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永存 后人缅怀

成刚介绍，他的伯父成树俭在世时讲，大祖

父牺牲后，曾祖父成清亮一只眼睛哭瞎了，曾祖

母一病身亡。 最可怜的是 22 岁的大祖母，整天以

泪洗面，眼睛都快哭瞎了，她一直认为丈夫没有

死，还会回来，始终未再嫁，艰难时以讨饭为生。

1979 年去世，和成珍合葬在村南侧的祖坟里。

“成珍的事迹确实感人，《中国共产党鹤壁市

历史》、《太行英烈》《鹤壁烽火三十年》《淇河儿

女》等书中均有记载，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

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词典》中也有收录。 ”郭长敏

说。

成钧告诉记者， 家乡的群众非常怀念成珍。

1995 年 7 月 1 日，村两委在村头立起了“革命先

烈成珍故里”纪念碑，市、区、乡有关领导、附近近

千名村民参加了揭碑仪式。 现在每逢清明节，附

近学校的师生还到碑前扫墓，缅怀这位革命先行

者。

这是清理遗物时，在

烈士墓穴中发现的成珍

唯一的照片。

立在村头的“革命先烈成珍故里”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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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青年时期，就选择了革命道路，宣传进步思想、领导工农运动，成为鹤壁早期的

共产党员。 由于叛徒告密，他惨死在反动派的监狱中，年仅 23 岁。 他用短暂而光辉的人

生，铸就了一座共产党人的不朽丰碑！

成珍：生命短暂，精神永存

□

晨报记者 夏国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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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找的是成珍的

后人吧？ 我知道他们住在

哪里，走，我带你们去。 ”5

月 27 日中午， 记者和市

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郭长敏来到鹤山区鹤壁

集镇东马驹河村，村口一

位老太太听说是打听成

珍事迹的，就主动带我们

前去。

这位老人说，自己虽

然一大把年纪，但对于成

珍的事迹也只是听长辈

们讲过，知道他是鹤壁早

期的共产党员之一，后由

于叛徒告密，20 多岁就惨

死在反动派的监狱里，人

们为了纪念他，在村边公

路旁修建了“革命先烈成

珍故里”纪念碑。 成珍本

家现在还有后人，侄孙成

刚就住在村里。

聪明好学 思想进步

成珍的侄孙成刚告诉记者，成珍是老大，

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 老二叫成璟，老三叫

成瑞，老四叫成琳，老五叫成琨，自己是成琳

的孙子。对于祖父成珍的事迹，他主要是听奶

奶和父辈们的讲述。

成珍， 字美玉，1905 年 6 月出生在东马

驹河村一个地主家庭，自幼聪明好学，富有上

进心。在当时的汤阴县立第一小学上学时，学

习成绩就很突出。语文老师曾在他的习作《文

不爱钱武不惜死论》上批曰：“洋洋千余言，宛

若行云流水；浩浩正气也，充塞天地间。 如竭

力用功，小子可成一代名儒。 ”

