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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 0周年，由著名连环画画家倪春培根据革命烈士张应春

的事迹，绘成10 0幅连环画，记述了张应春短暂而英勇的一生，作为献给建党10 0周年

的礼物。

张应春，1901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北厍镇葫芦兜村，与柳亚子先生是同乡。少年时

代就决心“要争取女权，要以天下为己任”。1924年加入国民党，她带头剪短头发，向

封建势力挑战。在追悼孙中山先生的大会上，她登台演讲，慷慨陈词，阐述中山先生的

三大政策，得到了柳亚子先生的赏识，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5年8月，她当

选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发动、领导妇女反帝反封建，并与国民党

右派作坚决斗争。1925年秋，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柳亚子、侯绍裘的协助下，她在

上海创办了《吴江妇女》（月刊），并任主编，积极推动妇女解放运动。“三一八”惨案

后，张应春立即起草了《江苏省党部妇女部为反对段祺瑞惨杀北京市民宣言》，并参

加了上海群众反对段祺瑞惨杀北京市民的游行，冒着危险在游行队伍中向群众演讲。

1926年下半年，她当选为中共江浙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1927年4月，在蒋介石发

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张应春与侯绍裘等同志在南京被捕，不久惨遭杀害，年

仅27岁。

张应春性格爽朗，为人淳朴。她热心革命事业，光明磊落，爱憎分明。对待工作不

辞辛劳，遇到危险挺身向前，是革命阵营的好同志，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她的一生短

暂而壮烈。她的誓言“难道我们怕了杀头，就不要解放吗？”“我们誓死要从红色的血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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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里，找到光明的途径，建设起光华灿烂的社会来”，一直激励着革命同志，激励着成

千上万的中国妇女投身伟大的解放事业。

吴江汾湖高新区将张应春的事迹用连环画这种极富传统的艺术形式集结出版，是

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教育具有很大的作用。相信此书必将成

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不能丢掉革命传统教育。希望一代新人，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永远缅怀革命先

烈，继承先烈遗志，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

2021年4月

钱国樑　男，汉族，1940年1月生，江苏吴江人。1958年12月参军，196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参谋、副科长、参谋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军参谋长、
军长、军区参谋长、军区司令员（济南、沈阳）等职。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7月被
授予中将军衔，2002年6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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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越交界处的汾湖北岸，有一个美丽的江南水村，村里有个小漾，两头圆溜溜，中

间细扭扭，活像一个大葫芦，于是就叫“葫芦兜”村。张姓是村中的大姓，相传是明末张惟

善由安徽桐城迁至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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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1年11月11日，张家大房的头胎女婴呱呱坠地，这一天是农历十月初一，农谚有

“十月芙蓉应小春”的说法，女孩就取名蓉城，字应春，后因仰慕秋瑾女侠为人，又自号

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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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春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张农，原名张鼎斋，又名肇甲、都金，是一个博学乡

儒，曾任黎里女校教师，加入过柳亚子先生创办的“南社”。著有《葫芦吟草》，诗中记载

着他忧国忧民的爱国心迹。这为应春走上革命征途，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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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金定生，端庄秀丽，是一位慈祥的农村女性，由于一连生下四个女孩，倍受歧

视，终于在第五胎产了一个男孩。第六、第七个又是女孩，老七准备送人，但小应春执意不

让，留了下来，取名留春。这在应春幼小的心灵上萌生了仇恨封建礼教，争取女权的强烈

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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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小应春虚龄八岁了，胖乎乎的脸上扑闪着一双活泼的大眼睛，扎着红头绳的

两根小辫子一甩一甩的，显得天真烂漫又很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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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是个上学的年龄。但在封建社会有句古训：“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孩入塾年年

苦读，长大了考秀才中举人，直到金榜题名，由此满门生辉、光宗耀祖；女孩长大了，却是

“泼出门的一盆水”，待字闺中，做做女红之类才算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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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封建的年代，那个闭塞的乡间，张农却是个开明者。他力主女孩也应上学，可

以知书达理。这样，小应春就顺利地进入私塾读书，成了这所私塾罕见的一个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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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的启蒙教育阶段是识方块字，一天几个，由易到难，日积累月。初学的毛笔字是

