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铮铮铁骨干革命   碧血丹心留青史 

                  ——庄少萍烈士 

 

庄少萍，1913 年 9 月生，福建龙海人。1932 年参加革命斗争，

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闽南特委的地下党员，参加了闽南革

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和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命

留在闽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5 年抗战胜利后，前往香港，在中

共南方工委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9 年 8 月回到厦门，沟通南方工

委与厦门地下党组织的联系。1949 年 9 月中旬，在厦门大学执行任

务时不幸被捕。是年 10 月 16 月厦门解放前夕，在厦门第二监狱被敌

军特务绞刑杀害，牺牲时年仅 37 岁。 

 

坎坷经历  投身革命事业 

1913 年 9 月 15 日，正值农历中秋佳节，福建漳浦县一户农家迎

来了新生的婴儿，这个男婴长大后即庄少萍。庄少萍亲生父母都是淳

朴善良的农民，常年以种田为生，收入微薄却要承担国民政府摊派的

各种苛捐杂税，生活可谓举步维艰。庄少萍的出生无疑给这个家庭带

来更多的经济负担，万般无奈之下，父母只好忍痛割爱将出生仅七个

月的庄少萍送予龙海市石码一户庄姓人家。养父母膝下无亲生子女，

将他视为掌上明珠，寄予无限希望。庄少萍自幼聪明懂事，养父母节

衣缩食，下定决心要把他培养成材，送他到镇上最好的私塾念书。年

幼的庄少萍深知养父母终日操劳的辛苦，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



 

 

会，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正当庄少萍享受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

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因家道中落养父

母无力供养他继续上学，年仅十三岁的他不得不含泪离开学校。辍学

后庄少萍到石码“千家需”等店当学徒赚取微薄的收入，以减轻养父

母的负担。当学徒那段日子，庄少萍备尝各种艰辛，每天工作十四、

五小时，薪水却少得可怜，还时常遭到老板的呵责打骂。由于家境变

迁，生活贫困，庄少萍过早地饱受了人间的辛酸，当学徒这段特殊经

历使他清楚看到旧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从而造就他个性坚强、慷慨侠

义，年少就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要求变革现实的愿望。 

1927 年 1 月中共闽南特委在漳州成立，大力开展学生运动和工

农运动，一时漳州、石码、海澄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年少的庄少萍看

到了石码工人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二五加薪”和实

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他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革命的熏陶。1932

年 4 月 20 日，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消息传来，庄少萍兴奋地

说：“太好了，我们的苦日子终于要过去了。”此时红军进漳后除了广

泛开展抗日宣传，还积极扩大红军队伍。闽南党组织积极响应党的号

召，在石码成立了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紧密配合红军深入开展扩军

工作。红四军政委罗瑞卿和工农革命委员会同志一道上街下村，宣传

发动群众参加红军。庄少萍是一名进步青年，他亲眼目睹了红军每到

一处就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废除苛捐杂税和高利贷，

烧毁地契、债据，保护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共产党是一心为民的好

政党。他满腔热血报名参加红军，还积极动员亲朋好友一同报名参加



 

 

红军。在红四军进驻石码期间，庄少萍认真书写了自传及入党志愿书，

递交给党组织，申请入党。中共党组织同志向庄少萍提出要求：“参

加共产党是很危险的，可能被捕，被杀头，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庄

少萍内心十分激动，毫不犹豫地说：“我不怕牺牲，决心为共产主义

事业奋斗到底！”庄少萍在递交入党申请书后，就积极参与红军的抗

日宣传，扩军筹款活动。自从庄少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

中共闽南特委的地下党员，并参加了闽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斗争

和反“围剿”斗争。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继续留在

闽南游击区坚持革命斗争，参加了闽南游击区的三年游击战争。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闽南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庄少萍受

命留在闽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参加了闽南游击区的抗日反顽斗争。 

辗转各地  播撒革命火种 

1940 年，中国共产党派庄少萍到重庆大学开展学运和工运工作。

庄少萍以重庆大学学生身份作掩护，深入学生中开展学运工作，做了

大量的思想启蒙工作，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发展党组织、建立党

支部准备了思想条件和骨干力量。同年秋重庆大学地下党创办工友夜

校，这是传播进步思想、向工人灌输共产主义的好形式。地下党派庄

少萍到工友夜校作联络工作，并担任工友夜校教员，这在当时是艰苦

而危险的工作，随时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怀疑并逮捕。但庄少萍毫无畏

惧，积极投入到斗争中去。每次上课时他认真负责，在讲课中向工友

们灌输阶级斗争的知识，用简单易懂的事例说明资本家是如何靠剥削

工人致富的，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进行艰苦斗争才能得到解放。庄



 

 

