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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根

据党中央指示，皖江地区的党政军机构于重庆谈

判后奉命北撤。1945年9月，吕惠生在北撤途中

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被辗转押解到国民党南京

监狱。敌人使用各种手段进行威逼利诱，他不为

所动。他在狱中赋诗一首 :“忍看山河碎，愿将赤

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

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11月，吕惠

生被秘密杀害于南京。得知吕惠生牺牲的消息，

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曾希圣盛赞他“举起了皖

江民主旗帜”，是“皖江人民的领袖”。

全国解放以后，中共皖北区委、皖北行政公署

通过原南京地下党组织的同志，找到了吕惠生烈土

的墓地。1950年10月，皖北行政公署指派一艘小

货轮，将吕惠生烈士的遗骸移回家乡无为，无为县

人民政府代表无为百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将烈士英

灵安葬于无为绣溪烈土陵园，为今人瞻仰、追思。

■ 据《安徽画报》

D 忠贞为国，宁死不屈

吕惠生照片

1945年11月13日夜，国民党士兵将两

个“犯人”押到南京市江宁镇六郎桥畔的一个

山脚，决定将他们处决。其中一个书生模样的

人神态从容，面对敌人的枪口，回答道 :“为革

命而死，为真理而死，死而无憾 !”并高呼“中

国共产党万岁 !”“和平民主万岁 !”的口号，壮

烈牺牲。这个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就是安徽

无为人吕惠生。

■ 记者 吴承江/文 金其恒 马启兵/图

1995年，吕惠生的儿孙们在无为的纪念碑前留影

吕惠生日记手稿

A 少年励志，积极运动

吕惠生，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市十里

乡的一个小山村。在父亲吕仲藩“雏凤清于老

凤声”的期许中，年少的吕惠生除了身心修养，

帮助母亲料理家务，还喜好读书，《史记》中的

《管晏传》《汉书·贾谊传》，唐书中的《刘晏传》

等传主都是力主并坚持改革的人物，少年吕惠

生熟读这些传记，知晓了兴业艰难、为人做事

必须务实的道理。

1919年，“五四运动”的怒潮迅猛席卷全

国，安徽各地的青年学生纷纷起来响应北京青

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当时，吕惠生和所在的安

庆一农农林预科班同学们一起制作旗帜、书写

标语、印刷传单，积极声援“五四爱国运动”，他

们在游行中高呼：“废除不平等的二十一条”

“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打倒帝国主义”等口

号，深深震撼了围观市民的心。经过“五四运

动”的洗礼，吕惠生开始重新进行人生的定位

与思考。

吕惠生：举起了皖江民主旗帜

1922 年夏，吕惠生奔赴北京报考国立北

京农业专门学校(1923 年 3 月，改为国立北京

农业大学 )。在校期间，吕惠生顺应时代的潮

流，开始接触“三民主义”，并迅速地接受了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

期间，吕惠生经由共产党员黄人祥、卢光楼介

绍，于1926年春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实际上

此时他所在的国民党小组，可以说是一个共

产党小组，但当时吕惠生对此却并不知晓。

1926年，吕惠生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

同年底，他与胡竺冰等人秘密组织国民党无

为县临时党部 ( 左派 )，任秘书。次年，参加

了推翻无为反动县政府的斗争，建立了无为

县临时行政委员会，任第一科（行政科）科

长。临时行政委员会虽然代行县政府权力，

但政治基础十分脆弱，组成成员中混有投机

分子，他们表面上拥护临时行政委员会，但暗

中仍与反动人士勾结。而此前不久，蒋介石

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彻底破坏。

掌握军警（民团）的临时行政委员会成员王绍

宸发动武装叛乱，强行解散无为县临时行政

委员会，并以叛乱罪逮捕县党部成员后，吕惠

生等人分赴各地藏匿。在此期间，吕惠生秘

密结识了无为县早期著名共产党人宋士英、

邓逸渔、何际堂等。在与共产党人日益密切

的交往中，吕惠生接触到了一种比“三民主

义”更光明、更契合理想的新思想——共产主

义理想。经过这些斗争，吕惠生的思想变得

更加成熟，他感到，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

党来领导。

B 投身革命，思想转型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不

抵抗主义，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吕惠生对

国民党失望至极，1936年，他毅然决然退出国民

党。而此时，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民意，以大局

为重，反对内战，坚持团结抗战的正义立场让吕惠

生由衷钦佩，他深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取

得革命胜利，开始从内心对共产党充满向往。“七

七事变”后，吕惠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

年4月赴皖东新四军根据地，历任津浦路东联防办

事处文教科长、路东联中副校长、仪征抗日民主政

府县长等职。

“皖南事变”后，吕惠生调往皖江抗日根据

地，历任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皖江行署主

任。1942年，吕惠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任职期间，吕惠生建立起抗日自卫队和基干民兵

组织，成立了皖中民兵联防司令部。同时，大力

兴办工厂，积极发展商业贸易，创办大江银行，发

行大江币，使经济上做到自给有余，不但保证了

新四军第七师的军需供应，而且向苏北新四军军

部源源不断地提供数量可观的钱财物资。在农

村，他认真执行减租减息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

极性，努力改善民生。他经常轻装简从，戴一顶

斗笠，穿一双草鞋，下乡宣传党的抗日民主政府

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受群众爱戴，大家都亲切地

称他为“泥腿子”专员。

无为东乡的黄丝滩长江江堤，明末以来决口

96 次，严重威胁皖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根

除这一水患，吕惠生亲自主持，于1943年7月开工

建设黄丝滩长江大堤工程。施工期间，日伪军不

断进行骚扰。新四军第七师官兵多次打退敌人进

攻。经过半年时间努力，在广大民工和群众的大

力协助下，黄丝滩水利工程胜利竣工。1944年5

月6日，皖中抗日根据地党政军各界代表召开了隆

重的黄丝滩新堤落成典礼。吕惠生骑马通过彩门

给新堤剪彩。老百姓敲锣打鼓，脸上洋溢着灿烂

的笑容。华中《大众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报道

了工程竣工的消息，称：通过这项工程，抗日民主

政府在皖中人民心目中树立了更崇高的威望。为

了表彰吕惠生的杰出贡献，中共皖江区委决定将

黄丝滩长江大堤命名为“惠生堤”。而“惠生堤”还

有个更加深层的寓意便是“惠及民生”。

C “泥腿子”专员与“惠生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