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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前，父亲仍然惦念着抗日斗争，他断

断续续嘱咐随行亲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胡家后代都要参加新四军 !’”

胡师俊说父亲很威严，当年其大哥胡师伟参加

新四军后不久，奉命调到二师。临走的那天正

是农历年三十，下着很大的雪，胡师伟回家辞

行。除夕之夜，家人和大哥本人都希望能在家

里过个年，吃顿年饭再走。父亲却不允，并对胡

师伟说，你已是一个革命军人，命令调你走，难

道还要等过了年再执行命令吗？胡师伟一听，

二话没说，转身就走进了漫天大雪，年夜饭都没

在家吃。“我虽然没有与父亲有多少接触，但也

从小听了他很多的革命事迹，后来也积极入了

党，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为国家建设贡献一份

力量。”胡师俊动情地说。

胡竺冰是革命的身体力行者，是榜样，在他

的影响下，胡家很多人都从了军，入了党。胡竺

冰的侄子胡士平曾回忆道：“在家里父亲常说五

叔胡竺冰如何如何，叫我们学五叔。后来我知

道，父亲的思想深受五叔的影响，那些道理都是

从五叔那里听来的。我们晚辈更是在五叔影响

下参加革命的。五叔胡竺冰虽没有在组织上参

加过共产党，但却被誉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他

的思想、行为影响之大从我们胡家瓦屋有三十多

人投身革命，并动员雇工近十人参加革命这一事

实也可见一斑。”

栉风沐雨，矢志不渝。胡竺冰的一生与中国

共产党患难与共，勠力同心，把全部身心都献给

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人民政府追认胡竺冰为革命烈士。如今，

更在胡家瓦屋内建立了六洲暴动纪念馆，让人们

在追忆革命历史中，牢记初心使命，缅怀先烈功

绩，传承红色精神。

■ 据《安徽画报》

胡家瓦屋旧址

胡竺冰

1929年春，胡竺冰因革命斗争需要来

到上海，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工作，

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

社会科学者联盟”“世界语学会”等组织，

结识了仰慕已久的鲁迅，并多次聆听了鲁

迅、成仿吾等演讲，深受他们进步思想的

影响。

在上海，胡竺冰一方面担负着党的宣

传联络工作，一方面利用便利条件，掩护、

资助党的地下工作者。1930年 12月，皖

江人民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六

洲暴动失败后，暴动领导人张恺帆、李白

玉等人遭到通缉，先后转移至上海，胡竺

冰设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使他们通

过多种途径终于找到党组织。在他们后

来被捕入狱的日子里，胡竺冰常常派人探

视，又竭尽全力活动，保释生命垂危的李

白玉出狱就医。为营救、掩护、资助同志，

胡竺冰用尽了积蓄，甚至不惜卖掉御寒衣

物，长期节衣缩食和操劳清苦的生活，以

致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和胃病。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胡竺冰不顾

疾病缠身回到故乡，全力投入抗日救亡活

动。同年8月初，张恺帆等人由国民党苏

州监狱获释，与胡竺冰在家乡再度重逢，胡

家瓦屋即成为无为人民抗日救亡活动的中

心。他们在这里召开各种会议，研究抗日

动员工作，发起成立“青年救亡协会”“抗敌

后援会”，领导无为人民进行抗战的准备工

作。此后，胡竺冰又赴六安在安徽省民众

总动员委员会任职。在省动委会进步人士

的举荐下，胡竺冰接任无为县县长。他安

排胡德荣、吕惠生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到县政府工作，为新四军筹集大批物资和

经费，并重新组建了无为县动委会，领导全

县抗日救亡运动。

由于胡竺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

进步，遭到安徽省国民政府内反动势力的

憎忌攻击。胡竺冰被列入国民党保八团的

抓捕名单之首。他在病中闻讯，愈加痛恨

腐朽疯狂的反动派。1940年4月，在江北

游击纵队司令员孙仲德和前来视察的新四

军参谋长张云逸的指示安排下，江北游击

纵队派员突破重重封锁，护送胡竺冰去新

四军军部就医。途中，胡竺冰病情恶化，医

治无效，不幸与世长辞。

为民族解放鞠躬尽瘁

胡竺冰：胡家瓦屋走出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芜湖市鸠江区白茆镇是革命老区，人杰地灵，

红色文化底蕴深厚。革命烈士胡竺冰的旧宅位于

其境内的六洲中学校园内，老宅被当地人称作“胡

家瓦屋”。皖江革命史中的许多大事都发生在这

里，1930 年著名的六洲暴动由此策源，1941年新

四军七师师部在此成立，胡家瓦屋因此被誉为“皖

江人民的革命摇篮”。

受胡竺冰的影响，胡门子弟亲属中近三十

人投身革命，先后有六人为国捐躯，被人们誉为

“胡门六忠烈”，他们分别是有着“党外布尔什维

克”“鲁迅式的战士”称号的胡竺冰，以及他的长

子胡师伟，侄子胡珀光、胡斯林，侄女婿倪合台

和夏子旭。

■ 记者 吴承江/文 马启兵/图

“父亲生前多数时候都在外奔波，牺牲的时

候，我才6岁，关于他的事情大多是从长辈们那里

听来的。”胡竺冰的小儿子、今年88岁的胡师俊介

绍说，19世纪末，胡氏家族从桐城（今枞阳浮山）

一带逃荒来到白茆（2014年行政区划调整以前，白

茆镇隶属无为），通过辛勤开荒种植渐渐成为当地

大户，建筑了成片的白墙瓦屋作为家族宅邸，最多

时有上百间。

1893年，胡竺冰在白茆出生，少时在乡村私

塾读书，1916 年考入了设在安庆的省立法政学

堂，191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在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他思想日趋进步，

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和反对安徽军阀的斗争。怀着

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他加入国民党。1923年回

到家乡开展平民教育，传播进步思想。1926 年

冬，为迎接北伐军到来，胡竺冰和吕惠生等人成立

了国民党无为县党部。次年3月，蒋介石指使策

划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变，捣毁了国民党安徽

左派省党部，不久爆发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后，胡竺冰目睹蒋介石反动派镇压群众，残暴

屠杀共产党人的种种事实，他认识到国民党反动

派已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只有共产党才是革命

的领导力量。1927 年 6 月下旬，胡竺冰抵达武

汉，找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

胡竺冰感到无比振奋。

经党组织介绍，胡竺冰于1928年夏来到了桐

城浮山中学。他与黄镇、郑日仁等人一起，以教师

职业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特别是时任中共

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来浮山隐蔽的五个多月的时

间里，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农民

运动，使胡竺冰直接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

想与情操。他积极参与党领导的活动，将《共产党

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科学概论》等马列著作引

进学校，又将王步文主编的《血花》报等刊物，推荐

给进步师生阅读。他以课堂为阵地，向学生灌输革

命思想。他曾这样纵谈革命道理：“不惜个人牺牲，

敢于冲破黑暗，拯斯民于水火，这才是有志者”。

胡家后代都要参加新四军

无为县各界人民纪念胡竺冰逝世50周年大会现场

胡竺冰的故居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