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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珍烈士（1921-1949），出生于龙游县溪口镇溪口村，他不
仅是革命者，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 他在衢州师范学校任教期间，
积极组织“龙丘学会”和“龙游旅衢同乡会”开展革命活动，通过举
办“暑期补习学校”和传阅进步书籍等方式，对青年进行政治思想
和时事教育，为革命宣传和支援游击队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4 年，李子珍考入浙江大学师范学院，1947 年毕业后受聘
于衢州师范学校任教。 1948 年，他通过林维雁的介绍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担任中共衢州中心支部委员。他生活俭朴、和蔼
可亲、乐于助人，在日常教学中积极传播革命真理和进
步思想，深受师生们的爱戴。 他很注意联系社会实际，善

于启发学生想问题、提问题、讨论问题，以指导升学、补习功
课为名，指导学生以“海燕”的名义秘密刊出了题为《大家看》的
墙报，采用简报的形式，于深夜贴出，向全校教师学生宣传反

帝、反封建、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在全校师生
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针对当时大部分学生面临“毕业”即
“失业”的消极苦闷心情，提出了“向生活、向社会、向太
阳”的口号，引导学生面向现实，认识现实社会，去改造旧

社会。 每日课余，他的房间里都挤满学生，师生一起探讨问
题、寻求真理，学生们都称他为“大哥哥”。

1948 年秋，衢州绥靖公署为加强对衢师的控制，派特务许
智任公民教员。面对敌人的监视，李子珍加倍小心谨慎地工作。

此后，李子珍根据中共衢州中心支部的部署，承担起加强
龙游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工作，建立龙游党支部。 为了便于
掌握敌情，他和龙游党支部负责人张云舞、傅春龄同志一起商
量决定，安排地下党员傅明新，利用他与县参议长的亲戚关系，

打入国民党龙游县党部任佐理员。 随后，傅明新打入特务外围组
织———《金声通讯社》，从中了解敌情，并发展了已在伪县政府工
作的聂素凤为地下党员，通过多种途径，秘密抄录伪县党部的国
民党党员名册和《金声通讯社》敌特名录各一份，为解放后开展镇
反、肃反斗争提供了重要线索和材料。

李子珍还和张云舞、傅春龄、方维等同志筹集资金和物资运
往江山，积极支援江山游击队的创建。 当他得到林维雁、江文焕两
位同志被捕的不幸消息后，又立即和张云舞、傅春龄等同志共同
研究分析，在衢州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下如何提高警惕，坚持革命
斗争。 最终确定以举办“龙邱中学”为名，推选李子珍为筹委会主
任，掩护他一边在地方人士中大造“办学”的舆论，一边妥善地处
理党的文件。

1949 年春，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衢州大
地。 敌人像临近灭亡的野兽，更加凶狠疯狂。 衢师开学不久，李子
珍担任了训育主任。 3 月 16 日晚，国民党衢州绥靖公署的特务闯
进学校， 谎称衢师有两个学生在戏院与国民党军人打架斗殴，找
学校训育主任交涉，并扬言：“如果当晚不去处理，那就立即关押
两个学生。 ”李子珍同志一心想着学生的安全，全然不顾个人安
危，随同来人出了校门。 就在这天黑夜，李子珍和郑南轩、高寿华、
王多祥三位同志一起被捕入狱， 尽管敌人施尽惨绝人寰的酷刑，
他们始终坚贞不屈。

时至 4 月中旬的一个深夜，李子珍、江文焕、林维雁、郑南轩、
高寿华、王多祥等六位同志在迎来光辉灿烂的朝霞之际，为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洒尽了自己的热血。 李子珍壮烈牺牲时年仅 28
岁。 自此，六位烈士的革命形象永远活在了我们的心中。

张自强烈士（1908-1933），曾化名周自强，出
生于龙游县湖镇镇下库乡，中共党员。 1931 年春，
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 成为红二师骨干成
员，后担任副师长。

张自强由于家境贫寒， 小学毕业后担任过村
塾教师，但因性格随和、阅历浅薄、缺乏社会经验
又无社会背景，只教了两年就被人倾轧遭解聘。 执
教无门、务农无田的他，只得置办一副小箩筐，挑
着货郎担，走乡串村、挨户叫卖、糊口度生。 年长日
久，他和贫苦农民打交道，以物易货、公平交易、交
友广泛，而且目睹人间艰辛、历览社会不平。 他时
常思索着：贫穷的人为什么代代贫困，富裕的人为
什么越来越富有？ 对此，他囿于时局的环境，怎么
也理不明、悟不透。

