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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铮铮 光照千秋

——张英理烈士传略

阎 峻

张英理，又名张相舟，外号张豁鼻子，固始县马岗集乡

曾营村人。幼年在家中读私塾，后来考入河南省立第七中学。

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书记，商固特区游击

大队长，是商固边区早期武装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1930年冬，被敌骗捕，后为豫东南大土匪李克邦用铁锅烧开

水活活煮死，用他那年轻的生命谱写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

壮丽篇章。

上世纪二十年代，是个充满着血与火的岁月，豫东南大

地和整个中华民族一样，在灾难和痛苦中呻吟。英理同志的

家乡固始县马岗集乡大荒坡，位于固始、潢川、商城三县交

界处，是个十分偏僻的乡村，人称“三不管”。几十户农民

分散住在荒坡周围。张家在这地方是大户，三家张姓鼎足而

立。张上寨住着张省山，家中有田地数十石，其子张秋石任

民团中队长，有团丁几十人，握枪三十多支。张下寨是张重

山的老巢，也有田有地有势力，其子一个是伪保长，一个是

国民党七十五师某部参谋。曾小营子住着张英理一家，父亲

张宪贵，在当地颇有些影响，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主持

正义，深受当地人们的尊敬与爱戴。家中虽有些土地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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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张上寨、张下寨两家相比就逊色多了。英理兄妹四人，

大哥张继武，号良才；二哥张彦武，号伟理。英理排行老三，

其姐张相丽。兄弟三人先后考入潢川省立七中读书。三户张

家同宗同谱同供奉一个祠堂。这个穷乡僻壤虽远离三县县

城，但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官吏的横征暴敛却重于它处，

加之土匪打家劫舍，拉人绑票，烧杀抢掠闹得人民无法生存。

英理耳闻目睹这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广大人民，思索着国家和

民族的命运。

在漫漫长夜中，英理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在黑暗中寻

求救国救民济世良方，探索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道路。

潢川，当时是河南省第九行政区所在地，豫东南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省立七中是这里的最高学府，青年们向

往就读的学校。她集聚着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许多新思想新

学问在这里得到传播。英理进入七中后，除认真学习课堂知

识外，利用课余时间勤奋阅读进步书刊，接受新思想。他还

和师生们一齐观察社会，研究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列强分割

和瓜分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在

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到处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悲惨景

象，深深刺痛他的爱国爱民之心，立志为民献身。七中党组

织根据英理同志的表现，发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

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

1927年 3月，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开办，招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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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青年，培养农运骨干。英理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了华中

革命的策源地武汉，入农讲所学习。农讲所象一座革命的大

熔炉，陶冶一代青年。英理同志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知识，

手不释卷地读着《向导》、《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革命

书刊，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积极投入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

在这里，他聆听了毛泽东、恽代英、夏明翰、方志敏、彭湃

等同志讲授的农民问题等课程，使英理真正明白了在中国革

命中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在农讲所，学员们实行军事编制，

进行军事训练，使他熟练地掌握了军事技术。与此同时，农

讲所还引导学生参加实际斗争。五月，英理随农讲所学员一

起援助湖北麻城起义，平定了地主武装红枪会的叛乱之后，

还配合北伐军叶挺指挥的部队，打败了反动军阀夏斗寅对武

汉的进攻。战斗中他冲锋在前，英勇顽强，赢得了人民群众

赞誉。农讲所里领袖们的谆谆教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使英

理的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迅速提高，并积累了阶级斗争

的经验，为以后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实行白色

恐怖，疯狂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

革命失败了。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根据党的指示，英理同志

返回家乡。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彻

底批判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实行土

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根据“八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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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精神，潢川县委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

