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特务们严刑拷打王曼霞，用尽各种刑

具，想让她屈服招供，同样没有得逞。 ▲ 宋公园四十三烈士牺牲地

▲
五一九宋公园殉难

烈士追悼大会

    “宋公园”（今

闸北公园） 是上海

在解放前夕最后一

个和最大一处革命

者英勇就义的殉难

之地。 新中国成立

后，这里的 43 位殉

难者均被上海市及

外省市人民政府追

认为革命烈士。 本

版将首次集中披露

几位“五一九”宋公

园烈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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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 

夫唱妇随

共同战斗
陈尔晋，1911 年

出生于山西太原的一

个殷实家庭， 从小受

到良好的教育。1931

年， 日本帝国主义悍

然发动“九一八”事

变，时年 20岁的陈尔

晋立志报国， 毅然报考了

黄埔军校。 作为有着强烈

正义感的青年爱国军官，陈尔晋常偷偷阅读《新华日报》等

红色进步刊物，接触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一路走来， 陈尔晋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与百姓的疾

苦。1938年陈尔晋随部队转至湖南长沙， 经友人介绍与王

曼霞相识并结为夫妇。王曼霞是中共秘密党员，在她的直

接影响下，陈尔晋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抗战胜利后，陈尔

晋被派往上海，他在社会各阶层结交到了许多朋友。

来到上海后，陈尔晋对上海码头工人和清洁工人要求

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的示威游行深表同情。 那天，他一身戎

装，胸佩勋章，肩扛扫帚，参与到游行队伍中，但此举受到

国民党中央委员、上海市长吴国桢的斥责，吴国桢下令将

陈尔晋关押了八天。

1948年底，陈尔晋被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陆军第十三

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驻扎上海。 不久，陈尔晋在八

仙桥青年会与中共上海局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1949年 4月下旬，中共华东局城工部指示上海的地下工

作者，尽快获取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情报，这项任务落到了陈尔晋、

方守矱、莫香传、许建民、秦步云、樊茀堂、杨新、陆自成、冯瑞祥、崔

太灵、吴浦泉、田芥平、王曼霞、梁玉言等十多人身上。 陈尔晋与夫

人王曼霞开始为上海的解放秘密从事情报搜集和策反工作。

正当他们秘密从事着搜集情报的时候，混入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冯

雪松侦探到了这个消息。 他赶紧将这些密报给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毛

森。在毛森的授意下，冯雪松对陈尔晋等人谎称，他可以搞到布防情报，但要

用黄金来交换。

没想到， 在约定交换黄金的那天， 他们被预先设伏的大批军警与特务包

围。 陈尔晋得到此消息后， 立刻转移到了附近的工人宿舍区。 敌人闻讯， 迅

速将宿舍区包围起来， 他们知道陈尔晋是个神枪手， 都不敢靠近他， 只是在

宿舍区外大声喊叫：“快出来投降，不然我们要炸平房子！”此时的陈尔晋首先

考虑的是一旦交火， 势必涉及工人兄弟们的安危。 于是， 他没有抵抗， 把手

一扬， 将双枪抛了出去， 然后站立起来， 整好戎装， 从容地从工人宿舍区走

了出来， 大声说道：“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伤害无辜的工人。”

在狱中，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亲自负责突击审讯。 特务们对陈尔

晋动用了各种毒刑， 但他始终一言不发。 在另一间牢房， 王曼霞也受尽各种

酷刑， 她也严守秘密， 拒不招

供。 他们还不到 1岁的孩子和奶

妈也没有幸免， 被捕入狱。 在上

海党组织的极力周旋下， 以孩子

还小并在哺乳期， 奶妈在牢中无

法奶养孩子为由， 数日后， 孩子

幸运地获释出狱。

5 月 19 日， 在解放军对上

海外围发起进攻的隆隆炮声中，

国民党反动派将安葬宋教仁先生

的墓地“宋公园” 充作刑场。 陈

尔晋夫妇与十多名难友被押至刑

场。 陈尔晋搀扶着怀有身孕的妻

子， 气宇轩昂， 无所畏惧。 待妻

子从容整装后， 夫妇二人与难友

们坦然赴难。 此时， 王曼霞正怀

有身孕， 但这个孩子尚未出世便

随父母一起蒙难。

1997 年陈尔晋被国家民政部

批准为“中华著名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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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系列之十七

