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身工人运动

1924 年，柴水香在宁波华泰绸厂当工人。
他目睹北洋军阀的黑暗腐朽统治，强烈希望学
习知识，投身革命。

1925 年初，宁波基督教青年会办了一个倶
乐部，以开设夜校、举办讲座的形式宣传革命
真理。柴水香便同曹鸿棠、鲍悲国等人一起参
加了夜校的学习。

1925 年 5 月，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
柴水香参加了 6 月 2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宁
波各界人士反帝示威游行。此后，他更加热心
于工人运动，常常利用工余时间访问工友，
结 交 谈 心 ， 动 员 他 们 加 入 工 会 。 在 他 的 组
织、发动下，华泰绸厂工人先后举行过几次
罢工，均获胜利。在这期间，他还组织成立
了宁波箔业工会。

在革命斗争中，经常受到宁波一些共产
党员帮助和教育的柴水香，思想觉悟不断提
高。1926 年 2 月，中共宁波地委经过慎重考
察，正式批准柴水香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
久，柴水香又遵照党组织的决定，以个人身

份加入国民党。同年 10 月 21 日，宁波市总工
会 成 立 ， 下 辖 产 业 、 店 员 、 手 工 业 三 大 工
会。柴水香被选为市手工业工会主席，作为
市总工会委员长王鲲的助手，致力于工人运
动。12 月，名义上归属北洋军阀孙传芳统辖的
浙军第一师陈仪部响应北伐，在绍兴起义。为
支持这一革命行动，中共宁波地委决定由王
鲲、柴水香等 20 余人组成前敌宣传队，慰问驻
扎在宁波至曹娥铁路沿线的第一师官兵，并协
助起义军组织政治部。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国民党右
派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杨眉山、王鲲、柴水
香等 40 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
人士清除出国民党。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宁
波地委命令一部分身份已公开暴露的党团员分
批撤离宁波。根据党的指示，柴水香前往武汉
从事革命活动。

■在斗争中成长

到达武汉后，柴水香住在旅汉宁波同乡会
的江浙流亡同志招待所。1927 年 5 月底，党组
织在同乡会内举办训练班，组织所有避难的浙
江革命同志学习有关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
的政治、哲学等理论。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
柴水香增长了不少革命知识。

同年 7 月，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等撕
下了假面具，与蒋介石勾结，实行“宁汉合
流”，武汉的形势日趋紧张。党组织对各地流
亡在武汉的革命 同 志 作 了 动 员 和 应 变 安 排 ：
一部分人去苏联学习，一部分人参加贺龙、
叶挺领导的部队，一部分人分散回各地坚持
斗争。柴水香选择了投军反蒋的道路，到贺
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
学兵队一连八班当兵。7 月中旬，第二十军贺
龙 部 和 第 十 一 军 第 二 十 四 师 叶 挺 部 ， 由 武
汉、鄂东出发，向南昌集中，准备举行武装
起义。柴水香随部队从武汉乘船沿江东进，
在江西九江下船，随即参加了南昌起义。不
久，起义军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军。因敌我力

量悬殊，部队在潮汕战斗中失利，柴水香在作
战中被敌军俘去。

敌人将柴水香和其他被俘起义军战士临时
关在一间民房里，因战斗尚未完全结束，敌军
匆忙间没有把他们捆绑起来，也来不及进行审
问，门口只有一个敌兵看守。柴水香见房子前
面是一片又高又密的甘蔗林，警戒又不严，与
被俘的战友们商量后，找了一个借口，骗看守
的敌兵打开门锁。几人一拥而上，把敌兵拖入
房内，然后夺门而去，进入密密的甘蔗林，成
功脱身。

脱险后，因找不到部队，柴水香回到了宁
波。当时，正值中共浙江省委派卓恺泽为特派
员到宁波整顿遭受严重破坏的宁波党团组织。
党组织鉴于柴水香是工人出身的优秀党员，又
经过南昌起义和潮汕失利的严峻考验，决定在
宁波城区乌楼庙跟柴水香家设立联络点。

不久，柴水香和卓恺泽、曹鸿棠等人组成
了鄞南暴动委员会，准备组织发动以石桥为中
心的鄞南武装暴动。11 月 5 日，省委常委王家
谟由杭抵甬，带来省委制定的 《浙东暴动计
划》，准备发动浙东大暴动。宁波市委决定服
从省委的统一计划，暂停发动鄞南局部暴动，
通知已集中的人员分别撤回。由于在杭州的省

