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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鸣岐，原名李瑞凤，又名李明，1905年6月7日出生于河南确山县
城关镇一个贫民家庭。1923年，李鸣岐考入开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
新思潮影响，加入共产党员在学校组织的进步团体“青年学社”。1925年
五卅惨案爆发后，在党团组织领导下，开封很快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的高
潮，李鸣岐成为开封青年学生支援五卅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领导者之
一。经过此次锻炼，李鸣岐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随后，他由开封省立第一师范党组织推荐，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4
期学习。在军校学习期间，李鸣岐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学
习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著作，认真学习研究军
事知识和军事斗争经验以及军队政治工作，考察了广东各地的革命斗争
和农民运动，成为黄埔4期的优秀学员。

中原典范：

出席中共六大的河南代表：李鸣岐

1926年4月，李鸣岐遵照党的指示回
到河南，了解河南的政治局势和农民运动
发展情况。其间，他回到确山，积极宣传
革命道理，组织群众建立武装，开展农民
运动。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李鸣岐于
1927年3月被分配到豫皖鲁三省驻武汉
办事处工作。4月上旬，确山党组织为配
合北伐军入豫，举行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
的消息传到武汉。经党组织批准，李鸣岐
立即赶回确山，投身农民运动，与马尚德
（杨靖宇）等一起建立了确山县临时治安

委员会和县农民自卫军（简称“农军”）。
后农民自卫军两个大队合为治安总队，李
鸣岐任总队长，组织群众全力完成物资运
输、抢救伤员等任务，还抽派农军直接参
加北伐军作战，为北伐军在河南取得胜利
作出积极贡献。李鸣岐还创办了确山县
第一个革命图书馆“赤光图书社”，举办了
确山青年训练班，培养了百余名革命干
部，为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开展打
下坚实基础。

1927年7月下旬，李鸣岐根据中共河

南省委指示，筹建中共驻马店市委并任书
记，领导驻马店和确山、汝南、遂平等县党
的工作，着重领导了确山的武装暴动和汝
南的抗捐抗税斗争。9月，根据八七会议
精神，中共豫南特委成立，王克新任书记，
李鸣岐任委员。豫南特委决定以确山为
中心举行秋收起义，并在确山设特委办事
处，李鸣岐任主任，负责起义的领导工
作。起义胜利后，确山县农民革命军成
立，马尚德任总指挥，李鸣岐任党代表。
随后，经中共豫南特委批准，李鸣岐又领

导成立中共确山县委和确山县革命委员
会，并担任县委书记和县革命委员会主
席。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李鸣岐领导
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和分粮抗捐斗争，农军
横扫确（山）、正（阳）、信（阳）地区反动势
力，威名传遍豫南城乡，严重动摇了国民
党在豫南的统治基础。

1927年12月中旬，信阳农军被敌人
围攻，来信求援。李鸣岐当即决定留一部
分党员骨干在确山坚持斗争，亲率农军主
力连夜赶往信阳四望山，与信阳农军合编
为豫南工农革命军，共同开辟了四望山红
色游击根据地。

1928年年初，担任豫南革命委员会
财政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豫南工农革
命军党代表的李鸣岐，前往开封参加中
共河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在他赴会
期间，敌人对四望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大
规模“围剿”，农军弹尽粮绝，最后失败。
李鸣岐回到豫南，立即到信确边区，联系
失散的同志，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
争，很快又建立起一支二三十人的工农
游击队。

李鸣岐任省委委员不久，便接到中
央通知，动身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
大。会上，他代表河南省委起草的《豫南
报告》，被中共中央指定向大会汇报。报
告详细总结了党在豫南地区开展农民运
动、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受到中共

中央特别是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中共六
大结束后，党中央又让他留在莫斯科学
习，三个月后回国，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
部部长。

1928年冬，河南省会开封白色恐怖十
分严重，省委连续遭到严重破坏，李鸣岐
被捕入狱。敌人对他软硬兼施，酷刑逼
供，他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斗争。1929年
夏，李鸣岐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后出狱，仍
回河南省委工作，不久调任共青团河南省
委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积极领导工
人、妇女和青年运动。

1931年初，由于叛徒出卖，李鸣岐再
次被捕。敌人从他身上搜到党的文件，将
他列为政治要犯。在连续酷刑审讯下，他
对党的机密始终守口如瓶。他在狱中与
省委书记曾斯廷等建立难友会，同敌人斗
争；随后又在难友会中成立党的组织——
党团干事会并任干事。3月25日，中共开
封市委书记来学照被敌人杀害，李鸣岐强
忍悲痛，克服重重困难，为在狱中英勇牺
牲的来学照等同志写了传略，并通过秘密
交通线转送给河南省委。

面对敌人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李
鸣岐与曾斯廷等研究决定组织越狱。省
委批准了越狱计划。但到了4月30日，因
为叛徒告密，越狱计划失败。5月9日，李
鸣岐与曾斯廷、牟修武等同志，被敌人杀
害于开封北门外，李鸣岐年仅26岁。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App”学习平台）

