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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档案

在北大求学期间，张经辰一边学习，一边做党的青年工作。他深入北京工厂、农村、各大街小巷广泛开

展革命活动，还通过出色的演讲能力赢得北大师生的信任和支持，被推举为北大学生会主席（第四届代表大

会当选）。张经辰当选后，在北大积极领导进步力量进行了许多革命斗争。

投身革命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中共党员在北京难以立足，张经辰设

法与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取得联系，转入地下工作。为保存革命力量，张经辰被党中央派往苏联的中山大学

学习。在异国他乡，他十分珍惜学习机会，时常给家中写信，满腔热情地描述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男女平等等

社会状况，还把自己在国外学习的《资本论》寄回家，勉励妹妹学习。

1928年，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领导人王德三到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向中共中央反映云南急需干部的情

况。不久，中央决定让张经辰等人提前回国工作。1929年，张经辰回国，当他了解到云南党的革命活动急切

需要干部时，立即要求回云南工作。

张经辰回到云南时，党在云南的地下组织正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李

鑫、赵祚传等相继被害，白色恐怖笼罩全省。王德三被迫离开昆明，转移到农村工作。鉴于张经辰回国不

久，没有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留在昆明代理省委书记，继续领导党的地下斗争。面对险恶的处境和使命，

张经辰肩负重任，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较量，他组织编辑党的刊物《斗争》，继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

罪行，宣传和发动群众奋起斗争。

1930年春，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陆续遭到破坏，张经辰多次深入陆良县三岔河、旧州、马街等地调研、

检查指导工作，对陆良的党组织及时进行了合理调整，建立了中共陆良中心县委，成立以吴永康为首的“兵

委会”，把上层统战工作与下层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成立由青年农民和学生千余人组成的武装部队，并将部

队编为红军第三十八军。1930年7月3日，第三十八军在陆良发动武装暴动，与敌武装斗争周旋40余天，但最

后武装暴动未能成功。陆良暴动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又一次尝试，它震慑了反动统治集团，

在云南各族人民心中播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火种。

赤胆忠诚

1930年5月，云南省委机关被破坏后，情况十分危急，为保存党的组织，张经辰以省委书记名义向中央

作了简短的报告，及时改变云南省委机关的联系地点和联系方式，并召开党内秘密会议，总结教训，要求党

内同志要特别加强对叛变分子的警惕。

为取得中央对云南工作的领导和指示，1930年9月，张经辰代表云南

省委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考虑到云南形势的险恶，党组织劝他不要再

回云南。为尽快将中央的指示传达下去，张经辰不避艰险，于同年10月绕

道九龙、香港回到云南。回到云南后，他立即到党的各联络点了解情况，

召开会议研究工作。晚上，他和妻子何月华将布帛上密写的文件用显影药

水翻记出来，把中央的指示传达给王德三。正当张经辰奋不顾身、忘我工

作的时候，由于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

张经辰入狱后，敌人多次对他进行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

定理想信念，他大骂国民党云南反动当局，铿锵有力地回驳敌人：“哪怕狂

风暴雨，骇浪惊涛，哪怕威胁利诱，甜言蜜语，我这铮铮铁骨，不会有所动

摇……”1930年12月31日，张经辰与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早期领导人王德三、

李国柱、吴澄一同被国民党云南反动当局杀害于昆明西郊，时年27岁。

今年是张经辰诞辰120周年，我们重温张经辰的感人故事，就是要学

习张经辰胸怀国之大者，忠诚于党、勇于担当、无私无畏、不怕牺牲的精

神；学习他把个人奋斗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起来，为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的精神。

成信江（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