委机关遭到破坏，浙东暴动的领导者王家谟等
在温州被捕牺牲，浙东大暴动计划未能实施。

浙江反动当局缴获 《浙东暴动计划》 后，
即密电各地搜捕共产党人。11 月底，柴水香
在家中遭敌人逮捕，先后被捕的有 70 余人。
12 月 10 日 ， 经 过 初 步 审 讯 ， 柴 水 香 和 樊 仲
甫、庄启东等被押往杭州，囚禁于浙江陆军
监狱。

狱中，柴水香十分关心同志，并积极帮助
难友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他把监狱当作
学校，刻苦啃读了蔡和森编写的 《社会进化
史》、李季翻译的 《通俗资本论》 等著作，提
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开庭审问时，柴水香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
没有暴露，便假装委屈，大喊冤枉。敌人施加
酷刑，逼他招供，他始终不吐真情。敌人以

“共党嫌疑”的罪名，判其两年半徒刑。后
来，柴水香的父亲托人设法营救，反动当局于
1929 年上半年让其保释出狱。

出狱后，由于在杭州、宁波等地找不到党
组织，柴水香转往上海，最后通过中共中央巡
视员卓兰芳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1929 年夏，
党中央派柴水香到浙南工作，他化名陈文杰，
从上海启程前往温州。

■领导红十三军的“赤脚大仙”

1929 年 10 月，根据中共永嘉 （温州） 县
委的安排，柴水香到永嘉莲花心村工作。以莲
花心为中心，他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把桐岭
脚、上河乡一带的农民发动起来，成立了农民
赤卫队。

这时，浙南各地接连发生农民暴动，纷纷
建立农民武装。1929 年 10 月，在温州地区颇
有威望的中共早期党员胡公冕，秘密回到浙
南，把分散在各地的农民武装集中起来，于 11
月间在永嘉楠溪潘坑成立了浙南红军游击队。
1930 年 1 月，党中央派巡视员金贯真到温州，
负责筹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和中共浙南特
委。4 月，金贯真和柴水香前往楠溪，根据党

中央的指示，将浙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红十三
军，胡公冕为军长，金贯真、柴水香分别担任
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

红十三军成立后,柴水香经常向群众宣讲革
命形势，向广大指战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纪
律教育。部队每次行军前，均宣布严格的纪
律，不准擅动群众一针一线，并规定：凡有抢
掠老百姓东西者，即行枪决，决不恕贷。由于
纪律严明，红十三军的威信大大提高，贫苦农
民纷纷加入，队伍不断壮大。由柴水香带出来
的那支赤卫队，成为第三营第九连。这支连队
作战勇敢，纪律严明，一直作为军部的直属
队。

红十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反动政府的
极大恐惧。当时驻守温州的敌军已有一个团和
两个营，仍惶惶不可终日，又增派“泰安”号
军舰开进瓯江，以防红军进攻。1930 年 5 月 20
日，红十三军政委金贯真在温州不幸被捕牺
牲。此后，军长胡公冕和政治部主任柴水香分
别率领部队在浙南地区开展游击战。

后来，胡公冕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领导整个红十三军的重担落在了柴水香的身
上。作为全军的主要领导人，柴水香始终保持
普通一兵的本色，事事以身作则，为人表率，

与战士同甘共苦、亲如兄弟。他给自己立了几
条规矩，逐渐成了惯例：部队开饭时，他总是
代替哨兵站岗，让哨兵先去吃完饭后自己再
吃；晚上宿营时，他总要去战士们睡的地方巡
视好几遍，才能放心休息；部队每次开拔时，
他都留在最后亲自检查遵守群众纪律情况。

柴水香对战士既严又爱，行军时看见战士
的草鞋穿烂了，一时没有替换的新草鞋，就脱
下脚上的草鞋让给战士穿，自己则经常赤着
脚，在滚烫的山路上行走。有时脚底烫起了
泡，他还是手拿一把大蒲扇，撩开上衣，袒露
胸膛，忍熬着疼痛，若无其事地爬山越岭。战
士们见此情景，十分感动，亲切地称他为“赤
脚大仙”。

1930 年 6 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
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制定
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各地红军
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中共浙南特委负责人王
国祯于 6 月 22 日至 26 日，在瑞安渔潭中村召开
特委成立会议。会议传达贯彻“左”倾冒险主
义的中央指示，决定成立暴动部，下设军事、
土地、经济三个委员会，分别由柴水香等三人
负责；同时宣布正式成立中共浙南特委，柴水

