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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党组织创建人

——袁汉铭烈士传略

李宏茂

袁汉铭烈士牺牲已 89 周年了。作为商城党组织创建人

之一，汉铭和詹谷堂、周维炯等烈士的名字一起，将永远载

入革命史册。

少 年 时 代

袁汉铭，谱名袁成耀。1902年 8月 20日出生于商城县

葛藤山袁家湾（今属安徽省金寨县）。

汉铭的父辈兄弟四人。当父亲兄弟四人成家后，汉铭的

祖父将二十八担稞平分四份，让其自立门户，各养家室。因

汉铭的父亲袁化彬居长，得天独厚地享受了村塾的教育。到

20多岁时，就已在乡村私塾授教了。汉铭六岁时，就开始跟

随父亲认字。

汉铭兄弟四人，汉铭居小。汉铭八岁时，其父因病过早

的去世了。临终前，他嘱咐妻子不论遇到多大难处，也要让

小子读书识字。说他将是袁家的好苗子；并托负襟兄詹谷堂

督促成耀的学业。父亲去世后，母亲就将汉铭送到晏海清老

先生的私塾馆里开始了正式就读。

汉铭天资聪明，不几年就读完了四书五经，文章也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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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当时称为商南的高才生。因其聪颍，1919年春，其姨

父詹谷堂把 16 岁的汉铭带到固始志成小学上学。从私塾到

“洋学堂”，从四书五经到文言夹白，从单调乏味的“之”

乎”、“者”、“也”到国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

这使年青好学的汉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暴发，迅速波及到大别山脚下

这座“洋学堂”。汉铭在詹谷堂、詹甫堂等进步教师的组织

下，积极投入了声援“五四”爱国运动的行列，举着彩旗，

参加游行，高呼口号：“打倒列强！”“打倒卖国贼！”“抵制

日货！”第一次呼唤出发自肺腑的心声。

“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给汉铭

的思想带来一个飞跃。为了寻求真理，探索光明，1921年初，

汉铭同志在同学、挚友陈念生的荐引下，报考了私立武汉中

学，并以优异成绩录取为二年级学生。

在武汉中学

武汉中学，是董必武、陈潭秋等几个抱有革命宗旨的人

创办起来的一所中学。1919年冬筹办，1920年春开始招生。

这所学校一开始就具有其他学校不能比的许多特点：学费

低，聘请的教职员思想开明、进步、低薪；男女同班；组织

学生会，对学校兴革事宜，帮助学生课外阅读报纸书刊，促

进学生注意国际国内的时事问题，教学白话文。汉铭来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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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值武汉中学有了党团组织，在学生中开展宣传活动时

期。

汉铭同志在这所崭新的校园里，就同鱼入大海似的，投

入到政治生活中去了。在学生会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

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积极参加学校的一切政治活动。在董必

武、陈潭秋老师的教诲、诱导下，思想进步很快，并光荣地

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党）。

汉铭同志入团后，思想更明了，劲头更足了。他把课余

时间全投入了党和团组织领导的革命事业中，积极办平民学

校识字班，接近工人，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常向董

（必武）主任汇报工作，请示问题，并利用寒暑假探家机会，

向同学、朋友、亲戚宣传革命思想。汉铭的老师、姨父詹谷

堂，是清末秀才，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时常抨击时弊渴望

改革。汉铭同志深知老师的心思，每逢假期回家，都带着进

步书刊《向导》、《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给老师看，并与

之讨论，帮助老师确立无产阶级信念。汉铭同志的假期，大

部分时间是在他的老师和朋友家度过的。马克思主义和进步

思想的传入，为詹谷堂尔后加入共产党和投入商南地区农民

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回 乡 建 党

1923年冬，汉铭同志从武汉中学毕业，带着发展党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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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任务回到家乡商城。翌年春，被聘为商城小学教员。此时，

城关已聚集了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如从武汉、北京、信阳等

地回来的教师和学生雷跻堂、吴靖宇、黄秉耀、胡攻非和从

外地聘请来的肖铺华、梅子美（均新蔡县人）等都在县中和

小学任教。通过“五四”运动，他们在外地都不同程度地接

受了新文化、新思想，志同道合，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

汉铭同志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

《共产党宣言》、《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给他们学

习，积极培养革命力量，发展党的组织。

在汉铭同志的积极宣传、影响下，商城学界特别是知识

青年中，信仰马列主义，拥护共产党主张者颇多，有的积极

要求加入党团组织。汉铭同志根据工作进展情况，认为建立

党的组织条件已经成熟，遂于 1925 年夏发展了吴靖宇、詹

青岳、雷跻堂等人入党，建立了商城县第一个党支部。

脚踏实地，埋头工作，是汉铭同志的最大特点。城关党

组织建立后，他又到固始志成小学、商北武家桥勤勉小学、

商南南溪、小河等校，以教书为掩护，不失时机地发展党员，

建立党的组织。在商城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中，汉铭同志洒

下了辛勤的汗水，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在商城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中，汉铭同志严格按照党的

