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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20日深夜，竹山城内万籁俱静，城西走
马岗上秋风萧萧，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秘密押着一
个青年，向走马岗走去。敌人在这里早已挖好一个大土
坑，一名军官按上司的命令，对站在土坑前的这个青年
说道：“给你5分钟时间考虑，投降给你官做，不投降就活
埋！”但这个青年昂首挺胸，泰然自若，完全不理睬他
们。5分钟后，刽子手们蜂拥而上，将他推下土坑。青
年奋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声音似惊雷震撼苍
茫大地，使敌人胆战心惊；像流星划破沉沉黑夜，使竹山
人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平湖人民的好儿子、竹山人民的好县长——许明清。

许明清，原名陈玉虹。1918年 10月 12日出生于平
湖县（现平湖市）新仓镇杉青港村一个书香家庭。父亲
陈心树，曾任国民党平湖县党部书记长兼平湖县参议会
副议长。

许明清兄弟姊妹五人，上有长姐，作为大哥，他十分
关爱自己的弟弟妹妹，努力做他们的榜样。1925年起，
许明清进入平湖县立第四小学就读。上学时的他内向
文静，读书用功刻苦，成绩名列前茅。同时他也谦虚诚
实，很懂礼貌，平时穿戴朴素，凡自己能干的事尽量自己
去干。

新仓镇地处平湖东部，周围大多是贫苦农民，民间
疾苦在许明清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当时他家中
曾雇请一位农妇当他弟弟的奶妈，许明清与奶妈的儿子
友根既是同窗，又是一对好伙伴，感情很深。但是学校
里的先生看待他与友根的态度却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使
许明清幼小的心灵产生了“为什么不平等”的疑问。

幼时的许明清，经常随母亲倪静萱去江苏省金山县
（现上海市金山区）扶王埭张家桥外婆家，母亲对他影响
很大。许明清最讨厌父亲的官商朋友，从不去理睬他
们，但对穷苦百姓却十分同情。他喜欢和那些农民子弟
在一起玩耍，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感情。

1930年，许明清进入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求学。此时
的他，求知欲望变得更加强烈。他爱看各种书报，积极
参加学校和班级的宣传报道工作。寒暑假回家，他总是
钻在书堆里，偷偷翻阅父亲收藏的有关宣传共产主义的
书刊和进步小说。后被父亲发现，遭到禁止后，他只能
向好友借阅宣传新思想的书刊，他瞒着父亲如饥似渴地
阅读。许明清不但自己阅读，还将高尔基的《母亲》等作
品寄给了在松江女中读书的表妹阅读。

1934年，许明清转入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求学。
当时正值日寇侵华日益猖狂之际，1935年 12月 9日，北
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示
威游行。抗议华北伪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杭
州中等以上学校，有学生万余人也举行游行示威，声援
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爱国呼声震动全国，震
惊了爱国青年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许明清再也
不能埋头读书了。他与学校进步师生们一起，秘密地组
织“读书会”，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利用课余时间，
阅读进步报刊，了解时局变化，评论是非曲直，揭露学校
当局贪污劣迹并组织罢课，一度掀起学潮。

许明清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学校的注意。校长为使
他离开学校，亲自写信给他的父亲陈心树，说中国国民
党中央政治学校今年提前招生，学校决定推荐他直接去
那里上学。

陈心树果然很高兴，马上给儿子写信，要许明清回
家准备上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许明清收到信，赶
回家，向父亲表明了不走升官发家之道，要寻求抗日救
国之路的决心。父亲以自己的处世哲学来劝说，以爱子
之情来感染，急切地希望能改变儿子的志向。父子俩谈
了一天一夜，但是许明清的决心却没有动摇。父亲伤了
心，说：“你去吧，你就光着身子去为国家民族吧！”许明
清离家时对家人说：“东洋人来了，我决不做亡国奴。”

1937年9 月，许明清考入武汉大学，就读法学院经
济系，想多学知识、寻求真理、报效祖国。

1937年9月18日，许明清来到武汉大学报到。不久
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时代的暴风雨把许
明清也卷入了革命的洪流。在武汉大学，他日夜奔走呼
号，参与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同年11月，家乡平湖沦陷了。消息传来，许明清辗
转反侧，夜不能寐。家乡的过往一一浮现在他的眼前，
更坚定了他想要去前线锻炼自己的决心。不久后，武汉
大学地下党组织派人与许明清谈心，他倾诉了自己的理

