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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火种耀苍穹，几度烽烟董潭庄；万
亩苇荡神兵起，百里战歌美名扬。在高邮
东北乡有一个村庄叫董潭村，这里是革命
老区、红色热土；这里有万亩芦苇荡，战争
年代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是高邮抗日民
主政府诞生地，设过新四军榴弹厂、被服
厂；这里发生过诸如“董家潭战斗”的战争
多起，是个很有故事的地方……

一个村，有25名革命烈士

血色董潭，红色土地。在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中，董潭村有25位革命烈士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

农民的儿子房启太，1920年8月出生
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2年春参加革
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4月7
日，在一次伏击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生前为三垛区委书记。战斗英雄陆启鸿，
1941年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先后任高邮县七区游击连副连长、连
长，高邮独立团五连连长，新四军一师二旅
五团二营副营长等职。1945年9月，在解
放兴化城战斗中，他第一个登上城头挥刀

砍死 10多个敌人，获“战斗英雄”称号。
1946年11月，在盐城伍佑阻击战中不幸头
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5岁。还有在新
四军攻打河口新庄战斗中牺牲的顾金凯、
在三垛河口伏击战中牺牲的朱保友、在攻
打临泽镇战斗中牺牲的朱武连、在浙江新
登战斗中牺牲的史克培、在坚持原地斗争
中牺牲的史万琪、在渡江战役中牺牲的柏
传稳、在宝应汜水战斗中牺牲的朱继志、曾
参加过上甘岭战斗的陈凤山等……这25
位革命烈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一个村，出现32位群众英雄

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革命战争年
代，董潭村涌现出一大批群众英雄，有支前抬
担架的，有为新四军做军鞋的，有掩护干部
脱险的，有冒死侦察送情报的，有为前方送
物资的……据《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谱》
《红色临泽》书中记载，董潭村在战争年代有
文字记载的群众英雄多达32人：葛步英组
织妇女做军鞋、史克海夜送钱书记、高巧云
送两子上战场、三民兵活捉汉奸朱惜三、刘元
来坚持敌后斗争、朱福元小葛庄战斗送情报、

陈永田宁死不屈、史存厚献策缴敌枪、杨万波
掩护公安股长、朱氏兄弟冒险救伤员、周国钧

“造册征公粮”、秘密联络员史万崇、朱福元扳
罾棚成联络站、敌后“儿童团长”史克高……
在血雨腥风的战斗年代，这些群众英雄功不
可没，他们的名字将永载史册。

一个村，曾拍摄过两部电影

万亩芦苇青纱帐，一片热土美名扬。
董潭村水网密布、芦苇丛生，地理位置重
要，在革命战争年代成为红色根据地。
1942年7月8日，高邮县抗日民主政府在
当时的董潭乡民族解放村成立，新四军流
动兵工厂曾驻扎该村，高邮县委行政扩大
会在此召开。这里还曾筑闷水坝头、修草
荡公路开展对敌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在董潭村曾拍摄过两
部电影。一是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
摄的以“铁小伙”史善元为原型的战斗故事
片《湖上的斗争》，一是1963年八一电影制
片厂拍摄的由扬剧《小陈庄风云》改编的故
事片《夺印》。

值得一提的由项堃、石联星等主演的

电影《湖上的斗争》，反映的是当年董潭村
一带坚持地方武装斗争的革命前辈的真实
斗争故事。影片中的主人公石春来，即是
以董潭“铁小伙”史善元为原型，片中描述
的是“董家潭战斗”部分情节。史善元，
1923年7月出生在董潭村，1942年参加革
命，次年入党。战争年代，他历任高邮团公
安股股长、黄邳区区委委员、城区区委书记
等职。建国后，史善元曾任国家核工业部
西南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51年，他作为
全国英模代表赴京出席国庆观礼，两次受
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接见。上世纪80年代中期离
休，2011年8月12日病逝，享年89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缅怀革命老
区董潭村25名革命烈士、32名群众英雄的
同时，我们还应该学习从董潭走出去的史
纯良、史国生、周祥琪等一批为党、为国、为
人民立下丰功伟绩的革命老前辈。

挥泪继承先烈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我们要积极响应号召，进一步加强“四史”
学习，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
乡村的征程中，克难攻坚，砥砺前行。

董潭村的红色记忆
□ 史德元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自成立以来，党为了人民的解放、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进行了艰苦卓绝
的革命斗争，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即日起，市档案馆与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弘
扬先烈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栏目，讲述在高邮地区工作、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和在外地牺牲的高邮籍烈士的英雄故事，缅怀革
命先烈，激发全市人民爱党爱国热情。

张廷仁，男，字建人，高邮镇人，1909
年出生。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1926年7月转为中共党员。其父张
钺，从县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县城北门外鬼
神坛初级小学（现新巷口小学）做教师，因
薪津微薄，难以维持一家8口人的生活，故
经常靠借贷生活。张廷仁从小随父亲念
书，后进城北县立第五小学读书。他珍惜
父母节衣缩食供他上学的机会，发奋好学，
博闻强记，每晚在油灯下念书习字，背诵唐
诗宋词，为以后学习新文化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1919年的五四运动，震动了高邮县城
的各界群众，也在各学校中引起了涟漪。
幼小的张廷仁开始懂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道理。他
开始接受新思想，喜读进步书刊，常抄录蔡
元培、李大钊等人的演讲稿或著作，逐渐明
白了很多问题：广大农村的贫苦农民，缴不
起地租、卖儿卖女的悲剧是谁造成的？自
己家里靠借贷过日子的困境又是谁造成
的？他初步认识到，只有反对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才能救中国。