少萍在讲课时善于结合当时工友的思想认识，深入浅出，深受工友们

的欢迎。由于庄少萍为人亲和，没有一点架子，工友们很快就把他当

作知心朋友，喜欢找他促膝长谈。正当庄少萍全身心地投入到学运和

工运工作，他的一举一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密切注意。1943 年庄少

萍被军统列入通缉黑名单，他不得不从重庆避难回乡，在岳母家防空

洞中蛰伏了二个月。待风声稍逝，庄少萍在家乡龙海市紫泥大沙洲村

创办“华生农场”并在石码新行街、厦门海口设立附属机构“华生水

果行”，以此为联络据点进行掩护工作。而此时日寇已将罪恶的黑手

伸向漳州一带，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庄少萍难抑内心的愤怒，毅然

组织榜山、江东和紫泥乡民们成立“江东抗日游击队”以迎击日寇随

时入侵内地的可能。期间他曾率领抗日游击队，潜入到厦门、鼓浪屿

进行抗日活动，还从鼓浪屿日本人手中缴回一把日本关东刀。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庄少萍在石码组织成立了码头工会，分发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小册子及介绍苏维埃斯大林，还曾经为维护

码头工人的权益举行过三百余人的罢工。1947 年间，南京宪兵司令

部的追捕令送达龙溪警署，幸有内线通报，他连夜出走，经中共南方

工委安排赴香港工作。抵达香港后，庄少萍与香港地下党员陈文基取

得联系，地点位于香港干诺道一间福建商行（是当时香港与福建地下

党的秘密联络地点）。在陈文基的安排下，庄少萍化名宗守诚，在香

港一家轮船公司工作，他以海员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9 年 4 月一晚，庄少萍在香港码头候船室偶遇少年卢冬①，在以后

接触中，庄少萍慢慢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卢冬深情地回忆道：“初



 

 

次见到宗大哥（指庄少萍），他身穿一件白衬衫，搭一条深色的长西

裤，神态很和蔼。那晚我们聊了很久，分别时宗大哥还特意留下地址，

叮嘱我有空去找他。”在卢冬的印象里，庄少萍是个正直善良、勤奋

刻苦的人。庄少萍曾热心帮助一位素未谋面的失业青年找到一份工

作，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件事使卢冬切身感受到社会的人情冷暖，更

乐意与庄少萍交朋友。第一次登门拜访庄少萍的情景，卢冬仍记忆犹

新，“那天宗大哥正伏在桌前写作，见到我来了他很热情地招呼我坐

下看看书。在他的书桌前，我第一次见到了许多进步书籍，如延安的

整风文献、毛泽东的著作等。除了书籍外，我还看到许多装订成册的

简报，大多是从香港进步书刊上选出来，分门别类贴在大本旧画报上。

我阅读这些书籍，慢慢受到革命知识和革命理想的教育。”在庄少萍

家里，卢冬也亲眼目睹了许多香港进步青年在热烈讨论革命工作事

情，他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革命熏陶。这些进步青年在庄少萍的影响

下，纷纷离开香港到国内参加革命，有些人甚至在家人不同意情况下

选择不告而别。 

 

临危受命  迎接解放曙光 

1949 年 7 月底，庄少萍接到中共南方工委的命令，委派他复回

厦门，做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接到任务时，庄少萍难掩内心的激动，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可以回国做革命工作了。”但他深知，此行

危险困难重重，随时可能会牺牲。从香港返厦前夕，庄少萍写信告诉

妻子：“为了民族和多数人的幸福，我准备要牺牲自已的生命。”在那



 

 

恐怖的日子里，当许多人纷纷避至香港和内地时，庄少萍义无反顾地

衔命返乡。同年 8月初，庄少萍动身离开香港，陈文基和卢冬到码头

送别。临别前，庄少萍紧紧握住卢冬的手说：“将革命进行到底！”这

句话令卢冬终身难忘，成为他回国继续参加革命工作的动力。 

回到厦门后，庄少萍以华声通讯社记者身份为掩护，成立并领导

了“五四小组”展开工作，成员中包括张人希，郑静安等知名的进步

人士。他曾多次组织人员从龙溪赴厦门联系船工，察看地形，为迎接

解放做好充分准备。此时厦门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的京、沪、杭警

备司令汤恩伯与特务头子厦门市警备司令毛森狼狈为奸，大肆搜捕厦

门的地下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学生。面对白色恐怖达到极点的紧张

局势，不少人劝庄少萍暂避一下，妻子林守准也苦口婆心地劝他回内

地避避风头，但庄少萍断然拒绝。他坚定地说：“你跑了，我也跑了，

那谁来工作？人民何时得以解放呢？”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庄少萍始

终将生死置之度外，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工作岗位，还通过敌军警备司

令部的内线关系，安排了大批受到敌特追捕的地下党员、爱国人士和

进步学生转移到晋南同（晋江、南安、同安）游击区和香港。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福建省已接近全境解放，国民党残

