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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染 泉 城

——裴光烈士传略

阎乃燮 阎 峻

三十年代的济南，是一座黑暗的封建城堡，也是一个杀

人的魔窟。这里为军阀韩复榘所盘踞，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与中统、军统特务头子、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书记张荣村狼狈

为奸，互相勾结，对共产党人实行铁血政策、派密探四处窥

视我党的活动、破坏我党的组织，逮捕和杀害我党干部，许

多优秀分子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热血洒

遍了泉城。我党的早期共产党员、时任山东省委宣传部长的

裴光同志，就是其中一个。

裴光，字子明，1902年生于河南省固始县东乡石佛店胡

家洼一个较富裕的家庭，父亲裴家恒是一个通读四书五经的

文人，由于读书着了迷，竟成了“书迂子”。母亲张氏也是

个知书达理极贤慧之人。裴家上辈人在清朝时曾做过武将

军，官府为表彰他的功绩，曾亲送“守备将军府”的匾牌。

据说胡家洼是个风水宝地，所以祖上选中这块地方建造了守

备将军府。到了民国，先前那种荣华富贵虽已随着岁月的流

逝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从那象征威严的上马石、下马石，那

巍峨高大的牌楼，以及那整整齐齐的青堂瓦舍，仍依稀可见

她荣耀的过去。裴光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裴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家中办有一所私塾，因此，他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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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教育是在家庭塾馆开始的。裴光天资聪颖，每日温课，对

那些晦涩难懂的儒学经书，以及他毫无兴趣的之乎也者之类

的文章，都能毫不费力地记诵。他家门前有一条灌渠，是著

名的政治家和水利专家，楚国宰相孙叔敖修建的清河灌渠。

灌渠清澈的溪流灌溉着两岸的良田，灌渠的建造使这里的农

业十分发达，号称“百里不求天”。每到闲暇，裴光总是来

到灌渠旁，看着丰收的庄稼，听着农民们讲述孙叔敖开凿灌

渠的故事，他对春秋时期孙叔敖的政绩特别敬佩。随着年龄

的增长，逐渐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蒙发了爱国、爱民、为民众

多办好事的思想。

稍长，裴光走出家门，来到泉河铺正直高小读书。他才

思敏捷，勤奋好学，各科成绩均列为优等，是班里最出众的

学生。

1917 年，裴光考入固始县唯一的一所中学－－固始中

学。他努力学习，孜孜不倦，每次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当

时由于军阀混战连年的战争，加之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广大

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他开

始思考着救国救民的真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年轻的裴光怀着炽热的

爱国之心，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斗争。在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

激励下，裴光和固始中学的进步师生一起参加了这场伟大的

爱国运动。联合各校学生，召开声援北京学生大会，组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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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联合会，宣传“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在裴光等人的鼓

动和带领下，愤怒的学生冲出学校举行游行示威。裴光站在

队伍的前列，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

卖国条约！”“抵制日货！”等口号。

为了广泛组织和发动全县学生投入这场斗争，裴光在学

生联合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了抵制日货的斗争。他忙碌奔

波于码头、商店等处，宣传抵制日货，组织人民在码头检查

巡逻，与不顾国耻唯利是图的奸商作坚决的斗争。经过这场

斗争，促进了边远县城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开展，同时他和

广大爱国学生也在实际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

1920年，裴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开封省立第一师范，他

第一次远离家门，来到河南省会开封。经过“五四”运动洗

礼的省城面貌为之一新。此时，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民

主思想的书报已传到开封，这对于渴求救国真理的裴光来

说，犹如禾苗遇甘露。他贪婪地阅读着《新青年》、《每周评

论》等刊物，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中，汲取营养，

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还和同学们一起组织读书会，共同

探讨新思想，探索未来革命的道路。

1923年初，共产党员冯品毅受团中央的派遣，到开封从

事革命活动，任开封一师英文教员。他在该校积极开展青年运

动，传播马列主义，并在自己宣传室的外间设立阅览室，供

进步青年阅读《向导》、《先驱》等革命刊物。裴光追求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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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国家命运，英文很好，又酷爱钻研文学，因此成了冯品

