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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中珍藏着许多珍贵
的革命文物，每一件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红色
印记。其中有一部该馆现存最早的烈士日记：贺瑞
麟烈士就义前写下的 《死前日记》。经历岁月的洗
礼，该日记虽已残缺不全，但其价值却弥足珍贵，
是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贺瑞麟，1909年出生于江苏徐州铜山县，1924
年离开家乡，到南京求学，就读于东南大学附属中
学。从小思想进步的他，很快就为共产主义思想所
吸引，在同学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 5月
30日，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贺瑞麟组
织东大附中学生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被反动
当局逮捕，出狱后即被学校开除。

从此，贺瑞麟专职从事革命活动，在江苏、安

徽一带宣传、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和工
会、农会，后被党组织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委员、
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1928年 7月，因为叛徒王汇
伯的出卖，中共南京市委遭到国民党当局围捕，市
委重要成员孙津川、贺瑞麟等纷纷被捕。贺瑞麟先
后被关押在国民党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江苏省特
别法庭看守所、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等地。

在狱中，贺瑞麟开始写日记，将狱中的黑暗生
活和被捕人员的表现记录下来，却不慎在狱友中公
开。经过慎重考虑，贺瑞麟将之付之一炬。1928年
9月 27日，史砚芬等同志被国民党当局枪决。贺瑞
麟判断，敌人不会放过自己，于是再次拿起笔，记
录下生命最后的时光以及对革命战友无尽的思念、
对革命事业无限的忠诚。

9月 28日，正好是农历中秋节，贺瑞麟身披照
进牢房的皎皎月色，提笔写道：“今日是中秋节，是
我‘死前日记’的开始。”想到好友史砚芬等人的就
义，他情难自抑，不禁感叹：“啊，去了，去了，永
远的别了！同志们最后的一次对望啊！千金一刻，
今生此世只此一刻了。”虽然大量革命同志被捕，革
命运动陷入低潮，但贺瑞麟坚信“未来的世界终归
是我们的”。

贺瑞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但是为了能让
战友和后人了解自己对革命的忠贞，他细心地将日
记用报纸包起来，外面用花线捆扎，并写信给姐姐

和姐夫，嘱托他们：把这些东西“存在南京，不要
带回家去。过不久会有一位姓 K的朋友，他会到你
们家里去拿。如果他去，请你们把这一包东西全交
给他。千万千万！”

日记到1928年10月5日戛然而止。后来，贺瑞
麟与孙津川、姚佐唐等在雨花台慷慨就义。然而，
他的忠贞和忠诚，随着日记在人类求解放的历史中
成为永恒。

贺瑞麟寄予厚望的这位“姓K的朋友”，名叫刘
德超，是他发展的一位团员，因证据不足只判了 6
个月徒刑。1928年底刘德超出狱后，不负重托，立
即找到贺瑞麟的姐姐、姐夫拿到了日记。此后，刘
德超辗转各地，哪怕舍弃了一切物品，却始终携带
这本日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政府决定在雨花台修
建烈士陵园。陵园筹备委员会在报纸上刊登启事，
征集在南京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史迹。在上海体育学
院任教的刘德超看到后激动万分，连夜对日记进行
整理，1953年通过华东文教委员会党总支转交雨花
台烈士遗物陈列室，1958年在 《红旗飘飘》 第 8集
正式发表。1995年江苏省和南京市文物部门组织专
家，对革命文物进行分级评估，《死前日记》被定为
一级革命文物，永远受到后人的瞻仰。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左上图：贺瑞麟的《死前日记》。

熊传藻，号复之，又名炳藻，
化名刘仁镜、杨家华等，他是湘鄂
西苏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
著名的洪湖赤卫队的领导人。
1900 年 5 月，熊传藻出生于湖北
洪湖一个农民家庭，少时在新堤
镇第三高等小学就读，1917年到
省城武昌荆南中学求学。

中学期间，熊传藻积极参加
武汉地区的五四运动和“二七”
大罢工，深得武汉地区党组织的
肯定。1923年7月，他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 年，上海发生了震惊
中外的五卅惨案。武汉工团和学
联奋起声援上海工人，举行罢
工、罢课和示威游行。熊传藻受
党的委派，以省党部特派员身份
赴新堤开展革命工作。回到洪湖
后，熊传藻迅速成立了中共新堤
支部委员会，自任党支部书记，
开办了平民夜校，组建了码头工
会。1926 年新堤地区的中共党
员已发展到80多人。