想和志愿，决心离开学校到抗日前线去。党组织同意了
他的要求，介绍他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由于去延安报
到的时间突然提前，八路军办事处便建议他到应城汤池
农村合作训练班学习。

1937年11月，董必武和中共湖北省工委决定，利用
与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长石瑛和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
汤池农村改进实验区负责人李范一的关系，在汤池开办
湖北省农村合作训练班，将进步知识青年培养成事业指
导员，为开展鄂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准备骨干力量。党
派省工委宣传部部长陶铸主持训练班日常工作。

12月15日至16日，陶铸、邓颖超等分别在国立武汉
大学、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设招收训练班学员的口试与面
试点。邓颖超在汉口华商总会礼堂作题为《抗战形势、
方针、政策与前途》的报告。许明清聆听了报告后，对共
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加深，他毅
然报名参加了汤池训练班。17日，随陶铸等 60余位师
生一起乘小火轮离开武汉，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
路。

许明清是这个训练班的首批学员。训练班的学习、
生活条件较为艰苦，吃的是萝卜白菜、住的是祠堂庙宇、
睡的是稻草地铺，但师生们同吃同住，一起学习，一起训
练，大家情绪十分高昂。他们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个
人的命运联系起来，寻找挽救国家于危亡的办法，这对
于正在成长中的许明清来说，恰如花木逢春一般，给他
注入了新的生机。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
许明清刚到训练班时，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听说他家是
官僚地主，又见他温文尔雅，细皮白肉，肩不能挑，手不
能提，便背后议论道：“这样的大少爷，会不会和我们泥
巴腿子一条心呀？”他听到这些传言，并不气馁，而是认
真、刻苦地学习革命理论，注意在具体的实践中锻炼自
己、改造自己，扫地、打水、担柴、烧饭，他总是抢着干。
不久，他用实际行动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1938年1月20日，汤池合作训练班第一期结业。许
明清随顾大椿、夏菲等到京山县合作指导室工作。他为
人诚恳、淳朴，而且工作一丝不苟，作风正派，无私无
畏。是年 4月 4日，由顾大椿、夏菲介绍，许明清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仓
皇而逃。京山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逃奔南山，鄂中局
势一片混乱。中共鄂中特委得知京山卫生所的一批医
护人员滞留在京山花园台一带，遂派许明清等去寻找，
争取让他们留下，为抗日出力。他接受任务后，连夜赶
到花园台，几经周折，找到了这批医护人员。但他们的
思想很复杂，有的想西奔重庆，有的想弃职回家，经许明
清耐心说服、动员，大家的爱国热情终于得到了激发，都
表示愿意留下参加抗日斗争。后来，这批医护人员成了
组建新四军第五师医院的骨干力量，为开展鄂豫边区敌
后抗日游击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同年冬，鄂中抗日游击队开始形成，陶铸派许明清
到京山向家冲建立区委，发展党员，组建游击队。向家
冲地处大洪山南麓，是京山西北的大山区。该地环境险
恶，情况复杂，土匪多如牛毛。许明清刚到时连吃住也
难以解决。他不怕艰难困苦，依靠当地群众，积极开展
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培养骨干，建立基层党组织，先后成
立龙鹤乡、向集小花岭、花石冲等3个党支部，发展党员
103人。

在鄂中特委的领导下，许明清帮助建立了三阳区、
龙鹤乡抗日民主政权，并在关集和向集等地建立农救
会，会员达 180多人，妇救会会员 210人，青少队和儿
童团 80多人。领导群众开展锄奸、动员青年参军、为
新四军第五师送军粮等活动，仅 1个月就运送粮食 9.2
万余斤。妇救会赶做了大批军鞋、粮袋等慰问品，积极
支援前线。1938年12月，许明清在吴集曹关成立“忠勇
救国十二人团”，这支队伍开始时仅有3支枪，后逐步发
展成了拥有3个中队、330人、240多支枪的京中大队。

许明清在向家冲辛勤工作，不但发展党的组织，建
立武装，而且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做好统战工
作。积极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动员各阶层进步人士投身
抗日救亡运动。经他动员教育，绅士李方时和洪帮龙头
大哥张光泽、联保主任张先浩等先后投入了抗日斗争。