“描红”，一页一页，从起始的一点一捺到结构简单的成字，小应春悟性很好，又很用功，

进步很快。张农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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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十二岁的张应春已十分懂事，知道母亲一边要照顾妹妹秀春、留春和弟弟祖

望，一边还要做家务，十分艰辛。自己是老大，应该当好弟弟妹妹们的大姐姐。在家里，

她主动要求帮助妈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早晨，她总是帮妈妈扫地、洗碗、抺桌后才去

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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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小应春都背着书包，携着弟妹们的手，蹦蹦跳跳地一起上学、放学。上学路上有

棵大榆树，夏天树上有蝉儿鸣叫，弟妹们总是停下来听着，应春总乐意在一旁等着。她又

时常鼓励弟弟妹妹们，要勤奋读书，不能随意荒废学业。乡邻们都称赞她是个好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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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的张应春从私塾进入由父亲、叔父创办的葫芦兜初级小学读书。葫芦兜小学门

前有一对石狮，大门上方是“於张合祠”四字匾额。小应春和她的弟妹们就在这里一起上

学、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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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张应春的父亲张农受聘于黎里女子高等小学任教，16岁的她就随父进入该

校读书，和父亲一起住在学校的宿舍里。该校办学有方，对学生注重传播新知识和新思

想，开设国文、算术、自然等课程。通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张应春立志勤奋学习，要争女

权，以天下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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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春初到黎里女校，班上有人窃窃私语，以为这个先生的女儿，也许会依仗父势，不

守校规；或轻视他人，难与同学和睦相处。然而事实却大大出乎同学们的意料，应春勤奋

好学，成绩优良，为人爽直，待人诚恳，很快赢得了同学和老师的好感。



14

柳亚子的四妹柳均权，比应春小四岁，却高一级，在黎里女子高小毕业，母亲不让她

外出求学，就决定留在学校再读一年。这年，张应春随父进入了女校读书，与她成了同班

同学，而且两人上课同桌而坐，放学结伴返家 ，成了亲密无间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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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学校规定学生上学都得穿着统一的校服。一天，均权穿着家里新做的蓝底白花

布马夹，她很喜欢，想让班上伙伴照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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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应春把她拉到偏僻的操场，规劝说：“均权，你还在本校读书，还是本校学生，

就要遵守本校校规，可不能违反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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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春多次对均权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封建意识，我辈要勤奋学习，要争取女权，

要以天下为己任。念兄亚子为何与你姐妹三人取名“平权”“公权”“均权”，你该顾名思

义。”听得均权连连点头。



18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旧制，成立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

大总统。1912年废除清代“宣统”年号。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窃踞了大总统的职位，改次

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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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里女校校方迫于政治压力，规定学生从1916年元旦起学生记载《课堂日志》时，除

了在填写当日课程、班级情况等内容外，还须在填写年、月、日时一律使用“洪宪”年号。

这天正好轮到张应春和柳均权在班级值日，她俩商量后，坚持不改，轰动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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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春在校“好学不已，一丝不苟”，加上父亲的言传身教，其写作水平日益精进。她

当时仅虚龄19岁，就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学生刊物上连续发表了佳作，在《学生》杂志上发

表了七律诗《蟹蝶》，富有水乡特色。又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了小品文《月之观察》。



21

农历十月初一这天是张应春的生日，按人之常情这天都会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庆

贺一番。放学铃声响后同学们都回了家，唯有她还独自留在教室里苦思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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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当天数学老师布置的作业，她还有一道题没有解出。直到独立解答完后，她才

收拾书包与均权一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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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春的一双手也很灵巧，从小爱做“女红”，喜爱编结。她用民间十字绣的制作方

法，亲手编织了名片袋，其设计图案想象丰富、构想独特，金鱼、蝴蝶、花卉栩栩如生，形

象生动。她精心编结的绣荷包，更具特色，十分美观，深受邻居长辈们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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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主义者诬蔑中华民族为“东亚病夫”的时代，中国有识之士认为“强国必先强

种，强种必先强身”，为此必须振兴体育。这股“体育强国”的新思潮，深深影响了刚高小

毕业的张应春。她常讲：学体育就是要身体好，摘掉“东亚病夫”这个耻辱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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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暑期，20岁的张应春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抱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追

