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芳，锡伯族中共党员，原名关玉
梅，又名关碧云，曾化名王妈、李兰
芳、丽达等。

李芳的第一任丈夫陶翙鸣，字鹤

皋，原名陶绍经，曾用名陶振邦、王玉
星、王生田、陶尚谦、祥尚谦等，是东
北地区早期中共党员之一。

一

1930年3月，李芳与丈夫一起，同欧
阳强创建了营口特支，欧阳强任书记，陶
翙鸣、李芳担任支委委员。1930 年 11
月，陶翙鸣赴哈尔滨工作，一次开会中被
敌特抓捕，随后传出被处决的消息。

事实上，经组织营救，陶翙鸣两年
后出狱，并继续在奉天为中共工作。在
此期间，他曾将经过详细调查，揭露日
本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的事实写成资
料，亲手交给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为
国联调查团在此后的调查报告中添上了
不可或缺的重重一笔。

1935年，陶翙鸣因该材料再次被日
特抓捕，1年后出狱。1943年，又因反
满抗日嫌疑入狱。抗战胜利出狱后，他
和组织迅速接上关系，联系人是前苏联
红军卫戍司令部中国司务部负责人张大
川（冯仲云，曾任满洲省委负责人、抗

联政委）。
1945年，陶翙鸣做了焦若愚（历任

沈阳市副市长、营口独立师师长、营口
市市长等）的秘书。1946年，奉命潜伏
在奉天的陶翙鸣因原伪满时期狱卒徐俊
清告密，被国民党军统抓捕，当晚在奉
天小河沿遭杀害。牺牲时，年仅37岁。

1948 年 11 月，沈阳市人民政府追
认陶翙鸣为革命烈士。

二

这一切，李芳几十年后才恍然得
知。在丈夫第一次被捕并传出被处决的
误传后，李芳依然坚持从事中共地下秘
密工作。

1931 年 11 月初，中共北满特委负
责人李大昌（武胡景，中央特科后期领
导人）亲自选派具有多年秘密工作经验
的纪中发 （化名司杜其卡）、李芳以夫
妻名义到满洲里开设“晋丰泰”杂货
铺，纪中发负责外联，李芳负责“驻机
关”，建立了满洲里秘密交通站。

1934年5月20日，李芳被派往前苏

联，先后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民族殖民
地研究学院学习。

1936年6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任命李芳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2师4团
政委兼道南特委委员、妇委书记等职。她
先后在穆棱、宁安等地，领导开展抗日武
装斗争。12月，她随2师政委王润成（后
改名马英）越过国境，去找前苏联中共代
表团请示工作，因联络方出现差错，遭前
苏联当局羁押，流放到罗佐夫卡农场。此
间，这对患难战友结为夫妇。

1938 年 10 月，二人再次遭前苏联
内务部无理逮捕，流放到布德尔那监狱
被服厂强制劳动。最后的审查结论为，
这是一起冤案。1946 年 10 月释放后，
仍被命令不准离开当地。

1954年6月，经中国政府交涉，李
芳与马英得以领着小儿子回到北京。

1957年5月，北京市委组织部正式恢
复了他们的党籍，李芳随丈夫来到吉林省
蛟河煤矿工作。先后任煤矿医院监委干
部、舒兰矿务局工会副主席，1963年离
休。1987年9月24日逝世，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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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大事记峥嵘岁月

3月上旬 中共北宁路沟帮子特支书记欧阳
强调营口河北火车站工作，筹建中共北宁路营
口特别支部。

3 月中旬 中共满洲省委派中共党员陶翙
鸣、李芳夫妇到营口，准备筹建小书店，恢复
和建立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营口转运站工作。
由于条件不成熟，工作没有开展起来。

3月下旬 陶翙鸣、李芳夫妇与欧阳强接上
关系后，3人组成干事会，组建中共营口特别
支部。欧阳强任特支书记，陶翙鸣、李芳任特
支委员。此后，中共营口特支先后发展了邓福
林、熊殿瑞、李洪柱、王玉珍 （女） 为党员，
发展工会会员80余人。

3月30日 中共满洲省委在《全省组织状况
表》等文件中开始以“中共营口特支”字样，
记录营口地方党组织活动情况。

△ 《中共满洲省委员会会议记录》 在关
于党的组织状况中记载：“营口有三名党员”。

4月30日 3名抗日民众突然闯入营口新市
街日本警察署保来街派出所，抢夺值勤警察佩
带的手枪。日本警察开枪打伤1名抗日民众和
街上一卖菜小贩。3人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最
后将日本警察击伤，抢走手枪安全脱险。