但成珍并没有像老师期望的那样， 向名

儒的方向发展。 他上学期间就关心时事，经常

和进步青年来往，交流学习情况，反对拜神，

提倡男女平等，鼓励女子剪发、放脚，对当时

军阀混战的黑暗社会很不满。

在校学习期间，他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

积极阅读《向导》、《晨报》等进步书刊 ，并在

《曙光》等刊物上发表不少文章。1924 年，他加

入了共青团。 次年， 他多次带领同学上街游

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军阀混战、

反对崇洋媚外等活动，发动抵制日货活动，声

援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

光荣入党 领导运动

“大约到了 1926 年春，国内形势恶化，他

无法继续上学， 到鹤壁集县立第四小学任语

文教师， 经常在课余秘密组织学生到鹤壁集

南塔坡等地开会，学习宣传革命思想。 ”成珍

的另一位侄孙成钧介绍，1927 年大革命失败

前后，蒋介石、汪精卫疯狂搜捕和屠杀共产党

员、革命群众，声称“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

一个”。 少数意志薄弱的革命者有的退党，有

的叛变，成珍却不怕抄家、不怕坐牢、不怕杀

头，于 1926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后，成珍还找到在汲县 (现卫辉市 )读

书的汤阴籍青年共产党员任铭阁、韩墨清、何

名臣、傅凌云等，秘密串连，于 9 月份建立了

中共汤阴独立党支部。

郭长敏说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

1923 年 ~1925 年期间 ，汤阴、鹤壁出现了党

的地下活动，1926 年 ~1927 年那里发展了党

员，成立了党的组织，成珍是鹤壁早期的共产

党员之一， 为推动鹤壁农民运动及以后开展

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听我叔父说，大祖父很注重对其他青年

进行引导和教育，1927 年暑假， 他组织学校

思想进步快的王振山、吴庭艳、孙绳武等七八

个学生，成立了共产主义学习小组，经常到鹤

壁集的南塔坡、万昌隆粮行后楼上秘密开会，

学习宣传马列主义， 激发青年学生的革命热

情。他们在鹿楼‘小满会’上散发革命传单，张

贴标语，农民们看了拍手叫好，地方豪绅看了

胆战心惊，军警看了惊惶失措，起了很好的宣

传作用。 ”成刚回忆道。

郭长敏介绍， 成珍不但注重培养进步青

年，还经常深入当地煤矿宣传革命思想，讲团

结就是胜利的道理， 列举工人罢工的成功事

例， 鼓舞工人们的士气。 一次， 一煤矿井下

瓦斯爆炸， 两人死亡， 多人受伤， 资本家妄

图推卸责任。 成珍听说后就找矿工、 其本家

二叔成旺商量对策 ， 并找到学生家长连玉

山、 赖翠生等串连工人， 率领工人抗议并进

行罢工， 最终迫使资本家答应工人提出的合

理要求，随后，还在矿区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工

会组织。

采访中村里的老人们反映， 成珍虽然出

身于地主家庭，但很同情穷人，对长工十分热

情和关心，常常和他们在一起谈心，讲穷人翻

身求解放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在安

阳上学期间，长工王群送他上学，他总是和王

群轮换着骑马。成珍的众多“反常”言行，被他

的一些亲戚朋友视为大逆不道。

“大祖父那时虽然年轻，却很有远见。 ”成

刚指着自己家前面一栋两层小楼说：“那就是

大祖父的故居，1927 年秋天， 房子还没有完

工时，他就对长工王群说，这座楼可是给你们

盖的，将来觅汉（佃农）们都会分到土地和房

屋的。当时王群认为他是在说梦话，或是开玩

笑。 没想到，解放后土改中这座楼真的分给了

他。 ”

叛徒告密 英勇就义

成刚说，据他奶奶回忆，大祖父深感武装斗

争的重要性，于 1928 年春天潜入了冯玉祥部队，

任团军需官。 临行前，他交给父亲一个用蜡裹着

的小纸团，说：“我这一走就不回来了，将来共产

党胜利占领了北平，你们就拿着这个蜡纸团去找

我。 ”他还鼓励妻子呼宝莲说：“不管生男孩还是

女孩， 都要好好地教育， 等孩子长大了也让他

（她）参加革命。 ”

成刚说，五祖父成琨也多次给他讲起大祖父

的事迹。 在冯玉祥的军队中，他仍然经常秘密阅

读进步书刊，在士兵中间宣传党的理论，组织策

反。“1928 年腊月二十， 在家家户户忙着过年之

际，他回到家里筹集起义经费。 当时，他不但典卖

了大祖母的嫁妆，还把她身上唯一值钱的一对儿

银手镯也典当了。 即使这样，经费还是差很多，大

祖父就把家里最好的 10 亩地卖了。 到了大年三

十傍晚，经费终于凑齐了。 顾不上和家人团聚，大

祖父毅然返回军营。

“后来，由于叛徒告密，组织起义失败，大祖

父被捕入狱，被囚禁在国民党河南省开封第一监

狱 (国民党河南反省院 )。 ”

“成珍早期宣传革命时， 已经引起反动派的

注意。 他后来到冯玉祥的部队继续宣传革命，被

捕入狱，究竟是何人告的密，如今已不得而知。 战

乱频仍，许多资料都散失了，现在也已经无从查

起了。 ”郭长敏说。

“大祖父在狱中待了一年多，皮鞭抽、坐老虎

凳、灌辣椒水、开水烫、烙铁烫，敌人用了多种酷

刑，大祖父的胳膊、腿都被打断了，但仍不开口，

严守党的秘密，不肯出卖同志。

“敌人变换花招，又让叛徒出面，诱以名利，

大祖父唾了叛徒一脸，扇了叛徒一耳光。 敌人让

写自白书，他坚决不写；逼他招供，他一言不发，

绝食抗议，不再吃一口敌人提供的饭菜。

“后来，饱受折磨的大祖父见敌人就破口大

骂，敌人无计可施，就不断加刑。 在他生命垂危之

时，敌人还不放过他，逼他写自白书，他挥笔写下

‘我没有什么可写的’几个大字。

“1929 年 8 月 4 日，大祖父壮烈牺牲，被就地

埋在监狱内，年仅 23 岁。 ”成刚说，当年成珍的堂

兄成福知道后，前去把尸骸运回。 为了不让家人

过度伤心，都没敢把狱吏偷偷告诉他的狱中惨状

实言相告。

成珍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