播撒星火，为霞满天：江梦霞
1925年，一些共产党员受党中央和

李大钊的派遣先后到达开封等地，推动
国共合作和迅速在河南建党的工作。江
梦霞等同志以个人资格跨党加入了国民
党，并筹建了国民党开封市党部，江梦霞
任执行委员。五卅运动中，他率领学生
积极开展反帝斗争。

1925年夏，王若飞、萧楚女等著名共
产党员受中共中央派遣先后来到河南开
展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对河南革命运动
的领导。江梦霞积极配合党组织，进一
步开展了发展组织的工作。同年秋，继
胡景翼之后掌握河南军政大权的省长岳
维峻，政治上急剧右转。省政府民政处
借口军队打仗缺乏经费，将开封各校学
生助学金扣发40多天，引起了广大师生
的强烈不满，自发地掀起了反饥饿、争取
发放助学金的罢课斗争。江梦霞因势利
导，一面领导学生继续罢课斗争，一面派
学生代表前去省政府请愿，使这场斗争
很快赢得全市舆论的同情和各界人士的
声援。10月，在区委的领导下，江梦霞等
同志组织开封党团员和青年学生经常秘
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以扩大革命影
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开封党团组
织得到了初步的建立和发展。

1926年8月，中共开封地委改组，江
梦霞任书记，公开职业仍是教员。江梦

霞多次在住处组织召开党的秘密会议，
研究工作，发动群众，迎接北伐。他一边
从事开封地下党的活动，一边领导家乡
的革命运动，帮助组建了中共潢川特支，
并筹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潢川
县党部，利用合法身份进行革命活动。
为开展农民运动，他还深入到伞陂寺、沙
河店一带，相继在十几个村建立了农民
协会。1927年6月，中共开封地委改称市

委，江梦霞仍任书记。
1927年9月，江梦霞长途跋涉到潢

川。在中共潢川县委领导下，江梦霞深
入伞陂寺、苏家楼一带秘密开展活动，很
快成立了10余处民协会，并逐步把黄学、
红学等地方武装争取过来，改造成为农
民武装，为举行大荒坡武装暴动奠定了
基础。1928年2月11日，正当暴动准备
工作紧张进行之时，因胡日新等人贸然

行动导致行动暴露。3月16日，南五县特
委召集潢、固、商三县党的骨干分子及潢
川七中进步师生共30余人，召开紧急联
席会议，强令举行大荒坡武装暴动。汪
梦霞在会上根据自己掌握的实际情况，
直抒己见，明确提出敌强我弱，若急于行
动，必对我不利，力主延缓暴动日期。特
委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决定3月18日凌
晨准时暴动。最终由于情况不明，敌我
力量悬殊，指挥失利，再加上敌人早有防
备，暴动失败。大荒坡武装暴动失败后，
因反动当局通缉，江梦霞被迫离开潢川。

1928年5月，江梦霞化名江松樵，辗
转来到鹿邑县城，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江梦霞在民智书社任经理，他把进步书
籍作为和青年交朋友的桥梁，利用他们
来看书的机会，宣传进步思想，启发他们
的政治觉悟，不断增强党的力量。当时
鹿邑一带的红枪会势力很大，为了争取
红枪会，发展农民武装，党组织派江梦霞
等人相继加入该会，带领当地的红枪会
开展武装斗争。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指
示，豫东特委于1929年冬在鹿邑建立，江
梦霞任宣传委员，从此豫东一带的革命
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江梦霞
在鹿邑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
注意，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通电逮捕他。
于是江梦霞重返家乡，投入建设和巩固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0年9月，潢川县苏维埃政府在仁

和集成立。江梦霞根据上级指示，深入
到潢川东乡一带开展党的活动，秘密组
织农民赤卫队，建立革命武装。为了打
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江梦霞和县委其他
负责人研究商定，决定挑选一批年轻力
壮，精明强干的赤卫队员，组成一支“摸
瓜队”，专门打击豪强恶霸，为民除害，极
大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了30多万
人马，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
次军事“围剿”。当时驻在三里坪的潢川
县苏维埃政府，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斗争，组织上决
定将围困在三里坪一带的地方干部和红
军流散人员，组成一支留守自卫队，江梦
霞任政委。他们通过艰苦的工作，不仅
使群众情绪初步得到稳定，而且很快地
妥善安置了一批红军伤病员。

9月中旬，由于国民党军队层层包
围，形势日渐恶化，留守自卫队决定向南
突围。在江梦霞等人的带领下，自卫队
由三里坪突出重围。在南进途中，行至
余集赶上了红军主力，即随中央分局和
主力部队继续撤退。9月17日，江梦霞为
掩护中央分局撤退，不幸壮烈牺牲，时年
44岁。

江梦霞，原名江潜，字长寿，
号蒙侠。1888年2月26日出生
在河南省潢川县伞陂寺一户半医
半农的家庭里。1907年，他以优
异的成绩考入信阳师范学堂。
1910年，又考入开封河南省立高
等优级师范学堂深造。1919年
初，他应邀到河南留学欧美预备
学校任国文教员。在此期间，江
梦霞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报
刊，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在学校传
播新文化，抨击反动政府，并于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