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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豫皖苏播撒革命火种：张漫萍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App”学习平台）

鄂豫边革命的先驱：张星江

张漫萍，原名张复礼，1910年 8月
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城西五龙寨村。
1926年夏至 1932年春，在河南省立第
四师范学校读书，其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毕业后到北平参加抗日救亡
运动。

1932年7月，张漫萍在天桥附近散发
传单时遭到警察逮捕，被关押在北平军
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张
漫萍在薄一波、杨献珍等同志领导的秘
密党支部的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
斗争。敌人对张漫萍威逼利诱，酷刑拷
打，逼迫他写所谓“悔过书”，自首叛变，
甚至以枪毙相威胁。张漫萍向党组织表
示，宁死狱中，决不屈服，“头可断、血可
流，誓死不叛变，誓死不投降”。他义正
词严地斥责反动当局：“我抗日无罪，无
过可悔。”经过狱中斗争的严峻考验，
1932年冬，张漫萍被狱中党支部批准转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为狱中党支部
成员。1934年冬，狱中党支部发动绝食，

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和非人的
生活待遇。张漫萍和难友们一起，坚持
绝食斗争达7天7夜，绝食斗争以部分的
胜利而结束。

1936年9月，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批
示，营救薄一波、杨献珍、刘子久、董天
知、张漫萍、韩钧等同志出狱，出狱后，党
分配张漫萍回河南工作。10月，张漫萍
和邱少山等5人回河南工作，任务是恢
复、建立河南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
动。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
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为了加强党在河南的领导力量，适
应新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重建河南省
委。9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正式成
立，张漫萍任省委秘书长，负责省委机关
的交通、联络、接头、文印等工作。在省
委的领导下，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和省委
的指示决议并积极组织实施，使河南党
组织工作、抗日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工
作迅速打开了局面。

1937年10月，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
中共开封市委成立，张漫萍任市委书记
兼组织部部长。他召集市委会议，研究
布置开封工作。他与省委、市委的一些
成员在开封进行统战联络工作，团结、宣
传共产党联合抗日救亡的主张，壮大了
抗战力量，使市委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
运动中起到了领导核心作用。经过张漫
萍等市委成员的努力发动与组织，各种
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在古城开封竞相出
版，并发行到外地；各式各样的救亡团
体，如开封市学生农村救国服务团、妇女
战地服务团、平津流亡同学会、开封市救
亡话剧联合会等纷纷建立，广泛深入宣
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发动各阶层共
同抗日救亡。

1938年2月，省委派张漫萍赴西华
县，以省委代表名义参加豫东特委，并直
接领导西华的工作，创建了西华根据
地。西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萧望东
和彭雪枫同志率部挺进敌后作出了重要

贡献。同时，也为吴芝圃等同志领导的
睢县、杞县、太康县武装斗争进行了有力
的支援。6月，开封失守，张漫萍又回到
豫西，在豫西特委领导下，组成郑（州）、
荥（阳）、密（县）工委，张漫萍任书记。张
漫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
视，为了团结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和地
方开明人士共同抗日，以荥阳中学为基
础建立党组织，成立了荥阳县文化界抗
日救亡协会。11月，省委派张漫萍到西
安八路军办事处学习军事。

1938年年底，张漫萍奔赴豫皖苏敌
后抗日根据地，跟随彭雪枫领导的游击
支队（后改为第六支队），在豫皖苏做地
方民运工作。1940年1月，张漫萍任游击
支队第二总队一营营长，活跃在豫东和
淮北地区，先后参加了白庙战斗、窦楼战
斗、“六一”战斗。皖南事变以后，1941年
5月第五支队编为新四军第四师，转战津
浦路以东的苏皖地区。张漫萍先后担任
第四师司令部作战参谋，淮北地区党委

干部轮训队总支书记。
1942年至1944年，张漫萍调安徽淮

北，先后担任中共泗（县）五（河）灵（壁）
凤（阳）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蚌埠工委
副书记兼城工科科长。1946年7月，国民
党撕毁停战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张漫
萍继任蚌埠工委书记，带病转战于安徽
淮北、江苏洪泽湖一带，领导这一地区党
的地下斗争。

1947年七八月间，张漫萍由宿县返
回蚌埠，不幸被捕，解往徐州。火车经新
马桥时，张漫萍趁敌不备，从车窗跳出，
他艰难地坚持走了数十里，奔找宿怀方
向。在怀远县杨集，他又被逮捕，被解往
宿县湖沟顽区署，遭到匪徒严刑拷打。
张漫萍坚贞不屈，他昂首怒斥敌人：“你
们不要以为杀了我一个共产党员，就没
有共产党了。共产党是杀不完的！革命
是一定要胜利的！”当天夜里，张漫萍在
宿县湖沟集东北的浍河南岸遇难，时年
37岁。

张星江，又名张振兴，1907年6月出
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毕店乡张心一村。
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
员。入党后，张星江在家乡秘密串联群
众，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员，很快在张
心一村建立了唐河东部第一个党支部，
并担任了支部书记。他们约定，白天在
家种田，夜里串联活动，在很短时间内，
井楼、双河、毕店、马振扶等村镇的党组
织和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唐东地区的农
民革命活动十分活跃。