弱，我党有一定工作基础的大荒坡一带。建立了大荒坡党支

部，张英理同志任支部书记。党员有张英理的两个哥哥张继

武、张彦武，姐姐张相丽，姐夫李贺亭等。为了有效地恢复

大荒坡一带农运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县委还派共产党员江

梦霞、徐智雨，以教书为名来大荒坡帮助工作。

二十年代的豫东南大地，由于连年的军阀战争，兵灾匪

患十分严重。地主阶级为保家护寨建立起一支支民团。广大

人民为了生存，也纷纷自发地组织起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

彩的红学会、大刀会，保卫自己的利益。一时间，大刀会、

红学会遍布豫东南大地。英理利用自己在大荒坡一带的影

响，也采用办红学的办法，组织革命武装，团结贫苦群众。

他形式上办的是红学，但与红学却大相径庭，不供佛，不念

咒，他讲的是穷人要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废除封建制

度，实行耕者有其田。除此之外，他在红学会中还传授刀枪、

棍法，教学员习功练武，并在曾小营子高高竖起一面绣有斧

头镰刀的大红旗。在江梦霞、徐智雨的配合下，英理以大荒

坡为据点，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分别在红盆窑、水窝等地串

联了七堂红学，建立了七个秘密农会，被组织起来的农民数

百人。同时还发展了一批党员，增强了党的力量。

中共河南省委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配合两湖举行秋

收暴动的指示，要求各地迅速组织武装暴动。据此，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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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潢川县委邀请固始、商城县委负责同志在张英理家中召开

了三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商讨暴动事宜。他们考察了大荒

坡一带农运情况，认为大荒坡一带有相当好的农运基础，初

步具备了举行武装暴动的条件。议定由潢川县委领导发动大

荒坡武装暴动，夺取当地张秋石民团的枪支，建立革命武装，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1928 年 2月 21日，由张英理做内线，

潢川县委组织革命骨干三十多人，携带长短枪八支，袭击张

上寨，欲夺枪支武装自己，适逢张匪率民团外出掳掠，仅击

毙匪首张秋石家中恶人七名，别无它获。之后，省委仍多次

指示各地发动起义，组织暴动。此时，南五县特委经过研究

决定再次举行大荒坡暴动。遵照特委的指示，英理同志走村

串户将举行暴动的决议通知党团员，并将红枪会、大刀会（农

协）员一百余人集中在二里庙岗的宋绍武家，做战前动员。

他罗列了张秋石残酷剥削和压迫贫苦农民，购买枪支，豢养

打手，鱼肉乡里的罪行。要求参加暴动的人员要不怕牺牲，

冲锋陷阵，活捉张秋石，为苦难兄弟报仇雪恨。最后他将暴

动队伍交给宋绍武指挥，他撤离大荒坡做暴动后的接应工

作。3月 17日夜，特委组织的潢川、固始、商城部分党的负

责人，潢川省立七中学生三十多人及张英理在大荒坡一带组

织的红学、大刀会员一百多人，在南五县特委书记汪厚之、

委员范易、龚逸情等领导下，兵分三路，攻打张上寨，举行

武装暴动。由于种种原因，暴动失败，参加暴动的特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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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厚之等三十多人被张秋石及反动的红枪会逮捕。

安全撤出的同志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张英理。为了营

救被捕的同志，张英理冒着生命危险，迅速从武桥赶回大荒

坡。但张秋石已于 18日下午将汪厚之等十八位革命者杀害，

仅救出被红学小头目郑少成捕获的郭保恒一人。敌人的疯狂

屠杀，更坚定了英理的革命意志，他怀着对反动派的刻骨仇

恨和对遇难烈士的无限怀念，发誓要学习他们视死如归的革

命精神，继续他们未尽的事业，坚贞不屈，革命到底。

大荒坡起义失败后，张英理由于营救同志身份被暴露，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抛弃了房屋田产，携家前往商城隐蔽

下来，待机进行更大的革勇斗争。固始县府派兵到大荒坡一

把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子，匪首张秋石乘机霸占他家的全部财

产。

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是杀不绝革命战士的，白色恐怖的

血雨腥风是浇不灭革命烈焰的。1929年 5月 6日，在党的领

导下，商城暴动一举成功，胜利的喜讯震撼了豫南大地，给

大别山北麓的人民带来新的希望。继而许多地方相继举行暴

动，革命风暴席卷豫东南。在商、固交界的观音山、陈家集、

瓦庙集也先后暴发了武装暴动，建立了商、固特区苏维埃政

府。但是，由于这块根据地远离苏区中心，四面受敌，经常

遭到地方反动民团、大匪首李克邦及国民党四十五师戴民权

匪部的袭击。为了巩固和保卫这块红色区域，上级党组织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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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建立一支游击队，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党组织经

过反复考虑，认为张英理党性强，才思敏捷，又在武汉农讲

所学习过军事，而且亲自参加过多次战斗，具有一定的游击

战争经验，于是便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他。面对这个艰巨的任

务，他勇敢地承担了。他深知要建立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缺少军事人才，又没有武器装备，参

