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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史垂英名 血洒淮河岸

——胡日新烈士传略

罗 中

二十年代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进行新民主主

义革命，就象一场摧枯拉朽的暴风雨，荡涤着旧世界的污泥

浊水。无数的勇士，在暴风雨中呼喊着，奔走着向黑暗势力

进击。河南省战地农民运动特派员，大荒坡、周荒坡武装暴

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胡日新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勇士。他不畏

艰险，英勇战斗，从不停顿，一往无前。被捕之后，敌人对

他严刑拷打，丝毫不能使之屈服；灭绝人性的匪徒，在他临

刑时割去了他的舌头，砍去了他的双腿，他至死正气凛然，

坚贞不屈。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象一颗明珠一样，璀灿夺

目。

胡日新同志是罗山县城东南角胡楼人，生于 1901 年。

1920年加入尚伯华、尚钺组织的“罗山青年学社”，担任农

民部负责人，1922年到潢川“省立第七中学”读书，在此期

间，他经常奔走于罗山、信阳，了解革命形势，探索革命真

理，寻找革命道路。

1924年秋，胡日新终止学业回到罗山，在城郊组织了五

六十个穷人参加的“红枪会”，为减轻租税负担而斗争。他

的活动为地主豪绅深恶痛绝。河南省议员、罗山县城头号豪

绅方少尧便勾结官府，将胡日新逮捕入狱，判为死刑。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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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根本没把死放在心上。在狱中，他努力宣传革命思想，紧

紧地将狱友团结在一起。翌年正月初三日夜，趁监禁卒们吃

酒打牌的机会，他同六名难友用铁镣打倒了守门的府狱，抬

石条撞开了牢门翻越城墙逃走。他在竹竿铺西的杜寿全家避

了几天，经开封赴上海，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当工人，投

入了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 5月间，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以共产党员

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向

湖南挺进。接着，广东革命政府于 7月 1日发出《北伐宣言》；

9日，国民革命军约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为了配合北伐军

作战，我党派出了大批骨干前往铁路沿线鄂豫边界地段进行

宣传和策援工作。胡日新先是到达武汉，继而由武汉派往河

南，被任命为“河南省战地农民运动特派员”，偕同柯伯益

等十几位同志到九里关一带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在北伐军到

达信阳时，胡日新组织当地群众踊跃为北伐军服务，动员许

多青年加入了北伐军。

1927年 3月，中央农讲所迁至武汉，胡日新偕罗山的尚

仲民等经柳林随同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乘坐的专

车去武汉，到农讲所学习。在结业前的实习阶段他曾担任学

员宣传队队长、武汉洪山区农运指导员，结业后仍被派回河

南，任命为“河南省战地农民运动特派员罗山组组长”。回

罗山后，他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将 1924 年秋串连过的那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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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苦群众又重新串连起来。年底，豫南特委派尚钺回罗山协

助胡日新组织农民暴动。他们在尚钺家召开会议，作了城区

暴动计划，后因叛徒泄密，尚钺被捕。胡日新组织武装农民

准备劫狱，被尚钺拒绝，后活动上层社会关系被营救出狱。

1928年初，特委派胡日新往潢川同费醒初一起组织大荒

坡暴动。2月 10日夜，胡日新、费醒初率领三十多农会会员，

向张上寨进行了突然袭击，打开了民团中队长张秋石的张上

寨，当场打死了张秋石的祖母、母亲及孪生哥哥等眷属七人，

取得了初战的胜利，使农协会员得到了锻炼。随后省委委员

汪厚之来到潢川筹建南五县特委，决定加强对大荒坡农民运

动的领导，进行大荒坡武装暴动。

3月 18日是张秋石为前次打死的生母、祖母做一月超生

大斋的“了斋日”，暴动就确定这一天。暴动时，范易、胡

日新、费醒初负责正面攻击，并带领突击队，担任突击寨门

的任务。由于敌人火力强大没能速战速决，致使周围的反动

红学武装听见枪声一涌而上，将我包围。情况十分严重，必

须突围出去。胡日新、费醒初带领突击队员数人摸到敌人面

前猛砍猛打，杀出一条血路，使同志们得以突围出去（突围

后敌人人多势众，一直追赶，把我暴动队员赶得东零西散，

汪厚之、范易等被一股敌人抓去，第二天杀害了）。虽然此

次暴动失败了，但胡日新同志在战斗中和突围时所表现的献

身精神，深为全体队员所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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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荒坡暴动失败后，息县县委准备在息县周荒坡举行暴