指示，慎重从事这项工作。就建立城关党组织来讲，他作了

近一年的工作，并且将要求入党人的名单、成立支部、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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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等问题，都要求向中央请示，征得同意。从发展党员来

看，也是极其稳重的。1923年至 1924年从外地回来不少进

步知识分子，可汉铭同志首次只发展几名党员。由此可见，

汉铭同志对党的工作是忠心耿耿，一丝不苟的。

从 事 农 运

1925年 2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地提出了

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11月，又发表了《中国

共产党告农民书》，进一步提出了普遍建立农民协会，建立

农民自卫军等开展农民运动的各项办法。汉铭同志遵照党的

指示，工作重点开始由学校转向农村，由知识分子转向工农

群众。在做好发展党组织的同时，主动接近农民，注重农民

运动，发展农民党员。

在开展农民运动中，他同詹谷堂、詹青岳、漆禹源等党

员同志一起，很快在穷苦农民中发展了王凤池、王运生等 20

多名党员。并且创办农民夜校和识字班，培养积极分子，组

织农民协会。特别是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如火如荼的“两湖”

农民运动，对正在发展中的商城农民运动影响很大；加之从

外地和商城笔架山农校毕业的学生大部返乡，使商城县农民

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适应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培养

骨干力量，1926年冬，汉铭同志积极赞助漆德玮、漆德琮、

漆德峰、周维炯等党团员报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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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诚然，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并不是一帆

风顺的。首先遇到的阻力就是当地的土豪劣绅、宗族势力，

可是汉铭同志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认为，只要

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任何反动势力都是

可以战胜的。为了普遍建立各区乡农民协会，他不分昼夜的

工作。白天在校教书，夜晚找人谈心，应邀开会。在商城党

组织的领导和汉铭同志的积极努力下，商南各区乡都成立了

民协会。县农协筹备处也于 1927年 4月 9月在斑竹园或立。

1927年上半年，是我县农民运动发展的鼎盛时期。民协

会已由秘密转向公开活动。农民一经组织起来，就掀起了一

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汉铭等同志因势利导，组织各乡农会

会员举行游行示威，大造声势，开展夺权斗争。为镇压地主

豪绅阶级的反抗，彻底打垮封建统治，农民推翻了地主武装，

普遍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一一农民自卫军。并且大力宣传减租

减息、取缔高利贷和没收豪绅以前借公吞私的捐款和庙产，

办平民学校和合作社。在各区还成立了通俗讲演所、公开阅

书馆、流通阅报社、新剧团等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

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

参 加 起 义

1927年蒋、汪合流后，白色恐怖波及到商城，形势剧烈



7

恶化，封建地主阶级更加嚣张起来，逃往外地的土豪劣绅纷

纷返乡。他们以国民党新军阀作靠山，竟相拼凑反动武装，

向革命群众猖狂反扑。在这黑云压城、白色恐怖的严重情况

下，汉铭同志并没有被来势汹汹的反革命屠杀所吓倒。他巧

妙地把色彩重、影响大的党和农协会领导同志疏散转移，然

后自己也暂时离开商南，来到从前任过教、开展过活动的商

北武家桥勤勉学校，秘密开展革命活动。这次敌人因没有抓

到詹谷堂、袁汉铭，竟将詹谷堂的长子詹伦、袁汉铭长兄袁

成峰逮捕，残杀于商域，枭首示众。

因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进行“清党”，奉党的指示暂返家

乡的共产党员汪涤元、汪禹九、汪昆源等也都先后从武汉、

开封回到了武家桥。秋冬，他们在县委的领导下，成立了武

家桥五区委员会，汉铭同志负责区委工作。

在五区区委的领导下，汉铭同志积极发动农民，秘密组

织区乡农会，到 1928 年春，共成立起八个分会，会员 300

余人。为了与农会会员保持密切联系，他们借县立五小名义，

在武家桥集北五里的陈家塘添设分校一所，并添设成人识字

班，向农会会员宣传革命道理，并在学校和会员中发展了周

宜银、樊元德、姚正成、汪探源、汪流谦等十余人入党，使

此校成了区委和农会活动的主要场所。1928年 3月 28日，

趁武家桥大庙岗逢会的机会，汉铭等同志组织学生和农会会

员手擎各色彩旗，高呼口号，举行游行示威。4月 11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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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负责人姚正成率领部分会员在墩子堰插起义旗。商北的农

