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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大清王朝灭亡，中华民国成
立。当年7月，石庄镇老坝头村小学教师徐
筱峰家，迎来了第一个孩子。虽时局动荡，
但一家人还是欢天喜地。

一晃，到了上学年龄，父亲为他取名叫
徐名正。想不到，这小子天资聪明，学什么
会什么，一路走来，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
茅。特别是，他在如皋中学学习期间，语数
外各科成绩都保持全班前三，且擅长绘画、
音乐，尤擅辩论、表演等，曾有老师称赞他在
班上“辩才无双”。徐筱峰和妻子徐朱氏欢
喜得不得了。

天生异人，必有异志。令徐筱峰和妻子
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不知受什么影响，1930
年才18岁的徐名正，不顾初中毕业考试在
即，瞒着父母家人，只身前往广州，报考戏剧
家欧阳予倩创办的戏剧研究所附设的戏剧
学校。据说当时的面试题是：“你的父亲死
了！”。徐名正一听，立刻泪如雨下，号啕大
哭，其悲切之情，令现场许多老师和考生动
容……主考人员当场决定录取他。

徐名正在戏剧学校期间，不仅学到了许
多戏剧理论知识，还深受一些进步老师影
响，开始参加校内一些革命活动。

令人意外的是，1931年春，学校由于诸
多原因被迫停办。

通过一番观察，欧阳予倩认为徐名正
是可造之才，将来必有一番成就，遂将他介
绍给戏剧家熊佛西。熊佛西又将他推荐到
北京大学文学系当旁听生，继续攻读戏剧
专业。

当年暑假，徐名正回到如皋。在革命思
想影响下，他利用在如皋师范插班读书的机
会，发挥其所学戏剧知识之所长，组织导演
了《怒吼吧，中国》等革命题材剧目，亲自担
任主角。随后，他带领一班戏剧同学们，先
后到丁堰、白蒲及他的家乡石庄等地巡回公
演，广泛开展爱国运动，积极开展资金募捐
等，大力援助马占山将军开展抗日……在群
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叫徐名正——从江苏如皋石庄
镇江边小村走出来的一位革命英烈。
他几乎一无所有，很多历史资料中只
有“23岁的红中社秘书长徐名正跟随
瞿秋白行动，也在1935年2月突围途
中被捕，在长汀英勇捐躯，时年23岁”
的记载，革命烈士纪念馆也只有寥寥
数语的简介，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留
下。近日，笔者找到了他住在如皋市
长江镇开杂货店的外甥兼嗣子徐建
明，终于探寻到了他鲜为人知的革命
足迹。

1933年10月下旬，上海党组织派徐名正去
厦门参加十九路军工作。他化名罗伦，担任十九
路军政治部委员，随后又在陈铭枢组织的福建省
人民政府担任宣传委员。

在血雨腥风中，“福建事变”由成功走向失
败，许多革命党人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徐名正历
经千辛万苦一路寻找组织。1934年1月，他前
往中央苏区瑞金，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到苏
区后，他被组织安排到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
《红色中华》工作。该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
日，后改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
报。他发挥自己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和深厚的
文化功底，做编辑、写评论、采新闻、制版面、忙印
刷、搞发行，没日没夜为党操劳，还介绍《红色中
华》报秘书长任质斌（新中国成立后任文化部副
部长）加入党组织。1934年春，在任质斌卸任报
社秘书长时，徐名正受党组织指派勇敢地挑起了
报社秘书长的重任（社长由瞿秋白兼任），始终和
瞿秋白同志战斗在一起。他曾在一封家信表示：

“誓将红旗插遍天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徐名正

被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在红军主
力长征后的四个多月时间里，他先后组织编印了
《红色中华》报24期，大力宣传红军扩红、征粮，
激励苏区军民继续战斗，制造红军没有转移的假
象，迷惑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直至1935年1
月21日出版最后一期后，于2月24日在福建长
汀不幸被国民党宋希濂部逮捕。

