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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

在惠州这片热土上，无数革
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享受
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他

们的满腔热血与无私奉献值得惠
州人民铭记并传递下去。

即日起，羊城晚报《惠州文
脉》推出“追寻东江英烈印记”
栏目，深度“揭秘”鲜为人知的

本土英雄，还原历史，致敬先
烈。本期刊登何励、彭泰农这
对革命伉俪的事迹。他们因革
命相识相恋，共同为理想信仰
浴血奋斗。不幸的是，彭泰农

为掩护同志突围时中弹牺牲，
年仅 28 岁。万分悲痛下，何励
临危托孤，转身投入战斗，成
为东江纵队唯一手持双枪的英
雄女战士。 （李海婵）

追寻东江 印记
忆惠州革命伉俪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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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春，中国共产党东
江特别委员会（简称“东特委”）
把彭泰农及妻子何丽琴派到紫
金新智小学教书，从事地下工
作。同年 12 月，彭泰农化名泰
东，到和平县和东区委工作，公
开身份是四联中学语文教员。
1941 年 7月，彭泰农调到“东特
委”任宣传干事。当月中旬，东
特委举办青委训练班，下旬在河
源黄村举办县委干部训练班。
这两期训练班，均由彭泰农主讲
斯大林的《论中国革命性质、任
务》，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和党
的方针、政策。

1942 年，东江特委决定把
彭泰农调到东江游击队。12
月，南临委在香港九龙举办县委

干部训练班，东江特委书记林平
安排彭泰农参加学习，并担任组
长。1943 年 2月，训练班结束，
林平又安排彭泰农到港九大队
政训室继续学习。3月 2日，接
到敌人要对新界一带进行扫荡
的情报，东江特委领导决定第
二天转移，并制定了转移计划
和行动路线。但因转移计划和
行动路线被日本奸细侦知，日
本出动大批宪兵包围了九龙新
界整个村庄，彭泰农在掩护同
志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时年
仅 28 岁。2015 年 8 月，经党中
央和国务院批准，彭泰农被列
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
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
体名录。 （何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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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
何励、彭泰农女儿彭笑阳（后改
名陈笑阳）。今年79岁的她，讲
起父母的革命故事仍十分激
动。父亲牺牲时，她还是襁褓中
的婴儿，母亲忍痛托孤，十余年
后母女才重聚。她说，出生于红
色家庭，骨子带有不可磨灭的红
色基因，影响了她的一生。

羊城晚报：您的名字“笑阳”
是什么特殊含义？

彭笑阳：这是我父亲彭泰农
取的名字，听说我出生时漫天乌
云，父亲期盼出现灿烂太阳。那
年也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
期，他们希望笼罩在祖国的乌云
尽快散去，人们脸上能够重现笑
容，也是一种美好的期盼。

羊城晚报：您对父母的印象
是怎样的？

彭笑阳：我出生不久，父亲
就牺牲了，因此对父亲没有什么
印象。我工作后千方百计想了
解父亲的生平事迹，遗憾的是老
家认识他的人基本都走了。

在我印象中，母亲老实、善
良、乐于帮助别人。她长期做组
织工作，对同志都很爱护，有错
误就帮助改正，宽容对待他人，
宁愿苦自己，不苦别人，因此受

到很多人的爱戴。一有什么好
的东西，她也都是优先考虑别
人，新衣服都是给家庭困难的亲
戚小孩，我很少穿新衣，都是穿
母亲的。在生活中，她要求我们
要独立自主，自己的事情都是自
己干，她绝对不插手帮忙。同时
对我学习要求很严格，我记得很
清楚，有一次考试不理想，她生
气地把我的试卷丢在地上，询问
为什么考得这么差。

羊城晚报：父母给您带来什
么样的影响？

彭笑阳：我是红色家庭出来
的孩子，身上流淌着父母的热
血，对我影响很深远。参加工作
第二年，我就入党了，听党话跟
党走，至今有 50 多年党龄。在
工作上要求进步，曾经被评为省
劳模。我心里想着的是，不能给
父母丢脸，不能给别人麻烦，能
够帮别人都会帮。

羊城晚报：如今您通过什么
方式来怀念父母？

彭笑阳：最近我找到了一
些文章，才真正了解到了父亲
的生平以及战斗故事，还在寻
找更多父亲的资料保存下来，
当做他留给我的纪念，也让子
孙代代相传。

临危托孤临危托孤 投笔从戎投笔从戎作者作者//何志成何志成

28岁牺牲
短暂一生弥足光辉

何励，原名何丽琴，1921 年
10 月出生于惠州市惠城区下塘
街，在家族同辈女丁中排行第
七，家族中称之为“七姑娘”。她
早年投身革命，是东江抗日先烈
彭泰农遗孀。在彭泰农壮烈牺
牲后，她临危托孤，投笔从戎，是
东江纵队唯一手持双枪的英雄
女战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
立下卓越功勋。