求真理的信念，从黎里女子高等小学毕业后，毅然考入上海中国女子体育学校。学校到处

洋溢着一股爱国、民主、进步的气息，除了给学生上课外，还经常组织学生积极参加社会

调查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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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规模不小，有五幢教学楼和宿舍楼。课程设置除了体育，还有国文、英文、教育、

舞蹈、习琴、图画、球技、棍棒等，在江浙沪一带颇有影响，而且每年都要举办体育运动

会，向社会展示女子体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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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春进入上海女子体校后，感到一切都很新鲜，总是如饥如渴地接受新的思想，

学习新的知识。她除了在校学好体育、国文、英文、教育、生理、舞蹈、图画、音乐、球技和

拳术等专业知识外，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和同学们一起练习刀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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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辛酉年），张应春在上海女子体校读书时有个写日记的习惯，她把每天发生

的事情记下来，还发表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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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1月12日，美、英、法、日等九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拒绝我国代表提出的废

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严正要求。消息传来，全国各地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

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阴谋。张应春作为女子体校代表，参加上海各界国民大会，会后

广大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声援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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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2月7日，上海各界人士四万人在上海南火车站沪军营举行国民大会，会议揭

露、抗议帝国主义列强的罪恶阴谋，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应春关心时局、关心祖国前途，

怀着忧虑、愤怒的心情参加集会，当夜写下日记，表达爱国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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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春作为女子体校的学生代表，应邀前往青年会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会议，讨论

国民大会议事宜。第二天，张应春与同学们个个身穿童子军装，手执小白旗，按时抵达会

场参加会议。在当天的日记中地说道“觉得我国的民意这样热心，我国前途必然很有希

望，所以我又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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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春入校以后，每学期成绩都是甲等。192 2年1月8日，她收到上学期的成绩单。

她迫不及待地拆开后发现：总平均虽然列入甲等，不过名次列入第三，比上学期退步

了。她非常伤心，在分析退步的原因时，她认为这是自己平常不用功所致，并写下日记

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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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2年1月11日的日记说，张应春与家人前去探望生病的叔祖父，叔祖母等人在大

厅里替叔祖父斋“心官”。说斋了“心官”，叔祖父的病就会好了。应春想人生病就得服

药医治，这反映了她反对封建迷信，以及对人民缺乏文化科学知识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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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1年12月9日，张应春在日记中写道：“上了两课图画，是写生画，钱师教透视的

法子，很是明白。我今天所绘的物品，已能知道它的绘法，到了下星期要画别的，怕又不知

道了，可见学问是没有穷尽的道理，并且我们在学生时代，万不可以存满足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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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体校的运动会规定每年举行一次，运动会的宗旨在于向社会展示女子体育的发

展。运动会的项目除了柔软体操以外，还设有女子田径、赛球类、国技等项目。张应春参加

了本校第十一届运动会，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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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春进入的女子体校，刚刚接受过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洗礼。她刚从乡下过

来，看到的新文化、新思想，开始很不习惯，感到好奇，后来渐渐被接受。她放暑假回到

家乡，大家都在屋外乘凉，她却站在场中央穿着短衫半裤表演体操或手球，大人小孩笑

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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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回到家与家人和邻居聊天，她看到乡邻们一年到头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大多

收入很少，有的人家甚至缺衣少食，过着穷困的日子。有次她对父亲说：“农民一年到头

辛勤劳动，反而不得温饱。这样不合理的制度，我们应该把它彻底铲除!”父亲听后，连

连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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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夏，她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中国女子体育学校毕业，离校时第十四期的同学们

照了毕业照，合影留念。志在四方的她毅然辞别父母弟妹，远赴福建厦门厦岭学校担任体

育教师。一路上，她耳闻目睹民众的疾苦，进一步激发了其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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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张应春到福建厦门任教，能够自立服务于社会的时候，却因患上了小腿丹毒之

病，不得已离开学校回到家乡。她在吴江芦墟诊治期间，好友柳均权前往探望。言谈中，张

应春对国是日非，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深感痛心，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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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秋，张应春从厦门回来，经女子体校好友史冰鉴的介绍，赴松江景贤女中担

