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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4 岁的王继志，对父

亲王朴已毫无印象。因为他

在 10 个月的时候，爸爸就被捕

了，“父亲的情况，全是听妈

妈，还有其他人讲的”。

王朴，诞生于 100 年前，是

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

1944 年的一天深夜，重庆

北碚复旦大学校园里，这名青

年在夜色的掩护下张贴传单，

时不时警惕地张望四周。当

年，王朴 23 岁，是复旦大学新

闻系大一新生。他还有个不

为人知的身份——中国共产

党南方局青年组联系的进步

青年。

“我父亲之所以走上革命

的道路，和复旦大学的培养教

育是分不开的。在复旦，他接

触到党的宣传并参与了学生

运动。在复旦革命传统的影

响 下 ，他 最 后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王继

志说。

在校期间，王朴如饥似渴

地阅读大量马列著作，坚定了

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信念。他

与同学一起创办《中国学生导

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还担

任报社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

为筹措资金四处奔走，成为复

旦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

1945 年 1 月，王朴响应南

方局的号召，回到家乡加强群

众工作，先后创办莲华小学、

莲华中学，接办志华中学，并

担任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几

所学校积极学习党的先进思

想，创办夜校服务农民，成为

党在农村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的战斗堡垒。到解放时，共培

养数百名学生，在知识青年、

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约 700

人。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川

东党组织急需经费购买粮食、

药品和武器，王朴决定把家产

全部献给他为之奋斗的神圣

事业。在他的劝说下，母亲金

永华变卖田产 1480 担，折合近

两千两黄金，充当党的经费。

1948 年 4 月 27 日，因叛徒

出卖，王朴被捕，遭受严刑拷

打，不为所动。资料记载，就

在他被转移到“白公馆”时，王

朴给妈妈和妻子留下了遗嘱：

“请转告母亲，要在党的领导

下积极工作，给孩子取名‘继

志’，继无产阶级革命之志。”

从此，王成改名为王继志。

1949 年 10 月 28 日 ，在 重

庆解放前夕，王朴在大坪刑场

牺牲，年仅 28 岁。他将刑场作

为最后的讲台，向沿途群众大

声 宣 传 共 产 主 义 真 理 ，高 喊

“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

岁！”英勇地走完了人生最后

的途程。

“ 我 10 个 月 大 时 ，他 被

捕。我 1 岁多时，他牺牲。但

他的故事和精神，一直深深影

响着我和一代代年轻人。”多

年 后 的 今 天 ，王 继 志 说 起 父

亲，平静中透着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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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素风，祭奠复旦烈士

复旦烈士中，曾有这样一

位女共产党员，她与大家所熟

悉的江姐故事的原型，也就是

江竹筠，是同牢房的狱友。靠

着她的沉稳灵活和忠诚坚强，

这位女共产党员奉献于党的

事业，她就是 1939 级学姐胡其

芬（1919-1949）。

胡其芬原名胡永萱，湖南

湘潭人。1938 年，19 岁的她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次年接

受组织派遣，进入复旦大学新

闻系学习。

在 那 里 ，她 积 极 开 展 工

作，成功将很多女同学团结在

党组织周围。可惜的是，不久

后她便被反动分子注意到，不

得不撤离学校，调入《新华日

报》工作。此后，她以“胡南”