毅门下的常客。冯老师循循善诱的教诲，革命书刊中许多文

章对中国革命的论述，使裴光进一步受到了革命思想的陶

冶，政治上更加成熟，革命信心更加坚定了。

1924年初，在冯品毅的帮助下，裴光和同学韩源波等在

一师发起建立了“青年学社”，用以联络进步青年，宣传新

思想，新文化，反对封建礼教、道德，教育青年摆脱保守封

闭思想的影响，树立自立进步精神，同时研究中国的社会问

题，探讨如何改造社会，改造中国。在“青年学社”中，裴

光用自己接受的革命思想，向青年系统介绍俄国的十月革

命、中国的“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革命的思想

和理论，明确提出了改造中国，必须推翻一切旧的思想。他

鼓励青年勇敢地承担起救国救民的责任，进步青年都十分爱

戴他。在他和韩源波的热情宣传和精心组织下，“青年学社”

的社员从一师迅速扩大到开封各校，不久社员就发展到三百

多人，成为省城颇有影响的进步青年组织之一。

是年，开封一师团支部根据裴光的表现，经支部书记冯

品毅介绍，他和韩源波一起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团组织在汴

发展的第一批团员。不久，他由团转党。

1925年初，由于李大钊同志积极作工作，苏联顾问应河

南省督办、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的邀请来开封，使古城开封

的革命气氛更加浓烈，党团工作日趋活跃。3月 12日，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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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纪念日，4月 1日开封各界 15万人在南

关演武厅举行追悼大会，裴光和韩源波积极组织“青年学社”

的同学参加大会，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5月，英帝国主义制造了“五卅”惨案，6月 2

日消息传到开封后，一师和中州大学首议罢课声援。6 月 6

日，裴光和省会 30多所学校一万多名学生一起列队赴省署、

督办请愿，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到英日帝国主义！”“对

英宣战！”“声援五卅运动，为死难烈士报仇！”等口号，并

响应各界联合会的号召，带头捐款救济上海工人。

“五卅”惨案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革命形

势风起云涌，为适应斗争需要，在声援“五卅”惨案中，“青

年学社”内以韩源波、裴光为首创办了周刊《雷火》，在当

时很有影响。这个刊物的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

义，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指导青年运动，扫除一切反动思

想，为青年指出光明的前途。这年暑假期间，新建立的共青

团开封地委，为了提高团员的政治素质和马克思主义水平，

组织留汴团员及进步青年学生开办了暑期讲习班，聘请中央

特派员王若飞讲授帝国主义及唯物史观，裴光留汴参加了学

习。

这年 4月，支持工人、农民运动的胡景翼病死，国民二

军师长岳维峻继掌河南军政大权，岳表面继续执行胡在河南

的政策，但实际上却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工人、农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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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此时国民党右派势力伺机活动，

一时谣言四起，河南局势日趋严峻。为了巩固国共两党的合

作局面、发展河南革命的大好形势。7月，李大钊亲抵河南，

说服岳维峻要集中精力打击吴佩孚，支持工农学生运动。他

还在学生等各界群众集会上作演讲，裴光和众多进步学生一

起到会聆听，并将其讲话《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的记录稿

刊登在 8月 6日出版的《雷火》第 8期上，这一期同时还刊

登了豫陕区委负责人王若飞的《单独对英问题》等文章，这

些文章对“五卅”惨案后，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起到了

巨大的指导作用。

1925年初，共产国际为给中国革命培养人才，在列宁支

持下建立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党在各地选派了一批青年革命

者前往学习深造。10月，受河南省委派遣，裴光和韩源波、

刘国章、李星美、李翔梧、杨放之、潘自力等一批优秀青年

转道上海，乘船经海参威去莫斯科，船抵海参威时，裴光和

同志们受到了第三国际同志们的热情接待，又坐了十多天的

火车，才到达目的地－－莫斯科中山大学。从此，他开始了

新的学习生活。

在中山大学，主要任务是学习革命理论，学成之后归国

干革命。他牢记党组织的期望，手不释卷地认真学习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著作，精心研究十月革命和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尽管学校给学员们配备了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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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但是为了直接阅读马列主义的原著，他刻苦学习俄语，