任体育教师，结识了中共党员侯绍裘、国民党左派朱季恂。该校坚持“五四”精神，培养女

学生，促进妇女解放和社会改造，是一所革命空气浓厚的进步学校。由此她走上新的人

生征程。



41

在松江“醉白池·雪海堂”的大厅里，景贤女中每年都在这里举办暑期演讲会，吸收

各校青年和各界进步人士来听课。讲演的有共产党人恽代英、肖楚女、沈雁冰和知名人

士柳亚子、陈望道、周建人、叶圣陶等人，宣传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工人运动和妇女解

放等。



42

1923年5月起，侯绍裘、朱季恂依托景贤女中创办了《松江评论》。张应春在景贤女中

和许多进步青年一起，利用课余时间经常阅读《松江评论》《新青年》和《向导》等进步

刊物，一起讨论社会改造，热烈发表讲话，这对张应春的思想转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3

张应春 在景贤女子中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清醒地认识到，提倡妇女解

放，就应该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向封建礼教挑战，向旧俗陋习开刀！张应春毅然剪除

发髻，剩下一头齐耳短发。女孩子们起初交头接耳，继而啧啧称赞这位年轻女教师的勇

气和胆量。



44

暑假到了，张应春甩着惹眼的短发回到了家乡葫芦兜，受到长辈们的斥责和弟妹们的

嘲笑，父亲也不肯原谅。张应春却不为所动，依然走门串户。



45

经过她的说服和鼓励，胞妹秀春、留春和两个堂妹同春、连春也都剪掉了发辫，父亲

见她心意已决就再也不提及此事。



46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女子除了承受着重重的精神枷锁的束缚，还留下了缠脚、

蓄发、束胸等种种陋习。张应春的剪发举动，立即引起了社会上一些守旧人士的非议。她

面对耳边的风言风语非但处之泰然，还继续鼓励身边的女生剪发，并在《新黎里》报上

发文呼吁。



47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正式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各地共产党人积极参与改组国民

党的工作。



48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在国共合作的方针指

引下，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张应春由中共党员侯绍裘介绍，加入

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



49

在国共合作的洪流中，吴江的革命活动在柳亚子的指导下开展得有声有色。正在葫芦

兜度暑假的张应春，也跟着柳亚子以《新黎里》报为基地，开启民智，宣传革命。后因江

浙督军争夺地盘，松江景贤女中被迫停课，应春决定留在吴江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50

1925年3月12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5月3日，在黎里举行

吴江民众追悼孙中山大会，张应春担任司仪，毛啸岑致开会辞，柳亚子作《孙中山先生的

历史》报告。大会特邀侯绍裘和萧楚女发表演讲，张应春也登台讲演，深得柳亚子赞许。



51

追悼大会后，与会两千余人举行了悼念游行活动，队伍沿三里长街缓缓行进，观者人

山人海，莫不肃然起敬。张应春和瞿双成两人捧着孙中山的遗像，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

面。当时女子大多梳辫留髻，她俩却是齐耳短发，柳亚子称赞她“好一个思想健全的进步

分子”。



52

张应春认为要帮助更多的妇女从封建礼教的毒害中解脱出来，妇女必须受教育。她

提议倡办了暑期妇女学校，为补救年长失学的妇女，设置国文、算术、常识三个科目，教

材以实用而浅近为原则，聘请本区女教师为教职员。她被公推负责教育工作，并担任主

任教师。



53

为了解放人们的思想，取得社会共识，张应春在《新黎里》报发表了《怎样可以补

救我们年长失学的妇女们？》的文章，呼吁：“希望我们失学的年长女同胞，不要观望不

前，快快觉悟！快快来进我们的暑期妇女学校吧！”“时机难得，一去不还，不要错过这

机会呀！”



54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对罢工工人实行报复，枪杀共产党员、中国工人

顾正红。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市举行抗议游行，当游行队伍

经过南京路时，英国巡捕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55

消息传来，张应春拍案而起，立即与柳亚子等人在吴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

呼吁打倒帝国主义，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收还全国租界及租借地”，吹响了吴江各界声

