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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贞为革命 血染大荒坡

——尚攸如烈士传略

黄先第

1928年 3月 18目下午，在固始县大荒坡刑场上有位遍

体鳞伤，年仅 23岁的青年和他的 17位战友一起，面对荷枪

实弹的国民党匪兵，毫无惧色，临刑前高呼口号：“打倒土

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一阵

罪恶的枪声，这位青年和他的战友们都倒在血泊中。他就是

在大荒坡暴动时殉难的 18位烈士之一一尚攸如同志。

尚攸如又名尚政，字旭红。1905年生于罗山县城，父亲

尚丽秋以教书为业，还精通医理及针炙之术，常在教书之暇

为穷人扎针看病，颇受当地人们的赞扬。1818年父亲因病去

逝，攸如时年 13岁。父病故后，母亲周氏挑起了抚养教育 2

男 3女的重担，在家纺织为业，勤俭持家，深得儿女的爱戴。

尚攸如排行老三，幼年随父就读，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养成了济困抚危，乐于助人的性格。父亲逝世后，他被迫辍

学两年，失学的痛苦对他影响极大，幼小心灵里便知生活道

路的曲折，尝到人生的苦楚。

1920年，尚攸如考入罗山高等学堂。在校勤奋刻苦，学

业成绩全优。对于老师传授的知识不就囿俗套，敢于提出新

的见解。由于他思想敏捷，对事物有独特的见解，深得老师

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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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夏，罗山进步学生尚钺、尚伯华受“五四”运动

影响，陆续从北京，信阳回到罗山，在县城霍尚公祠组织“青

年学社”，传播马列主义、宣传爱国思想。尚攸如积极加入

这一组织，受到了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对腐朽黑暗的社会有

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并积极地为“青年学社”主办的刊物《三

日刊》撰稿，宣传进步思想，鞭鞑丑恶现象。这些进步思想

的传播，打破了人们当时思想的沉闷局面，为罗山党的建立

打下思想基础。

“青年学社”一般是寒暑假集中活动。寒暑假过后，学

社的成员都要返校读书，学社的社务由尚攸如具体负责。他

一面和学社成员保持通信联络，了解各地动态信息，一面积

极办好《三日刊》，使学社的活动很有起色。

1924年春，尚攸如因生活所迫，通过亲友关系介绍到武

汉桥口外王家墩子染纺厂当学徒工，学习染纺技术。在武汉，

他目睹了军阀混战，列强横行局面，看到了当时黑暗社会的

腐败现象，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民遭受三座大山的压迫，

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不推翻这黑暗的封建社会，穷苦大众

是没有出路的，更加坚定了从事革命活动决心。1925年冬，

他从染纺厂回罗，购置手摇织布机一架，织袜机两台，在县

城办起家庭工厂。他和两个妹妹白天忙着做工，夜间就用这

里作阵地，召集亲戚邻居，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号召他们

为获得翻身自由而起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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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春，共产党员陈孤零、郑新民、胡日新等 10余

人从开封等地受党的派遣回到罗山，在罗山建立了中共罗山

特别支部，在党的宣传教育下、思想大进。1926年秋，尚攸

如被罗山党派到武昌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学习（黄埔分校）。

在那里，他学到了不少知识，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思想趋

于成熟。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南京成立了反动

政府，南方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死于反革命屠刀

之下。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反革命政变，大搞“清党”