1927 年 ， 蒋 介 石 叛 变 革
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洪湖的革命斗争转入了低
谷。熊传藻是大革命时期洪湖地
区著名共产党人，因此遭到悬赏
缉捕，亲友劝他出国留学暂避危
险。在白色恐怖面前，熊传藻充
分展示了一个共产党人视死如
归、英勇无畏的精神。在给家人
的复信中，他以诗明志，谢绝了
出国留学的劝告，诗中写道：

革命前途很光明，努力奋斗
不顾身。共产主义是真理，出国
留学岂能听。

1927年10月中旬，鄂中南特
委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肖仁鹄任军长，熊传藻任二师师
长，这是洪湖地区诞生的第一支
革命武装。1928 年元旦，鄂中南
特委对第四军进行了整编，熊传
藻辞去了第二师师长职务，改任
中共监利县委书记。

1928 年 1 月中旬，熊传藻召
开第二次县委扩大会议，决定发
动年关暴动。恰在此时，奉党中央
指示去开辟湘西北革命根据地的
贺龙和周逸群途经监利，在下车
湾街上巧遇共产党员张天晖。张
天晖曾任八一南昌起义革命委员
会经理处处长，经他介绍，贺龙、
周逸群与熊传藻会面，熊传藻请
贺龙留下来指挥年关暴动。

在贺龙、周逸群领导下，监
利揭开了年关暴动的序幕。熊
传藻带领县委和工农革命军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一个
晚上就袭击了何堡、尺八口、
王 垸 等 土 豪 和 团 防 据 点 七 八
处，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湖霸
和团防头子，沉重打击了反动势
力的嚣张气焰。工农革命军每
到一地，熊传藻带领县委人员四
处张贴布告，写标语，散传单，搞
演讲，动员群众参加武装起义，
开展土地革命。监利人民纷纷
响应，仅剅口一地，一夜之间，群
众就为工农革命军筹集了上百
件棉衣，编织了几百双草鞋，还
捐出了大量的莲藕、干菱角，解
决了工农革命军的粮食供应问
题。熊传藻还发动群众，为革
命 军 赶 制 了 大 批 大 刀 和 红 缨
枪，配合革命军的战斗。

为了扩大游击武装，更有力
地打击敌人，熊传藻多次派人或
亲自到武汉、长沙等地购运枪支
弹药。熊传藻还利用洪湖经纬纵
横、密如蛛网的河湖港汊，指挥游
击队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巧
取杨兴轮，打败了轮船上几十名
全副武装的白军，缴获了敌军满
船的军火；奇袭监利县重镇毛家
口，他率领游击队潜入镇内，与彭
国材率领的游击队里应外合，打
死打伤敌人50多人，缴获长短枪
100多支。

革命的火种终于燃成了燎原
之势，形成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
鄂西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反动派对洪湖根据地
的发展极为惊恐，1928年冬，派出
两个团正规军，在地方团防武装
配合下，对苏区进行“围剿”，血腥
镇压革命，把百里洪湖变成了一
座人间地狱。

国民党军把矛头对准了熊传
藻及其亲属，放火烧光了熊传藻
全村的房屋。1929 年 2 月 8 日，
熊传藻一行人夜宿尺八口的九根
柳，由于地痞告密，被敌军重重
包围。为掩护同志们突围，熊传
藻身负重伤，不幸被捕。在狱
中，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3
月6日，敌军将他押赴刑场，他
放声大笑：“狗杂种们，害怕了
吧！今天知道了什么叫共产党员
吧 ？ 有 种 的 ， 瞄 准 老 子 心 窝
打！”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
岁！洪湖革命胜利万岁！”的口
号中，熊传藻英勇牺牲。

（作者系湖北省洪湖市史志
研究中心副主任）

这是中共特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的中共党员沈安娜，向我党传送情报
时用过的小皮箱，很多重要的情报，
就是通过这个小皮箱传递到了中共高
层，沈安娜因此也被称为“按住蒋介
石脉搏的人”。这个小皮箱，见证了
沈安娜的革命历程，现存放于重庆红
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1915年，沈安娜出生于江苏泰兴
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和一般的大家
闺秀不一样。她性格倔强并且很有主
见，为了帮姐姐摆脱封建包办婚姻，陪
姐姐离家出走，前往上海。到了上海，
由于没钱缴纳学费，沈安娜选择了收
费低且学期短的中文速记学校。没想
到，正是这个专业，使沈安娜成为中国
共产党最杰出的情报人员之一。