援“五卅”的号角。张应春提议组成演讲队，当晚就在业余夜校举行第一次演讲。



56

“五卅”惨案发生后，张应春在柳亚子的领导下，还与众人组织区教育会会员、市

民公社社员、商会会员等分赴各商号、居民家募捐款项，黎里各界群众纷纷捐款，救济

罢工工人。张应春带领人员参加募捐，救助上海“五卅”死难烈士家属，并带头捐了一

元大洋。



57

“五卅”惨案发生不久，张应春与柳亚子等人组织黎里国民外交后援会，简章规

定：本会以取消不平等条约，收还全国租界及租借地为宗旨。黎里全镇罢工、罢市、罢

课，反对帝国主义。张应春带领其他外交后援会会员，发表演说，募集捐款，声援反帝

爱国斗争。



58

张应春与三千多群众在黎里参加“‘五卅’殉难烈士公祭大会”。会后两千多人各界群

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张应春返回葫芦兜，率领学生二十余人，组成别动队，在

尤家港、张家港等附近乡村游行示威、宣传演讲，农民均异常感动，立誓永不再买大英牌

香烟。



59

1926年6月8日，为了纪念“五卅”，追悼已死的烈士，唤醒全国民众，打倒军阀，打倒

帝国主义，张应春在《吴江妇女》第四期，发表了题为“我们应该怎样纪念‘五卅’”的文

章，号召：“姐妹们！起来！团结起来！来来来！大家来纪念革命的‘五卅’啊！”



60

1925年8月，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江苏省党部在上海成立，张应春被

柳亚子先生推举为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在2 0名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14

人，其余都是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侯绍裘和国民党左派柳亚子、朱季恂三人共同主持

省党部工作。



61

张应春因复患足疾末出席成立大会，只得先在芦墟医院诊治，后又转往苏州省立医

院治疗，迟迟未能赴沪就职。而革命形势愈益严峻，面对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张应春

则躺在病床上欲动不能，可谓心急如焚，于是写下《病中》一诗。表达了她心急如焚、坚

持斗争的决心。



62

江苏省党部成立后，张应春却患足病在苏州住院，她给柳亚子的信中说：“这次常

会我不能出席，我久病未愈，屡次缺席，问心何安呢？闷极！恨极！”因不能前往省党部

工作，心里十分着急。10月下旬，张应春不管沪宁线上奉直军阀正激烈交战，扶病赴沪

就职。



63

张应春到上海后，不顾足疾未愈，工作精力充沛，经常和妇女部秘书史冰鉴等讨论问

题，深夜不眠，第二天清晨仍照常办事，毫无倦容。她还马不停蹄地赶赴苏州、南京等地

调查研究，动员群众，组织队伍，安排和指导全省妇女工作。



64

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将各界妇女庆祝东江胜利为主题的妇女集会改为妇女联

合会，应春写信给柳亚子，信中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拒绝参加大会以示反抗。同

时还就妇女工作经费、妇女部长人选以及注重劳动妇女的工作等问题，征求柳亚子先

生意见。



65

张应春在革命实践中感受到：要做好革命工作，必须要有先进的、系统的革命理论

为指导。她为了学习革命理论，领导全省妇女运动，不顾省党部工作繁忙，坚持进入上

海大学社会系求学，参加政治训练班，听瞿秋白、恽代英、肖楚女等同志讲学，认真学习

马列主义。



66

张应春逐渐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

真正领导者。从此，她在行动上积极为党工作，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党组织

一段时间的考察，1925年10月，由侯绍裘、姜长林介绍，经中共江浙区委批准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67

1926年2月，张应春为了指导妇女工作，草拟了创办《吴江妇女》的计划，交由省党

部中共党团组织讨论，转请中共江浙区委批准。1926年3月8日，上级批准创办了《吴江

妇女》（月刊）。她担任主编，兼任发行和校对工作，并亲自撰写文章，宣传妇女的历史

使命。



68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1926年1月1日在广州召开国民

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应春作为江苏省妇女代表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周恩来、邓

颖超、何香凝和侯绍裘、朱季恂也出席了会议。张应春向大会提交了妇女运动提案的书

面报告。



69

会议期间江苏旅粤党员特意在广州东亚酒店宴请了张应春、侯绍裘、朱季恂等出席大

会的江苏省代表。席间，张应春、侯绍裘等还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散会前，众人合影