会活动和小暴动，对全县震动很大。

1928年 5月，县委根据豫东南特委指示，正式决定把商

南作为武装起义重点后，汉铭同志按照县委的安排，为武装

起义四处奔走。城关、商南、商东、商北，到处留下他的足

迹。

1929年 5月 6日，在党的领导下，成功地举行了丁家埠，

李家集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起义之前，汉铭同志来往于起义

的各暴动点，积极参与这次起义的各项领导工作。立夏节夜

晚，他同詹谷堂、王凤池带领南溪一带起义农民和詹氏祠学

校部分师生共 200百多人，在南溪街火神庙集合，宣布起义。

9日，汉铭同志和起义武装一起会师于斑竹园，参与了红三

十二师和商域县办事处的组建工作。

组 建 游 击 师

商城起义的成功，给商城人民带来了欢乐和幸福，整个

商南地区的穷苦百姓象过节一样（实际上比过节还要欢快），

奔走相告，互相祝福，广大青少年涌跃报名参军。为了保卫

根据地和开创起义后的新局面，继红三十二师成立之后，又

将南乡三个区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县游击师；汉铭同志

任师长兼政委。这个游击师的组织形式，开始是以区为单位

设三个中队，师部随调随到。在暴动后的两个多月里，汉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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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不仅率领游击师配合红三十二师清扫根据地周围的反

动武装（民团），而且帮助各区、乡成立了儿童团、少年先

锋队、赤卫军等基层武装组织。

商南暴动和红军的四面出击，震动了鄂豫皖三省边界的

反动统治阶级，引起了敌人极度的恐慌。商城县伪政府曾两

次派县民团镇压起义武装，但都被红军和游击师击退了。敌

人为了消灭这支刚刚诞生的红军武装，于是年 8月，对商南

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围剿。东南有国民党军队陈调元

夏斗寅部和柯寿恒民团，西、北有顾敬之和县民团，形成了

四面包围之势。县委和红三十二师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决定

红三十二师暂时转移，避敌锋芒，寻机作战。

当县委随红三十二师转移后，留下的商城县办事处（政

府机构）转移隐蔽工作交给了詹谷堂和袁汉铭两位同志。此

时敌人开始从四面八方向商南合围。为了不使革命遭受重大

损失，办事处负责人詹谷堂留下坚持斗争，汉铭同志率游击

师掩护办事处和区委工作人员及部分群众从敌人合围空隙

的七邻湾、古碑穿插转移至六安一带活动，使县区乡负责同

志和地方武装免遭一次大浩劫。

鞠 躬 尽 瘁

商南武装起义胜利后，革命如何向纵深发展，这是摆在

县委和红三十二师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夺取县城，摧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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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统治堡垒，占领商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在汉铭同

志脑海中萌生。

他利用对城关的人熟、地熟有利条件，多次化装潜入城

内，和城关的党组织秘密筹划攻打商城的办法和策略，并帮

助城内党组织秘密组织革命武装，为攻占县城作准备工作。

1929年 12月中旬，县长李鹤鸣应潢川伪县长的邀请，

率县民团到潢川“狗咬狗”，打李克邦去了，城内只留下警

备大队和红枪会共 200多人防守，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城内党组织立即派人到商南向红三十二师报告了这一重要

情报。县委和师部当即决定攻打商城。12月 24日夜，汉铭

同志率领游击师同红三十二师一起来到城南 30 余里的小集

镇一一余子店，参与了攻克商城的作战计划。25日晨，我以

无一伤亡，巧取了商城县城。

商城攻克后，及时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召开了全县党

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县委，汉铭同志被选为县委委员。在

新的县委领导下，积极从事党的地方武装建设。

1930年春，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红三十二师也在

不断壮大，由原来的 300余人迅速扩大到 500余人。这些兵

源的补充，大都是汉铭同志从游击师里选送的。夏，汉铭同

志调红一军工作，任三十五团政治处主任。1931年 1月，红

一军和红十五军在商城县长竹园合编为红四军，汉铭同志任

该军四十一团政治处主任。从 1929年商城起义到 1931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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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年多时间里，汉铭同志为组建地方武装和致力于红军部

队政治处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1931年秋，由于张国焘的错

误肃反，汉铭同志被害于湖北省英山县，时年 29 岁。1982

年，汉铭同志被追认为烈士。

汉铭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大别山

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