1939年春，上级党组织调许明清任应城矿区委员会
书记，翌年春又调到应城县（现应城市）委任组织部部
长。在革命斗争中，他迅速成长起来。

1942年春，许明清和应城一区区委委员林涯萍在应
城县葛几岗结婚。婚后不久，他们便分赴各自的战斗岗
位。1943年夏，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呱呱坠地，取名彬
彬。紧张的战斗生活使他们无暇照料自己的孩子，许明
清只得耐心说服爱人将孩子托给老百姓代养，3个月后
孩子因病夭折。1946年6月，生一女孩，取名郁郁，随母
亲生活成长，曾一度带至平湖抚养。

抗日战争后期，鄂中地委和行署相继建立，地方武
装扩编。但活动经费主要依靠汉（阳）孝（感）（黄）陂地
区的财政收入供给，因此汉孝陂县委的工作急需一名得
力干部主持。1943年夏，经地委决定，许明清调任汉孝
陂县委书记。

汉孝陂地处武汉近郊，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
要。日、伪、顽合为一流，在这小小的地区内竟然建立
了300多个据点，环境甚为险恶。县委机关居无定所，常
常一夜要换几个地方。年仅25岁的许明清，肩负党的重
托，他把残酷的斗争、重重的困难，看作锻炼自己的磨刀
石。他和亲密战友饶民太、朱道平等人带领机关的干
部、战士，在敌300多个据点中穿插游击。他们不仅没有
被敌人消灭，反而不断打击敌人，扩大战果，壮大自己的
力量，每月为地委机关、部队、学校、医院筹集两万银元
的经费。同时，许明清还冒着风险，想方设法到被日寇
占领的武汉购买部队急需的医疗器械、药品，有力地支
援了边区军民抗战。

在艰苦的环境中，许明清处处身体力行，廉洁奉
公。他掌握着大量的物资、现金，但他和战士们一样穿
草鞋、打赤脚，还和通讯员陈本国轮换穿三条裤子，每天
的菜金也是0.15元。对前来检查工作的领导，也从不搞
特殊招待。为了解决抗日军民的粮食问题，他带领干
部、战士响应党的号召，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带
头开荒，生产自给。把根据地的经验运用到游击区，坚
持一边开展游击战，一边发展生产。行军转移时，他每
到一个村子，就把枪架在田头，帮助群众抢收抢种，和群
众一起打草鞋、纺麻线，军民亲如一家。在他们的带动
下，汉孝陂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经济自给有余，军
民生活大大改善。

经过许明清等同志的艰苦工作，到1944年冬，汉孝
陂地区县、区、乡三级普遍建立起抗日政权和人民武
装，成为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坚强堡垒。许明清也
在这血与火的战争中锻炼成长为一名卓有才智的领导
干部。

1945年 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各地响起了庆
祝抗战胜利的爆竹声。许明清周围的同志都有自己的
想法和打算：有的想回乡耕种，和久别的父母、妻儿团
聚；有的想重进学校深造，补上已荒废的学业……大家
问许明清：“你这个大学生怎么打算呢？”许明清严肃地
提醒大家：“现在既不是解甲归田的时候，也不是追求
个人幸福的时候，更严峻的斗争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手
中武器必须握得更紧，以迎接新的更严酷的斗争。”10
月，许明清调任鄂中专署副专员，肩负了更加光荣的革
命重任。

1946年 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挑起内
战，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派遣特务潜入汉孝
陂地区，妄想拉我党干部下水。许明清及时揭破国民党
的阴谋，严惩了作恶多端的汉奸、特务。

1946年7月1日，江汉军区及独立旅由文敏生、罗厚
福率领，从安陆西桑树店出发，突出蒋军的重重包围，向
鄂西北急进。许明清在军情紧急的关键时刻，率队断
后，阻击敌军追击，破坏铁路，阻滞敌人行军，掩护主力
部队突围。

江汉军区部队于 7月 22日解放湖北竹山城。为在
竹山建立新的根据地，军区党委决定组建中共竹山县委
和民主政府。鄂西北的竹山，交通闭塞，人民生活十分
困苦，军需民食均难解决。在领导为确定县长人选而
为难时，许明清不计职位高低，主动要求承担竹山县民
主政府县长的重任。