活动，武汉也处于腥风血雨之中。两个反革命集团遥相呼应，

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在这紧要的危急关头，国民革命军第

二十军军长贺龙于 7日把部队带到鄂城一带。他反对蒋、汪

叛变，决心用战斗挽救危机。党为了壮大贺龙队伍和保存力

量，将反革命追捕的工人纠察队和武昌中央政治军事学校的

进步学员转移到二十军。这时尚攸如被派遣到第二方面军第

十一军叶挺领导的部队当监视员，后与二十军一起统属贺龙

指挥。

7月中旬，第二方面军的二十军和十一军二十四师，由

武汉鄂东出发，向南昌集中。准备举行武装起义。7月 26日

至 28 日，尚攸如随叶挺率领的十一军二十四师和二十军沿

着南浔铁路到达南昌，于 8月 1日凌晨参加了周恩来、朱德、

叶剑英、贺龙等领导的南昌起义。



4

8月 3 日，尚攸如随部队离开南昌，在向瑞金前进的途

中，参加了在壬田市与敌钱大钧反动军队的遭遇战，激战一

天，击溃敌人。19日攻下瑞金。次月，蒋介石调 7个团集结

于会昌，阻击我军前进，妄图把这支革命武装扼杀于摇篮中。

24日，我军向会昌集结之敌进行攻击。敌人居高临下，以密

集的火力阻止我军进攻。我军组织敢死队，尚攸如踊跃参加，

他和敢死队的战友一起，端着机枪，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

阵，反击敌人。经过两次激战，将会昌之敌击溃，取得会昌

战役的重大胜利，俘敌 900多人，缴获枪 1000余支。当天，

部队绕道福建的长汀、上杭，向广东的潮州汕头进军。途中，

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将尚攸如派回河南，进行农

运工作。尚攸如回河南后，在信阳即与中共豫南特委接上关

系，便留在特委工作。经特委宣传部长尚钺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并任工农革命军第三大队长。

1928年 2月初，河南省委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在

潢川一带发动暴动。2月底，特委书记汪厚之、委员范易、

龚逸情来到潢川，决定执行省委代表大会的决议，积极加紧

准备和发动大荒坡暴动工作。3月 16日，尚攸如参加了特委

在潢川东乡伞陂寺共产党员冯新宇家召开的暴动筹备会。会

上，特委决定了暴动的具体时间，进攻方法等有关事项，把

起义队伍分为两部分。特委，潢川县各支部负责人和潢川七

中部分师生 30 余人攻打正面。尚攸如随费醒初、胡日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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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名骨干由范易率领，带长短枪 14支，组成突击队，担任

突击寨门的任务。另一部分为冯家岗、徐家寨、大荒坡附近

的农协会员和群众 80 余人，多是本地人，攻打左右翼，包

围上楼，封锁道路。

3月 16日夜，尚攸如随行动人员来到大荒坡以南 10余

里的红盆窑；17日夜、暴动队伍出发，经上窑、姚大山边、

新集至高山以东与另一支由冯家岗、徐家寨，大荒坡附近的

农协会员和群众 80 余人组成的暴动队伍汇合，到达张上楼

已是鸡叫 2遍，参加暴动的当地群众情绪有些低落，认为时

间太晚，天亮彼此面熟，无处隐身，要求改期。在这种情况

下，特委认为暴动人员聚集不易，倘有泄密，后果不堪设想，

仍坚持按原计划举行暴动。

这时，张上楼的张秋石为上月被打死的家人做“超生大

斋”，人多未睡。暴动队伍包围张上楼后，特委委员范易就

率领尚攸如等 13 名突击队员向楼门冲击，因楼门坚固，攻

楼未克，这时暴动队伍把门外两个草垛点着。一时火光冲天，

一片彤红。我进攻队伍暴露在火光之下，加之事前又未与周

围红枪会取得联系，他们听见枪声，看见火光，误认为土匪

劫寨，纷纷赶来进攻暴动队伍，把我暴动队伍割成三截，形

势十分不利，于是特委下令突围。经过激烈战斗，子弹耗尽，

外来的 30 余人，由于不熟当地情况，加上天已大亮，大部

被捕，致使大荒坡暴动惨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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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攸如被捕后，和特委其他同志一起遭到张秋石严刑拷

打。尚攸如毫不屈服，痛斥敌人。张秋石于 3月 18目下午，

将特委书记汪厚之，委员范易、龚逸情，特委工作人员尚攸

如及七中学生，潢川县委以下各支部负责同志等 18 人，全

部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