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策源地——杨家祠 

 

在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上，有一座百年祠堂——杨家祠，镌刻着

丰富的红色记忆。这是华南地区系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杨

匏安的旧居。在这里，他撰写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文章

和著作，犹如划破黑夜的亮星，给南粤大地带来新的曙光。杨家祠曾

是中共广东区委的办公场所、中共三大的总后勤部、黄埔军校招生应

考的中共党员报到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发放捐款处，中共广东党组织

的活动大都在这里举行。杨匏安之子杨志回忆：“那时，广州的共产

党人、革命人士，谁人不知杨家祠？”小小的祠堂群英荟萃，成为大

革命时期重要的红色活动据点，见证了广州革命风云的巨变。 

杨匏安品格高洁、作风清廉。在大革命时期，他每月收入高达

300 多大洋，除了留下少量生活费，其余全部上交给广东党组织。1925

年，杨匏安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期间，管理大量公款，从未发生挪用

和贪占行为。一次，杨匏安的孩子们在存放过罢工捐款的麻袋里翻出

两角钱硬币，孩子们赶紧向父亲报告。杨匏安嘱咐他们立刻把这两角

钱送回罢工委员会。杨匏安要求家人都必须去做工贴补家用，他白天

当编辑和校对，晚间写作和翻译，还要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母亲和

孩子清晨上街叫卖，一家人的生活相当清苦。1931 年 7月 25 日，国

民党当局发出“秘字第一号令”通缉杨匏安。被逮捕后，敌人在他身

上搜到的全部物品只有九块钱，这是全家十口人的生活费，也是这位

“共产党首要”的全部财产。他在狱中写信给家人，特别嘱咐“缝纫



机虽穷不可卖去”。这台反复修理的破旧缝纫机是杨匏安一家的谋生

工具，也是“公正勤廉”的杨氏家风的承载物。 

周恩来高度称赞杨匏安“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

号召广大党员和群众学习他对伟大信仰矢志不渝的追求和坚守，对革

命事业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