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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死如归 英名流芳

——汪涤源烈士传略

李宏茂

中原大地，江淮两岸，人们至今传颂着一位革命英雄的

光辉事迹，他，就是面对敌人的屠刀，昂首阔步，视死如归

的汪涤源烈士。

一

汪涤源，1900年出生于商城县武家桥街上。

武家桥，位于商（城）固（始）交界之处，距两县县城

均五六十华里，是乡村中一个很平常的小街，住有百十户人

家。这里街虽小，因它是个集市，并不显得冷清。街上的多

数居民，除耕种田地外，还兼营米坊、豆腐坊、染坊、药店、

杂货店等等。汪涤源的父亲汪鸿生，除耕种二三十石稞的田

地外，也还兼营米坊和豆腐坊。每凡到了农历双日逢集的日

子，四乡的农民纷纷涌入集镇，使这小集镇更加拥挤热闹。

这里还是固始至商城的必经之路，平日过往人很多。因此，

地处商城县城边缘的武家桥，并不闭塞、萧条。

汪涤源兄弟四人，老大汪晏甫，涤源居二，老三汪新源、

老四汪探源。涤源的父亲因自己不识字，尝到了“睁眼瞎”

的苦头，就都把孩子送学校读书识字，盼望将来好有个出人

头地，荣宗耀祖。因之，涤源兄弟四人都有一定的文化，并

且在涤源的影响下，都参加了革命，探源上过黄埔军校，晏

甫参加过长征（后开小差回家）。后来新源、探源都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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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献身。

涤源自幼在街中私塾里就读，四书五经皆能背诵。每天

放学回家后，他不是与同街小孩上山岗割草砍柴，就是给家

里挑水做饭。农忙季节，私塾馆照例放假，他就跟着家人到

地里去干活，收割插种，样样都干，并都干得很好。街邻都

夸他心灵手巧，将来有出息。

1915年，汪涤源考入县立小学。因其聪明过人，老师便

在课外辅导他学习英文。1918年，涤源考入商城县笔架山农

业学校。1919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反

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五四”运

动，给偏僻的大别山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了新文化、

新思想。涤源朦胧地感到中国处在急剧地变化中，探求真理，

有所作为，他学习更加刻苦用功，各科成绩名列前茅，特别

对英文更感兴趣。一次，他正在酒席桌上，突然接到一份外

文材料（别人都看不懂时拿来找他的），他当即边看边念给

在座的听，使得人们无不钦佩，直到现在，人们一提到他时，

还钦佩这动人的一幕。1921年，他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学习。

其间，他开始较多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

活动，思想进步很快。次年秋，在学校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

团，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

1924年初夏，汪涤源大学还没有毕业。因家庭经济不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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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继续在校求学。于是，带着发展组织的任务，回到河南，

通过关系，被长葛县立甲种农业学校聘为教师，任英语教员。

汪涤源来到长葛县立甲种农业学校后，很快置身于学生

之中，积极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启发他们认识自己的社会

地位，并很快在进步师生中成立了“读书会”，向他们推荐

《向导周刊》、《中国青年》、《马克思传》等进步书刊，进行

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继之，又组织学生会，以团体形

式开展社会教育宣传工作。在汪涤源的积极宣传、引导下，

马列主义的学习越来越深入，影响也越来越大，这年底，建

立起长葛县团的组织。

1925年春，汪涤源经马沛毅介绍，前往杞县甲种农业学

校任教。他走到哪里，把革命的种子撒到哪里。在杞县农校

任教期间，他又积极在进步师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着手进

行建团活动，并与党派至杞县的吴芝圃、张海峰、阎凤书等

党团员一起，开展革命活动。这年春，“五卅”惨案爆发后，

汪涤源根据党的指示，在农民和工商学界组织开展反美宣传

和募捐，援助罢工工人的群众运动。为了加强对杞县革命运

动的领导，在杞的共青团员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共青团杞

县特别支部，张海峰任书记，受开封地委领导。随着革命形

势的发展，汪涤源不仅领导县中（即杞县甲种农业学校）的

革命活动，而且大部分时间用在发动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斗争

上，声援“五卅运动”的实践，使他看到了工人和农民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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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革命的主力军。所以，他利用课余和节假日经常深入工厂

和农村，调查工人、农民的经济状况，启发他们起来革命。

这年八月，中共杞县特别支部成立，汪涤源即由团转党。

三

1926年 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设立

了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林伯

渠、阮啸仙、肖楚女等九人当选为委员。此时，全国农民运

动蓬勃发展，农会会员已有一百万左右，毛泽东同志预见到

全国革命高潮必然到来，急需培养大批农民运动的干部。广

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招生范围从第六届起面向全国各省。为

此，中共豫陕区委于 1926 年 3 月在河南各地推荐了二十八

名同志，到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

由于汪涤源的出色工作和才干，也被党组织推荐到农讲所学

习。

1926年 3月，汪涤源随同信阳的郭绍义、周性初、周其

刚、牛有恒等八人一行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第六届农讲所，毛泽东同志担任所长，教员大多数也由