加武装暴动的农民，使用的都是大刀、长矛、梭标，要把这

样一支农民赤卫队建设成能克敌致胜的游击队，是要花费大

力气的。但是，党交给的任务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干好呀！ 没

有军事技术就教，没有武器就从敌人手中夺，他暗暗地下了

决心。为了提高队员们的思想素质，英理给他们讲革命道理，

讲劳苦大众受压迫的根源，讲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摧毁苏维埃

的反动目的和游击队肩负的重任，激发队员的革命觉悟，使

他们认识到游击队是自己打天下，坐天下的。他组织游击队

进行军事训练，提高队员的政治军事素质。在英理同志的精

心组织下，特区游击大队很快成长壮大起来。

英理同志善于以身作则，严于律已，他总是冲锋在前，

撤退在后。他常说，共产党人闹革命是流血不流泪，就是掉

脑袋也不能失去共产党人的气节。一次，游击队与王干府民

团作战，一颗子弹从英理的鼻梁上穿过，顿时血流满面。他

用手轻轻抹去血迹，又继续战斗。一个战士看见他满脸是血，

说：“队长，你挂彩了！”他满不在乎地回答：“这点伤算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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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在英理同志的言传身教下，游击大队作战英勇出了名，

张大队长的名声也渐渐在根据地传开了。乡亲们叫不出他的

名子，看见他鼻子上的枪伤，干脆就叫他张豁鼻子，久而久

之，谁也喊不出他的真名，都叫他张豁鼻子，见到他们的队

伍来了，就说张豁鼻子的队伍来了。

游击队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名扬豫东南根据地。一次，

游击队奉命配合兄弟部队攻打叶墩子，攻南面的是四区游击

队，东面、北面是副师长漆德玮率领的红三十二师一部，商

固特区游击队攻西面。战斗打响后，寨内的敌人拼命向外射

击，火力十分猛烈，使红军和游击队无法靠近寨墙。英理同

志一面命令游击队用力还击敌人，一面带领几名队员冒着密

集的子弹冲向敌寨，打开了一个缺口，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

一举打垮了叶墩子民团。漆副师长指着西面商固游击大队的

阵地，问是哪个队伍，别人告诉他，那是张豁鼻子游击队。

漆副师长称赞说：“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呀！”

每次打仗英理总是身先士卒，拼命往前冲。1930年秋，

游击队决定拔掉经常骚扰苏区的燕湾民团。游击队把敌人团

团围住后，高喊口号，先进行政治攻势。而顽固的敌人拒不

投降，并向外射击。我被迫还击。后来，敌人见游击队不打

枪了，一个劲往前冲，认为我方没有子弹了，又见不是正规

军，就想窜出寨门向游击队反击。谁知寨门刚开一条小缝，

英理早已冲到寨门前，他一个箭步飞身冲入寨内，叭叭几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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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敌人上了西天，余敌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懵，等敌人

明白过来，游击队已攻入寨内。经过一场激战，消灭了全部

敌人。

游击大队在张英理同志的领导下，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

锻炼成长，象一支天兵，在商固边区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使反动民团一个个吓得龟缩在寨内，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土

豪劣绅一听到张豁鼻子就不寒而栗。

敌人怕他，苏区人民爱戴他。商固边区的妇孺老幼没有

不知道张豁鼻子的。他率领的游击大队驰骋在商固边区方圆

几十里的地区，打击反动民团，严惩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有效地保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

大浪淘沙，泥沙俱下。真正革命者千千万万，投机革命

者也不乏其人，江海清就是一个十足的投机钻营者。他家是

商北上石桥一带有名的豪绅，有一支几十人枪的民团。当革

命风雷席卷固商一带时，他见风使舵，摇身一变参加了革命，

把民团变成了赤卫队，口头上喊闹革命，骨子里是换汤不换

药，他的所谓赤卫队，实际仍然是江家看家护院的民团，他

表面上表示接受党的领导，但又声称听调不听编。当时，斗

争很复杂，敌人力量一时强大，他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县委决心尽快解决江海清民团问

题。为了争取这支队伍加入革命行列，县委书记陈慕尧同志

亲赴杨堰，准备和江海清谈判。谁知狡猾的江海清非要把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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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地点放在江家寨不可。陈慕尧认为此事有些蹊跷，没有同

