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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骨雨花埋 
宋廷军 

“雨花台，雨花台，红骨都在那里埋！”1933 年，28 岁

的黄励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墙上留下这句遗言后，从

容走向刑场。她被枪决的直接原因，是她在狱中仍坚持斗争，

策反了看守所班长，使之成为传递情报和信息的“红色信使”。

她的牺牲，让更多的人看清了敌人的丑恶嘴脸，走上革命的

道路。 

黄励，1905 年 3 月出生于湖南益阳一个贫民家庭。1924

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0月，

黄励被党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1 年 10 月，黄励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党组织

安排她担任中华全国济难互济总会主任兼中共党团书记，主

要任务是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救济烈士和被捕

同志的家属。为营救被捕的同志，黄励想方设法多方寻找可

靠的社会关系，联系社会知名人士，聘请有正义感的律师，

组织和动员群众请愿，向反动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等，

使许多被捕同志获释出狱。 

淞沪抗战期间，黄励积极参与组织沪西日本纱厂女工罢

工和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日。1932 年，黄励被调往中共中央组

织部工作，同年冬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在十分险恶



的环境中参与领导重建党的组织，坚持地下斗争。 

1933 年 4 月 25 日，因叛徒出卖，黄励被捕，两天后，

被作为“要犯”急速押往南京，关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在看守所，黄励争分夺秒，为革命做工作。她给难友们

讲革命故事，教大家唱《国际歌》，鼓舞大家的斗志。她还把

革命宣传工作做到了看守身上，向看守们讲述革命道理，宣

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经过黄

励的不断引导教育，看守所班长张良诚等人先后走上革命道

路。张良诚暗中传递消息、信件，汇报某些人的叛变行为，

成为狱中“红色信使”。 

不久，张良诚暴露，宪兵司令谷正伦大发雷霆：“共产党

的赤化竟做到我的心脏里来了，这还了得！”张良诚案使敌人

惊恐万分。大批革命者没有“转变”和投降，而反革命营垒

中的一些人，却转变到革命方面来，与共产党人站在一起。

他们对黄励又恨又怕，感到不除掉黄励，劝降他人的工作就

难以奏效。为此，国民党中央党部批示迅速处决黄励。 

黄励知道自己即将牺牲，抓紧将狱中的最新情况写出来，

通过秘密渠道传给陈赓。当难友们问她个人情况时，她依然

谈笑自若，拍着脑袋幽默地说：“快了，快了，快到雨花台了!” 

1933 年 7 月 5 日，天还未明，看守打开牢门，黄励知道

自己最后的时刻已经降临。她把难友送的干净衣服穿好，把

自己的衣服留给钱瑛、夏之栩作纪念，叮嘱她们：“我们最后

一定会胜利的！不要为我难过，保重身体，将来为党工作。”



想到丈夫还在监狱服刑，她便扯下一缕头发，用小毛巾包着，

对难友说：“我的丈夫现在也在狱中，如果有幸能活着出来，

请你们把这包东西给他，我今生不能再与他并肩作战了，但

愿我的一缕青丝可以陪伴他一生。”当她走出牢房时，难友们

都痛哭流涕，有人还高呼：“黄大姐！”黄励边走边高声说：

“我去了，同志们不要哭，要坚持革命到底！” 

在开往雨花台刑场的囚车里，黄励对押送的宪兵做了最

后一次宣传：“你们都是穷苦人，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人，

就是不让中国的穷苦人翻身。你们杀了很多共产党、革命者，

能杀得完吗？越杀革命者越多，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 

黄励把囚车变成了宣传车，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为革命而奋斗，直到最后一秒钟！”

慷慨就义时，她年仅 28 岁。 

红骨埋在雨花台，烈士英名传万代。1988年 7 月 1 日，

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黄励的英雄事迹陈列

在馆内第一展厅的醒目位置，供一代代人瞻仰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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