共产党员担任。在讲习所，汪涤源聆听了毛泽东讲授的《中

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和《中国社会

各阶级的分析》著作；彭湃讲授的《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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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讲授的《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李立三讲的《中国

职工运动》；恽代英讲的《中国史概要》；张秋人讲的《各国

革命史》；肖楚女讲的《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民族

革命运动》、《帝国主义》等等，并到广东农民运动开展得较

好的海丰、陆丰等地参观学习。这使汪涤源的思想产生了质

的飞跃。农讲所为期四个月革命理论的学习和严格的军事训

练，对他后致力于中国革命，特别是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

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

1926年 9月中旬，汪涤源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

业，随北阀军经韶关北上，到达武汉，担任湖北省农民协会

特派员。

此时，北阀军已攻克武汉，武汉即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为了发展大好形势，促进湖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汪涤源

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着。11月，

省委派他去汉川县视察农运情况，帮助工作。在汉川县第一

次党代会上，汪涤源当选为县委书记。

紧密结合社会实际，敏锐地探索和思考问题，是汪涤源

从事农民运动的特点。经过实地巡视考察，他创办了汉川县

“党义研究所”，为全县迅速开展农民运动培养骨干。“党义

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如何开展农民

运动。汪涤源兼任“党义研究所”所长，并亲自给学员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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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共产党宣言》、《社会进化史》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

义》等课程。

他在向党员讲述如何做群众工作时，总是循循善诱的开

导：讲话要看场合，看对象；农民运动，各地开展不平衡，

初期下乡工作，在集市茶馆，听众包括各色人物，作一般宣

传，介绍革命形势、各地农运情况，鼓动农民团结战斗，组

织农会，打倒土豪劣绅，使广大群众明确农运的目的；在农

运稍有基础的地方，就得配合当地农运骨干加强组织工作，

这时候的宣传对象，大多数是贫苦农民，讲话要深入一步。

首先要解除他们的精神枷锁，要向他们指出几千年来，君权、

神权、族权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农民怕犯“王法”，怕

“菩萨降灾”，怕指为“大逆不道”，怕落“报应”。他们相

信“八字命运”是前世注定的，豪门富贵是祖坟的“风水”

好，等等。这就要举例给他们听，把某地农民毁了神象，某

地农民打倒了土豪劣绅，抄了他们的家的具体事例讲给他们

听，消除他们的顾虑，说明农民掌了权太平无事，万事大吉。

在接近农民时，要放下架子，穿衣、吃饭、生活习惯都要和

农民一样，虚心向农民学习，使农民把你当个贴心人，心

里话无所顾忌地向你谈。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在群众

中才能站得住，说得开。汪涤源的精湛讲演，博得了学员们

的一致赞许。王远芳在回忆“党义研究所”的情况时，还留

恋地说：“我们都爱听汪涤源讲课。”由于艰苦的环境和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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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年轻的汪涤源患上了肺结核。可他心中只有工作，

全然没把疾病当作一回事。繁重的劳累和病魔的侵袭，使他

多次昏倒在讲台上。

辛勤的劳动，必然结出丰实的硕果。“党义研究班”学

员结业后，奔赴全县各地开展发动农民、宣传农民、组织农

民的群众运动。各区、乡农民协会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据

湖北省第一次农民运动代表大会的统计，截止 1927年 1月，

汉川县建立起 15个区农协，171个乡农协，会员达 37000人。

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农民们真正掌握了政权，

主宰了乡村的一切。

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汪涤源很注意发动工商学各界

进步力量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统治势力。他多

次组织召开反美运动大会，并于 1927年 1月 13日正式成立

了“汉川县各界反美委员会”，通过了该会简章和十余件决

议案。为了改变工人工资极低的状况，他帮助县工会成立了

“汉川县劳资产议委员会”。2月 7日，他以党部和县农协的

名义，在城南门外教军场主持召开“二七”大罢工四周年纪

念大会，到会五十余团体，二万多人。声势之大，教育之广，

是汉川县前所未有的。

五

1926年初冬，北阀军进入武汉，全国革命形势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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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大量参加革命，摆在我党面前的是如何发展大好形势，

