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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威的理论家”陈明

2020年08月13日 19:23 

陈明（1902-1941），字少微，学名若星，福建龙岩人。兄妹9人，陈明为长。父母看他天赋聪敏，便辛勤劳作，节

衣缩食，供其读书。陈明小学毕业后，于1917年升入龙岩省立第九中学。他学习成绩优秀，且喜爱文学，擅长绘画与演

说，深受老师的器重。

1921年，陈明中学毕业后，在家乡白土桐岗小学任教。他怀着极大的革命热忱，与邓子恢、林仙亭、章独奇、林岳等

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发起组织了“奇山书社”，前后参加者达200余人。他们集资购买了《新青年》《共产党宣言》《湘

江 评 论 》 《 向 导 》 等 书 刊 ， 共 同 探 索 救 国 救 民 的 道 路 。 1923 年 夏 天 ， 陈 明 、 邓 子 恢 、 张 觉 觉 、 章 独 奇 等 创 办 《 岩 声 》

报 ， 邓 子 恢 亲 笔 题 写 了 报 名 。 该 报 以 “ 改 造 旧 社 会 ， 宣 传 新 文 化 ” 为 使 命 ， 公 开 向 旧 世 界 宣 战 ， 传 播 马 列 主 义 和 革 命 信

息 。 《 岩 声 》 报 先 后 办 了 三 年 多 时 间 ， 出 版 40 余 期 ， 除 在 国 内 福 建 、 江 西 、 广 东 、 湖 南 、 上 海 等 12 个 省 市 35 个 县 发 行

外，还远销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陈明先后担任过该报的编辑和主编。其间，他激浊扬清，奋笔呐喊，发表过许多政

治观点鲜明、文笔犀利、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

1924年，陈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春，入上海大学社会系，接触了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张太雷等，

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时，陈明受党组织的委派到达广州，在北伐东路军政治部负责宣传

工作。在向福建进军途中，他参与起草和印刷了《告福建工友书》等许多宣传品，号召工农民众支援北伐，打倒列强，实

行国民革命。这年冬天，北伐东路军占领福州，党组织派陈明充任国民党左派福建省党部宣传部长，主编《福建评论》和

《国民日报》。他以鲜明的观点，抨击揭露军阀、列强，讴歌俄国十月革命，报道我国的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情况，表现

出无所畏惧的革命胆略和卓越的宣传才能。

1927年春，陈明任中共龙溪中心县委书记，到厦门、龙溪沿海一带从事工农运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他 化 装 到 武 汉 向 党 中 央 汇 报 情 况 。 7 月 ， 陈 明 任 中 共 中 央 福 建 省 党 务 特 派 员 ， 与 孔 昭 礼 、 谢 景 德 等 回 福 建 整 顿 恢 复 党 组

织，重建了中共闽南、闽北两个特委，陈明任闽南特委书记。12月，陈明在漳州主持召开党组织联席会议，成立中共福建

省临时委员会，被推选为书记。此后，他在全省领导恢复了两个市委、建立5个县委和4个县的特支，并在龙岩、上杭等县

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在福州、厦门等市开展工人运动，建立起赤色工会。1928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陈明在漳州被捕，

后越狱赴厦门，与省委取得联系。

1929年春，经中央批准，陈明赴苏联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1年结业回国，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

宣传科长兼瑞金红军学校教官。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翌年1月遵义会议后，调干部团任教，后期任训练科长

和政治委员。1936年，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高干科教员，1937年改任八路军随营学校政治委员。1938年10月，调八路

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任宣传部长。

1939年春天，陈明随罗荣桓、陈光转战到了山东。自此到1941年底，他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副校长、山东

宪政促进会常委、山东分局政府工作部部长、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即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前身）副首席组长兼秘书

长、山东分局政府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省战工会成立初期，工作千头万绪，当时委员分散各地，机关干部少，又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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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经验，很多工作从政策、计划、法令、条例的制定，到组织实施，陈明都是亲自动手或过问，时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在