1921年，张廷仁高小毕业，摆在他面前
的是两条路：一是到店铺当学徒，获取微薄
收入，减轻家庭的生活负担；一是投考学费
较少的师范、中专学校，学习新文化，接受新
思想的教育。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与
堂叔、堂兄及一些同学一起去投考南京工业
专科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在南京
工业专科学校，张廷仁刻苦用功，所学基础
课程的成绩均名列前茅。放假时，他还到工
人学校教课、担任家庭教师。在工人学校任
课时，他结识了共产党员华岗、吴芳等人，开
始接触马列主义读物。他将李大钊的《布尔
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书籍带回学校，用毛笔
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在校园的路灯下悄悄
地阅读，并经常与进步学生聚会讨论，探求

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惨案”，紧接着

南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反帝浪潮，开
展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抵制
英日洋货的反帝示威大游行。在这个伟大
的革命浪潮中，年轻的张廷仁怀着满腔的
爱国主义热情，积极投入到斗争的洪流中
去，参加示威游行，向群众宣传演讲，成为
学生中的爱国主义积极分子。一次学生游
行队伍向英国领事馆示威时，张廷仁与部
分学生攀上领事馆铁栅门，高呼“打倒英帝
国主义”口号，并散发标语传单；在检查英
日洋货斗争中，张廷仁冒着酷暑，与同学们
一道出入于车站、码头。

1925年下半年，张廷仁在反帝爱国的
群众运动中，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团员。

1926年7月，张廷仁从南京工业专科
学校毕业，同学们大都去上海投考大学，进
一步深造，而他立志从戎，经中共南京地委
介绍，去上海报考黄埔军校，直接投入革命
的洪流。经考试被录取后，便由国民党江
苏省党部介绍去国民党中央党部，免试进
入黄埔军校。按照当时的组织原则，到黄
埔军校的共青团员，一律转为中共党员，张
廷仁的组织关系便由党中央介绍到两广区
委。7月中旬，由张廷仁和吕怀义（吕文远）
带队的 30 余名学员搭乘招商轮船去广
州。8月1日，进入黄埔军校，被编入第六
期，也是黄埔军校在广州的最后一期。

张廷仁所在的二团三连驻在广州东北
部沙河镇燕塘军营，营房均为临时搭的竹
棚。入学后即开始了入伍期的新兵训练。
每日起居饮食很艰苦，操课很紧张。10月
以后，他们又到深圳驻防4个多月。在这
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不少人病了，个别人
退伍了，张廷仁却坚持着。三连共有学员
126人，按规定全部重新填了国民党党员

入党登记表，其中有吕怀义、张廷仁、岳亚
堃、上官显、宋一星等中共党员10人。他
们秘密编为一个支部。当时属国民党右派
的孙文主义学会在学生中积极活动，反对
共产党。因此，中共党员除模范地参加军
政学习外，还要做群众工作，与国民党右派
作斗争。张廷仁很有活动能力，平易近人，
言辞锋利，深得同学们好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肆
捕杀共产党人。4月15日，广州也发生了
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解除了黄埔军
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封闭了革命
组织，屠杀革命群众。这一天拂晓前，全团
紧急集合到沙河操场上，不准带枪，在操场
上站队后，各连宣布捕人。因为毫无应变
准备，一个个束手就擒，二团三连中的吕怀
义、岳亚堃、上官显等人被捕。10多天后，
张廷仁也被捕入狱。

张廷仁被捕后，被关在离广州市区10
多里的南石头惩戒场。这里原是一座关押
刑事犯的监牢，“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
变成监禁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地方。在
狱中，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
遭杀害，不少革命同志被非人的生活折磨
致死。幸存者于是秘密组织起来，在狱中
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不屈不饶的斗
争。1928年初，在狱中的部分党员秘密串
连组成特别支部，一些表现较好的同志逐
步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张廷仁是第一批被
恢复关系的党员。不久，狱中特支和广东
省委建立了联系，在狱中组织党员利用同
乡、同学、同仓（监房）关系，向狱方进行要
求改善待遇等斗争。张廷仁在一次为改善

伙食的罢饭斗争中，同看守据理力争，结果
看守借故给他换了一副更沉重的脚镣。

由于监狱条件太差，六七平方米左右
的房间要关上10个人，吃饭睡觉、大小便
都在里边，监房内的空气污浊，加上天气炎
热，里面黑咕窿洞、臭气熏天。开始每天只
有两次放风，时间很短，大小便都来不及，
加上伙食太差，一天两餐都是黄瓜、苦瓜、
空心菜之类，每人又都戴着脚镣，因此生病
的人很多，有的不治而死。张廷仁原来身
体就不好，又处在生长发育时期，受到这样
多的艰苦折磨，尤其是在狱中一年多的摧
残，使他患了肺病，加上缺医少药，又缺乏
营养，病情很快恶化。难友们冒着风险或
趁放风之机对他给予看护，有时通过看守
代买点药品、营养品给他，但他的病势仍不
见好转。1928年秋天，张廷仁病情急剧恶
化，看守就把他抬到太平间（围墙下的门洞
里）。在那里，他态度安详地对吕怀义说：

“看来我是不行了，不能再为革命尽力了，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出狱后为革命多做工
作。希望和我高邮哥哥张廷俊通信，要他
们不要难过，好好侍奉父母，教育子女。”在
敌人的折磨下，他骨瘦如柴，悲惨逝去。他
的编号为103。此时，他还带着那副沉重
的脚镣。狱中的同志们凑钱给看守，在南
石头的坟地上为他立了一块石碑。

张廷仁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一
名优秀党员，在敌人的摧残和折磨下他19
岁就牺牲了，但他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是永
存的。

1982年，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张廷仁
为革命烈士。

我党建立初期的一位优秀党员
——记张廷仁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