并很快掌握了这门语言。

在学习中，裴光刻苦钻研，孜孜不倦，他不仅自己努力

学习，而且还热心帮助其他同学，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工

人同志，主动帮助他们整理笔记，解答疑难问题，受到了老

师和同学们的赞扬。

“四一二”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疯狂逮捕和血腥

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消息传来，裴光怒不可遏，他和

留学生一起参加示威游行，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1928

年夏，裴光在中山大学毕业之后，对俄罗斯共和国一些地区

进行了实地考察，准备同蒋介石集团作直接斗争。之后，他

告别了列宁的故乡，红色的首都莫斯科，返回祖国。

裴光回国后被派往东北做秘密工作。此时的东北三省比

起南方各根据地的工作要困难的多，但他没有怨言，没有退

缩，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把所学到的革命理论和中国革

命实际结合起来，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建立

党的组织，开展兵运，和同志们一起，点燃东北地区的革命

火种。

1931年初，他奉命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之后他和

爱人赵长慧一同被派往山东省委工作。其间，裴光回到了阔

别多年的故乡探望其祖母和父亲，由于任务紧迫他仅在家中

小住了几日。在家中仍不忘宣传革命道理。他动员祖母将所



8

有的土地田产统统分给贫苦农民。祖母说：“分了田地我们

靠什么生活？”他耐心地对祖母说：“现在这个世道穷人多

富人少，太不合理，要改变了，我们北边有个俄国，工人做

工，农民种地，都不受剥削和压迫，人人都有饭吃，有衣穿。

中国南部有苏维埃政府，那里也这样搞，只要我们打倒了封

建势力，打倒了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好

日子。”

之后，裴光到了山东，山东省委机关仍在青岛。当时的

青岛是德、日帝国主义经营的现代化城市，帝国主义为了攫

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利用中国充足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

建立了许多殖民工厂。与此同时，创办了邮电局、电话局、

修筑了码头、铺设了铁路等等，所以这里集聚着相当数量的

产业工人。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人运动，中共山东省委机关一

直设在青岛。

到青岛后，裴光和省委同志一齐深入到工厂、农村、学

校和市民中开展建立赤色工会、雇农工会等组织的活动。8

月，省委遭敌破坏，省委书记滕英斋被捕，中央任命胡萍舟

（胡允恭）继任省委书记，裴光任宣传部长。作为省委负责

人之一，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发动群众，他每日都工

作到深夜。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我东三省，在拯救民族

危亡之际，他协助省委书记胡萍舟起草了《鲁省委通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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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并制定了反对日寇侵占东三省宣传提纲，号召工农兵

学商各界爱国人士，一致行动起来，把日寇驱逐出东三省。

在省委的领导下，青岛、济南、曲阜、济宁等地学生 2500

多人组成南京请愿团，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在学

生的坚决斗争下，蒋介石被迫于 12月 12日接见了山东请愿

团的学生，他假惺惺地表示，政府决心抗日。学生问他为什

么不抵抗？蒋介石无话可答，狼狈不堪。在全国人民的抗日

呼声压力下，14日蒋介石被迫通电辞职，灰溜溜地下台。

为了更好地组织民众和反动派作斗争，中央决定山东省

委由青岛迁至济南。遵照中央的指示，裴光积极协助省委书

记胡萍舟同志安排迁徙事宜。当时济南是韩贼的老巢，伪省

府厅局，伪第三线军总指挥部及处、局，还有伪济南市的各

部门聚集于这个封建城堡，贪官污吏、宪兵、密探、特务充

塞大街小巷。敌实行保甲制度，对迁入的户口盘查十分严格，

稍有不慎，组织就有遭破坏、革命者就有被杀头的危险。为

省委搬迁，裴光三番五次奔波与青、济之间，至 1932年初，

省委及其十多个单位陆续迁往济南近郊的历城县，姚弟鸿同

志的舅父家及其父亲的专列上，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

务。

省委机关迁济后，负责同志分别去县、市巡视指导，裴

光被留在济南主持省委日常工作，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

苟。根据工作需要省委迁济后，撤销了济南市委，济南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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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由省委统一管理，裴光又兼负济南市各支部的工作。

他经常深入工厂、学校、街巷，找工人、学生谈心，启发广

大民众的民族觉悟，多次召开基层支部会议给老党员讲解日

寇侵占东三省后，进而妄图侵占全中国的罪恶目的，揭露蒋

介石反动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激励广大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担负起历史的重任解救民族于危难，