“抗日英烈”彭泰农

彭泰农之女名为“笑阳”，寓意乌云散去

对话烈士后人：
红色基因不可磨灭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彭泰农（1915—1943年），又名彭泰，惠东白花镇瓦塘
村人。年少时他便接触先进思想，辗转多地宣传抗日救亡
运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1943年，彭泰农为掩护同志不
幸中弹牺牲，年仅28岁，一生虽短暂却十分光辉。

少时读书撰文 揭露残酷统治

少年时，彭泰农的父亲在邻
村任教，便把他带到学校读书。
1923 年父亲因参加革命活动被
通缉，离开家乡，彭泰农则转到
邻乡凌云小学就读，一年后又转
到白花圩皇华小学，1931 年考
入平山青龙潭乡村师范学校（简
称“乡师”）。在校期间，彭泰农
与同学组织读书会，阅读鲁迅的
《呐喊》《彷徨》和邹韬奋的《萍
踪寄语》等书刊，了解中国社会
状况，思想日趋进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彭泰农与同学组织抗日宣传队，
到惠东平山、白花等地写标语、
画漫画，发动群众抗日。因时局

变动，彭泰农两次失学，后经熟
人介绍，到广州龙眼洞教书。期
间，他经常撰文寄给香港《大众
日报》和广州《珠江日报》刊登，
揭露国民党的残酷统治。

1936年 9月，彭泰农回到惠
阳，任惠阳民众教育馆馆员，组
织青年学生读书会，辅导青年阅
读进步书刊。1937 年第二次国
共合作后，惠阳各地恢复中共党
组织活动，彭泰农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并发展吸收卢伟如、黄道
明、叶子良等人加入共产党，成
立支部，隶属中共南方临时工作
委员会(简称“南临委”)领导，使
党的活动在惠阳步入正轨。

秘密发展党员 宣传抗日救亡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
后，抗战全面爆发，抗日救亡运动
席卷全国。彭泰农在惠州报刊发
表《告东江父老兄弟姐妹同胞书》，
号召东江儿女团结起来，反对日本
侵略。接着彭泰农又到平山，组织

“抗敌后援会”，发展党组织。
1938 年上半年，惠州学生

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彭泰
农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从
平山返回惠州，利用民众教育馆
作掩护，深入工厂、学校等地，先
后发展多人入党。同年5月，成
立中共惠州中心支部，彭泰农任
支部书记，联合组织“惠阳学生
抗敌联合会”，开展为抗战献金、
募款劳军、抵制日货、查缉汉奸
等救亡宣传活动，声势浩大。

当年暑期，彭泰农还以民众
教育馆馆员身份参与发起成立

“惠阳儿童抗日救亡干部训练
班”，学员中有祝兆乾、何伯深、
何杰、杨少波等。这些热血青少
年以文艺为武器，活跃在惠州的

每一个角落。他们慷慨激昂地
在街头演讲，到处教唱抗日救亡
歌曲，使全城响起了“大刀向鬼
子们的头上砍去”的高昂歌声。
他们还自制道具在十字亭、东新
桥头、平湖门等地演出著名话剧
《放下你的鞭子》，教化民众团结
一致共同抗日救国。1938 年 8
月 13日，由彭泰农主持的《潘小
飞抗战漫展》展出，《婴儿何罪》
等100余幅作品受到观众好评。

1938 年 12 月，日军撤出惠
州后，彭泰农参与组建广东青年
抗日先锋队东江区队的“惠阳抗
先队”和“抗先惠州办事处”，办
公地点设在西湖“荔晴园”。他
们在平湖门外“煜庐”边建立秘
密活动联络点，出版《大家看》壁
报，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群
众语言宣传抗日道理。同时又
与“东团”及第七战区“政工队”

“军民合作站”等在中山纪念堂
演出抗日话剧，把东江两岸的抗
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28岁中弹牺牲 列入英烈名录

““双枪女战士双枪女战士””何励何励：：

走出闺门 抗日救亡

惠州上下塘街何氏家族，
在清末民初富甲一方。后来虽
家道中落，但到何丽琴（后更名
何励）这一代，家境依然殷实。
何丽琴幼年在家接受良好教
育，1937 年走出闺门，入读惠
阳县立女子师范学校。

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
爆发，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
国。那时候的何丽琴与同学高
唱抗日救亡歌曲、派送传单、演
讲动员、演街头剧，鼓励人们积
极抗日救亡，惠州古城大街小
巷都回荡着她和同学振奋人心
的抗日呼声。

1938 年上半年，惠州学生
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当时
惠东白花人彭泰农受中共广东
省委派遣，从平山调到惠州组
建中共惠州中心支部，任支部
书记，掀起抗战献金、募款劳
军、抵制日货、查缉汉奸等活动

热潮，声势浩大。
当年 10月，日军在大亚湾

登陆，何丽琴便跟随彭泰农等
撤往博罗，成立博罗战时工作
团，并以该团名义与黄麻陂中
共地方组织取得联系，将黄麻
陂抗日自卫团大队改造为中共
领导下的抗日武装。1939 年，
何丽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并与她的导师、战友彭泰农
结为夫妇。