留念。张应春在广州特地买了一只精美的漆盒，作为参加大会的纪念。



70

张应春回到上海，参加江苏省各市县党部联席会议，接着举办了由各县市党部的左派

党员参加的全省干部寒假训练班，组织了一系列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主讲的报

告，既传达了会议精神，又了解了各地妇女运动的现状。在她的努力下，全省的妇女运动出

现了高潮。



71

1925年11月23日，邹鲁、谢持、张继等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10余人聚集

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西山会议”。通过一系列反动议案，反苏反共、破坏国共合作。

张应春他们义愤填膺，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名义发表公告，公开揭露西山会议派的分裂

行径。



72

西山会议派的沈玄庐跑到江苏省党部进行反共游说。他见张应春新来乍到，便当面指

责省党部进行“赤化”宣传，妄图挑拨张应春反共。张应春当即予以反击：所谓“赤化”，

只是共产党员努力工作的代名词罢了。面对义正辞严的驳斥，沈玄庐只得抱头鼠窜而去。



73

1926年4月5日，为了迎头痛击国民党右派气焰，张应春与柳亚子研究决定，在同里侍

御坊召开吴江县党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柳亚子作了坚持国共合作的演说，还邀请侯

绍裘、杨之华、瞿双成等进行演讲，严厉打击右派势力，鼓舞士气，振作精神，继续坚持

斗争。



74

会议期间，为缓解工作压力，张应春、柳亚子特意邀请杨之华游玩同里罗星洲，同行

者还有柳亚子长女柳无非及妻妹郑佩亚等人。罗星洲俗称“芦千墩”，宛若远隔市嚣的琼

台仙境。为欢迎杨之华、瞿双成，张应春等十二位女同志集会，并合影留念。



75

1926年3月12日，在南京紫金山麓举行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张应春和柳亚子、朱季

恂、侯绍裘等代表江苏省党部参加了活动。上午召开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应春以省

党部妇女部长的身份登台讲演，号召妇女起来为国民革命和妇女解放努力奋斗。



76

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典礼后，大会组织与会群众在夫子庙一带举行游行活动，张应

春带领各界妇女手执“拥护国民会议”的旗帜，步伐坚定地走在各界妇女队伍的最前面，

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迅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



77

奠基典礼刚结束，国民党右派队伍中突然冲出打手，先用棍棒、旗杆乱打，继用石子

乱掷，围攻左派队伍，现场顿时大乱。



78

危急关头，张应春挺身而出，立即与庄元勇、唐蕴玉护卫柳亚子下山。事后，同志们都

称赞张应春遇事沉着、勇敢，具有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



79

192 6年3月18日，北京五千群众集会举行反帝示威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大

沽口、提出要我方拆除大沽口军事设施等无理要求。段祺瑞军阀政府下令开枪镇压，死

伤250余人，其中被害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席刘和珍和她的同学杨德群等爱

国学生。



80

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应春四处奔走，开会演说，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

罪行。妇女部专门为此发出了《为段祺瑞惨杀北京市民宣言》，号召女同胞踏着女烈士的

血迹，勇猛地前进。表示江苏各界妇女誓作后盾，支持北京市民将斗争进行到底。



81

张应春 在4月8日出版的《吴江妇女》第二期上发表了《悼北京为爱国惨死的女烈

士》文章，集中悼念北京“三·一八”惨案女烈士，钦佩女烈士们的斗争勇气和革命精神。

“你们的精神不死！看我们来扫除这叛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的反动军阀和

反革命派！”



82

1926年7月，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进展顺利，很快

进占长沙，攻占武汉，底定两湖。为了迎接北伐胜利，张应春多次奔赴苏州、丹阳、南京、

徐州等地，发表演讲，播撒革命种子，培养妇女干部，积极指导推动妇女运动。 



83

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席卷大半个中国。1927年2月28日，北伐军一部由浙江抵达黎

里，驻扎在西栅宁绍会馆。为了庆祝北伐顺利进军，黎里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会。会上，

