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复——平生真勇在，应不惜糜躯 

 

“门绪承通德，才名擅特殊。少年有芒角，山路尚崎岖。抚卷唯增

感，斯人忽已徂。平生真勇在，应不惜糜躯。”1932 年，近代著名教育

家蔡元培听闻陈复遇害的消息十分震惊，作诗痛挽。 

陈复，又名陈志复，祖籍广东番禺县明经乡，出生于具有浓厚民主

革命思想的艺术家庭。父亲陈树人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也是岭南画派的

创始人之一。陈复受家庭熏陶，从小就在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天

资聪颖、勤奋好学，类似“书痴”。同时，他关注时局，见解独到，老师

和同学都很喜爱他，称他为“圣人儿”。 

1922 年，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迅速传播，陈复开始阅读有关书刊，

逐步接触、学习相关理论，并深深为马克思主义折服。1925 年，陈复被

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与廖承志等人一同前往学习。在留苏期间，

陈复系统接受马列主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 年秋，陈复回到广州，出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长。他以陈家

“表少爷”身份作掩护，隐居于樗园（今东山口陈树人纪念馆一带），明

面上“莳花艺果，闭门读书”，暗中积极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当时陈济棠

主粤，军警宪人员遍布，极力搜捕共产党人。不久，陈复行踪还是暴露

了，遭到秘密监视。因慑于陈树人的影响力，侦缉队一时不敢动手。 

1932 年 8 月 10 日下午，陈复离家外出，在仓边路口被尾随的侦缉

人员强行绑架到市警察局。被捕后，陈复拒绝透露任何党组织的秘密，

敌人无计可施，决定迅速将其秘密杀害。晚上 8 时左右，陈复被押至南



石头惩戒场。就义前，陈复一再厉声抗议，高声呼喊：“我无罪，你们不

得无礼！”陈复牺牲时只有 25 岁。敌人为掩饰其罪行，到处散布“陈复

遭到土匪绑架失踪”的谣言。惩戒场的打杂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把烈士

的遗物及被秘密杀害的消息送去樗园陈宅，谣言不攻自破。 

陈树人得知儿子遇害，悲愤不已，在上海《新民报》刊发《为陈复

惨被掳杀报告书》一文，揭露广州当局“扬言陈复失踪，为消灭痕迹之

计”，痛批其罪恶，“其黑暗残忍之手段，十倍于绑匪撕票，实中外从来

未有之耻辱事”。陈树人虽与儿子的政治志向不同，却为他的共产主义革

命精神感动，写下感人至深的《哭子复》诗八首： 

江南秋雨黯羁魂，三字传来狱最冤。不觉惊疑今宇宙，人情天理已

无存。 

无言不戏读书痴，尚记髫年入学时。师长深怜同学爱，同声交誉圣

人儿。 

万言几度寄家书，乳臭当年犹未除。至理名言惊老辈，一时传诵到

中枢。 

下层工作不辞卑，游学归来更念兹。革命至情能似此，已非吾子是

吾师。 

愿娘毋再念斯男，革命捐生我所甘。屡向慈亲挥涕道，语终成谶也

可堪。 

一载团圆得在家，辛勤卉树种横斜。樗园此后来游客，忍看烂斑堕

泪花。 

依然马阮与高刘，窃柄南朝祸不休。异己诛锄才快意，沉冤那复顾



同镳。 

小楼从此名思复，不尽千秋父子心。果汝九泉心未了，好于魂梦再

相寻。 

 

陈复烈士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