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次被捕，大义凛然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河南的发展连遭挫折，

到 1929年 1月，省委只有1名书记和1名秘书。

1929年冬，为重新组织革命力量，中央决定派陈原

道等人到河南，担负起重建河南省委的重任，陈原

道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兼秘书长，1931年初，他又奉

调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重新组建河北省委。

1931年，中共河北省委连续遭到三次大破

坏。在第一次大破坏中，陈原道因叛徒出卖，不幸

被捕，和第二次大破坏中被捕的殷鉴等一起被监

禁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地同

敌人斗争。1932年9月，陈原道出狱后，于11月由

天津秘密赶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上

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

1933年1月7日，上海工联组织工人群众举

行声势浩大的反失业示威游行。敌人出动大批

军警宪特进行镇压，游行总指挥李兰平当场被

捕，随即叛变，供出了党的秘密联络点。这天，陈

原道前来联系工作，不幸被埋伏在此的特务逮

捕。国民党反动派大喜过望，立即在上海的《时

报》上发布消息，称“捕获了共产党重要人物”。

不久，陈原道被转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面

对敌人的酷刑，他横眉冷对，威武不屈。敌人软

硬兼施，不断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名义派人给他

送食物，又多次指使叛徒来劝说，陈原道大义凛

然，严词拒绝。1933年4月10日拂晓，陈原道在

雨花台英勇就义。临刑前，陈原道慷慨激昂地讲

演：“同志们，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永别

了！无产阶级是会报仇的！”他高呼着“打倒国民

党”等口号。敌人用毛巾捂住他的嘴，把他拉上

汽车，汽车走远了，难友们还能依稀听到“起来，

饥寒交迫的奴隶”的《国际歌》声。

陈原道牺牲时，他的妻子刘亚雄已有身孕，听

闻噩耗，悲痛万分。她决心继续陈原道未竟的事

业。刘亚雄几经辗转，回到山西老家继续从事革

命斗争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亚雄先

后被任命为全国妇联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兼城工

部部长、劳动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等职务，1988年2月21日逝世于北京。陈原道的

儿子、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原总经理兼国家航天局

局长刘纪原曾回忆说：“我在母亲腹中5个月时，父

亲在雨花台英勇就义。我出生后，母亲为革命四处

奔波，实在无暇照顾我，就把我交给外公抚养。外

公为了让我永记父亲，为我起了这个名字。”

如今，在河湾环绕的巢湖市栏杆集镇陈泗湾

村，陈原道故居就位于小村庄的中心位置，2017

年这里被命名为“合肥市第五届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成为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廉政教育

基地，每年都有大批干部群众来这里参观瞻仰，

陈原道崇高的献身精神和伟大的革命功绩，也将

永久被世人深深铭记。 据《安徽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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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忠骨，风范长存陈原道：

记者 吴承江/文 马启兵/图

1933年4月10日，年仅31岁的陈原道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是

安徽省巢县青岗乡（今巢湖市栏杆集镇）陈泗湾村人，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

兼秘书长、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原道两次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始终横眉冷对，坚贞不屈，保持了

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把陈原道和黄

公略、韦拔群、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等著名革命烈士并列，提议静默3分钟，表达哀悼和敬仰。

陈有标是陈原道的侄子，也是陈原道故居的管理员，据他

介绍，陈原道于1902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妹五人中

陈原道是大哥。6岁时，陈原道进入村上富户陈元宗家读私

塾。他天资聪颖，深得私塾先生的喜爱，开始接受启蒙教育。

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幼年陈原道就憎恶封建礼教，他瞒着

父母剪掉自己和几个同学的辫子，私塾先生又气又急，却引来

了乡亲们的一片惊叹，那时，陈原道才10岁。12岁时，陈原道

进入龙华高等小学堂读书。在这里，他进一步受到革命新思潮

的教育和熏陶，立下了将来要为国家做一番大事业的抱负。在

学校期间，他的作文《论我国通商》《顾亭林先生谓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焉论》《重阳登高论》等，抒发了炽热的爱国情怀，他在其

中一篇写道“身可杀，而爱国热血不可消；头可断，而救国苦衷

不可灭！”被老师赞为“胸中了然于史册”“以咄咄逼人之笔锋，

为戛戛独造之文字”。

1921年夏，陈原道考入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二

农）。这时的芜湖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国共

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萧楚女多次来芜湖讲学，传播

革命思想。在他们的影响下，陈原道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

年》《每周评论》等大量进步书刊，并加入了芜湖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担任芜湖学联负责人，领导广大爱国学生进行抵制日货、声

援芜湖黄包车工人反对反动当局的罢工斗争，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3年，陈原道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经

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原道投身革命后，以“革新”

“割心”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革新”“割心”意在革旧布

新。后又用“列武”为名给家人写信，表明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队伍中的一员。

1929年3月，陈原道结束了中山大学的学业，从莫斯科回

到了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任弼时任部长。

当时的江苏省委设在上海，这里的白色恐怖比其他地方更为严

重。陈原道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南洋大学教授。由于环境险恶

和工作繁忙，陈原道回国后一直未回家探亲，只能通过书信与

家人互报安康。

陈原道家人后来曾回忆，1929年陈原道从苏联回国后，弟

弟陈元仓曾到上海去看望陈原道，陈原道扮成商人来到陈元仓

住的旅社。元仓说：“你们这样偷偷摸摸的，将来能成大事吗？”

陈原道充满信心地说：“等我38岁的时候，你再看看！”谈话中，

元仓得知哥哥身边的箱子里装的全是钱，就说：“你在读书时，

我们在家种田，赚钱供你念书，今年家乡干旱，家中生活十分困

难。你能不能筹措几个钱，帮助我们度过灾荒？”陈原道严肃地

说：“分文不能动，这是党的钱。”他还拉着弟弟蹲下身来，拣了

块石子在地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圈，动情地说：“这个大圈代

表国，小圈代表家，我不能只为自家着想，要为四万万同胞着

想，两者不能兼顾啊！”

陈原道在金钱方面难以惠及家人，但是在精神方面，却始

终没有放松对弟弟们的关心。他经常给弟弟寄回陈独秀、鲁迅

的书籍。在上海期间，他不断将《新青年》和自己主编的革命宣

传刊物寄回村里。为了躲避当局的查禁，每次邮寄，他还要将

所寄的书刊“改头换面”，重新包装。在这些进步思想的影响

下，弟弟陈元仓、堂弟陈元泉以及村里的一批热血青年，后来都

追随陈原道去了上海，参加中共地下党的革命工作。

壮志少年，满腔抱负

为国着想，矢志不渝

陈原道的侄子陈有标正在讲述陈原道的革命事迹

陈原道故居外景

陈原道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