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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在日伪警察
署的刑讯室，一位革命者
遭到严刑拷打，不管主审
人如何审问，他回答审问
者的只有一句话：“我已
经说过了，全中国的工人
阶级都是我的同伙。”敌
人无计可施，又用他的妻
儿做诱饵，企图使他留恋
妻儿，留恋人生，产生动
摇，供出党的秘密。然而
他 却 对 妻 子 说 ：“ 不 要
哭，把孩子抚养大，告诉
孩子，记住这个仇恨。告
诉同志们，加紧工作，早
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位铁骨铮铮、宁死
不降的革命者就是我党的
早期党员，时任奉天 （今
沈阳） 兵工厂党支部书记
梁永盛。

1901年，梁永盛出生在辽宁省营口县魏家屯的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他读过两年小学，后随父母一起种田劳
动。梁永盛一家虽然长年累月地辛勤劳作，但收获所得仍
不够支付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生活十分贫困。

梁永盛年纪稍大，便离家外出寻求生计，曾打过短
工，当过脚夫，1921年，经人介绍，梁永盛到营口一个
资本家经营的私企铁工厂当铆工，后又几经辗转来到奉天
（今沈阳），在奉天兵工厂当工人。这段从农村到城市的经
历，让他饱尝压榨和盘剥，这一切也使他逐渐萌生了要翻
身、要革命的思想。

奉天兵工厂（日本称之为“奉天造兵所”）的前身是
张作霖创办的“东三省兵工厂”。无论是技术水平、生产
能力还是建厂规模，都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兵工厂。九
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将其更名为“奉天造兵所”，并
成为关东军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主要生产枪炮、弹药，下
设枪所、炮所、枪弹所、炮弹所、机工所、火药所等分支
机构，最多时有工人3万余人。广大工人遭受残酷的剥
削，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工资待遇低。党组织十分
重视奉天兵工厂的组织发展和工人斗争情况。

1925年10月，在奉天支部书记杨韦坚领导下，奉天
兵工厂成立了秘密党小组。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
成立，奉天兵工厂党小组发展为党支部，党、团员共40
人，由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中共满洲省委曾派工运负
责人王立功、唐宏经、王鹤寿等多次到兵工厂发动工人
斗争。

这一时期，梁永盛在党的启发教育和直接领导下，在
兵工厂开展工运工作，从此接受了革命思想。

满腔热血参加革命

1928年底，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兵工厂的斗争也陷
入了停滞状态。1929年 6月，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
记后，工作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9月，恢复了兵工厂
党支部。

当时，兵工厂在军阀的严密控制下，党组织暂时无法进
厂活动，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杨一辰接受刘少奇的委
派，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省委关于“兵工厂工作除在找到旧有
的线索外，应在附近开办一所能够接触工人群众的学校”的
决定，于是在奉天兵工厂附近的东三家子开办了一所工人夜
校：静远学馆。东三家子在兵工厂的后面，是工人居住区，
便于接近群众。杨一辰在这里租用了两间民房，一间门房做
宿舍，一间厢房做课堂。

静远学馆是中共满洲省委的地下交通站，是党联系工
人群众的纽带。为掩人耳目，杨一辰白天教儿童读书，晚
间免费为工人上课。工人做工用的图纸常有英文字母，杨
一辰就从字母教起，这样来馆学习的工人也逐渐增多。魏
国荣（当时在兵工厂搞团的工作）率先送自己的弟弟魏国
璋、妹妹魏素兰入馆学习。随后，梁永盛也在魏国荣的启
发和引导下，带着他的儿子梁贵喜在这里学习。无论数九
寒冬或酷暑盛夏，只要有时间，梁永盛都坚持学习，这是
梁永盛人生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他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

1930年10月，经奉天市委委员王文德和兵工厂支部
地下党员魏国荣介绍，梁永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很快
成为兵工厂党组织的核心骨干。

1931年6月16日，梁永盛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奉天市
委的领导下，恢复了已被破坏的奉天兵工厂党支部，并担
任书记，党员有魏国荣、刘振东、张阿明。

