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先锋当属中大附中 

 

中国近代革命风起云涌，广州中大附中冲锋在先。附中不仅出现

了校史上第一名中共党员、“百岁革命家”谭天度，而且涌现出“广

州文总六烈士”集体先锋。他们的故事可歌可泣，他们的事迹传遍中

华，是附中的传奇，是附中的骄傲。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位名不

见经传的人物，讲的是另外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翁名叫陈文宗，大约是 1929 年出生于阳江阳春的春

湾镇。他自小就爱好文学，初二时就开始发表文字激扬的作品。1945

年夏初中毕业前夕，与友人敖大弼商量着一同报考从广州迁到云浮罗

定的私立长城中学，因为他认定求学不单是学习书本知识，更要学会

社会知识，要知道时代的潮流，在那里就可以摸到时代的潮流，赶上

时代的潮流。这是他首次在关键时刻展露出过人的一面。 

两人天蒙蒙亮从家里出发，步行近 40 公里才到罗定。顺利考入

私立长城中学后不到两天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他们随学校迁回广州。

第一学期结束后，因不满学校昂贵的学费和死气沉沉的学风，他们决

定报考当地名牌中学。陈文宗考入广雅中学，敖大弼则考入中大附中。

第二学期结束，陈文宗又转学考入附中。 

正是在附中，陈文宗像是鸟儿得到了天空，鱼儿拥有了海洋，不

仅很快加入同学们组织的“读书会”，还如饥似渴地研读解放区的文

艺作品。受同学号召，他积极参加了 1947 年的五卅一反饥饿反内战

反迫害大游行。游行中他的手臂被国民党特务打伤，包扎好后继续跟



着队伍行进。此次游行，使他对政治与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

始研读艾思奇撰写的《大众哲学》。有一天他对好友敖大弼说，辩证

唯物论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知道怎样去认识世界、怎样去做人。

在广州难以找到更多这类书籍、也听不到这类演讲，他竟然和同学跑

到香港，在达德学院听名流学者讲学，回校后激情澎湃地向好友传递

他们的观点。 

 

 

1930 年，中大附中进步组织“读书会”成员合影。 

 

他对敖大弼说，他曾立志做一个“歌生民病”（歌颂民生美好，

关心人民疾苦）的作家，但现在改弦更张，决定要到解放区或游击区

亲自拿起武器参与战斗，体验真正的生活，才能写出有益于人民的作

品、过有意义的人生。敖大弼同样说出了思想的变化：以前只想学好



知识混口饭吃，到了附中之后才受到启蒙，知道要强国救民非推翻旧

制度建立新中国新制度不可，手段就是革命，直到今天才认识到要更

坚定地走革命这条路。此刻，陈文宗说了一句昭示他们命运的话： 

 

    这是我们找到了人生的归宿。 

 

1947 年秋天，陈文宗秘密加入党的外围组织“爱国民主协会”，

并向组织表达了参加革命的志愿。如愿所偿，组织安排他加入游击区

的战斗。1948 年 1 月的一天，他在家里与亲人告别，父亲与他拥抱，

告诉他今后一切行动要“剑胆琴心”。他怀揣着革命信念，牢记父亲

的嘱咐，与同学一同在广九车站乘火车到香港待命。3 月中旬，他们

根据安排由秘密人员带领，先从香港回到广州，再从广州搭小火轮到

肇庆四会县，然后才抵达广宁县境内广宁四雍粤桂湘边纵队司令部，

真正投入到了游击区的战斗中。 

不幸的是，几个月后敌人发动对游击区的围剿，陈文宗在这次反

“围剿”战斗中因病无法跟随部队转移，在农户家中隐蔽治疗时，被

叛徒告发，被敌围捕，最终惨遭杀害，时年不足 20 岁。鲜活的生命

定格于此，革命的鲜血挥洒群山。虽然他逝去了，但受他影响和感染

的革命同志，仍坚定地走向人生的归宿。这是青春献给祖国最好的答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