被敌人发现，就架竹梯越高墙强攻。午夜时分，

民团总局的团丁正在熟睡。游击队员就凿开民团总局后墙的

墙壁，趁敌不备，巧计除掉看守武器库的团丁，进入武器库，

运出长短枪 40 多支。民团总局因大部分人当夜在外抢掠，

在总局值班的团丁，因团首不在，未敢抵抗，有个团丁妄想

反抗，当被游击队员杀死。这次夺抢的计划，空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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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陈初阳前期在洪埠成立的“斗香会”（农协组织）

已发展的已有一定的基础。组织决定组建大店赤卫队，地点

设在倪岗村朱保全的住宅。农历 8 月 15 日，农协队员 50 多

人，利用当地“摸秋”习俗，天黑之后，从四面云集到朱保

全家屋后的大竹园里，正式成立大店赤卫队。陈初阳任党代

表，张锦敖任队长。

事情十分巧合，当晚，代店民团头子詹西爵带领 10 来

个团丁窜到朱保全庄上，妄想砸开朱保全家大门，企图抢劫

耕牛。赤卫队得知消息后，立即果断作出决定，全部隐蔽在

宅后竹林，趁团匪刚到，打他个措手不及。于是让 20 多个

年纪较大的队员，守在院外接应，30 多个年轻力壮的队员冲

进院子，把这股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团

匪，吓得魂不附体，只得乖乖地举手缴枪。赤卫队未发一枪，

缴获 10 支长枪，3 支短枪，54 发子弹。

至 1929 年秋，固始西区草庙集游击队，下辖已有三个中

队，300 多人。队长是外号“大老邱”的邱正亚，后来由孙

述三（孙老背）继任；杨集田湖(道超集)西乡中队由陈初阳、

吴法先亲自指挥，余成斌任分队长。陈初阳任党代表。活动

范围遍及李店、桥沟、洪埠、杨集、周集、关庙、阳关铺、

春河集、老胡集、道超集、马岗集、瓦庙集，商城的高棚、

白塔集等大部分地区。在方圆近百里的范围，帮助地方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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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建立革命政权，积极为鄂豫皖主力红军筹款、筹粮。发动

群众，废除旧的统治机构，建立农民协会，少先队，童子团，

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使固始北部、西部的广大地区，

呈现出一派崭新的革命景象。

与此同时，以蔡仲美为首的革命组织在固始东部，东南部

以及南部广大地区，武装革命活动也发展得有声有色，与陈

初阳领导的武装力量，相互配合，遥相呼应，极大地打击了

国民党反革命组织。陈初阳频繁的革命活动，惊动了当地国

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引起了他们的恐慌。1929 年冬，驻固始

国民党四十五师师长戴民权下令逮捕陈初阳。陈初阳被捕

后，在狱中与敌人斗智斗勇，最后佯装疯病，把审判他的国

民党爪牙耍得团团转。一会儿说家中藏有烟土(大烟)，去搜

查时，陈初阳从床下搂出的是十多块青砖。一会儿说陈氏祠

堂里藏有武器弹药，可搜查时，是几本发黄的陈氏家谱。爪

牙们气得当场把供在祠堂里的陈氏祖先牌位，及陈氏家谱一

把火烧了。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陈家早就得到消息，把家中

秘密发展的革命党人名单销毁。受陈初阳革命思想影响的陈

氏族人，给了陈初阳最大的支持，其四弟陈东礼、六弟陈东

海、侄子陈培会在他的影响下，也先后走向革命道路，妻子

崔秀芝，大嫂胡又芳也积极地为陈初阳的革命活动通风报

信。早在 1927 年，在固始西区做卧底的余成斌在偷运枪支

的过程中，身份暴露后，遭到民团的搜铺，胡又芳把余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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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一个隐秘的池塘的芦苇荡里，并和崔秀芝化装为余成