引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毛泽东同志有鉴于此，为了壮大革

命声势，满足农民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巩固后方，继续

北阀，倡议加强农运工作，并取得国民党左派的积极赞助，

在武昌主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同志任农讲

所常委委员。为了工作的需要，1927年 2月，汪涤源调回武

汉，协助毛泽东同志办好农讲所。

1927年 3月 15日至 21日，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

在武昌召开，汪涤源参加了这次很有意义的会议。会议进行

到第五天，赶来参加大会的信阳四位特派代表报告了信阳东

北乡红枪会与庞（炳勋）部冲突的情形。汪涤源对家乡的革

命运动十分关注。除会议代表提出相应措施外，汪涤源提议，

应用大会名义致电慰劳信阳与庞军冲突的农友。这充分表现

了汪涤源对农民起来革命的高度重视和对河南农民运动的

关心。

为了推进革命，继续北伐，1927年 4月，我党组织了“战

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先期到达河南。汪涤源被派往“战区

农民运动委员会”工作。5月，适逢信阳反动头子熊绘豳、

张显卿勾结河南的反动“民治社”，收买溃兵土匪、地痞流

氓，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捣毁了大部分村党部和农民协

会，捕杀革命党人和农民群众，并在柳林、东双河一带掘毁

铁路、拦截列车、破坏后方，阻止北伐。在反击反革命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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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斗中，信阳县委书记周叙伦不幸牺牲。为了加强对信阳

县委的领导，支援北伐军在前线的作战，上级党组织将汪涤

源从前方调任信阳县委书记。面对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汪涤

源置生死于度外，组织农协会及其自卫武装力量，配合国民

党军对这股反动势力给予了沉重地打击，挽回了局势，支援

了北伐。在这次平叛战斗中，汪涤源腿部负了伤。

当北伐军在河南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武汉国民政府和

豫督冯玉祥却背信弃义，紧步蒋介石后尘，开始实行反共反

人民的政策。曾经被打倒的土豪劣绅、官僚政客又东山再起，

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向革命进行反攻倒算。“凡前在

各县办事之人尽被通缉”，整个豫南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

之中。由于汪涤源先前身份公开，不宜继续留在信阳，遂返

回武汉。

六

“七一五”后的武汉，形势更为紧张。在汪精卫“宁可

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反革命的叫嚣下，“清党”大

肆进行。生气勃勃的武汉，此时到处是腥风血雨。为了保存

革命力量，避免反动派的逮捕、屠杀，党中央将在武汉的共

产党员、革命人士疏散转移。10月，汪涤源奉命回乡，继续

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此时，因形势恶化，时任河南省农协筹备委员会干事的

汪禹九（中共党员）、国民党开封市党部执行委员汪昆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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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员）及共产党员汪探源、汪旨远等，先后回到家乡武家

桥。汪涤源在远离党的领导、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恶劣形势

下，出于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慨，坚

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主动把回乡的共产党

员组织起来，成立支部，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为了消除父母

的顾虑，取得家庭的支持，他耐心地向父亲解释什么是无产

阶级，共产党的宗旨等，说明要改变世道，打倒帝国主义，

推翻封建统治，只有靠共产党的领导。思想开明的汪鸿生听

了儿子讲述的革命道理，对汪涤源的活动不仅不干涉，而且

给外来的同志提供食宿方便。不久，他们在武家桥街周围发

展了周少芝、姚正成（外号姚老四、姚四木匠）、曾建娥、

胡家榜、杜新元等贫苦农民入党，并成立了秘密农会。

1928年 2月，南五县特委正式组建。根据省委指示，决

定在固始大荒坡举行暴动。大荒坡位于商城潢川固始三县交

界处，距武家桥约六十华里。武家桥是这次暴动的一个秘密

联络点。暴动之前，南五县特委委员范易特来商城南司、武

家桥检查指导工作，负责豫南交通联络的江梦霞，多次来武

家桥与汪涤源研究暴动的方法和措施。这次暴动，汪涤源因

腿疾复发又患脚病，未能亲往参加，特派姚老四等三十余人

前往大荒坡参加暴动。

大荒坡暴动，因时间仓促、计划不周而受挫。以汪厚之

为首的三十位同志，在这次暴动中英勇牺牲，但这次暴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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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南大地点燃了革命的火种。革命战友的牺牲，武装暴动的

失败，确使汪涤源悲痛万分。但面对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

作为地方党的负责人，自己决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徘徊，要

带领党员和群众踏着先烈的足迹前进。所以，他总是向党员

和群众解释在革命运动之中，失败是难免的事，这次暴动虽

然失败了，但是给反动势力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们知道有

共产党在，今后不敢再横行无忌了。同时，失败也教育了我

们，只有武装革命才能求得解放。同志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并力劝消极的同志振作精神，继续革命。由于汪涤源的出色