5月 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林仲丹到营口视察
工作。

△ 中共满洲总行委组织部统计东北党组
织情况：党员909人，党组织除省委外，下辖
二市委（奉天、哈尔滨）、一特委（北满）、四
县委 （磐石、清原、柳河、延和）、八个特支
（抚顺、大连、长春、台安、营口、兴京、吉
林、辽中）。

9月8日 中共满洲总行委给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北宁路反军阀战争的政治罢工》，提
出：马上组织北宁路反军阀战争的政治斗争，
必须要有武装斗争的准备，应配合沿线的地方
暴动与士兵暴动。营口特支书记欧阳强认为在
当时的东北不应马上组织工人武装起义，应当
进行保护工人利益的斗争，教育工人，发展组
织，积蓄力量。

△ 中共京东特委秘书邓国珍 （邓培女
儿）应邓福林之邀，由满洲省委派到营口，同
营口特支干事陶翙鸣、李芳夫妇一起开展工会
工作。不久，邓国珍前往哈尔滨。

△ 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到营口检查工
作。当时营口河北火车站有铁路工人约 400
人，有工会会员约70人，共分6个小组。但工
会组织不健全，工会领导机构还未产生。

11月4日 中共满洲省委调营口特支委员陶
翙鸣、李芳去哈尔滨北满特委工作。

11 月 6 日 陶翙鸣在哈尔滨被捕。几天
后，李芳返回营口，继续参加营口特支的领
导工作。

11月7日 中共满洲省委通告指示，抚顺、
营口、大连等地，须将广州暴动的意义用口头
或文字形式，到群众中进行公开宣传。

11 月 25 日 中共满洲省委派省委候补委
员、组织部秘书陈德森到营口巡视，传达省委
扩大会议精神，整顿与发展营口党的工作。李
芳向陈德森汇报了营口特支工作。

△ 中共满洲省委派巡视员到营口，指示
营口特支通过纪念广州暴动三周年，发动工
人开展活动。并与营口特支一起，在北宁路
营口河北火车站各部门、机器房、工务处等
处，召集了五六次群众集会。9 日，满洲省
委巡视员离开营口，向满洲省委作工作报
告。报告指出：“营口现在党团员共 7 人，其
中 2 人为团员，特支干事会由老卿 （指李
芳）、老欧 （指欧阳强）、老熊 （指熊殿瑞）
3 人组成。此外同志编一小组，团员无单独
组织。”

12 月 18 日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中，在汇报营口铁路工人的斗争情况时指出，
省委已派铁总特派员到营口巡视，指导目前群
众斗争。关于“苏选”（苏维埃选举） 运动，

《报告》指出，营口已从400多工人中初选出1
名代表。请示中央这一代表可否代表北宁路参
加全国苏维埃大会。

12 月 20 日 全满 （共青团） 工作计划指
出：“现在用革命竞赛的方法，实行征收新团
员运动，截止到明年2月底，省委在营口发展
团员 15 名，建立北宁路支部，……在两个月
内，要健全营口青工部的组织及工作。”

△ 大连 《泰东日报》 社总编辑陈达民
（陈涛、陈日新） 从大连到营口，为建立联络
点进行活动，并派中共党员周东郊到营口参
加联络点的核心领导工作。1931 年 1 月和 2
月，周东郊与刘省三先后由营口返回大连和
天津。

△ 《团满洲省委 12 月份工作报告》 中
说：“在‘广暴’（纪念日） 以前，省委为加
紧对于‘广暴’（宣传） 工作的布置及营口团
工作的建立，派人作短期的巡视，营口团的
同志只有两人，都是新发展的，……现在要
马上成立营口团的支部，独立进行团的工
作，青工部的工作，要那两个团员特别负责
进行。”

△ 据统计，全年营口各界工人罢工8次。

1930年

一
欧阳强，字效暖，号翰生、俊汀、加修。1894年

10月11日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今中山市）杭边麻子
村的一个归国华侨家庭。全家7口人，欧阳强是最小
的孩子，聪明伶俐，学业优良，颇受家乡父老赞扬。

