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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亮侯（1905—1940），安徽庐江人。1927年在国民党安庆市党部工作。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中共小邹庄支部，次年

任中共七架桥区委委员。1930年7月中共庐江县委成立，任县委委员，次年1月任县委书记。1932年7月任中共桐（城）庐（江）县委

委员，组建互济会，后在桐城县民众动员委员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0月，回到庐江参加动委会，并为创建抗日民主政权积

极工作。当时翟宗文（进步人士）任庐江县长，他出任国民党南二区（泥河）区长。不久，翟宗文被指控为共产党而免职，张亮侯

即辞去区长职务，并将区内24支长短枪交给新四军江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此后，前往桐城任县政府主任科员，以合法身份从事党领

导的地方抗日活动。1940年4月18日，化装成农民，为中共地下组织传递情报，不幸被捕，受尽折磨，仍坚贞不屈。7月，被桐城县

国民党顽固派当局挖心活埋。

　　遗 诗

　　自古龙舒①著盛名②，而今遍地血腥浸；

　　一肩家国双行泪，洒向囚窗诉友人。

　　【注释】：

　　①【龙舒】地名，现安徽省庐江县，也是作者的家乡。

　　②【盛名】非常好的名声，这里指庐江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是人们都知道的好地方。

　　【题解】：

　　1940年4月18日，张亮侯获悉国民党特务计划突袭中共地方组织的绝密情报，便冒着生命危险，迅速将情报送出，使党组织及时

安全转移，让敌人扑了个空。可是，张亮侯却因为这次行动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不久被捕。在狱中，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淫威，他坚

贞不屈，虽受尽折磨，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对党组织的秘密只字不吐，只留下这首遗诗，表现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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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诗的前两句首先叙述了作者的家乡庐江自古以来物产丰富、人杰地灵，饱含了作者浓厚的热爱家乡之情。接着描写庐江沦陷

后，日本侵略者反复“扫荡”和“清乡”，实施“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庐江大地血流成河。作者深知，

在这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行了全面抗战路线，开辟敌后战场，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给正面战场以积极而182

　　遗 诗有力的配合，逐渐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抗日的中坚力量发展壮大，更为了赢得民族独立、国

家富强，作者铁心跟党走，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贡献自己的一切。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诗的后两句：“一肩家国双行泪，洒向囚窗诉友人。”记忆中美好的家乡与现实中惨遭蹂躏的家乡对比起

来，国仇家恨自然涌上心头，作者感到自己身上承担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任；可此刻自己却深陷牢笼，虽然从参

加革命工作的那刻起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一想到不能继续履行肩负的光荣使命，只能默默流泪，只能通过监狱的囚窗向狱中的

难友倾诉，表达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情怀。在写下遗诗后，他惨遭杀害。在刑场上，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呼着“共产党

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英勇就义，时年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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