工作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在 3月 21日商城党的代表大会上，

被选为中共商城县委委员。

七

大荒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豫东南的党和群众基础是很

好的。省委为了恢复南五县的农运基础，造成农民暴动的局

面，特派汪涤源去固始县担任党的领导工作。

为了便于开展革命活动，他通过关系，被聘固始中学担

任英文教员。此时，他除认真教好英文课程外，把一切课余

时间用在串连、发动工农群众工作上。他的住室，成了经常

召集群众开会和谈心的场所，每逢假日，汪涤源不是到城郊，

就是到工人中，组织、发动工农群众起来开展对敌斗争。固

始东大店（东关沙滩外）的菜园，沙坝子（徐咀子史河北岸）

的搬运站，经常出现他的身影，连大皮店一带唱花鼓小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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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都把他们团结起来了。后来，和他联系的群众越来越

多，为安全起见，汪涤源就把开会、议事的地点由他住室移

至县城墙西北角外的稻香庙（即小土地庙）。

实践使汪涤源深刻地认识到，革命没有武装不行，武装

暴动，没有枪杆子更不行。要想取得武装暴动的成功，必须

农运、兵运一齐抓。

当时，固始驻军是国民党十二军任应岐部的第一师，师

长颜芝兰，是豫西土匪出身，固始群众给他起个外号叫“颜

三迷”（官迷、财迷、色迷）。因十二军不是蒋的嫡系，没有

固定给养，所以他们全靠在地方摊派粮饷、搜刮地皮混日子。

见钱眼开的师长把搜刮到的钱财，都装进自己腰包，不给士

兵发饷。师部参谋许理中同其主子一样，贪污成性。县长靳

村茂更是视财如命。对这一伙军阀地霸，群众恨之入骨，连

国民党士兵也牢骚满腹。汪涤源一方面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

捐抗税的斗争，一方面对十二军士兵进行教育、宣传工作，

启发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当时颜芝兰的卫兵班（驻文庙师

部内）、炮兵团（驻西关）中的许多官兵都与汪涤源有密切

联系，一致称汪涤源为汪队长，愿意起来跟他干，并计议中

秋节起义，打死师长，占据固始县城。

这时，汪涤源了解到士兵们几个月领不到军饷，为了感

化他们，汪涤源就将革命青年张雨仁捐献的银元拿出来发给

士兵，每人一元。不料，士兵们用发的钱，纷纷上街购买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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袜之物，被师部便衣队侦探察觉报告。师长颜芝兰马上对士

兵严刑审讯，士兵们受刑不过，终于道出了钱是汪队长发的，

并说出了常在稻香庙开会及计划武装起义等机密。颜芝兰一

听供词，惊恐异常，立即派出一团兵力，将稻香庙团团包围。

汪涤源等二人赤手空拳，落入魔掌。

八

汪涤源被捕后，颜芝兰转惊为喜，认为抓住了共产党的

大官，可以请功受赏了。为了想从汪涤源口中得到他所需要

的东西，同时发泄对共产党的仇恨，对汪涤源施用酷刑。身

患重病，体质极弱的汪涤源，在屡遭敌人拷打，皮开肉绽的

情况下，怒斥敌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但想从我嘴里找

到什么，那是白日做梦！”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

和坚强意志。颜芝兰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假惺惺地说：

“你很年轻，又能干，说出你们的组织，我马上让你当政治

部主任，即升官又发财，怎么样？”汪涤源双目怒视，厉声

骂道：“你们这帮害群之马，中华民族的败类，想错了。你

们的法西斯暴行征服不了共产党人的意志，封官许愿更动摇

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要杀就杀，别再罗嗦！”颜芝兰无计

可施，遂将汪涤源押送潢川军部。

伪军长任应岐同样对汪涤源威胁利诱，耍尽花招，也未

得逞，决计杀害汪涤源。临刑前，被敌人摧残得遍体鳞伤的

汪涤源，在荷枪实弹的敌人戒备下，拖着沉重的脚镣，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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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毅的步伐，昂首阔步，走向刑场。他深情地向沿街两旁的

群众宣传道：“工友们，农友们，快行动起来吧！黑暗即将

过去，光明就在面前。要跟共产党走，打倒军阀统治，谋求

穷人自身的解放。”敌人惧怕涤源的宣传，快速将他推搡至

潢川南城北门外大桥下，刽子手罪恶的枪口对准了汪涤源。

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劳动人民万

岁！”的口号声中，汪涤源英勇就义，时年 29岁。

汪涤源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

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努力追求革命，探索中华民族解放之

真谛，为中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革

命处于低潮时，他身置逆境，顽强战斗，自强不息，为唤起

劳苦大众投身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而英勇献身。我

们要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继承先烈的遗志，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