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匏安——将信仰与生命融合在一起 

 

广州地区是中国近代先进思想的肇始地之一。鸦片战争以来,一

直是革命思潮激荡之地,开风气之先、领风气之先。到 20 世纪初,广

州又是马克思主义较早传播的地区。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广州的《广东中华新报》及时

刊登了这一消息,指出俄国革命的成功将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中国

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空前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也随之成

长起来,出现了 200 万以上的产业工人队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

了生根发芽的社会基础。而俄国革命的胜利,令中国人民无限向往,

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有了良好的时机。 

在五四时期, 杨匏安是最早在广东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

1896 年他生于广东香山县，18 岁毕业于广雅书院，1915 年东渡日本

求学，接触到各种流派的学说，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归国后任职于《广

东中华新报》专栏作家。他从 1919 年 6 月始,在《广东中华新报》副



刊《通俗大学校》栏,以“世界学说”为总标题,发表 40 多篇文章,

广泛介绍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美学等各种流派。最为著名的

文章名为《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他系统阐释了马克

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称赞马克思主义达到

当今社会进步思想的最高峰。杨匏安着重指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变

化的最高动因，如果生产力受到束缚,社会革命便成为必然。《马克思

主义》共分 19 段刊登，现存 15 段，约 5400 字。此时的杨匏安已经

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2 年,广东区委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它的机关刊物《青年周

刊》发表了杨匏安的创刊宣言：“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的

经济学说能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阐明;他

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

不久，杨匏安以白话文写成《马克思主义浅说》，用通俗易懂、深入

浅出的行文向人们推介马克思主义，号召劳动者奋起革命。 

杨匏安用他的利器——手上的笔有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华南

大地的传播，这些文章犹如耕荒播漠，为南粤爱国运动提供了新的思

想武器，也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他无愧为华南传

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他与李大钊并称“北李南杨”。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广泛、深入的传播,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的来临。 

杨匏安为人高洁清廉。他每月收入非常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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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委员会有时给罢工工人发放各界捐款。一次，杨匏安的孩子



们在存放过捐款的麻袋里捡到两角钱硬币，杨匏安嘱咐把这两角钱立

刻送回罢工委员会。这件事给周恩来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时隔多

年还对杨匏安的孩子回忆说：“你父亲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

是模范！” 

1931 年 8 月，杨匏安被害于上海龙华，年仅 35 岁。面对死亡，

他写下了著名的绝命诗《示难友》（《狱中诗》）：“慷慨登车去，相期

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

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张俭是东汉名士，饥荒时他散尽家财，救

活数百人。杨匏安以诗提醒大家，要坚持斗争，保全气节，不可像出

卖灵魂的叛徒褚渊，永留骂名。杨匏安的凛然正气和崇高气节名留青

史！ 

杨匏安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阐述了坚守信仰的力量——执着、无

私、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