在欧阳强家乡，大地主残酷地剥削农民，鱼肉
百姓。他愤愤不平，进行说理斗争，地主要把他绑
送到县衙门惩处。欧阳强离开家乡，到唐山找大哥
欧阳全。

1913 年，欧阳强在唐山机车车辆厂当了学徒
工，和广东同乡、同在机器房做工的邓培结为知心
朋友。在邓培影响下，他接受了反专制、要民主的
革命思想。

1917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派出一
批华工赴欧洲参战。欧阳强同其他工人参加了第一次
世界大战。他到过俄、法、英国，了解到欧洲各国工
人运动情况和俄国十月无产阶级革命，开始矢志于工
人运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奋斗。

1920年初，欧阳强回国。1922年夏季，中共唐山
地方委员会在唐山机车车辆厂成立，邓培为书记。10
月13日，唐山机车车辆厂3000名工人举行了大罢工，
到21日胜利结束。欧阳强到南口车辆厂发动、组织工
人，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1923 年 1 月，经邓培和梁九 （梁朋万） 两人介
绍，欧阳强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二七”惨案
发生后，党为了保存力量，利用各种关系把党员输送
到关外开辟工作。欧阳强被派到锦州等地进行革命活
动，进入锦州机务段机器房当钳工。他技术高超，又
肯帮助工友，很快成为工友们的知心朋友，领导了早
期锦州地区铁路工人的斗争。

二
1925年，欧阳强来到沟帮子车站，在机务段机车

修理厂当钳工。他很快和地下党员李华灿、李加晓、
冯昌等取得联系，成立了沟帮子党支部，欧阳强任党
支部书记。

1926 年，欧阳强领导沟帮子 70 多名铁路工人包
围了铁路机关公事房，要求增加工资，提出“反对
出卖人民利益”“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等口
号。经过一个星期的斗争，迫使反动当局给工人增
加了工资。

1929年10月，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唐山召开北宁路
各站代表会议，营口车站派熊殿瑞参加。回营时，欧
阳强到营口组织了300多人的欢迎会，充分显示了工
人团结和斗争的决心。

同年底，反动铁路当局不仅对北宁路关内外各站
停止发放年终“花红”，连12月份的工资也不按时发
给。中共满洲省委派杨一辰等深入基层开展调查，了
解工人疾苦和斗争情绪。欧阳强到营口、大虎山、彰
武、锦州等地进行串联。

1930年1月初，一天清晨，在欧阳强率领下，沟
帮子100多名铁路工人把段长郭忠汉的公事房团团包
围，高呼：“要增加工资！”“要补发‘花红’！”郭忠
汉只好答应将工人的要求上报路局。关键时刻，中共
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到沟帮子指导工作，指出：“一
定要保护工人的经济利益。通过斗争教育群众，提高
工人的觉悟，扩大党的影响。”根据这一指示，欧阳

强领导工人将斗争一直坚持到2月初，终于迫使北宁
路当局让步。与此同时，唐山铁路工人逼迫路局发了
相当 1 个半月工资的“花红”，春节放假 3 天。杨一
辰、欧阳强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又向路局提出补发
1926—1927 年的“花红”，要求允许工人自己组织工
会。经过1个多月的斗争，路局接受了工人要求。

通过“花红”斗争，党组织扩大了影响，吸收了一
批先进分子为中共党员，建立了沟帮子团支部和铁路工
会沟帮子分会，成立了工人夜校，建立了互济会。

三
1930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派欧阳强到营口机务段

工作，并担任中共营口特支书记，活动据点在河北火
车站“一溜穷”的熊殿瑞家。

在欧阳强主持下，营口特支发动工人集资建立
“工余学校”，又把营口工会组织恢复起来，发展会员
七八十人。

1930年8月，特支带领工人向铁路当局提出增加
工资、要煤、要房的要求，限期一天答复，否则全体
罢工。段长被工人们的声势吓呆了，只得答应要求。

1931年2月8日，在满洲省委会议上，欧阳强当
选为省委委员，负责北宁路工运工作。他仍在营
口、沟帮子一带活动，和营口特支书记熊殿瑞密切
配合，共同领导了铁路职工和市内工人、学生抵制
日货运动。

1931年9月19日，营口特支随其他铁路员工分批
撤回关内。欧阳强率领部分工人回到沟帮子后，不分
昼夜地奔忙于营口河北、沟帮子、大虎山一带，组织
职工、家属分批撤出。撤到第二批时，营沟线魏家沟
车站给水所的水泵坏了急需修理。欧阳强马上带着工
具赶到现场抢修。日军飞机俯冲扫射，一颗流弹打中
他的右胳膊。在场工人急忙把他送到沟帮子医院，后
到唐山铁路医院治疗。

