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河四杰”陈镜湖入党介绍人是李大钊
1933年中弹牺牲 50年后被追认为烈士

猛醒吧，睡狮！觉悟吧，
中国！

人物简介

陈镜湖，字印潭，号小秋，化名
李铁然，辽宁省建平县富山乡南井
村人，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参加
革命，任中共热河工委负责人，中共
内蒙古特别委员会书记，辽宁地区
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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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党史大事记

牺牲50年后
被追认为烈士

陈镜湖 资料片

1927年
1月31日 中共大连地委组织部长

杨志云在大连奥町中华客栈被日本殖民
当局逮捕，并于2月末被驱逐出境，押送
到营口。杨经党组织同意，又由营口来
到了奉天。

3月 任国桢由哈尔滨回到奉天又
组织了一个中共党支部。由任国桢任书
记，杨志云任组织委员，高子升任宣传委
员，任福清为团的负责人，机关设在南站
老精华眼镜公司楼上。

3月 中共大连地委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在南山增智学校举行，参加的有各支
部书记和积极分子50余人，此时大连有
200多名党员，分布于大连、旅顺等地。

3月 奉天党组织先后派李焕章(李
郁阶)、王纯一等到台安开辟工作。

3月 中共中央巡视员蔡和森派共
产党员程蒂炳到沟帮子，听取李华灿关
于沟帮子党支部的工作汇报。

4月13日 本溪湖煤铁公司 3900多
名采煤工人，因奉票贬值，物价飞涨，生
活不能维持而举行罢工。罢工坚持了 3
天,取得了部分胜利。

4月 27日至 5月 9日 中国共产党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连
地委书记邓和皋作为南满党组织的代表
出席了大会。大会继续推选陈独秀为党
的总书记。会后，中央常委讨论了东三
省的工作，决定成立东三省(奉天)省委，
调邓和皋、尹才一去奉天(沈阳)，指定邓
和皋为省委筹备委员会书记。与此同
时，决定大连、哈尔滨两个地委改组为市
委，奉天成立市委，吉林方面的党组织暂
时属奉天市委，待发展以后再成立省委。

来源于《中共辽宁党史大事记
1919-1949》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他是东北的第一位中共党员，入党介绍人
是革命导师李大钊；他曾与孙中山共议国是，并
作为孙先生的北上特派宣传员赴热河宣讲《北
上宣言》；他组织武装，为国家民族浴血奋战
……这位传奇人物，正是东北早期革命的先驱
陈镜湖。

东北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

据原建平县党史办主任、今年 72岁的胡广
志介绍，陈镜湖兄弟 6 个，他排行老大，12 岁那
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建平县高等学校，因文章写
得好，被誉为“铁杆文章”。

1918 年，陈镜湖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
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在一篇题为《我的丈夫陈镜湖》的口述文
章中，陈镜湖的结发妻子陈耿氏这样回忆自己
的丈夫：我的丈夫陈镜湖九岁就上学跟爸爸念
书，爸爸常夸他伶俐，有心劲，对人有礼节。念
了两年书，爸爸怕教不好，就请一个秀才马春
范先生教他二年，以后就到新邱（现建平镇）、
天津念书。我姑父看镜湖小时候少言语，念书
好，是个有出息的人，由他做媒给我们做了
亲。镜湖在外念书时，学校放假也不轻易回
家。有时回家，也不待着，东走西奔，向乡亲们
说些新东西，他总告诉亲戚邻里“妇女不要缠
足，将来土地、房产都是咱们大伙的”，受到亲
友们的夸赞。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出现了两个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青年组成的革命
社团组织。一个是由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组建
的“觉悟社”；另一个就是陈镜湖所在的“新生
社”。1920年4月1日，新生社创办《新生》杂志，
宣传新文化、新思潮，宣传革命主张，还与觉悟
社讨论在天津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1920 年 10 月，依据李大钊的意见，新生社
改组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镜湖由此
结识了李大钊。1923年，经李大钊介绍，陈镜湖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北地区最早的中国共
产党党员。

他是“热河四杰”之一

1923年 6月 12日至 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了国共
合作问题，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参

加国民党，以建立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陈镜
湖服从党的决议，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自
此，他以特殊身份投身到国民革命的行列中。

1924年 1月 20日至 30日，陈镜湖作为直隶
省代表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结识了孙中山。孙中山抵达北京后，陈镜湖作为
孙先生北上特派宣传员，赴热河宣讲孙先生的

《北上宣言》。孙先生逝世时，陈镜湖代表热河国
共两党党员到北京参加致祭，并出席了国民议会
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中共北京区委决
定，成立热河工作委员会，陈镜湖为负责人。