九一八事变后，奉天兵工厂被迫关闭，梁永盛也成了失
业人群中的一员，被迫到处做临时工维持生活。他曾一度和
组织失去联系，后来经历千难万险，终于又找到了同志，和
组织接上了关系。于是，他一边做工、一边做党的工作，他
在奉天兵工厂、迫击炮工厂等几个厂子都建立和恢复了党组
织，组织群众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根据当时地下斗争的需要，梁永盛带领党员和进步同
志采用各种巧妙的办法和敌人展开斗争。党员吴国发家住
奉天北市场，那里居民成分比较复杂，不容易引起敌人的
注意，梁永盛就经常在这里召开党员会，这不仅加强了党
的领导作用，还能很好地起到掩护作用。为了麻痹敌人，
防止发生意外，他们每次开会都在炕上摆一桌麻将、沏上
一壶茶水，装作聊天的样子。在梁永盛同志的影响和带动
下，先后有7名产业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有几十名工
人成为革命骨干，从而发展了党的组织，壮大了革命
力量。

梁永盛对敌斗争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他告诉大家：
贴标语要等到夜深人静，分头进行，不易被敌人发觉；
撒传单要到热闹场所，出其不意撒完就走，敌人想抓都
抓不到人。就这样，大家按照梁永盛的办法，经常在夜
深人静路上行人稀少时分头出发，用小瓶装上糨糊放在
口袋里，怀里揣着标语，走一路、贴一路。他们的宣传
标语经常出现在北市场、南市场、小河沿、北陵公园、
各大工厂附近及火车站周围，甚至有时把标语贴到警察
署围墙或大门上。

在梁永盛的宣传、教育和带动下，周围群众积极行动
起来，梁永盛年仅十几岁的儿子梁贵喜有时也随同前去，
协助完成任务。就连上了岁数的老人都投入行动中。吴国
发的老母亲经常听梁永盛讲革命道理，每次在她家开会
时，老人就主动到门外放哨，晚上大家出去贴标语，她也
坚决要求参加，大家劝她说：“您年岁大了，行动不方便，
还是不要去吧！”可是老人家执意要去，并说：“我是个老
太太，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就这样，老人也和大家一
样，趁夜深人静，去贴了两次标语。

兵工厂的秘密党员
1932 年初，日本为了继续扩

大侵略战争，到处搜刮掠夺粮
食，奉天几百万人民群众的生活
越来越困难。而奉天兵工厂的上
万名失业工人由于粮栈被封，既
无处领粮，也无处买粮，生活无
法维持。工人们曾几次派代表到
粮栈协商借粮，可是，守卫粮栈
的日本兵蛮横地说：“这粮栈是大
日本皇军的，不能借给中国人。”
工人们义愤填膺，梁永盛如实向
上级党组织报告了这一情况，并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号召工
人、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抢秋收、
度春荒、抢粮、分粮斗争”的指
示，决定发动工人开展抢粮斗争。

4月30日上午9时，按照既定
方案，梁永盛和其他地下党员召
集工人到粮栈，然后派 5 名工人
代表同日本人谈判，要求开仓放
粮，如不答应就砸库抢粮。这
天，成天上万名工人从四面八方
涌向粮栈，人山人海，声势浩
大。还没等到谈判，广大工人已
开始情绪激动地说：“兵工厂粮栈

是我们工人的，我们吃自己的粮食
日本人管不着。”面对声势如潮的工
人群众，守卫粮栈的日本兵十分恐
慌 。 这 时 ， 一 名 工 人 大 吼 一 声

“抢！”工人们便一拥而上，踏破铁
丝网，砸开粮栈大门，冲进粮仓。

抢粮的消息一经传开，人越聚
越多，许多犹豫观望的人也纷纷加
入了抢粮队伍。日本人闻讯，调来
大批军警进行镇压，但是，上万名
愤怒的群众根本不理睬他们，仍然
旁若无人地抢运粮食，从上午 9 时
一直持续到下午 6 时，整个粮栈 30
多个粮仓的粮食全部被抢光。这次
抢粮运动震动了整个奉天城。

