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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的一方水土，养育出这么
优秀的共产党人呢？

今年7月6日，记者来到了裘古怀
的老家——奉化区松岙镇大埠村。村
庄很小，就在海边。

今年71岁的裘时华是裘古怀四哥的
儿子，但他从没见过自己的五叔，因为他
出生的时候距裘古怀牺牲已经16年了。

1949年，就在裘时华3岁的时候，
当地人民政府给裘家送来了“赫赫有
名”的牌匾，以纪念裘古怀。1个月后，
裘时华的奶奶——也就是裘古怀80岁
的母亲——郁郁而终。因为她知道，
最喜欢的小儿子再也等不回来了。

“我父亲告诉我，五叔牺牲后，家
里人都一直瞒着奶奶，都说五叔很忙
没时间回来。奶奶虽然身体不好，但
也一直等着小儿子回来。直到人民政
府送来这块牌匾，就再也瞒不下去
了。”裘时华说。

裘七曜是裘古怀大哥的孙子，由
于裘古怀没有子女，裘七曜的父亲就
过继给了裘古怀。

在裘古怀被关进浙江陆军监狱后，
裘七曜的爷爷曾三次前往探看，其中一
次还发现裘古怀被打得皮开肉绽。最
后一次去看的时候，裘七曜的爷爷并没
有看到裘古怀，那时已经是裘古怀牺牲
后的第二天了。“我爷爷后来哭着告诉
我，当时因为凑不齐足够的钱，连小叔
公的尸体都没能收回来。”

同监的狱友交给裘七曜的爷爷一
封信，是裘古怀写给他的。“在信中，小
叔公请我爷爷不要难过，并代他向母亲
和另外几名哥哥问安，同时不能把他牺
牲的事情告诉母亲，免得她难过。小叔
公还让爷爷教育下一代要继续革命，为
无数流血牺牲的烈士报仇。”

其实，在临牺牲前的那一刻，裘古
怀匆匆忙忙写了三封信。除了哥哥，
还有一封信是写给妻子桂芬的，信里
透露出了一股浓浓的爱意：他希望她
不要太封建，应当重建家庭，找一个情
投意合的正派人。同时，希望她以后
生下的第一个小孩取名叫“念怀”。

裘七曜说，裘古怀和桂芬没有举
办婚礼。后来，他们也找过这位桂芬，

但线索太少了，只知道桂芬是江苏徐
州人，也是裘古怀在黄埔军校的同
学。“我们也不知道，这位桂芬后来有
没有生下一个叫‘念怀’的孩子。”

在三封信里，最有名的当属裘古
怀写给组织的遗书。2012年11月27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信仰
的味道》的文章，曾得到习近平总书记
的多次点赞。这篇文章中，就讲到了
裘古怀的这封遗书。文章写道：

信仰是无私的。1930 年 8 月 27
日，临刑前的几分钟，共产党员裘古怀
有感于“每一个同志在就义时都没有
任何一点惧怕，他们差不多都是像完
成工作一样跨出牢笼的”，匆匆写下

《给中国共产党和同志们的遗书》，饱
含深情地用“满意”和“遗憾”四个字诠
释自己对信仰的理解：“我满意为真理
而死!遗憾的是自己过去的工作做得太
少，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

而在信的最后一句，裘古怀深情
地写道：胜利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忘记
我们！

裘志平也是裘古怀大哥的孙子，
是裘七曜的堂兄弟，现在担任大埠村
的支部书记。他说，虽然后人没有忘
记裘古怀，但他希望能在家乡为裘古
怀建一座纪念馆。据他所知，当地很
多革命烈士都建有纪念馆。“我们不是
为了攀比，我们是为了不忘记，是为了
更好地纪念。”

在他和裘七曜的带领下，记者来到
了裘古怀居住过的老房子。老房子位
于一片已经荒芜的区域，因为人迹罕
至，这里长满了1米多高的茅草。拨开
茂盛的茅草，进入眼帘的只是一片残垣
破墙。裘志平指着一堵已经长满绿色
植物的墙告诉记者：“我爷爷告诉我，这
里就是小叔公小时候住的房间。”

71岁的裘时华也希望，能有幸见
到纪念馆建成的那一天。“一位曾参加
过北伐，还因作战勇敢，被誉为‘虎胆
英雄’的革命者，所担心的，绝不是自
己的名字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他所
害怕的，是自己用生命追求的信仰、同
伴用鲜血守望的初心被后人忘记。”

