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磊——勇于做文艺沙漠上的骆驼 

 

在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的笔下，有一个令他久久无法忘记的青

年；在郭沫若、成仿吾等文化名人的广州岁月中，也有一个令他们无

法释怀的青年。这位青年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翁——毕磊。毕磊

出生于 1902 年，20 岁时来到广州，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25 岁时在

广州被捕牺牲。岁月于他短促而有力，给世人留下了光彩耀目的记忆。 

1922 年，毕磊考入广州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广东大

学，再改名为中山大学）英语部读书。在英雄的羊城，他很快成为一

个爱国文艺青年。他主编《民权》杂志，以优美的文笔传播革命文艺，

唤起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待。1925 年春夏之交，五卅惨案在上海爆

发，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无情让他震惊。接着，沙基惨案又在广

州珠江边上演，激发了他的爱国斗志。怎样唤起全体民众起来斗争，

他一直在思索、一直在思索，而革命文学的力量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不久，他接到了党组织安排的光荣任务，让他接待鲁迅先生，这

让他十分兴奋。怎么让鲁迅成为共产党的友好朋友，以文学的声音推

动民众的苏醒和奋斗，意义重大。于是，他按照组织的安排，到广州

大沙头附近鲁迅先生的住处，以学生的身份表达了党组织的问好。他

的坦率和诚恳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 



 

毕磊和两名青年学生邀请鲁迅先生参加欢迎会。 

毕磊于是说服鲁迅参加中共党团支持下、由同学自己发起的欢迎

会。在讲台上，鲁迅发表演说，语重心长地勉励广东青年要敢于冲破

当前沉寂的气氛，向腐朽势力进击，博得了全场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不久，中共广东区委指示创办一本刊物，以表示对鲁迅的欢迎，并将

它作为向青年宣传革命教育的阵地。在毕磊的努力下，鲁迅听从党组

织的文艺工作安排，还两次为文艺杂志慷慨捐款，支持宣传工作。 

这期间，毕磊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接待郭沫若、成仿吾等知名学

者，并及时把他们的意见和活动等有关情况向党汇报。郭沫若亦把毕

磊看作值得信赖的人，向毕磊表示了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1926 年７月，郭沫若成功加入北伐军总政治部，并于次年光荣加入

了共产党，使党组织吸收更多文艺名人。 

1927 年初，驻广东的桂系军阀发动了叛变，他们疯狂搜捕和杀

害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当晚，军警在国民党右派指使下，冲进

了中山大学，将毕磊等人逮捕并关押在广州南石头监狱。消息传出，

鲁迅义愤填膺，不顾个人安危要求学校营救。遭到拒绝后，鲁迅十分



愤怒，当即辞职，以示抗议。毕磊被捕后，国民党当局企图诱降他，

对他说：“只要写一份悔过书交来，就保释你出来。”毕磊当场严词拒

绝，并痛斥了国民党背叛革命的无耻行径。于是，他们下令将毕磊杀

害。一位青年志士在悲愤中英勇就义！ 

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珠江，革命的火焰正熊熊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