1930 年冬季的一天，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张自
强和革命进步人士郑秾、邱瑞沛相识。 郑秾向他介
绍了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 浙南人民反封建
抗暴斗争的情景、 江西省境内方志敏组织红军打
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斗争的活动。 双方相谈之后，十
分契合融洽，相互间很快成为知心好友。 随后，张
自强由郑秾亲自介绍加入了红二师。

从此，张自强以充沛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组
织发展、扩大红军队伍的革命工作。 天一亮，他就
挑起货郎担沿村挨户叫卖，搜集社会动态，进行有
目的、有针对性的信息传播，用拉家常、打比方等
方式，积极宣传江西红军闹革命、消灭阶级剥削的
革命道理，进而交朋结友，物色发展对象。 之后，他

借祠堂办夜校，自荐任教。 在发动乡村青壮年读书
识字的过程中，以他的文化阅历、社会经历，深刻
分析社会现状， 用之于教学当中， 其语言生动活
泼、通俗易懂，深得夜校学员的爱戴和赞扬。 他又
倡导开堂学拳（武术），利用农闲时节首先在下库
村创办，甚至吸引邻近村庄的青年赶来下库，请求
入堂学拳、识字。 当时的下库村随即气象一新，夜
校里一片朗朗读书声、拳堂上个个威武骠悍。 周边
村的人学艺心切， 纷纷前来请求张自强帮助办学
校、创拳堂。 于是，他就从金华汤溪、龙游北乡请来
红二师中的拳师，分赴邻村设堂教拳，凡入民校、
进拳堂的，经过革命主张教育和考察，绝大部分学
员加入了红军组织。 两年中，他机智灵活、谨慎大
胆地开展工作，先后发展红军成员近百人，培养了
一批有文化、会拳术、诚心革命的骨干。

1933 年 10 月 30 日，张自强、郑秾邀集了红二
师组织在龙游的主要成员，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方
案，准备暴动。 而早已被敌人收买、背叛革命组织
的师部文书、 内奸江天吉， 把此事先后向国民党
县、省党部和浙江省保安处告了密。 当日晚，江天
吉以桥头江红军骨干为准备暴动要召开会议为
名，诱骗郑秾赴会指导。 他在桥头江渡船埠头上船
时，被早已隐伏在渡船上的特务逮捕，连夜押赴龙
游投入监狱，并严密封锁了一切消息。 翌日凌晨，
国民党龙游县政府和警察局派出所有的武装力
量，分成四路出发，大范围搜捕红二师的干部。 反
动军警团团包围了张自强的小茅铺，将他逮捕后，

并在他家搜出红二师部分成员的花名册、登记表、
《红五月的宣传大纲》、革命刊物，还有区、村指挥
所的“关防”、符号等。 张自强被捕之后，敌人用尽
一切刑罚，企图从他口中获取重要情报，但他始终
怒目而视，即使开口也是以“不知道”作回答。 张自
强被捕第三天，妻子前来探监，他对妻子说：“你不
要哭，我死了，你不要守寡，嫁人去。 18 年之后，我
又是一条好汉，要和他们算帐。 ”其言语铿锵激昂、
掷地有声，气概豁达、视死如归。 当时，国民党浙江
保安司令部接到国民党龙游县长蒋元薰的搜捕报
告，立即下达训令，并指示龙游有关方面速将“人
犯”押往衢州保安三分处，以免发生不测。 1933 年
11 月 7 日下午，国民党龙游县政府派出武装军警，
匆匆地把 23 位红二师主要骨干成员押往衢州，自
龙游城大西门到火车站的路上， 武装警察个个荷
枪实弹，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 中国红军
十三军第二师龙游组织的 23 名骨干成员，在押解
途中虽然双手背剪缚捆，但个个昂首挺胸、不失英
气。 当将近火车站时，张自强突然停住脚步，回头
发出一声咳嗽，以示大家合力反抗。 瞬时，身手不
凡的吴守华、赖樟松、刘协鑫、邱瑞沛、夏贞祖、王
福奎、周樟标一齐动手，使劲地扭断绳索，徒手和
全副武装的敌人展开殊死的夺枪搏斗， 但终因赤
手空拳、寡不致众，以致八名壮士在英勇格斗中壮
烈牺性。

日月如梭，光阴荏苒。 张自强等革命英雄的壮
烈业绩代代相传，一直为龙游老百姓所传颂！

李子珍烈士：革命青年的良师益友

张自强烈士：红二师的好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