为名，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

上。

皖南事变以后，她一度离

开重庆，辗转贵阳，桂林等地，

从事妇女运动。1941 年底，党

组织派她到延安学习。临行

前回家辞行，其姐胡永芬向她

谈起一个亲戚被捕自首的事，

她听后坚定地说道：“如果我

被捕，决不叛变自首，一定做

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到了延安，她先在鲁迅艺

术学院学习，被评为优秀学

员。毕业后，分配到邓颖超身

边工作。重庆国共谈判期间，

她作为中共代表团随员到重

庆工作，后又随中共代表团迁

往南京。

1947 年春，中共代表团被

迫撤回延安，她奉周恩来之

命，秘密返回重庆，从事地下

工作。这时，她改名胡启芬，

担任中共重庆地下工委的妇

委书记。

1948 年，由于叛徒出卖，

胡其芬不幸被捕。在狱中，她

正式使用了“胡其芬”这个名

字。面对威逼利诱，她不仅没

有透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还

设法打通了一条与外界联系

的秘密通道，也成为了女牢的

主要领导者之一。

在狱中，她就像一团火，

使革命者们的信心始终燃烧。

1949 年 11 月，在数批难友

被害后，胡其芬化名“吉祥”，

写下《最后的报告》送到狱外，

希望党组织尽快实施营救。

为胡其芬送出这份重要

信件的，正是渣滓洞的看守管

理 员 黄 茂

才。黄茂才

在监狱工作

期 间 ，发 现

被关押的人

都是为了老

百姓的幸福

生活而勇敢

站出来斗争

的 人 ，他 受

到江竹筠的

开 导 、劝 说

和 感 化 ，利

用管理员的

特殊身份成

为 了 江 竹

筠 、胡 其 芬

等共产党员

在狱内与战

友 、狱 外 与

党组织联系

的 特 殊“ 信

使”。

收 到 信

件的党内同

志 不 断 碰

头 ，日 夜 奔

走。在短短

的 几 天 里 ，

为武装劫狱

筹集到相应

的 人 员 武

器 ，并 筹 集

了五十两黄

金作为劫狱

经费。殊料

此时敌人开

始 了 大 屠

杀 ，劫 狱 计

划流产。

1949 年

11 月 27 日，

距离重庆解

放 只 有 三

天！国民党

反动派在从

重庆溃逃之

际 ，对 关 押

在集中营里的革命志士进行了

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这一天共

计180人遇难，他们先用机枪扫

射，然后放火焚尸。胡其芬高

唱国际歌，慷慨就义，牺牲时，

年仅三十岁。

胡永萱、胡南、胡其芬、吉

祥，这四个不同的名字，如同

她生命历程中的四块革命丰

碑，永远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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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借着清明素风，缅怀祭奠 52
位复旦烈士。
英 雄 虽 已 长 眠 ，而 英 雄 的 壮
举 ，却 化 作 了 一 尊 尊 不 朽 的
雕像，长驻记忆。
那 个 形 容 枯 槁 、面 色 凝 重 的
身 影 是 您 吗 ，王 朴 前 辈 ？ 富
家子弟的你，毅然投身革命，
毁 家 纾 难 支 持 党 的 革 命 事
业；被铁蹄蹂躏的山城，因你
的到来而增添了一缕生气。
这学校就是党组织，狱中的你
在最后时刻，将最亲爱的家人
托付给了党的事业！而此时

的我，多想冲进狱中，将你从
敌人的老虎凳上救下，让你的
生命不再终止于 28 岁，这个本
该美丽而充实的年华！

同是在 1949 年，11 月 27 日，距
离重庆解放只有 3 天，年仅 30
岁 的 胡 其 芬 烈 士 慷 慨 就 义 ，
血洒黎明。
你是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尖
兵 ，在 没 有 硝 烟 的 战 场 上 把
一份份珍贵的情报准确无误
地 传 送 到 刀 光 剑 影 的 战 场 ，
身 陷 囹 圄 无 所 惧 ，在 铁 窗 中
写出“最后的报告”。
在 战 火 纷 飞 、艰 苦 卓 绝 的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无 数 英 雄 前 赴
后 继 ，他 们 中 有 仗 剑 救 国 的
赤子，也有羽扇纶巾的儒生。
不要眼泪，不要人们的慰藉，
记着呵——
中国人还活着，
这册血写的账簿，
将是一块历史的丰碑！
死，是永生。
死，并不是战斗之火的熄灭。
让他永不泯灭的忠魂，
在青翠的歌乐山颠，
仰望黎明！
岁 月 流 逝 ，初 心 未 改 。 英 烈
们 的 初 心 代 代 相 传 ，赤 诚 如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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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百人百事 英烈们的初心代代相传·

王朴：他牺牲时，孩子才 10 个月大

有一群特殊的复旦人，他们在芳华之年，或捐躯沙场，或死于反动派牢狱，或为拯救同胞而牺牲。

他们生活在不同年代，从事不同职业，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复旦大学烈士。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登记

在册的烈士有52位，其中，红岩烈士10位，复旦大学也是全国红岩烈士最多的高校。

纵观历史，复旦的“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前进”的爱国传统与红色基因，一脉相承。1905年，复

旦因怀抱教育救国的理念而建立。这一开端注定了在此后的日子里，复旦会成为进步力量的汇聚地。

1925年，复旦成立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成为最早成立中共党组织的高校之一，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反帝

反封建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复旦成为上海学界抗日救亡的中心，出版进步刊物，

宣传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反帝抗日的主张。抗战胜利后，复旦民主气氛活跃。陈望道先生在重庆夏坝

设立的新闻馆，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民主阵地……

从1905年到1949年，在反动势力的巨大压力下，一批批爱国知识分子努力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真

理时，选择了复旦。复旦不仅为他们的探索真理之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更悉心保护他们的爱国行动，

使之免遭反动当局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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