此外，为了壮大党领导的抗日
武装，梁永盛积极向上级党组织建

议设法从兵工厂搞些枪支。据张伯
恩同志回忆，1932 年 3 月的一个晚
上，街上行人稀少，梁永盛披着一
条破麻袋，腋下夹着铁锤，向事先
侦查好的目标走去。他来到小东
门附近，发现了一个日本兵，梁
永盛从敌人背后悄悄摸上去，抡
起铁锤，对准他的脑袋狠狠地砸
了下去，日本兵“扑通”一声倒
地，梁永盛夺得一支短枪。继这次
行动之后，梁永盛又同乔兰亭等人
共同策划了一次有 100 多人参加的
抢枪活动，从兵工厂枪库中抢出
30 多支枪。从此，梁永盛凭借胆
大心细夺枪、抢枪的事迹在党员
中 传 颂 开 来 ， 大 家 亲 切 地 叫 他

“梁大胆”。

人送外号“梁大胆”

1931年五一节前夕，党组织
指示，要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个伟
大的日子。中共奉天特委为动员更
多群众起来斗争，事先印刷了大批
传单，布置市内各支部组织散发，
梁永盛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召开
支部会。

1932年4月29日，奉天兵工厂
党支部在北市场卢家胡同吴国发家
中开会。会上根据中共奉天特委的
指示，研究和讨论如何在五一国际
劳动节期间唤醒民众、打击日本侵
略者的问题。经过反复商量，决定
在5月3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利
用天齐庙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行动前，梁永盛做了充足的准
备。他让儿子到小东边门“稻香
村”食品店买回两盒“点心”，回
家后，他把点心取出装上传单，然
后按照原样包装好。他将装好传单
的“点心盒”自己留下一盒，另一
盒让魏国荣给大家分下去。同时，
又让散发传单的同志每人准备一包
石灰，以便散发传单被敌人发现
时，就往敌人脸上撒，趁机摆脱敌
人的追捕。行动方案是让梁喜贵在
前面走，魏国荣等人陆续跟进。一
旦遇到紧急情况，梁喜贵就回头摸

摸鼻子报信，让大家暂时隐蔽，等机
会再通过。

天齐庙坐落在奉天小东关，又名
东岳庙。农历三月二十八日这天，梁
永盛带领魏国荣、吴国发、吴国财、
杨书田、张明、刘振东、韩庆升、梁
喜贵等人，顺利通过岗卡，进入庙
会。据杨书田后来回忆：中午12时
许，正值游人最多的时候，梁永盛发
个暗号，大家开始分头行动。不多
时，在庙会的各个角落，宣传抗日和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传单像雪片一样漫
天飞舞。人们争抢着、传看着。面对
群众的爱国热情，梁永盛心情十分激
动，他边撒传单、边大声呼喊着“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强盗赶出
中国去”等口号，完全不顾个人安
危。他的行动引起了混在人群中的敌
特分子的注意。3名特务分子紧紧围
住他，边盘问、边搜身，没有撒完的
传单也被敌人搜去了。杨书田发现梁
永盛处境危险，力图营救。终因敌人
太多而没能得手。梁永盛被捕了，被
敌人押送到日伪警察署。

魏国荣、梁喜贵等人很快完成任
务，陆续撤出庙会。随后，当梁喜贵
返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家门口停着
几辆汽车，他感觉事情不妙，因他惦

记着妈妈和弟弟，便不顾一切地冲进
家门。此时，敌人正在家中搜查，便
将他和妈妈弟弟一起抓走。魏国荣、
马同业、乔恩普等人在庙会上见梁永
盛被捕心里非常焦急和难过，担心敌
人抄梁永盛的家，搜去党内的文件，
于是在下午4时许，他们前往梁家报
信，不幸被埋伏在梁家周围的便衣警
察发现，也被敌人抓走。

身陷囹圄 坚持斗争

梁永盛被捕后被押在日伪警察署，敌人企图通过他
打开缺口，一举破获奉天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敌人
制定了一个软硬兼施的劝降计划，想方设法迫使梁永盛
就范。