    杨新，1914 年出生于江苏海

门，从小好学上进且有绘画与表演

方面的天赋，曾在家乡做中小学教

师。 抗战胜利后，杨新来到上海并

创办私立小学，招收因贫穷而上不

起学的孩子。 之后，杨新又在上海

思源中学（闸北中学的前身）从教。

1948 年秋，杨新秘密加入到了

中共华东局城市工作部， 在京沪一

线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他边抓紧学

习党的相关城市政策，边参与印制、

散发与寄送革命宣传品，以此来传

播党的政策和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

的消息。在配合城市工作部开展分

化与策反工作中，他帮助国民党上

海警察系统内的户籍科科长等站到

了人民的阵列。1949 年 4 月， 杨新

秘密赴苏州解放军三野十兵团汇报

工作并接受任务。为了完好地解放

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兵团首长亟

需了解相关浦东一带敌军防御工事

的情况。由于杨新擅长绘画又熟悉

上海，兵团首长就把搜集这方面军

事情报的任务交给了他。

5 月，上海临近解放，杨新与陈

尔晋、 陆自成等人在搜集情报时不

幸被捕。在狱中，杨新被打得遍体鳞

伤，甚至还被打落了几颗牙齿，但他

始终没有向反动派透露任何秘密。

杨新被捕时， 敌人连他的妻子及刚

满五个月的女儿也没有放过， 一起

被关押受审。 但面对敌人的威胁恫

吓，他始终以“勿晓得”来回答。在监

狱中，杨新摸着女儿的头对妻子说：

“人总有一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

轻于鸿毛，不必为我难过，要好好抚

养孩子，教育成人。”杨新还对同牢

的难友说：“我怕出不去了， 你要经

得住考验，要坚持下去，活着的同志

都要坚持下去，争取解放。”

    冯瑞祥，上海川沙人。青少年时

期的冯瑞祥在求学期间就接触到了

许多进步书籍。抗战胜利后，冯瑞祥

被派到上海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五

棉织厂任人事科办事员。三年后，调

到中国纺织第七印染厂任人事科主

任。 此时的冯瑞祥不仅秘密参加了

革命活动，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冯

瑞祥身为人事科主任， 常深入车间

帮工友们解难， 并为他们出头严惩

工厂里的恶霸，遏制赌博毁家之风。

1949 年 5 月，解放大军兵临上

海， 冯瑞祥组织印染厂工人们进行

护厂斗争， 他说：“工人主要依靠工

厂，没有工厂怎么生活？现在形势吃

紧， 大家更要团结起来， 把厂保护

好， 谁破坏工厂， 就是砸你们的饭

碗，你们能答应吗？”工人们纷纷表

示听冯瑞祥的， 一起来保护好自己

的工厂，防止敌特进行破坏活动。另

一方面， 他悄悄地把第七印染厂的

财务、物资、技术资料、人员情况等

搜集保护起来。不久，冯瑞祥与陈尔

晋等人一起投入了搜集情报与策反

国民党第二舰队、第二装甲兵团、陆

军二九一师等军队的起义工作。

面对威胁 答“勿晓得”

    其实，一直到上海解放后，大

家才知道，从 5 月 9 日至 21 日这

短短的 13 天里，丧心病狂的国民

党反动派在宋公园分 6 批先后杀

害了 43 位革命者。1949 年 5 月

30日， 陈毅市长下达指示：“重新

安葬烈士遗体。”众多烈士家属辨

认出了亲人的遗体后， 面对惨

状， 泣不成声。 6 月 5 日， 除交

通大学两位烈士遗体被迎回交通

大学外， 其余烈士被安葬于虹桥

公墓， 后迁至龙华烈士陵园。

7月 16日， 上海市军管会、华

东城工部、南京市委、茅山工委在

西藏中路大上海戏院联合召开了

“五一九宋公园十六殉难烈士追悼

会”。第二天，上海的《新闻日报》大

幅刊登了殉难者的英名、照片及悼

念文章。10月间， 在上海市人民政

府的关心与帮助下， 筹建了 “五

一九” 毛巾厂， 安置了烈士家属

们的就业。

护厂斗争 策反起义

后记>>>

宋公园中的宋教仁墓

▲ 莫香传

▲ 杨新

▲ 冯瑞祥

荨

一
九
五
一
年
上
海
春
明
书
店
出

版
的
《
新
名
词
辞
典
》
中
关
于
“
宋
公

园
血
案
”
的
解
释

▲

陈尔晋、王曼霞

一家三口

▲ 陈尔晋和王曼霞

    莫香传，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央大

学航空工程系就读。1944年底，莫香

传被派赴英国， 考入雷达学校学习。

四年后随英国所赠“重庆号”巡洋舰

返回中国。途中，他耳闻目睹侨胞对

国民党政府的极大不满。军舰抵达香

港后，发生了官兵逃跑事件。莫香传

以“个中人”为笔名，在香港《华商报》

上发表了题为《国门第一句良心

话———关于两艘赠舰》的文章，公开

揭露此事。文章登出后在香港引起反

响。“重庆号” 上层军官担心再度生

事，边慌忙下令离开香港，边扬言要

调查此事。1949 年 2 月 25 日凌晨，

莫香传等官兵在国民党爱国将领邓

兆祥的率领下，在上海吴淞口成功地

举行了震惊中外的“重庆号”起义，

并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行

列。“重庆号”起义后，莫香传又参与

到了陈尔晋等人的地下革命活动。

“个中人”揭露逃跑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