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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档案

作为一名赤诚的爱国者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张炽在争取革命事业胜利时，冲锋陷阵、志若

磐石。他用短暂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为世人展示了一位革命烈士的铮铮铁骨。

少年立壮志

1898年6月4日，张炽出生在路南（今石林）县一个乡绅之家。父亲是晚清秀才，对子女管教很严，

在张炽7岁时便在家中开设教馆，亲自教授张炽，进行初步启蒙教育。1913年，张炽转到路南县城私立高

等小学堂学习，在这里他遇到了对自己一生心智影响甚大的良师——宿儒李权之。在李权之的影响下，

张炽阅读了大量中外仁人志士的传记，尤其对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十分敬佩。年少的张炽，已初步立下效

法中外伟人去轰轰烈烈干事的人生壮志。后来，张炽曾回忆自己当时已有“为国家社会造福之志。每读

中外伟人事略，见其心地光明磊落，行事轰轰烈烈，辄眉飞色舞，百读不厌，甚且想见其为人而不崇拜

不置”的革命理想。

省城露头角

1919年2月，小学毕业的张炽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今昆一中）。入学不久，席卷全国的“五四运

动”爆发，作为学校学生自治会成员的张炽与自治会负责人杨青田、张四维、段融生、张舫等人迅速行

动，发动当时全省7所中等学校的学生，成立了昆明学生爱国会，组织群众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面向

民众开展宣讲演讲，掀起了昆明响应北京“五四运动”的风潮。

1919年6月4日，昆明各界团体人士在金碧公园召开万人国民大会，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痛斥

帝国主义压迫和卖国贼的软弱行径。随后，昆明群众性的抵制日货、焚烧日货运动风起云涌，张炽高举

反帝爱国、改造社会的大旗，扮演了云南五四爱国运动中的“普罗米修斯”，他后来曾说当时自己“从

戎之念渐渐打消，而代之以改造社会等矣”。

1920年10月，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创办综合性月刊《滇潮》，欲将其办成“云南吸收新文

化的导管，发散学生自治精神的机关”。在《滇潮》创办的两年多时间里，张炽一直是最忠实的读者、

最严谨的编辑和最坚定的追随者。

1922年夏，云南省立第一中学爆发驱逐思想保守的校长丁绩的“驱丁运动”。张炽代表学生自治会

领导“驱丁运动”并取得胜利。最后，校长丁绩只得灰溜溜辞职走人。

在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求学期间，张炽还参与组织了以“服务桑梓，传播新文化”为宗旨的路南“旅

省同学会”，在省城昆明和家乡路南开展了揭露贪官、批斗劣绅等活动，其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干得到了

初步锻炼，威望也大幅提升。

铁骨革命者

1923年5月，中学毕业之后的张炽踏上了北上求学之路。1924年8月，张炽考入北京民国大学，并于

同年底由姚宗贤、刘平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担任中共北京民国大学支部书记，开始由革命青年

向坚定的革命者转变。

1926年3月18日，张炽担任北京“三·一八”游行指挥之一，在游行中不幸腹部中弹。1926年5月下

旬，张炽受党组织的委派到大连进行巡视和开展工作，领导了大连党团组织的整顿改组，被选为大连地

委宣传委员。他在大连工作期间，参与领导了闻名全国的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罢工坚持了100多

天，最终取得了胜利。

1927年初，张炽南下广州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云南政治训练班学习，随后返回云南开展

革命工作。4月初，张炽在路南组织成立了路南县农民协会、云南省妇女解放协会路南县分会等革命组

织。1927年10月底，他返回上海进入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1929年担任中共中央巡视员。

1930年7月，张炽在上海鲁班路广场组织工人罢工时不幸被捕。被捕后的张炽，在狱中不断被毒打，

他却未曾改变过自己的信仰，是狱中最为坚定的革命者之一。他曾在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中组建狱中党

组织，成为党组织运作的核心领导者之一，将难友团结在党组织周围。有难友感叹张炽牺牲后，在狱中

“再也不能形成像恽代英、杨泽（杨振铎）、章阿昌（张炽化名）那样有威望、能服众的领导核心”。

1933年4月初，张炽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35岁。

吴长军（中共石林县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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