余势力，已临苟延残喘，厦门地下党正配合游击区的同志，进行迎接

解放厦门岛的准备，就在这个黑暗即将过去，曙光正在前头的时刻，

国民党残余势力，犹如疯狂的困兽，对厦门地下党进行一次全市性的

反革命大逮捕。1949 年 9 月中旬，庄少萍在厦门大学执行任务时不

幸被捕。面对凶恶的军警，他义无反顾踏上敌人军用吉普，惟一使他



 

 

感到遗憾的是，他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完成，还有许多事情没有来得及

对同志们作交代，他还惦念着年轻的战友们是否来得及离开…… 

为了从庄少萍口里套出厦门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国民党反动特务

想尽了一切办法。国民党反动特务先是以高官厚禄诱惑他，妄图使他

吐露党组织的秘密。庄少萍投以轻蔑的眼光，义正言辞地拒绝敌人的

诱惑。恼羞成怒的敌人决定对他施以酷刑，包括“老虎凳”“灌水”

“吊打”“电刑”等。“老虎凳”是将犯人捆绑在一条窄小的长凳上，

上下身成 90 度直角，腿伸直，脚跟放在凳的另一端、两手向左右平

伸，手臂扭转，手掌向上，手腕缚在背后横置的梯子边上。大腿近脚

踝处用粗绳跟凳子一起缚住，脚腕用绳联起来，然后在脚跟塞砖块。

每填一块砖都必须用一支长的铁棍，由两个匪兵抬起脚胫。每一抬便

是一阵痛直上肺心，以至全身麻木，匪徒们再用一支六角形的铁具在

脚径直猛滚。匪徒们便是用这样严刑给庄少萍上过“老虎凳”，用六

角尖铁在小腿骨上磨。庄少萍是铁铮铮的汉子，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

一次又一次酷刑，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始终守口如瓶，绝不泄露

党组织的秘密。敌人想从庄少萍口中找到破坏地下党组织线索的妄想

破灭了。敌人的威胁，丝毫未能动摇庄少萍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匪徒

们的严刑酷打也没有吓倒“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坚强战

士。每次受刑后，遍体鳞伤的庄少萍仍与同牢难友谈笑自若，敌人不

在时，他还与难友们轻哼《黎明快来临》《跌倒算什么》等革命歌曲，

以互相鼓舞斗志，表现了他们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 

1949 年 10 月 16 日，随着解放大军枪声的逼近，敌人狗急跳墙，



 

 

终于向革命者下了毒手。杀人魔王毛森和他的爪牙们，把庄少萍和其

他革命战士们一个个叫出来，拍拍他们的肩膀，假仁假义地说：“今

天要放你们出去了，把行李带出来吧。”谁知竟被缚住了手脚，蒙住

了眼睛，然后用条索子套住颈顶，硬硬地绞紧而死。党的好儿子，忠

诚战士庄少萍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壮烈牺牲了，此时距离厦门解放仅

仅两个小时。 

接到庄少萍惨遭杀害的噩耗后，庄少萍的养父母哀叹道：“完了，

完了，咱家的中梁柱折了！”不到一年时间，养父母在过度思念儿子

中相继过世了。庄少萍的妻子林守准强忍心中的悲痛，吃了很多苦，

独自将两个年幼的孩子抚养长大。大儿子庄燕南厦门大学研究生毕业

留校任教，现在美国定居；次子庄燕北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原本林守

准女士已移居美国，享受天伦之乐，可她始终放不下对丈夫庄少萍的

思念，97 岁高龄的她不顾儿孙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回国，回到她与

丈夫曾经生活过的老屋。每天下午，她总会沏上一壶茶，坐在院子里

静静地等待她丈夫回来，院子里那株玉兰花开，花香沁人心脾，她幻

想着某一天下午，丈夫庄少萍轻轻敲门问道：“守准，我回来了！”然

而她知道丈夫已经永远不会回来了…… 

庄少萍烈士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对革命

真理坚信不移，他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日夜奔波，经受了地下革命

工作的严峻考验，他的崇高品德和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人

民的心中。1949 年厦门解放后，中共厦门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正式认

定庄少萍烈士，以纪念他为革命捐躯的献身精神。 



 

 

                                                

（龙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林婷） 

 

注释： 

① 卢冬，广东省离休干部，16 岁时在香港偶遇庄少萍，结成一段革命情谊。

他曾参加解放广东和抗美援朝战争，据他回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

是庄少萍所指引的。无论经历多少坎坷，都难以动摇庄少萍留给我的遗

言‘将革命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