陈明之后担任山东省战工会秘书长的李竹如在1942年撰写的《记陈明同志》中感叹道：陈明同志在工作上的认真负责仔

细深入的精神，是很少见的。山东省战工会及全省政权工作能粗具规模，与陈明的艰苦奋斗是分不开的。

陈 明 的 政 治 理 论 造 诣 很 深 。 陈 明 来 到 山 东 后 ， 曾 根 据 国 际 国 内 形 势 ， 特 别 是 山 东 的 革 命 斗 争 实 际 ， 做 过 不 少 重 要 报

告，撰写发表了许多很有影响的文章，如《关于芬兰问题和帝国主义的反苏阴谋》《拥护民主政权》《宪政运动与群众运

动》《新民主主义的沂水参议会》《抗日民主政权》等。他的报告和文章观点新颖，说理透彻。1940年秋，他在省战工

会召开的全省行政会议上所做的题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目前的中心工作”的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树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新

作风，把这种新作风概括为八个字，即抗日、民主、廉洁、奉公，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精辟而通俗的阐述，使与

会者耳目一新，为之振奋。

省战工会和临时参议会颁发的《县区乡各级政府组织条例》《关于统一财政之决定》《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人权保

障条例》《民众抗日自卫团暂行条例》《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法规，都倾注着陈明的智慧和心血。这些

法规性的文件，对于加强全省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陈明在生活上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同一般工作人员吃一样的饭菜，从不搞特殊化。有时实在吃不下饭，就把煎饼煮

煮吃。在一次反“扫荡”中，陈明带领机关人员转移，因断炊数顿，大家又累又饿。他们进入一个村子后，发现群众都转

移 到 山 上 去 了 ， 家 里 放 着 一 些 地 瓜 。 当 时 ， 同 志 们 不 约 而 同 地 望 着 他 。 陈 明 见 此 情 景 ， 便 下 令 煮 地 瓜 吃 。 旋 即 写 了 个 纸

条，掏出银元压在纸条上。

1941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陈明与山东姊妹剧团团长辛锐结成伴侣。辛锐于1938年随父亲辛葭舟到沂蒙山抗日根据地

参 加 八 路 军 ， 在 部 队 从 事 革 命 文 艺 工 作 ， 同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先 后 任 中 共 山 东 分 局 秘 书 、 山 东 省 妇 联 秘 书 、 “ 姊 妹 剧

团”团长等职。辛锐能歌善舞，编演俱佳，领导剧团演出过大型话剧《雷雨》《李秀成之死》《血路》等，深受当地群众

欢迎。谁也没有料到的是陈明与辛锐结婚仅仅8个月就双双壮烈殉国了。

1941年11月，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指挥5万余日伪军，兵分数路向我沂蒙山区铁壁合围而来，妄图一举消灭

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驻沂蒙山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30日凌晨，陈明率领省战工会干部、部队与民兵一部，同日军一个

旅团的兵力在沂南与费县交界处的大青山遭遇，遂展开激战。陈明见敌众我寡，果断命令队伍往望海楼方向撤退。但由于

敌火力凶猛密集，部队伤亡很大，我首脑机关主要领导人多人挂彩，机关的女同志、炊事员、马夫也不畏枪林弹雨，奋勇

厮杀。

陈明突围时，他的4名随员牺牲了3名，只剩下十几岁的警卫员吴开玉。当他俩跑到东蒙山和西蒙山之间的大沙河沟崖

上时，遭到敌重机枪火力拦击，陈明双腿负伤，已不能行走。他对警卫员小吴说：“快点跑开，活一个是一个，反正我不

能跑了！”小吴哭喊着不愿离开，陈明便严厉地命令他走开了。当时，抗大司令部派出几个学员梯队准备抢救陈明，但敌

人已重重合围上来了。陈明在瞬间就有可能被俘之际，挥起手枪接连撂倒3个敌人，旋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壮烈牺

牲。时年39岁。

陈明同志是我党一位优秀理论工作者，他为山东的政权建设和理论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

记的朱瑞称他是“我们山东的一位有权威的理论家”。1950年，党和人民政府在费县梭庄村建立烈士陵园（今为大青山

烈士陵园），将陈明、辛锐二烈士忠骨移入园内。后又搬迁到华东革命烈士陵园。2014年8月29日，陈明被列入国家民

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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