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江骄子”阮啸仙的故事 

 

 

阮啸仙肖像照及早期合影照（左一） 

在广东革命历史上曾经有一位革命家，在 37 岁短暂人生中，足

迹从广东到湖北、从中国香港到莫斯科，直到江西苏区。他曾是广州

的学生运动领袖、农民运动领袖及中央审计工作领导人，他的名字叫

阮啸仙。 

1898 年他出生在广东河源一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乡村。粒

粒皆辛苦的乡村生活，唤起了他对民众苦难的深切同情，也让他早早

萌发了革命斗志。1918年，刚满 20岁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广东省立

第一甲种工业专科学校，前往广州求学。这一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读物大量传到中国，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接受了革

命思想的熏陶。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了，他和同学们走上街头，

振臂高呼反对北洋军阀专制政府的卖国行为。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

党，专门主持共青团事宜，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现在共青团的前

身。当时，他提出青年一代应该成为“旧社会环境的破坏者”“新社

会的健儿”，把广东团组织变成了一个严密、高效的组织。 



1924 年，广东的农民也纷纷起来闹革命。阮啸仙在农民运动讲

习所给农民上课，他这么说：如果你们种地收获的粮食都给地主交租

了，不就一直这么穷吗？所以，我们要起来反抗，把地主赶走，不再

受剥削，才能解放自己。他的话就像革命的火种，使农民们清醒了，

很快燃起了农民翻身闹革命的熊熊大火。 

1928 年，他远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回国后到各省指导工作，非常辛苦。1934

年 1月，阮啸仙被任命为江西苏区中共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成为名

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审计长”，负责监督管理党的钱袋子。

他非常有责任感，生怕中央的钱被乱花了、被贪污了。因此，他提出

健全苏区国家机构的预决算制度和财会制度的很多方法。他制定了

“六不准”审计工作纪律，要求大家做好经济核算，进行了一场反贪

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风的廉政风暴。在他的领导下，中央苏区

的节省运动顺利地完成了原定 80万元的目标，又增收了 130万多元，

增强了中央可支配资金。这样，不仅使苏维埃政府成为空前廉洁的政

府，而且，为日后打破国民党政权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保证苏维

埃政府和红军的物资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他所采取的“六不准”

纪律，至今仍是我们国家审计的基本制度。 

1934年 10月，红军长征开始，阮啸仙奉命留守瑞金革命根据地，

任赣南省委书记。1935 年，阮啸仙在率部转移时不幸牺牲，和他一

同留守苏区的陈毅在获悉这一噩耗时，沉痛地写下了悼念诗，赞扬他

清明廉洁的优秀品格。 



阮啸仙曾写下这样的字句: “坚忍卓绝为吾人本色，艰苦奋斗是

我辈精神！” 2009 年，他被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 11

个部委命名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