1935年，沈安娜以优异的成绩考
进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任书记员，凭借
着每分钟 200 字的速记技术和一手漂
亮的蝇头小楷，很快得到了浙江省政
府同事和领导的认可。第一次向党汇
报工作时，沈安娜用一个小皮箱将衣
物和文件混装在一起，带到上海。

1938年至1949年，董必武和周恩
来交给沈安娜一个更重要的秘密任
务，那就是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作书
记员。沈安娜找到了曾经在浙江省政
府的“老领导”朱家骅，那时，他已

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长。朱
家骅对沈安娜印象不错，认为她很勤
恳，于是为她办理了特别入党。有了
国民党特别党员的身份作掩护，沈安
娜在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高层

会议上为党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从
未暴露，许多情报通过沈安娜的小皮
箱，送到了中共领导人的桌子上，很多
情报中共领导人甚至比国民党委员们
知道的还要早。

搜集情报的日子常常伴随着危
险，沈安娜的上线徐仲航被捕后，沈
安娜也被怀疑，而最痛苦的则是她和
组织失去联系 3 年。终于，抗战胜
利，沈安娜夫妇盼来了组织的回音。

在沈安娜夫妇的影响下，他们的
亲属陆续加入了这条特殊的革命战
线。沈安娜丈夫华明之的妹妹和妹夫
也成为一对夫妻情报组；解放战争后
期，六弟化装成“跑单帮”的小老板，担
负起沈安娜夫妇与上海地下情报战线
的专职交通员；1948年，沈安娜的二哥
确定了情工关系。沈安娜的母亲也在
家乡一直为新四军的地下工作人员做
掩护，抗战期间，沈家差不多成了新四
军在泰兴的一个交通站。抗战结束
后，沈安娜和母亲重聚，彼此都不知道
对方做情报工作，还常互相保密。

1946 年，周恩来在重庆嘉奖沈安
娜，评价其送来的情报“迅速、准确”；
1949 年，沈安娜获中共中央集体通令
嘉奖；1989 年沈安娜获国家安全部为
长期坚持在隐蔽战线作出贡献的无名
英雄颁发的荣誉奖章及荣誉证书。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教师）

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有一
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这是为纪念和
缅怀隐蔽战线上牺牲的烈士们而建。
在其中一块名为 《光影》 的铭牌上镌
刻着这样一段文字：“黑暗里，你坚
定地守望心中的太阳；长夜里，你默
默地催生黎明的曙光；虎穴中，你忍
辱负重，周旋待机；搏杀中，你悄然
而起，毙敌无形。你的名字无人知
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你们，在烈
火中永生。”1927 年 11 月，周恩来领
导的“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此后，一
批批奋战在隐蔽战线的先辈，前赴后
继，心中始终牢记“忠诚”二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党忠诚，
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我们党
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
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
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
万党员的忠诚。

回望百年党史，一代代中国共产
党人用鲜血和生命、奋斗和奉献，诠
释着“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

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贺瑞麟在
狱中写下“死前日记”，坚信“未来
的世界终归是我们的”；洪湖赤卫队
领导人熊传藻遭到悬赏缉捕，在给家
人的复信中以诗明志：“革命前途很光
明，努力奋斗不顾身”。他们无惧牺牲，
用生命和热血诠释了对党忠诚。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要消
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
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
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就像天上的繁
星一样，日夜为祖国的和平和人民的
安全默默奉献，以沈安娜为代表的隐

蔽战线先辈，“虎穴藏忠魂”，用卓有
成效的情报工作诠释着对党忠诚。

时代赓续前进，忠诚的内涵更加
厚重。当前，强党心、铸党魂、炼党性是
党员必修课，确保广大党员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坚决听党话、跟党走，
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员以为党分忧、
为国尽责、为民奉献的实际行动诠释

着对党忠诚。
因为忠诚，所以无畏牺牲，不惧

困难，敢于担当。
天空湛蓝，阳光灿烂，山风吹

过，松涛阵阵。和平的光辉洒满无名
英雄纪念广场。山路上不时有游人结
伴走过，经过广场时，他们总会停下
脚步，瞻仰、沉思。站在广场上远

眺，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北京城尽
收眼底。这是无数先烈为之奋斗的今
日中国，是广大共产党员用忠诚捍卫
的盛世图景。我们可以告慰先烈，今
日中国，如您所愿！

上图：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
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本报记者 尹 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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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安 娜 的 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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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瑞麟烈士《死前日记》
陈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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