民众于水火。

1931年初，王明担任中央总书记，王明一伙人把没有留

过苏的人都看成土包子，裴光虽是王明的嫡系，但他对王明

等人的错误作法，如“飞行集会”等公开反对和坚决抵制，

同时，积极支持被王明看成是土包子的省委书记胡萍舟的工

作。

1932年 3月，胡萍舟同志调上海，党中央派武平同志任

山东省委书记，裴光仍为宣传部长。宣传工作是我党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敌人到处搜查我印刷机构的白色恐怖

中，在没有印刷设备又缺乏纸张的情况下，努力做好宣传工

作。省委创办刊物的问题虽经多方努力，一直未能解决，没

有办法他就将中央的《斗争》翻印后发至各地。同时还结合

斗争的需要亲自编印一些宣传材料发往各级党组织使用。

裴光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平时和蔼可亲，善于团

结同志，凡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非常敬重和爱戴他。

三十年代初，韩复榘当权时，留美生张鸿烈任山东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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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厅长，他深得韩复榘的赏识。张鸿烈是河南固始县人，于

是他的亲朋故旧纷纷携眷从固始迁往山东谋职，一时竟迁去

七十多户，几百人丁。为了扩大党的组织，省委迁济后裴光

便在同乡中发展了几个党员，建立了党的支部。1932年 6月，

裴光去这个支部开会，恰遇一个固始籍流氓，这流氓得知裴

光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就要挟裴光，向党敲竹杠，裴光当场

痛斥了那个流氓的可耻行径，愤愤而去。那个流氓见敲诈不

成，恼羞成怒，便可耻地向敌人告了密。裴光被捕后，特务

搜查了他的家，裴光的爱人、留苏时的同学赵长慧也被捕入

狱。

裴光被关在济南第一监狱。敌人知其是山东省委负责

人，对他寄于很大希望，妄想从他口中得到山东省委其他负

责同志的住址和党组织分布情况。审讯时，敌人百般折磨他，

裴光只有一句话：“不知道！”敌人黔驴技穷，拉出大叛徒济

南市警察局长王凯如。王贼说：“你是共产党的要员，我也

干过共产党，只要你能告诉我共产党组织在山东的分布和共

产党的主要干部名单，我保你享尽荣华富贵。”裴光见了叛

徒，两眼射出愤怒的火焰，说：“你玷污了共产党的称号，

是共产党的败类，无耻的叛徒，山东省党组织的分布情况我

知道，党的负责干部名单我也知道，就是不告诉你。那是党

的机密！”王凯如凶相毕露，便让打手对裴光施以酷刑，把

他打得皮开肉绽，他仍然镇定自若毫不畏惧，把生死置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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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在敌人的铁窗内，裴光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勉

励同志们要坚强的活下去。并组织狱中的难友与敌人斗争。

残酷敌人为了折磨狱中同志，给每个政治犯都带上几十斤重

的铁镣，狱中伙食又很差，许多同志放风时连路都走不动。

裴光利用放风的机会，串联党团员，决定开展绝食斗争，他

将绝食的决定写成纸条用小竹筒传至各牢房，一场绝食斗争

开始了，狱中难友向当局提出给政治犯去镣，改善狱中伙食

等要求。开始两天，敌人还满不在乎，到了第三天他们慌了

手脚，政治犯若都饿死了，怎么向上司交待？监狱长亲自送

饭，劝说大家吃饭，但谁也不理睬他。绝食斗争，在狱中党

的领导下，一直坚持六天，迫使敌人答复了全部条件，取得

了狱中斗争的胜利。

1933年秋的一天夜晚，秋风瑟瑟，大地灰暗，敌军法处

再次提审裴光，并通知他转移。裴光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到

了，他告别了狱中的同志，从容地走出了牢房。

青山处处埋忠骨。裴光烈士虽然英勇牺牲在济南，但家

乡的人民没有忘记他。他是我党的忠诚战士，固始人民的优

秀儿女，他的英雄事迹在山东和固始人民中传颂，他的光辉

形象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解放后，每当清明节，固始县

人民总是以各种形式遥祭先烈，寄托衰思，决心继承先烈的

遗志，完成先烈的未尽事业，让烈士在天之灵，含笑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