治愈后，欧阳强留在唐山铁路机务段当钳工。他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屠杀
中国人民的罪行，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卖国行径，
号召工人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进行斗争。1932年，国民
党当局在唐山秘密逮捕了欧阳强，工人们集体向反动
当局请愿。严刑拷问毫无收获，又慑于工人群众压
力，反动当局不得不在1933年将欧阳强释放，但仍派
特务暗中监视其活动。欧阳强请示党组织后去了丰
台，继续揭露国民党投降卖国，宣传共产党抗日政
策。丰台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监视他的活动，欧阳强
机警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为躲避特务搜查，他几次搬
家，把房子顶棚用纸糊好，将机密文件藏到顶棚上。

四
1936年春，全国铁路总工会华北工作委员会决定

调欧阳强到广东工作。欧阳强前往乐昌车站，秘密领
导当地的革命斗争。

1938年初，欧阳强被调往武汉武东机车厂工作。
9月，机车厂迁到湖南郴县，党组织派欧阳强第一批
到达。10月，郴县地区成立党支部，欧阳强任书记。
党支部领导铁路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成为
湖南粤北一带在铁路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的核心。

1944年，粤汉铁路沿线形势异常紧张，大批职工
被疏散，欧阳强回到乐昌。1945年带领全家回到中山
县，不久又到汝城。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欧阳

强回到乐昌复工。白天，他和工人一道钻工棚，滚油
泥，晚上走家串户，耐心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经过
一段宣传发动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1945年11月，
在欧阳强领导下，成立了“铁粤俱乐部”，名义上学
武练功，实际上对工人进行深入发动和组织工作，很
快由十几人发展到100多人，工人力量不断壮大。

五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快到了，工人们几个月

的工资，都被乐昌工务处第七总段段长邹厉吾偷偷挪
用去做生意。腊月下旬的一天，30多名工人一齐横卧
在铁轨上，提出“不发工资，不准开车”，监工、把
头及其狗腿子被愤怒的工人打得狼狈逃窜。

夜里，中共粤汉铁路乐昌支部召开紧急会议，决
定发动一场以乐昌车房工人为主的粤北地区铁路工人
大罢工。

第二天拂晓，400多名铁路工人涌向车站，抓住
车房主任潘锦文，提出发放工资的要求。潘锦文被迫
答应每人暂发1元工资，其余3天补清。3天后，潘锦
文推说邹厉吾不同意补发工资，工人们包围了邹家住
宅。邹厉吾打电话叫铁路警察前来镇压，自己慌忙从
后门溜到坪石。工人们冲破阻挠，强开火车奔向坪
石。“我们要开资！不开资决不复工！”口号声震撼乐
昌山城。邹厉吾被工人的罢工怒潮吓破了胆，只好一
一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

铁路当局受到严重打击，强行把罢工的领导者、
组织者欧阳强等7人开除。欧阳强以卖药为掩护，从
湖南的郴州到广东的乐昌、韶关、广州沿线，继续为
党做宣传、组织工作。

六
1947年7月，蒋介石发布了“勘乱动员令”，在国

统区内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白色恐怖笼
罩着乐昌山城。

1947年10月9日21时许，刚刚从外地回来3天的
欧阳强正要睡觉，突然传来踢门声和杂乱的喊叫声，
一群国民党便衣闯了进来，搜查后，叫欧阳强跟他们
走一趟。狱中，欧阳强遭受了各种威胁利诱和毒刑拷
打。但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

1948年4月26日下午，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
兵，押着遍体鳞伤的欧阳强走向刑场。看到哭倒在地
的妻儿，他停下脚步，高声地说：“国民党就要完蛋
了，共产党快要来了，你们不要哭！快抬起头来，迎
接解放吧！”

欧阳强牺牲时，年仅55岁。他对工人运动、对营
口建党的卓越贡献不可磨灭。他的英勇不屈，他的耿
耿丹心，永载史册！

1930年初，欧阳强担任中共营口特支书记，在河北火车站
“一溜穷”开展革命活动……

铁骨铮铮欧阳强
张庆斌

与欧阳强组建营口特支的李芳夫妇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纪实特刊

党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