26日，“竹山县人民民主政府”的牌子在旧政府门口
高高挂起。县委和县民主政府建立后，许明清和县委其
他领导同志分头深入大街小巷登门拜访，了解民众疾
苦，宣传党的政策。新成立的县政府，首要任务便是帮
助群众恢复生产。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中原军区部
队进入竹山城时，人民担惊受怕，远奔他乡。许明清签
发了安民布告，稳定民心。他还请城内的居民和工商界
人士，召开联欢会。许明清对大家说，从前是八字衙门
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如今，制度变了，大门还是朝
南开，但穷苦百姓可以随便来。往后，穿草鞋的、光脚板
的、脚上沾有泥巴的，都可自由出入，人民就是当家的主
人。这些话，听得大家暖在心头，共产党的方针，如指路
的明灯，驱散了人们心中的迷雾。

消息传开，群情振奋，远奔的人员陆续返回了竹山
县城，生产逐渐恢复，城内秩序井然。县民主政府打开
官仓，赈济贫民，打击反动分子，平价收购食盐供应群
众。部队还拿出节省的军饷作为无息贷款，帮助穷苦人
民重建家园，拿出药品为群众医治疾病。这些为民造福
的事，令竹山人民感激不尽，高兴万分。街头巷尾，百姓
谈论起许县长，都纷纷流露出对共产党、对许县长的敬
意，大家称共产党的军队是“尧舜之师”。

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竹山城的上空重新
笼罩起了战争的阴云。国军第一八五旅尾追而来，步步
向竹山进逼。国军新编第十师师长罗广文部进驻竹溪，
第十旅旅长谷炳奎部开抵宝丰，对竹山构成东西夹击之
势，企图摧毁新生的竹山民主政权。县委根据实际情
况，决定把机关、部队全部转移至乡间，并在竹山六房沟
组建中共竹南县委，许明清任书记，开展游击战争。具
体任务是就地安家，建立竹房根据地，并与陕南连成一
片。竹南县委下设 3个区委。区委干部到任前，许明
清向大家讲述了当前的严峻形势和任务，又特别强调
了到新区后应注意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同志对革命
工作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在安定的环境中，把工作一件
一件做好；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中迎难而上。我们是共
产党员，又是党所培养的领导干部，更应兢兢业业，不
畏艰苦去工作，去斗争。”同志们听了他感人肺腑的言
谈，深受感动，都当即表示要和他“同生死，共患难”！
许明清说：“人嘛，总是要死的，为人民事业而死，死得
其所。”

带着许明清的期望，大家踏上了前往各区委所在地
的征途。许明清率领地委调来的一个连和京山、随南、
天汉等地随军突围的干部，忍着饥饿、炽热、蚊叮虫咬，
在崇山峻岭之中，与数十倍之敌周旋，粉碎了敌人一次
又一次的围剿，不少同志牺牲了年轻的生命。然而，有
少数革命意志薄弱的人动摇了，背叛了革命，向敌人屈
膝投降，泄露了竹南县委的机密，使竹南县委机关的处
境更为艰难。

敌军掌握竹南县委活动情况后，更加疯狂地“清剿”
起来，并重金悬赏，鼓动地方反动势力刺探我军机密。
当许明清带领两个排进入三区活动时，突然被一个营的
敌军包围。突围中，县委与三区区委机关人员被冲散。
许明清与通讯员赶至房县，找到地委，汇报了竹山地区
的情况。鉴于竹山敌情严重，需要巩固领导，加强对敌
斗争，进一步创建根据地，地委指示许明清重返竹南地
区，收容失散人员，恢复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地委又调
拨出一个排，充实竹南县委武装力量。

10月4日，许明清率队行至竹南官渡三池沟垴迷失
方向，遇一抓药农民黄兴有，他答应做向导带路。黄兴
有平时思想反动，他认为这次是向国民党表功的好机
会。一路上他假装按许明清指定的方向去财神庙，途
中经木鱼洞沟时，他要求独自先去岳母家。许明清为
防止意外发生，指派两名战士跟随。没料到黄兴有趁递
药之机，悄悄把许明清部队的驻地情况向曾任甲长的岳
父吴青山讲了。吴青山连夜向官渡区公所密报消息。

谷炳奎得知情报后，立即派兵，又调用民团星夜出
动。10月 5日拂晓赶到房县麦浪坪，兵分五路包抄过
来。激战中，3名战士壮烈牺牲，许明清受伤被俘，其他
战士子弹耗尽，同时被俘。敌人早就听说许明清是鄂中
专署的副专员、竹山县县长，抓住他后想从他身上发笔
横财，但除了在他身上搜到一支用了多年的旧钢笔外，
一无所获。