意，并严厉地指出：“你要愿意革命我们欢迎，不愿意革命

我们也不勉强。”事后，江海清写信给县委表示愿意接受党

的领导，要县委派人去江家寨商谈具体事宜。县委经过反复

考虑，把与江海清谈判的任务交给了张英理同志。英理同志

明白自己的责任重大，若能将这支队伍争取过来，可以壮大

革命武装，对于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是很有利的。但是对于

江海清的底细他也是清楚的，他阴险毒辣，居心叵测，什么

坏事都干得出来，英理叮嘱自己要倍加小心。他从游击大队

中挑选了十多个精明强干的战士，全副武装驰往谈判。当他

带领的谈判队伍到达江家寨时，江海清大耍手腕，大小头目

作陪。待英理和同去的人入席后，江匪露出了狰狞面目，他

乘入席之机，暗示早已安排好的团丁向英理等同志下了毒

手，穷凶极恶的敌人一拥而上，将英理及同去的十几位同志

逮捕了。

江海清这家伙极端仇视革命，他早就和国民党反动派暗

中勾结，沆瀣一气。为了投靠主子有份厚礼，才想出了用谈

判逮捕我党领导人的伎俩。第一次阴谋被识破后，又耍了这

个花招，他知道张英理是不好对付的，就设下了摆宴擒人的

诡计。

敌人把被逮捕的游击队员押赴刑场，面对凶残的敌人，

他们一个个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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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杀害。

江海清知道死是吓不倒英理的，就妄图用“人生在世要

及早行乐”，“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生哲学来打动英理。英

理同志义正词严地说：“抓住我帮不了你的什么忙，革命者

成千上万，他们迟早要向你们这群恶魔清算这笔帐的。”

江海清看从英理同志身上一时捞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决定把他送往县城。其间，惨无人道的敌人把英理的耳朵、

手掌、锁骨用铁丝穿着，解往潢川，他全身糊满了血，几乎

成了血人。一滴滴鲜红的血洒落在他身后的路上，路上的行

人看到这悲惨的情景都难过的闭上眼睛，目不忍睹。但英理

同志忍着剧烈的伤痛，仍是昂着刚毅的头，迈着坚定的步伐，

将生死置之度外。

江海清将张英理交给了国民党暂编第二旅旅长、大土匪

头子李克邦。李匪听说抓到了游击大队长张豁鼻子，欣喜若

狂，如获至宝。先对英理同志进行威胁利诱，妄图使他投降，

进而又严刑拷打，妄图使他在酷刑面前屈服，但得到的只能

是一顿臭骂，敌人万般无奈，向英理下了毒手。

杀气腾腾的敌人布置好了刑场，刑场中间支起一口大

锅，锅下燃烧着熊熊大火，锅中沸腾的开水喷吐着蒸气，刑

场周围站满了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匪兵。心狠手辣的匪首李

克邦残忍到了极点，他杀人不用刀、不用枪，而是把活生生

的人，投进沸腾的开水锅里活活煮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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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朝着张英理冷笑几声说：“看见

了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煮人锅。”

英理蔑视地扫了一眼那口煮人锅，以满腔怒火，愤怒地

对着反动派说：“别那么张牙舞爪的，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

就把这百十斤豁出去了，来吧！我眼睛连眨也不眨！”

李克邦如一只发狂的疯狗，咬牙切齿地哇哇乱叫：“住

嘴，我告诉你，人死是不能复活的，我要把你煮成肉浆，看

你还当不当共产党？”

“死是吓不倒共产党员的，我生是共产党人，死是共产

党鬼。再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条好汉。我也要告诉你，共

产党人是杀不完斩不绝的！”

敌人被张英理同志的浩然正气镇住了，一个个目瞪口

呆。李克邦下令立即执行，一群匪徒如狼似虎地将张英理投

进了那口煮人锅……

不屈的战士，大别山人民的好儿子－－张英理同志，为

了人类的解放事业，光荣地献出了他那年轻的生命，牺牲时

年仅二十七岁。

英理同志虽然牺牲了，但固商特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为

保卫根据地而日夜战斗的张大队长，游击队员永远不会忘记

率领他们南征北战的优秀指挥员，他创建的特区游击大队，

在战斗的洗礼中不断成长壮大。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永远

鼓舞着固商人民更加顽强地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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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用战斗来保卫红色政权。

八十多年过去了，烈士英勇不屈，不怕牺牲，无所畏惧

的英雄形象至今仍铭刻在固商人民的心中，他光辉的事迹至

今仍在固商人民中传颂。今天苏区人民正根据党的四项基本

原则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在烈士用鲜血浇灌的红色

土地上，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奋发努

力，开拓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