张应春慷慨陈词，欢迎北伐军的到来，欢呼北伐战争的胜利。



84

1927年3月，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取得了第三次

武装起义的胜利。消息传到吴江，张应春更是欢欣鼓舞。黎里各界群众在树人小学操场

集会庆祝，张应春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民众支持国民革命。



85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由南昌抵达上海，即与帝国主义分子、江浙财阀和流

氓势力举行秘密会谈。此后，蒋介石接连调集嫡系部队和其他听命于他的部队控制江浙

沪地区，加强反革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下令查封各种革命团体，大肆捕杀共产

党人。



86

为配合北伐军加强对南京领导，中共江浙区委研究决定由侯绍裘率领省党部部分

人员迁往南京。4月2日全部抵达，受到南京市党部及南京各界群众四五万人的热烈欢

迎。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在安徽公学合署办公。当时应春在家病休，妇女部暂有范志

超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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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已接近南京，蒋介石加紧了反共步伐，他刚从上海抵达南京，就授意温建刚等

人指挥劳工总会、右派市党部等百余名流氓打手，手持木棒、铁棍和手枪闯入安徽公学，

捣毁江苏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当场逮捕30余人，绳索捆绑，推上汽车，押解关进公安局

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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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较量迫在眉睫，江苏省党部侯绍裘连拍三封急电到黎

里，要求张应春速往南京就职。张应春面临革命工作的需要，不顾身体尚未完全恢复，

面对路途种种险势，决定先到上海再转赴南京。4月7日，她收拾行装，告别家人，动身

前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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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立即激起了南京各界人民群众的愤慨，在公共体育场隆重举行

“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愤怒声讨了蒋介石唆使流氓打手捣毁省市党部、市总

工会的反革命罪行，强烈要求严惩凶手。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去总司令部请愿，遭到军

警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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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9日，蒋介石已公开反共。10日晚上11时，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市总工

会和各革命团体的共产党员主要负责干部，在中共的地下交通处南京大纱帽巷10号王同

志家，参加党内紧急会议，商量应变措施，决定用民众力量解决反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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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够保密，会场很快就被敌人密探发觉。次日凌晨2时，公安局侦缉队队长赵笏

臣带领5 0多名武装便衣突然闯入会场，将还在议事的众人包围。侯绍裘、刘重民、许金

元、谢文锦、陈君起、文化震、钟天樾、梁永、谢曦等同志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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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春刚从上海抵达南京，先急着找到南京市党部妇女部长、共产党员陈君起家

里，并住在她家中。陈君起家经常是中共党员的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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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凌晨，她俩不知情况突变，一起前往大纱帽巷10号，去参加会议，被潜伏在那里

的侦辑队特务当场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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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全国的南京“四·一○”反革命事件被捕的十位同志，都被关押在珠宝廊公安局

看守所，张应春与陈君起被囚禁于一间牢房。陈君起在狱中给儿子阿宝写信，说：“我与张

应春两人仍住在我上次被关的那间小房子里，有可能给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来，张应春

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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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春被捕后，化名金桂华。狱中，她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始终英勇不

屈，坚持斗争。她被反捆双手，吊打了一天一夜，昏了过去，又被冷水泼醒，被折磨得遍体

鳞伤，鲜血直流。可是，醒来后，她仍然只有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敌人一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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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天后的一个黑夜，敌人见张应春等人信仰坚定、视死如归，赵笏臣在蒋介石的

密令下指使刽子手将他（她）们捆入装有石灰的麻袋，然后用刺刀活活捅死。为了毁尸灭

迹，敌人连夜用汽车偷偷运到通济门外，抛入九龙桥下的秦淮河中。张应春牺牲时年仅

二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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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耗传到家乡，张家全家惊惶，疑信参半。老父亲悲恸逾恒，寢食难安。二度亲赴南

京探询，终不得实，忧伤成疾，呕血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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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 7年 4月，流亡日本的柳亚子得知张应春殉难的消息后，悲恸之余挥泪吟就一

绝：血花红染好胭脂，英绝眉痕入梦时。挥手人夭成永诀,可怜南八是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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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月，柳亚子回国，赴南京找不到烈士的遗骸，拟筹建张应春衣冠墓，并请南

社社员们赋诗作画，辑成《秣陵悲秋图》以慰沉冤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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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0月，柳亚子与南社社友沈长公音书往复，商议筑墓之事。三载蹉跎，烈士墓

于1931年冬建成。入葬时，梳妆盒代首，随葬帽子、衣裤、鞋袜。于右任先生手书的“呜

呼，秋石女士纪念之碑”竖立墓前。墓茔坐南朝北，面向南京，以纪念其殉难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