他们首先威胁他，对他说：“你要是说出来，放你们
全家回去，平安无事；要是不说，你的全家人谁也活不
成！”梁永盛冷冷地回答：“我什么也不知道，没有可说
的。”敌人经过几番威胁没有成效，又对他采取金钱收
买、封官许愿的办法，遭到严词拒绝后狡猾的敌人又提审
梁永盛的大儿子梁贵喜，想从小孩子的口中得到党的机
密。但是无论敌人怎样软硬兼施，他总是挺起胸膛，晃着
脑袋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由于得不到口供，敌人便
将梁永盛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释放回家，因在狱中关押期间
阴暗潮湿，不满两岁的小儿子整天啼哭，后来又染上重
病，出狱后没多久，小儿子便夭亡了。

敌人经过几番威胁没有见效，便采用毒辣的手段摧残
梁永盛。几乎每隔两三天，梁永盛就要过一次堂，每次过
堂，敌人轻则用皮鞭抽，重则用带马刺的皮靴狠踹梁永盛
的腿和肋骨。梁永盛只是紧紧握住拳头，咬紧牙关，闭着
双眼，连哼都不哼一声。他浑身上下肿了起来，皮肉处处
青紫，但他始终不屈服。

此时，梁永盛同志的身份已经暴露，敌人露出狰狞面
目：“谁是你的同伙？只要你讲出来，就没你的事了。”梁
永盛大声回答道：“全中国的工人阶级都是！你们是抓不
尽、杀不绝的！”

最后，敌人对梁永盛失去了耐心，他们用凉水掺小米
灌他的鼻子、压杠子、让他坐“老虎凳”、用利刀刮他的
肋骨、甚至用上了日本最新式的电刑……但这一切更加坚
定了梁永盛斗争到底、决不投降的决心，他告诉敌人：

“工人都是我的同志，贫苦百姓都是我的同路人，我绝不
做日本鬼子的顺民！”敌人被气得暴跳如雷。而梁永盛同
志一次又一次被敌人折磨得昏死过去，但他始终没有吐露
半句党的机密。

梁永盛的战友乔恩普回忆说：“永盛在狱中表现得很
坚强，敌人对他使用了各种刑罚。开始给他上‘两人杠
子’，之后又上‘四人杠子’‘八人杠子’，上刑后，手指
压掉好几个，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去看
他，他对我说：‘即使敌人打死我，也休想从我口中得到
任何东西。’”

梁永盛的战友吴国发老人回忆说：“梁永盛被捕后，
我到狱中去看他两次，第一次见到他，面容憔悴，脸色蜡
黄，得知敌人对梁永盛同志用灌辣椒水、灌煤油等酷刑。
我第二次去看他，得知敌人对他用了更加残酷的刑罚：用
刀剐肋条。梁永盛同志身上的肉都翻出来了，两肋上下没
有一块好地方，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忍不住痛哭失
声。梁永盛的手用力地把住铁栏杆，坚强地支撑着身体，
对我说：‘四哥，你放心吧，打死我，剐死我，我也不会
出卖你们。’”由于梁永盛誓死保护党组织的机密，同时
被捕的魏国荣、马同业、乔恩普等人不久就因“证据不
足”而获释了。

一计不成，敌人又生一计。敌人突然将梁永盛的妻子
和大儿子叫来，让他们母子二人到监狱探监，企图利用梁
永盛的家人来动摇他的意志。梁永盛的妻子来到牢房，看
到自己的丈夫被敌人折磨得血肉模糊，行动困难，心如刀
绞。妻子告诉他不满两岁的儿子已经不在了，梁永盛万分
悲痛，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握紧拳头对妻子说：“不要
哭，要坚强起来，一定要把孩子抚养成人，记住这笔深仇
大恨，早晚有一天要同他们算总账！”敌人的阴谋又一次
失败。

梁永盛深知敌人不会轻易放过他，他随时都有被杀害
的可能。然而，他对个人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对同牢
房的战友说：“你们要注意掩护自己，我宁可死在敌人的
屠刀下，也不会暴露任何同志。你们出去后要好好地为党
工作，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样，我死了也会含笑九泉了。”

梁永盛同志被关押了两个月，受尽了各种酷刑，最后
被折磨得不能行动，1932年7月，梁永盛同志牺牲在警察
署的刑讯室，年仅31岁。

1963年2月9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奉天兵
工厂党支部书记、优秀共产党员梁永盛为革命烈士。

（本文作者为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我死了也会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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