斌送饭，掩护余成斌最后安全逃离。其父陈广福，为了营救

在狱中的儿子，变卖了在胡集的田产，其兄长陈东生，大嫂

胡又芳，妻子崔秀芝用这些钱财也四处奔走，疏通，再加上

在国民党内部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营救，陈家交了 20 块现

洋的保金，买下陈初阳的性命。1930 年初，陈初阳作为一名

政治犯，被押往开封监狱。

陈初阳的入狱，得到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营救，在陈初阳

押往开封监狱之前，就做了大量的地下工作。那时，一直从

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原固始中学校长王子春，因为前期

身份败露，此时已回到开封，为营救陈初阳的出狱，做了大

量工作。经过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营救，陈初阳被释放。其大

哥赶赴开封，雇了一辆黄包车，用了一个星期时间，把陈初

阳接回固始，此时已满身伤痕，由于监狱潮湿恶劣的环境，

陈初阳全身长满了疥疮，不能行走。回到北园老家后，陈初

阳并没有停止党的工作，继续一面养病，一面以教书的名义

发展革命力量。陈父陈广福曾试图劝说儿子放弃“不切合实

际”的革命理想，过安静的平民生活，遭到儿子的婉拒。陈

父忧郁成疾，卧床不起，于 1930 年冬病逝。革命形势的残

酷，并没有动摇陈初阳为革命献身的决心。1930 年，2 月 26

日，时任中共县委书记的蔡仲美，在准备赵东岳庙暴动时，

由于叛徒告密，在家中被捕，与吴伯涵、蔡仲芳、周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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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才、王庆吾等七人在张广庙北头的杨井岗被蔡莜谷杀

害，固始县委遭到空前的破坏，固始东部，南部的革命活动

暂时停止，革命也暂时陷入低潮。

1930 年 3 月，由于前方革命形势的需要，此时伤病还没

痊愈的陈初阳，返回了组织。1930 年 5 月，正是青黄不接，

不少百姓家断粮，为了扭转这一局面，陈初阳召开党组织会

议，决定武装攻取地主的围寨放粮，以提升民众士气。大店

赤卫队以走亲戚为名，秘密发动群众 500 多人，夜间闯入六

安知县赵雅琴的庄园赵家围子（今李店乡）“借粮”，赵家

听到“红军借粮”,仓惶逃窜。农民夺得粮食三万多斤。接

着又攻取了黄寨、竹寨、林围、沈围、李围、左围、梁围等

地主豪绅的围寨七个，共缴获粮食十万多斤，在党的组织下

分发给贫苦的百姓。贫苦农民个个扬眉吐气，参加革命情绪

高涨。连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县参议、五区区长周文涛也被吓

得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这一行动极大地鼓舞了人民

群众的斗争的勇气。之后，陈初阳赴瓦庙集，与大老邱的游

击队汇合，领导西乡游击队开展党的工作。1930 年冬，陈初

阳父亲陈广福病危，一身戎装的陈初阳，没来得及化装，连

夜赶回家中见父亲最后一面。敌人料到陈初阳会回来奔丧，

在北园陈初阳家的四围布置了眼线，专候陈初阳回来，实施

抓捕。陈初阳刚进北园，就听到一声枪响，民团的保长胡海

全带领团丁、保丁十几人一面大叫：“不要放走共匪头子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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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官，抓住陈初阳有赏钱！”一面蛮横地冲进陈家的院子里，

实施搜捕。陈初阳的大嫂机智地领胡海全一杆人等吃茶，又

暗地里塞了几块银元给保长胡海全，借此拖住敌人。陈初阳

的妻子崔秀芝把陈初阳藏入自家灶膛的红薯地窖里，陈初阳

的大哥陈东生把地窖上又堆上厚厚的稻草。民团的团丁搜查

了一阵，没有结果，只好走人。第二天，陈初阳趁着陈家办

丧事人多混乱，逃离北园。

1931 年元月，陈初阳来固始洪埠乡倪家岗，在王家学

堂建立代店乡党支部和苏维埃政权。任命张树金为支部书记

兼苏维埃主席。在陈初阳直接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土地革命运动。首先宣传发动，建立组织，统一思想，明确

方法：调查登记，划分阶级，制定方案，分配土地。并公布

了代店乡苏维埃土地实施细则，乡主席张树金 1931 年 2 月

12 日签发的《代店乡苏维埃土地实施细则》现收藏在河南省

博物馆。

1931 年 5 月 4 日，中共固始县委在陈淋子松树岗（今陈

淋子镇大营村）正式成立，陈初阳任县委书记，宣传部长丁

武选。同时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机构。同年秋，县委、县苏

维埃政府迁至王楼(今武庙锁口)，委员有：曾照禄、何少清、

王华田、陈恒阶、陈朝凤、柯柳樵、赵明安（女）、吴永发、

廖兰阶、熊仁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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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主要工作

(一)建立健全职能机构

军区指挥部（设在河东），政治局（设在王家楼），革

命法庭（设在王家楼），工会（设在南塘湾），少共青年团

（设在王塘子），妇女会（设在王家楼），造枪局（设在王

新房），红军医院（设在王新房），红军学校（设在蔡庙），

衣工队（设在黑洼），新剧院（设在王家楼），经济处（设

在河东），婚姻登记处（设在王家楼）。此外，还有拥军委

员会、文化委员会、交通委员会、雇农委员会、经济委员会、

土地委员会、粮食委员会、雇农委员会、红色互救会、反帝

大联盟等相关单位。

（二）扩大地主武装

（三）实行土地革命

（四）发展苏区经济

（五）开展拥军支前

（六）发展文教事业

1931 年 7 月 26 日，鄂豫皖军委发出“整顿地方武装的

通令”，固始建立军区指挥部，直接领导全县武装力量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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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训练、军事部署、对敌作战、军事动员、以及兵源补充等