动。当息县县委把周荒坡武装斗争的条件向特委汇报后，特

委完全同意。为了加强对这次武装斗争的领导，特委派胡日

新同志为军事指导员亲临息县具体指导。特委书记魏山（陈

唯光）在向胡日新同志交待任务时说：“日新同志，此次去

息县，任务是很艰巨的，那里有任应歧十二军戴震一个师驻

守，反动势力比大荒坡还要强大。环境恶劣，斗争就更残酷

了，”胡日新同志回答，“我知道，干革命要准备流血，甚至

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正是因为革命需要，闯刀山火海我也

不怕！”胡日新同志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带上干粮便起程了。

他一到息县就马上着手了解情况，和息县县委一起研究了打

击的对象和办法，认为任应歧设在周荒坡的防湖店烟酒税局

必须干掉。如果打掉防湖店烟酒税局，不仅可以搞到钱，还

可以搞到用于保镖的枪；有钱有枪就好在周荒坡一带进行武

装斗争。

5月 17日（农历 3 月 28日）是防湖店一年一度的传统

集会。烟酒税局头子冯广德为了在会上抖威风，大捞一把，

提前几天把局里的人员全部召了回来，还要来了更多的保

镖。胡日新和县委书记霍玉和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是乘机

拔掉烟酒税局的极好机会。为了准确、稳妥起见，县委于 16

日派人去防湖店进行侦察。去侦察的同志连夜返回周荒坡向

胡、霍作了汇报，烟酒税局头子冯广德为了明天生意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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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财进宝，今夜大摆筵席，连吃带赌，闹得哄哄乱叫。为了

不失良机，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胡日新和霍玉和决定马上出

发，赶在天明逢会之前将烟酒税局干掉。这支 16 名共产党

员组成的暴动队伍，除胡日新同志有一支手枪外其余都是短

刀长矛。他们围住烟酒税局以后，为了虚张声势吓懵敌人，

胡日新对着院内连发两枪，全体队员一起呐喊，吓得敌人惊

惶失措乱作一团，翻窗子跳墙乱窜。冯广德携枪向后门奔逃，

被胡日新一枪击毙。不到半小时，战斗胜利结束缴获步枪 7

支，手枪 2支，银元 200多块，烟土 400多两，我方无一伤

亡。

有了这批枪支，胡日新和霍玉和两同志便将这支暴动力

量武装起来，准备进行更大的行动。而敌人也意识到了这点。

他们非常恐惧。驻在潢川的任应歧立即命令他的部下，驻在

息县的戴震马上搜捕。戴震在全县张贴赏格搜捕“共党分

子”，搜捕胡日新同志。胡日新同志让大家迅速离开，自己

却坚持留在这里。同志们都为胡日新同志的安全担心，劝他

暂时避一避，而胡日新同志却开始了另一项工作一一兵运工

作。通过暴动队员的亲戚关系进行接触，鼓动戴震部下一个

连长哗变，后因走漏了消息被捕，被戴震杀害于息县防湖店。

临刑时，胡日新同志面对周围荷枪实弹的敌人，昂首挺

胸，正气凛然。他轻蔑地向匪首戴震道：“戴师长这么威风，

敢让我胡某讲几句话么？”戴震大笑一声，“死到临头还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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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不敢让我讲？”胡日新讥讽地问，“讲！”胡日新高

声讲起来：“乡亲们！我是胡日新，中国共产党员。中国共

产党要为劳苦大众打天下，反动派容不下我们。蒋介石、汪

精卫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屠杀革命的工农大众，是我

们不共戴天的敌人，革命的工农大众是杀不完的。我们要生

活就要拿起武器。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

跟共产党闹革命！……”“割掉他的舌头！”戴震咆哮着，几

个匪兵一涌而上。“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胜利万岁！”

胡日新同志边踢边喊。残忍的敌人砍断了他的腿，接着又割

去了他的舌头。一位铮铮铁汉胡日新倒在血泊中……

淮河水凄惨地流逝，被驱赶来的群众悲哀地低头哭泣；

狂风卷着沙子漫天飞扬，搅得天昏地暗。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1938 年夏天，

胡日新烈士的老同学、罗山县委负责人李雨膏带着“罗山抗

日救亡宣传队”，到息县作抗日宣传时，亲往防湖店烈士当

年蒙难的地方吊唁，并写诗一首：“壮士捐躯义气侠，虽死

犹生何嗟呀；千年淮水翻波处，犹有余辉射落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