1946年 10月 7日，敌人将许明清押进竹山县城，关
进了敌军第十旅旅部。少将旅长谷炳奎听说捕获了共

产党的重要干部，欣喜若狂，他想只要这个共产党干部
向他投降，就可以向上请赏。

于是，谷炳奎让他的副官以他私人的名义给许明清
送去一桌菜，许明清威严地坐在那里，不论副官怎么说，
他都不理睬。谷炳奎急于要许明清投降，便亲自出马，
又是松绑，又是让座，谈了大半天，许明清只是说了句：

“拿回去，你们的饭不是我吃的。”
许明清在狱中，什么话也不说，以绝食来回应敌人

的审讯、劝降。竹山城内的百姓听说了许县长不吃不喝
敌人东西的消息，心痛至极，不少人冒险给他送饭，但都
被卫兵挡在门外。

谷炳奎和国民党县党部的头子无计可施，就派了几
个人，伪装成老百姓去送饭。送饭的人说：“许县长，你
是好人，向他们投降，还不是一样做好事？”许明清说：

“老乡你这饭是好饭，你这话可不是好话！我投降了还
能是好人？”

谷炳奎看到这招不行，就施用“苦肉计”，打伤一员
干将，冒充“同志”，打入监狱，企图从许明清的口中套
出党组织的情况。但是，敌人的阴谋诡计都被许明清一
一识破。最后，敌人无奈，用绳子把他双手大拇指绑在
一起，吊在柱子上，让他能站不能蹲，想尽方法折磨许明
清，妄想使他动摇。然而他们怎能理解共产党人顶天立
地、视死如归的钢铁意志呢？

谷炳奎见许明清软硬不吃，便自作聪明地设下圈套
说：“只要你肯在群众大会上讲几句话，表示一下‘态
度’，我们就放了你，而且要钱给钱，要官给官。”出乎敌
人意料，许明清竟一口答应了。

在一个秋风瑟瑟的日子里，敌人在竹山城北门坡广
场上搭了一个高台，驱赶城内外的老百姓入会。敌人加
强了戒备，四周布满岗哨，荷枪实弹把群众包围在中
间。谷炳奎首先对人们胡诌一番，说什么他们已经胜利
了，新四军第五师已经被消灭了，许县长也“弃暗投明”
了，大家要安分守法，等等。接着，他又一字一顿地说：

“现在，请许县长跟你们讲讲！”许明清走上台来，会场上
几千人，立即把目光集中到他身上，等待着他说出第一
句话。

“亲爱的同志们，亲爱的竹山父老兄弟们！我是共
产党人，我是你们的儿子，我不怕死，我永远不会叛变革
命，永远不会离开你们，你们不要相信国民党反动派的
鬼话，咱们新四军第五师已经突破了他们的包围，顶多
三年就会打回来的。竹山是要解放的！”许明清坚定、豪
迈的语言，一下点燃了人们胸中的怒火，老人们热泪奔
流，年轻人紧紧握紧了拳头。

坐在台上的谷炳奎被这意外的举动惊呆了，他气急
败坏地大叫：“推下去！推下去！”随后狼狈地离开了北
门坡广场。

10月 20日，敌人黔驴技穷，终于对许明清下了毒
手。敌十旅旅部副官室主任甘清泉亲自来到特务连，向
连长张贤尊下达谷炳奎“活埋许明清”的手令。当日深
夜，一伙荷枪实弹的敌兵，把许明清从监牢里带了出
来。此时，许明清知道自己和党、人民以及自己亲人诀
别的最后时刻到了，但他毫无惧色，十分坦然，大踏步地
走向了刑场……就这样，年仅28岁的许明清被敌人活埋
在湖北省竹山城西走马岗。

许明清牺牲了！但他用满腔的热血追求人间正义，
用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英雄事迹为后世留下了珍贵
的、永远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他那闪耀着光芒的爱国
主义精神、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高尚思想品质，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平湖、竹山
人民奋发进取、砥砺前行！

——许明清烈士传略

清明怀明清
■■市乡贤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黄伟慧

刻苦学习寻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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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握钢枪继续战斗

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许明清烈士证书

1951年8月1日竹山县各界人民公祭许明清复仇大会

林涯萍、林郁郁在许明清墓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