记者 林伟/文 记者 崔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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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裘古怀：“我满意为真理而死!”
《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曾得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点赞
这篇文章中，就讲到了裘古怀的遗书

长期以来，宁波党
史方面的研究专家一
直以为参加南昌起义
的宁波人就是当年一
起去的三个人：竺扬、
俞佩钦和柴水香。直
到上世纪80年代，三人
中唯一没有牺牲的竺
扬接到了南昌八一起
义纪念馆打来的电话：
奉化是不是还有一位
叫裘古怀的烈士？这
才知道，八一起义中还
有这么一位年轻的英
雄。

那么，裘古怀究竟是怎样一
个人呢？

1905年2月，裘古怀出生在
奉化区松岙镇大埠村。16岁的
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当
时宁波的最高学府——省立第四
师范学校。在校期间，裘古怀开
始接受马列主义，并确立了共产
主义信仰。

1925年，裘古怀当选宁波学
生联合会副会长，成为宁波早期的
学生领袖之一。之后，他出席宁波
各公团联合会和外交后援会召开
的各种会议，发动学生罢课，上街
下乡开展反帝爱国宣传，并组织学
生和工人们一起，举行声势浩大的
集会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杀害中国
人民，同与外人狼狈为奸的不法商
人进行了坚决斗争。

1925年 11月，裘古怀卖掉
所有的心爱书籍，凑了50元钱作
路费，与同学一起奔赴广州，考入
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成为同
一期的学生。

在军校里，他努力学习军事、
政治知识，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各
项活动。1926年上半年，裘古怀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
叶挺就任北阀军第一军二十四师
师长，裘古怀任该师政治部宣传科
长。7月，裘古怀被调到北阀军总
司令部政治部工作，后又受党的派
遣在叶挺独立团从事宣传工作。
在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等战斗
中，裘古怀身先士卒，骁勇善战，冒
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带头爬城、攻
城，被誉为“虎胆英雄”。

1927年8月1日，裘古怀随
部参加了南昌起义。9月底、10
初，他到达潮州、汕头，在同敌军
作战中，不幸负伤。待他苏醒过
来时，已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他
忍着腿部疾痛，爬到甘蔗地里隐
蔽了三四天。幸遇当地农民，冒
充国民党军队伤兵，得以住进附
近的伤兵医院。

后在宁波同乡会帮助下，他

转辗回到宁波。1927 年 12 月
间，中共浙江省委决定搞奉化暴
动。裘古怀被委以训练军事人才
的重任，奔走在宁波、奉化等地，
为武装暴动训练军事干部。后因
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奉化暴
动流产。

1928年4月22日，裘古怀在
兰溪当选为中共浙西特委委员。
之后，他受组织派遣，在遂昌、龙
游、衢州、兰溪、建德等地指导工
作，发展党、团组织。当年5月，裘
古怀任浙西特委常委，分管武装和
共青团工作。5月13日晚上，在裘
古怀指挥下，兰溪秋收暴动开始。

5月24日，国民党纠集省防
军及警察五六百人，分5路围剿中
共兰溪县委所在地朱家村。党员
干部和基本群众根据特委指示早
已离村，但全村房子被烧毁。几
天时间，被捕牺牲20多人，全县
一片白色恐怖。兰溪秋收暴动失
败，裘古怀离开浙西去杭州待命。

1928年8月31日，共青团浙
江省委改组，裘古怀任常委。4
个月后，裘古怀代理团省委书记，
指导全省共青团的工作。1929
年1月16日深夜，裘古怀在住宿
的杭州清泰门豫安旅馆11号房
间被捕，关入浙江陆军监狱甲监。

他虽身陷囹圄，但对革命事
业仍充满必胜信念。他参与和领
导了狱中斗争，并在狱中秘密成
立地下党支部，担任宣传委员，站
在斗争前列。1929 年 12 月 11
日，广州暴动两周年纪念日，中午
12点正，裘古怀发动“犯人”齐呼
口号，高唱国际歌。

1930年8月27日，裘古怀被
押赴刑场。临行前，他神态自若地
与难友们一一握手道别，在牢房铁
门口，又双手握住铁栅，豪壮地向
战友们说：“同志们，永别了！希望
你们踏着我们的血迹继续前进！”
刑前，他仍不住地高呼：“打倒国民
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

牺牲时，裘古怀年仅25岁。

后人希望早日建成纪念馆牺牲时年仅25岁

裘古怀故居，如今已被茅草覆盖。青年时期的裘古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