1925年冬，李大钊在张家口主持召开了“内
蒙古工农兵大同盟”成立大会，陈镜湖当选为中
央执行委员，出任中共热河省工作委员会首任
书记，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热河省党部执行委
员。这意味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陈镜湖
是热河地区国共两党的最高负责人。

为了建立一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
量，李大钊与冯玉祥达成默契，在冯玉祥的国民
军中组建了 3个骑兵纵队，命名为“内蒙古特别
民军”，陈镜湖任第二骑兵纵队司令。胡广志说:

“当时一个骑兵纵队3000多人，三个纵队总共1
万多人，配备精良，马是蒙古马，武器是苏联援
助的，人是共产党的。”不久，陈镜湖率第二纵队
与军阀张作霖、阎锡山作战。

1930年下半年，中共内蒙古特委遭到破坏，
为了尽快接上组织关系，他会同内蒙古特委原
委员刘刚，穿越沙漠、草原，艰难跋涉，徒步数十
个日夜，终于到达苏联，找到了共产国际，通过
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蔡和森接上了组织关
系。回国后，陈镜湖受命重建中共内蒙古特委，
并担任内蒙古特委临时书记，为隐蔽与安全起
见，从此化名李铁然。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陈镜湖立即以中
共内蒙古特委的名义，向全区各族民众发出了

“团结全国各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
号召。

胡广志说，辽西地区早期的革命者有三四
十人，其中以陈镜湖、韩麟符、郑丕烈、杜真生为
代表，他们在当时被称为“热河四杰”。

点验抗日队伍途中 中弹牺牲

1933 年初，身为内蒙古特委书记的陈镜湖
受党的派遣任抗日同盟军参议，协助冯玉祥组
织抗日队伍。

1933 年 5 月 12 日，陈镜湖带领参谋朱耀远
及警卫员从张家口出发到张北县点验抗日队
伍，汽车行驶到张北桦树梁遭反动民团袭击，陈
镜湖不幸中弹，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叮嘱警卫
员：“我流血过多，活不成了，死后你把情况通报
张大鼻子（柯庆施）转告中央……”言讫壮烈牺
牲。

陈镜湖牺牲后十四天，抗日同盟军宣布成
立，冯玉祥为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同
盟军挥师北上，一举收复察东四县，极大地鼓舞
了全民族抗日斗争的热情。

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总部的操场上，冯玉
祥立起“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

士纪念塔”，纪念塔塔尖偏向东北，以示不忘东
北沦亡之意。在铭刻于塔身的“察省抗日战役
伤亡官兵一览表”中，第二位写着：参议陈镜湖。

据胡广志透露，陈镜湖不仅是我党早期的
革命活动家，而且是北方地区党组织和武装斗
争的卓越领导者，可叹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叱咤
风云的民族英雄，却一度被历史的尘埃所淹
没。陈镜湖牺牲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民众抗日
同盟军的参议，而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却鲜为人
知。一度背负着“军阀”的劣名，长达半个世纪
之久。

1981 年春节，建平县富山乡的一位傅姓农
民从赤峰乘坐火车返乡，对面的一位旅客在看
一本《百柳》杂志，傅姓农民借来翻阅时，其中一
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文章标题是《路漫漫
——我的革命引路人陈镜湖》，署名王逸伦。王
逸伦是 1932年由陈镜湖介绍加入共产党的，离
休前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看完
这篇文章，傅姓农民心想：这陈镜湖莫非是同乡
陈洪声的大爷？于是，他就把杂志带回了家。
这个傅姓农民的父亲在砖厂做会计，而陈镜湖
的侄子陈洪声当时也在砖厂上班，他们辗转找
到赤峰《百柳》编辑部，又到呼和浩特找到了王
逸伦，王逸伦又联络到老战友惠世如（时任贵州
省统战部部长）等人，大家的共同回忆，才使这
段历史得以还原。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1983 年 1 月 7 日，辽宁省人
民政府正式批准追认陈镜湖为
革命烈士。陈镜湖烈士陵园和
纪念碑是 1984 年由中共建平县
委、县人民政府修建的。陈镜湖
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陈镜湖
烈士永垂不朽”几个遒劲的大
字，在纪念碑后面，是陈镜湖烈
士墓，烈士遗骨安葬于此。

在建平陈镜湖纪念馆里，珍
藏着陈镜湖的一件大衣，一个皮
箱，一本《康熙字典》，这些遗物
默默记录着往昔的峥嵘岁月，记
录着陈镜湖短暂而传奇的革命
一生。

陈镜湖写给中央的报告信。

陈镜湖穿过的大衣。
本组图片由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