香任特委军事委员。
“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红十三军遭受

很大损失。即使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由于柴
水香的正确领导、广大贫苦农民的全力支援和
全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红十三军仍然打了不
少胜仗。

1930 年 8 月，红十三军准备攻打缙云县
城。8 月 31 日拂晓，部队在缙云城南同从碧湖
开来的国民党浙保四团一个营的敌军遭遇，对
方匆忙在桥上架起重机枪，妄图阻挡红军前
进。柴水香果断指挥，红军战士分两路出击，
经过英勇冲杀，很快攻入缙云县城，守敌“保
卫第一团”机关枪连和步兵一个排缴械投降，
连长和县长混在平民中逃跑。红十三军进城
后，召开民众大会，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分给
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并烧毁了反动县政府衙署
内的文契。

■英名垂浙南

红十三军撤离缙云后，来到小源 （属青田
县辖） 进行整编，取消原先的大队、中队、分
队建制，改为团、营、连、排，每个战士发一
张符号，排长以上干部背值星带，部队建设渐趋
正规。整编时，柴水香对董佐光部屡犯纪律的错
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董佐光怀恨在心，
未经军部同意，擅自把部队拉回家乡上董。

1930 年 9 月 16 日，红十三军攻打瓯渠后，
部队消耗很大，柴水香也因劳累过度而病倒。
军部决定部队分散休整，鉴于董佐光部武器装
备较好，没有参加瓯渠的消耗战，上董又是群
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决定将柴水香送到上董养
病，责成董佐光加以保护。

此时，国民党政府在温州城里贴出布告，
悬赏 5000 银元缉拿柴水香。本就抱着投机思想
参加革命的董佐光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出卖
柴水香，以此作为投靠国民党的见面礼。

9 月 18 日早晨，董佐光诡称要去参加战
斗，用篼子 （竹制的轿椅） 把生病的柴水香抬
着行军。走到半路，又突然劝说柴水香回上董
去，让他先去军部汇报后再来接柴水香。等柴
水香回到上董，国民党“救乡团”早已派兵埋
伏于四周。柴水香发现有敌情，立即拔出手枪
还击，不料枪膛里的子弹已被董佐光卸掉。他
把枪一扔，准备同敌人肉搏拼命，这时五六个
敌兵一拥而上，他终因寡不敌众陷于敌手。

敌人妄图从柴水香口中得到整个红十三军
的机密，进而消灭这支红军队伍。为此，宁温
台“剿共”指挥官王文瀚亲自进行审讯。面对
敌人的各种酷刑和威逼利诱，柴水香坚强不
屈，没有半句口供。

1930 年 9 月 21 日下午 4 时许，柴水香在被
押往温州松台山刑场途中，昂首挺胸对道旁群
众高声大呼：“杀了我陈文杰一个人不要紧，
会有人替我报仇的。我们红军是杀不完的，杀
了父亲有儿子，杀了儿子有孙子，世世代代闹
革命⋯⋯”在刑场上，柴水香从容不迫，英勇
就义，年仅 27 岁。

柴水香牺牲后，残暴的敌人还不罢休，割
下他的头颅，悬挂在温州城头“示众”。入
夜，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取下了柴水香的
头颅，连同他的尸身分别埋藏起来。新中国成
立后，柴水香烈士的遗体得以合拢，重新迁葬
翠微山公墓。他牺牲时因用化名，91 年后经多
方努力，终与家人“相认”“团圆”。他献身中
国革命的英勇业绩，如今陈列在温州革命烈士
纪念馆和宁波樟村四明山烈士陵园内，供后人
瞻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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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灵常在水常香
——纪念柴水香烈士诞辰120周年

2023年，是柴水香烈士诞辰 120周年，特刊此文，以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

柴水香，又名志福，化名陈文杰、方均，祖籍鄞县 （今宁波市鄞州区） 五乡镇石山弄村，1903年 4月 16

日出生在宁波城区乌楼庙跟(现海曙区英烈街 7 号)的一户贫苦劳动人民家庭。1926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宁波市手工业工会主席、浙南特委军事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在江西南昌八

一起义纪念馆记载起义参加者名录的“英雄墙”上，就刻着柴水香的名字。当年 2万余人参加南昌起义，至

今有千余人的姓名被记录，柴水香是其中之一。

文字和照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柴水香率红十三军攻占缙云县城铁索桥

柴水香烈士证书

柴水香 （1903－1930）

柴水香烈士就义处 （温州城外松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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