面对国民党的各种酷刑，徐名正视死如归，
坚决不给反动派提供任何有用信息。反动派在
精神上无法撼动徐名正的革命意志，就反复对他
的肉体进行残酷摧残。最终，徐名正同志英勇牺
牲在敌人的电椅上，年仅23岁，连尸体都不知所
踪……20世纪80年代，任质斌来如皋时多次谈
及徐名正，称其“为人忠厚正派，工作积极，生活
艰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名正在革命期间，将
自己的父亲徐筱峰发展成农会委员，带领乡亲们

“打土豪，分田地”；将自己的妹妹徐静英和妹夫
汪铁君发展成我党地下交通员，为新四军输送了
大量药材等军需物资。十分遗憾的是，他还没娶
妻生子就被国民党残害了。1953年，徐静英和
汪铁君夫妇生下第五子。徐筱峰征得女儿女婿
同意后，将其“过继”到舅舅徐名正名下作为嗣
子，取名徐建明。

徐建明说，虽没有继承到舅舅、嗣父任何物
质的东西，但他坚强的革命信仰和意志，值得我
们后人永远铭记和发扬！

如皋，是一块红土地，人称“小延安”。早在
1928年至1929年间，经如泰农民暴动的洗礼，通海
如泰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分别成立
了中国工农红军江苏第一大队和如泰工农红军游
击大队……后来，由这几支革命武装改编成立的中
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成为江苏省境内唯一列入中
央序列的正规红军武装部队。

在这样的革命火焰熏陶下，徐名正的革命热情
越来越高。1931年，他在时任中共镇涛区委书记吴
汝连的影响和引导下，积极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
并经吴汝连介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
织安排下，徐名正担任了中共如皋师范支部书记。
他秘密开展各种活动，经常找进步同学谈心，宣传
马克思主义，同时注重发展新党员。九一八事变
后，徐名正联合如城知识青年成立了“反日救国
会”，领导如师学生开展了一系列爱国运动。一次，
时任中共如皋县委书记的吴汝连，派人找到徐名
正，要他组织如师学生赶制3000份内容为“如泰工
农行动委员会”的传单。徐名正二话没说，无条件
接受任务。随后，他迅速组织党支部骨干分子发动
学生连夜赶制，并亲自设计制作，悄悄在晚上进行
油印包装，终于在天亮前出色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
任务，将传单秘密交给党的地下交通员，受到吴汝
连书记的高度赞扬。

在如皋师范插班读书期间，徐名正还做了一件
惊天动地的事情。一天上午，来如皋师范视察的国
民党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发现校园内石灰墙
上竟写着“打倒沈振声”（反动校长）的大幅标语，忙
问怎么回事？沈振声一时语塞。事后，他查出是徐
名正组织人在周佛海来的前一天深夜写的。因此，
他怀恨在心，一直寻机打击报复。后来，终于利用
寒假，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徐名正开除。

徐名正在党组织和学校进步师生的关心和帮
助下，转至上海私立学校——正风中学，继续从事
革命活动和读书。1933年夏，徐名正高中毕业回到
如皋。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以城市民众教育馆馆
员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活动。

其时，徐名正的处境十分危难，国民党反动派
到处通缉他。一段时期，徐名正避住到如皋南乡车
马湖范湖洲小学。一名同学将其处境转告了他的
父亲。徐筱峰费尽心机终于找到儿子。父子相见，
相拥而泣。这一天，这对父子进行了第一次促膝长
谈。徐名正坦诚地告诉父亲自己这几年来参加革
命的坎坷经历和今后继续革命的决心，最终得到知
书达理的父亲的理解和支持。父亲将随身带来的
一些盘缠交给他，让他避住上海。

立足家乡开展斗争◆

心里埋下革命火种◆心里埋下革命火种◆

誓将红旗插遍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