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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庆牺牲后，烈士家书蕴含的坚定理想

信念，革命到底、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延续着

齐氏家族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齐家后辈每

每读到这封沾满血泪的家书和重温誓言，总是

热血沸腾，一直激励着他们继承先烈遗志，传

承红色基因。

抗日战争中，齐国庆的大哥齐国永、三弟

齐国祯像齐国庆一样不顾生死，加入革命队

伍，大哥齐国永曾担任中共太和县委组织部部

长，在家乡组织参加了“4·19”武装暴动；抗日

战争时期，三弟齐国祯参加了朱蕴山、张劲夫

领导的安徽省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的工作。

解放战争中，他的小弟齐国铭、女婿刘继熙、侄

女齐从廉（徐扬）、侄子齐从仁及亲友10多人先

后参加革命。刘继熙和齐从仁等人加入中国

人民解放军，参加了渡江战役、接管南京和解

放上海、杭州的战役，后又继续随第二野战军

第十八军参加解放大西南，进军昌都、西藏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齐国庆的后人在

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侄女齐从

廉由部队文工团转业至安徽从事文艺工作，是

安徽省文艺舞台上第一个唱响“北风吹、雪花

飘……”的“白毛女”，1954 年安徽省组团赴京

参加全国文艺汇演，由她主创作曲的《采来茶

叶上秤称》歌曲获得二等奖，受到党和国家领

导人接见；侄子齐从容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

事文艺创作，参与主创的多首革命歌曲，唱响

天山内外、大江南北；侄儿齐从谦学业有成，20

世纪80年代赴法国巴黎留学，1992 年毅然主

动辞去数控工程师的岗位，放弃了优厚待遇，

回国投入改革开放的大潮，后任上海同济大学

教授；姨侄女徐新莲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参

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孙辈及后代也都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据《安徽画报》

齐国庆烈士侄孙齐新安（左）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向观众介绍烈士事迹

齐国庆烈士侄子齐从谦教授在太和县烈士纪

念碑前讲述烈士事迹

齐国庆：不必悲伤，为革命而死光荣
齐国庆（1903年 —1928年），字仲嘉，安徽太和人。他自幼聪颖好学，1924年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物理

系。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东南大学党支部书记。1928年5月，齐国庆在一次

革命活动中不幸被捕，由于叛徒的出卖身份暴露。1928 年9月27日，在雨花台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牺牲时

年仅25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评定为革命烈士。

记者 吴承江/文 马启兵整理/图

齐国庆出生在太和县一个家业兴盛、人丁兴旺的大户

人家。其父齐廷修（字辅宸）是一位主张实业救国的进步

士绅，共育有五子二女，长子齐国永、次子齐国庆、三子齐

国祯、四子齐国祥及五子齐国铭，两个女儿早年夭折。齐

廷修一生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早年信仰三民主义；后结交

了太和本地的进步人士孙净亭等人，经常参与由早期共产

党人南汉宸、孙净亭、李弼汉等在太和县组织的“青年运动

讲习所”（又称“读书会”）的活动，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

义。读书会收集了多种进步刊物，其中包括一些传播马列

主义思想的“禁书”，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还有《胡

适文存》《独秀文存》和郭沫若的《三叶集》之类的书籍。

齐廷修不仅自己认真研读这些进步书刊，还积极支持儿

子们参加“读书会”学习活动，将孙净亭赠送的《共产党宣言》

《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教儿子们诵读。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

环境中长大，齐国庆在少年时代就接受了进步和革命思想的

熏陶，在他年幼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当地小学毕

业之后，齐国庆考入设在阜阳县的安徽省立第六中学接受新

学教育，19 岁时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21 岁时又考入

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即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学校停课，在南京读书的一些

青年学生，自发地集合起来，除复习自己的功课外，还一起

研读进步书籍。齐国庆热衷于研读司马迁的《史记》和司

马光的《资治通鉴》，每读一篇，都细心揣摩，朱笔圈点，仔

细研究，决不随便浏览而过。

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南京，齐国庆积极参加欢迎北

伐军第六军的工作，组织宣传队，号召民众拥护国民革命

军。同年，在曹赞卿的介绍下，齐国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齐国庆更加积极地投身革命。4月12日，以蒋介石

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

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

校园里也是一片乌烟瘴气，国民党军警以及叛变革命的反动

学生对进步学生的一言一行进行严格监视。党组织一面组

织力量与敌人周旋，一面通知可能暴露的同志全部转移，分

散到外地或农村去开展工作。平时品学兼优、不苟言笑的齐

国庆未暴露身份，党组织安排他暂时转移回到安徽。

1927年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派人恢复南京地下党组

织，建立南京市委，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和各种方式开展宣

传工作，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启发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

进一步开展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

12月4日，齐国庆出席了中共南京市委召开的南京市第一

次党员代表大会，在这次党代会上，讨论了《中央对于中国

现状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案》。齐国庆会后也按照组织要

求，组织党员散发宣传传单。

1928年初，中共南京市委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到

指导群众日常斗争中去。当时，南京鸡鸣寺和台城

的小树林是党组织经常活动的秘密场所，在这里，

齐国庆多次召集党员和进步同学开会，布置革命活

动。5月5日，南京大、中学学生为济南“五三惨案”

举行罢课，散发了大批抗议书、请愿书，还组织了许

多宣传队，深入市民中广泛宣传。齐国庆和全市

1000多名学生一起到长江路国民政府前示威，高呼

“对日经济绝交”“恢复民众运动”等口号。5月7日

晚，齐国庆等8位党员及30余名进步学生被捕，在

敌人的严刑逼供面前，他坚强不屈，想方设法保护

其他同志。

齐国庆等被捕后，党组织派曹赞卿等人返回南

京，以安徽“同乡会”的合法名义，千方百计进行营

救。父亲齐廷修携大哥、三弟也从家乡赶往南京想

办法营救他。然而，国民党右翼反共头目胡汉民执

意对共产党人执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的手段，决定大肆屠杀一批共产党员，营救工作最

终失败。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审讯和酷刑，齐国庆坚贞

不屈，大义凛然。一天，从审讯室回来，齐国庆知道

自己将赴刑场，想到家中慈父和深爱自己的妻儿，

不禁心酸起来，他提笔写下一封家信。在信中，分

别就他未完成之事如何料理一一向家人作了嘱

咐。信写好后，齐国庆委托狱中战友窦昌熙代为转

达，并又口述了三条遗嘱：“我死后，请你转告给我

家人。一、为革命而死光荣，父亲不必伤悲；二、妻

子还年轻，不要为我守节，遇有合适的人家，可以再

嫁；三、我死后，无需棺椁衣裳纸锭之具，做佛念经

之举，一根火柴，几把枯草，省却许多耗费，而灰烬

犹可肥田。”

9月27日，中秋节前夜，天将拂晓，最后的时刻

到了。齐国庆从容地穿上细毛绒衣，又换了双新袜

子。当时他腿上有一小疮被碰破，直流血，他幽默地

说：“马上要大流血了，还流这一点血。”在雨花台刑

场，齐国庆等人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年仅25岁。

坚强不屈，英勇就义

齐国庆烈士照片

研读史书，投身革命

传承遗志，争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