1930年11月30日，张星江和唐河县
委书记吴寿青率地下党和农民武装，配
合红军一举攻克唐河县城，红军的旗帜
第一次插上了唐河城头。张星江望着随
风飘扬的红旗，感慨万千。他对吴寿青
说：“毕店镇民团头子王德方，罪大恶极，
民愤极大，如能借红军声威，挥师东进，
一举攻克毕店，一定会给唐河东的农运
打开新局面！”吴寿青一听就哈哈笑了：
“星江，真是不谋而合，我也是这样打算
的！”当即召开了县委会，决定由张星江
组织赤卫队，做好策应红军作战的准备
工作。张星江接受任务后，立即通知赤

卫队员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他看同志
们担心民团实力雄厚，而赤卫队除两支
土枪以外，只有木棍、大刀、长矛，对胜利
信心不足，便鼓励说：“咱们武力比不过
他们，不要硬拼，要混在人群里，趁天黑
敌人分辨不清谁是谁，咱们专靠近那些
拿枪的。”他说着从怀里“嗖”地掏出一把
菜刀，做着杀头的动作说：“就这样朝他
们脖子一抹，不就把枪夺过来了吗？”一
席话说得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从心
眼里佩服张星江有胆识。这次战斗，由
于部署得当，里应外合，加上张星江率领
的赤卫队员的勇敢拼杀和红二十六师的
有力配合，终将毕店解放。

1931年夏，由于敌人封锁鄂北，断绝
红军子弹、药品、布匹等物资的来源。为
解决部队给养的困难，上级调张星江在
鄂豫边区负责给红军搞后勤供应工作。
他经常奔波在白区和赤区之间，走村串
户，组织和发动党员群众，把一批批的子
弹、药品、布匹等军用物品筹集起来，突
破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层层封锁，送
到红二十六师驻地。他除做好宣传、组
织和护送工作以外，有时还化装成乡绅、

商贾或以各种身份，押送着军需品与沿
途岗哨上的敌人周旋。

1933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鄂豫
边临时省委及所属的南阳中心县委遭到
破坏。危急关头，张星江等人领导组建
了鄂豫边临时工作委员会，继续开展鄂
豫边区党的工作。1935年8月，鄂豫边省
委在唐河县毕店正式成立，张星江任书
记。鄂豫边省委的建立对推动这一地区
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发动游击战争
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1936年1月4日，鄂豫边区红军游击
队在信阳吴家尖山宣布成立，周骏鸣任
队长，张星江兼任指导员。当时游击队
虽然只有7个人，3支枪，但揭开了桐柏山
区游击战争的序幕。当晚，游击队击毙
了小石岭村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伪保
长，缴获步枪1支，为劳苦群众除去一
害。1月15日，张星江召开会议，指出在
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游击队在开展斗争
时，要采取秘密行动、隐蔽发展的形式，
昼伏夜出，采取“推磨”的游击战术，经常
流动。而在斗争方针上，要实行“打坏
货，拉土豪”，即杀掉那些残害群众的最

坏的土豪劣绅，捉住那些富有的豪绅地
主罚款，以保障游击队拥有充足的经济
来源。这些正确的方针策略使游击队很
快取得一些胜利。在年关前夕的大雪
夜，游击队在张星江、周骏鸣的领导下奇
袭宋冲，除掉了年关逼债、欺压群众的罗
楼保长，收缴3支长枪，并打开粮仓，给穷
苦百姓分粮分物，使群众过了个好年。
除夕之夜，游击队在确山县石滚河一带，
踏雪夜袭大桥洼，打死反动保长，缴获3
支步枪。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游击队
发展到30多人，有10余支枪，开辟了以
桐柏山支脉铁幕山为中心的游击区。

为了解决游击队缺少枪支弹药和经
费的困难，迅速扩大武装，张星江决定借
着庙会的良机，领导发动唐河、桐柏、泌
阳三县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配合游击队进
行夺枪战斗。他奔赴唐河、桐柏两县，向
地方党组织和赤卫队的负责人传达了夺
枪的行动方案，并召开党员和积极分子
会议，进行动员部署。

1936年3月27日清晨，张星江等指
挥100多人扮作烧香、赶会的，陆续进入
庙会，副队长陈香斋带队在山南负责接

应和掩护。由于事先计划周密，部署得
当，给土豪劣绅以出其不意的打击。经
过一阵激战，游击队夺得了十几支长短
枪和物资，并迅速撤出庙会，与接应人员
胜利会合。次日中午，鄂豫边游击队在
桐柏县安棚东南与国民党保安团300多
人不期而遇，敌众我寡，张星江果断决
定，由陈香斋带队在前面开路，自己和周
骏鸣、牛德胜等断后，掩护大队人马边打
边撤。当撤至姬岭寨的马道岭时，又遇
到援敌堵击。在万分危急中，陈香斋带
领队员们打开缺口冲了出去，但掩护突
围的张星江等一直摆脱不了敌人的追
击。在激战中，张星江的腿部负伤，血流
不止，但他仍顽强地指挥队员们阻击敌
人，告诫同志们“不能给共产党员的光荣
称号抹黑”。突然，一颗子弹从侧面飞
来，击中了张星江的头部，他壮烈牺牲，
时年29岁。

张星江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将鲜血
洒在了桐柏山上，他英勇战斗的一生将
永远为后人所缅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张星江烈士遗骨被葬于河南泌阳
县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