改名“何励”为夫报仇

1940 年春，根据中共东江
特委指示，彭泰农与妻子何丽
琴转移到紫金新智小学，开办
夜校和妇女识字班，发动群众
抗日。彭泰农讲课生动活泼、
通俗易懂，到夜校听课的群众
越来越多。何丽琴也在学校附
近的新围、白门楼开办夜校和
妇女识字班，每天晚上都坚持
上课，风雨不改。

由于工作需要，当年 12 月彭泰农夫妇由紫金调到和
平县，负责和东区区委工作，
彭泰农的公开身份是和平四
联中学语文教员。当时四联
中学所在地在和平县第三区
（包 括 彭 寨 、林 寨 、古 寨 、东
水 、贝 墩 等 13 个 乡），是中共
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地下组
织活动的重要阵地，彭泰农夫
妇在那里工作了半年，培养了
一大批抗日力量，激励不少青
年奔赴抗日前线。

1942 年“粤北事件”发生
后，彭泰农遵上级指示告别妻
子何丽琴，离开河源调往东江
游击队任职。1943 年 3 月 3
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
大队政训室驻地因奸细告密，
被日军包围，彭泰农为掩护同
志突围中弹牺牲，年仅28岁。

彭泰农牺牲后，东江游击
队党组织为保护何丽琴母女生
命安全，派人通知何丽琴母女
紧急转移。悲痛之下，何丽琴
急忙将女儿彭笑阳送回惠东夫
家抚养，并请她的四哥日后对
女儿多加照顾。

安顿完，何丽琴便在茫茫
夜色中投奔东江游击队，并改

名“何励”。“励”和“丽”同音，
更主要是寓意“励志”为夫报
仇。她加入东江游击队后手持
双枪，英勇作战，成为东江纵队
有名的女中豪杰。

东纵北撤 重返东江

1945 年 7 月，东江纵队挺
进粤北山区，何励留任中共从
化县委组织干事，负责党务建
设和配合从化县委书记陈江天
工作。他们将东纵留下的 8名
战士和 30 名后勤及伤病员组
建为一个独立大队，担负牵制
敌人的任务。东江纵队大部队
离开从化后，何励跟陈江天深
入山区，发动群众和党员解决
部队给养，开展武装斗争宣传，
不断扩大活动范围，配合东纵
大部队作战。1946 年东纵北
撤后，中共北江指挥部命陈江
天、何励再次留下，带着十多人
的武装小队转入增城北部山区
进行隐蔽斗争，配合东江三支
队恢复和开展军事行动，其间
何励和陈江天结为夫妇。

1947 年 3 月，国民党广州
行辕调集了大队人马来惠州，

试图消灭在稔山、霞涌、澳头、
大鹏等沿海地区活动的共产党
领导的大亚湾联防队。遵照上
级党委指示，何励与陈江天于
1947年 4月把刚满 6个月的小
孩留给当地农民抚养，离开从
化重返东江。何励先后任中共
河龙博县工委组织干事、河东
县委组织部长。1948 年 3—5
月，第一期清剿共产党部队军
事行动开启，进攻江北、九连地
区人民武装力量。何励与陈江
天所在粤赣湘边纵第三支队与
兄弟部队奋起反击，粉碎了国
民党进攻，取得“红五月”反清
剿战斗的胜利。

1949年 3月陈江天率部在
博罗公庄伏击敌营，何励担负
战 勤 任 务 ，此 役 歼 敌 260 余
人。1949 年 9 月，何励随夫配
合粤赣湘边纵向惠州挺进，在
博罗石坝三角岭把南逃的国民
党196师截住，激战两天三夜，
毙伤该师营长以下官兵300余
人，解放了河源、博罗、龙门等
一批城镇。10 月 16 日，陈江
天、何励所在的粤赣湘边纵第
三支队开进博罗县城，博罗全
境解放。至此，何励自东纵北
撤后重返东江之战，完满地画
上句号。

曾受邀到周总理家作客

新中国成立后，何励先后
在番禺、江门、佛山、新会、肇庆
等地担任地方领导工作。1955
年前后，在惠东白花镇农民的
帮助下，何励终于找回了 1943
年托孤的女儿彭笑阳，将女儿
接回新会县。至此，失散十余
年的母女终于团聚。

1959 年 10 月，在新中国
成立十周年之际，全国群英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全国各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
集体代表齐聚。时任广东省
新会县委书记的何励，代表新
会县出席参加。会议期间，她
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
长、周恩来总理以及陈云、邓
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亲切接见，并受周恩来总理
邀请到家中作客。

1983 年 12 月，何励离休。
1988 年 12 月，广东人民抗日
游击队东江纵队和中国人民
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肇庆城
区老战士联谊会成立，何励当
选为理事长。当时何励已 67
岁，她不顾年老体弱，继续以
身作则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发挥革命余热，为
地 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建 言 献
策。2002 年 3 月 6 日，何励在
肇庆病逝，享年82岁。

烈英

五位战友1949年在博罗县城解放后合影，左二为何励

位于下塘街的何励故居，现已拆迁

何励（前排左三）受邀到周总理家中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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