项工作。

从 1931 年，由陈初阳（县委书记兼任独立团政委），彭

瑞亭（团长）、孙述三（政治部主任）领导的县独立团，赤

卫队，配合主力红军拉开了武装打击敌人的大幕。1931 年，

4 月 13 日，县独立团和西二区赤卫营围攻汉王庙，至 5 月

16 日，降敌 300 余人，缴获枪械 200 余支。汉王庙的胜利，

极大鼓舞了苏区的军民，增加了革命的信心。1931 年 5 月

14 日，当地赤卫军武装配合红十二师第 36 团巧取了锅棚，

俘虏敌人 200 多人，缴钢枪、土枪 300 余支，打伤匪首杨冠

芝。1931 年 5 月 16 日，陈初阳指挥了著名的洞沟之战。洞

沟坐落在华阳山下，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周围修筑 7 个碉

堡，寨墙坚固，长期为匪首朱运生盘踞。后来苏区内的十几

股团匪也逃到这里，洞沟成了地主民团的避风港。寨子里有

四百余枪支，匪徒 600 余人，卡住我苏区通往游击区的咽喉，

拔去这颗钉子，势在必行。县独立团配合红 12 师 34 团师攻

打洞沟，在黄冲组成指挥部，陈初阳亲自率领几个营级干部

登上洞沟西北的山头阵地，勘察地形，瞭望敌情，制定对敌

作战方案，并和团长彭瑞亭作了战前动员。两次强攻未果，

挖地道，制土炮猛轰未克，最后发动群众，里应外合，一举

获胜。此战历时六十四天，至七月十九日结束，毙敌二百五

十多人，缴获大量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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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武装革命，使固始的北部、西部、南部的革命

力量迅速地连成一片，苏区面积迅速扩大至 100多平方公里，

并为中央红军源源不断地输送兵源，筹集粮食，固始苏区革

命取得了空前的胜利。然而，就在这一年夏天（5 月 4 日），

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推行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实

行极端的个人主义统治，全面否定苏区革命的大好形势，全

面改造党、军队和各级政权，使苏区深受其害。从 1931 年 9

月开始强加给固始所谓“改组派”、“AB 团”、“第三党”

的罪名，进行了罪恶的大肃反，使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与

敌人浴血奋战、经受锻炼和考验的干部、红军战士被无辜杀

害。这次大肃反，到 1931 年 11 月，已经扩展到各级党政机

关、地方组织和群众团体。县政治保卫局首先逮捕了组织部

长刘为，县苏维埃主席蔡文芳、军区指挥部主任秦明月、独

立团政治部主任孙述三、县委秘书曾仲慈、县工会主任洪又

成、县少共书记赵鹏程、妇女执委张传荣、二区秘书韩少周、

一区九乡主席鲍方亭等 100 余人。1931 年 11 月红四军十一

师在叶集休整，陈初阳率独立团三连编入该师，抵达光山白

雀园后被逮捕，由张国焘亲自审问，受尽酷刑，“用富农、

坏分子”给陈初阳定罪。陈初阳给予了坚定而有力的回击，

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于 1931 年 12 月初，

被杀于光山县白雀园火星庙，牺牲时，年仅 33 岁。次年，

其妻子崔秀芝也遭到洪埠马匪的报复，抢去后欲强占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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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崔秀芝的严正拒绝，被马匪点上煤油焚烧死去，陈初阳

的大哥陈东生用钱赎回后，于第二天死于固始北园一个茅草

棚里（今固始北关的培训中心附近），儿子陈培恩也遭到县

民团的毒杀。一代将星，就此陨落。他的死，并没有让中华

儿女革命的脚步胆怯不前，没有延缓历史一往无前的洪流。

陈初阳同志把他的事业、家庭、乃至生命全部都交给他心中

理想的共产主义事业，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解放后，党

和人民也把至高无上的荣誉给了他和他的家人，他的功绩也

将被永久载入史册，供后人学习凭吊！

附注：该文得到固始县党史办、固始县老促会陈学文、

孙克新、张建生，固始县散文学会秘书长李果先生的大力支

持，在此感谢！资料来之《红四军战史英烈名录》《固始革

命史》《红色固始》《光山县志》《金寨县志》《苏区肃反

纪实》《陈氏家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