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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革

毛仲清（1916-1945）

为巩固浙东抗日根据地血洒战场的毛仲清

▲毛仲清等五烈士之墓

▲毛仲清牺牲地——富阳县富春江中埠渡口

王孝和（1924-1948）

身受酷刑而从容就义的王孝和

■本栏目由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1948年9月30日王孝和英勇就义，这是烈士就义前慷慨赴刑场时的情形。

▲1949年11月5日王孝和追悼大会

▲王孝和就义前写给父母、妻子、战友的遗书

毛仲清（1916-1945），原名茅庚
福，又名茅仲倩，1916 年生，上海市
人，家住杨树浦龙江路茅家塘。

1922 年，毛仲清进培安小学（今
许昌路小学）读书，后又就读沪东中
学。后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继续上
学。1936年经人介绍，进新怡和纱厂
（后上海第一毛条厂）粗纱间做平车
工。不久他考取了沪东中学的夜校，
在那里他开始接近中共地下党组织，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协会工作。1937年
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一三”事
变爆发后，新怡和停工关厂，许多工人
逃进了租界，毛仲清和家人也进了难
民所。1938年秋，他响应难民所地下
党组织号召，参加了以“难民垦荒”名
义组织起来的志愿参加新四军的队
伍。他不顾家人的劝阻，冲破敌人的

重重关卡和封锁，奔赴抗日前线，来
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驻地，随即被分
配到教导大队，接受军政训练。

1939年初，党指派刚从教导大队
毕业的毛仲清到浙西湖州，加强当地抗
日武装——长超部队，稍后党又任命他
担任总支委员，兼一中队指导员。在
党的领导下，这支部队英勇善战，纪律
严明，深受当地群众爱戴，很快发展到
上千人。1940年3月以后，组织上调
他到义乌县工作，任县委宣传部长。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
金衢特委又把毛仲清调到兰溪做党
的秘密工作，安排在中国工业合作协
会（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
诺和胡愈之等人发起组织的进步经
济团体）供销业务代管处任会计。他
从来没有做过账，对会计业务一点也
不懂，但为了在“工合”站住脚，在同
志们帮助下，他刻苦学习做账，很快
掌握了会计业务知识。他以这个职
业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发展
了一批党员，为兰溪党的工作的发
展，作出了贡献。

1942 年 5 月，日军进攻兰溪，毛
仲清随“工合”撤退到常山，任常山

“工合”业务股业务员，在党内任支部
组织委员。这期间，他设法筹集了一
笔经费，支援了赣东特委设在河口的
公开机构——振华公司。

1942年5月中旬，日军发动了浙
赣战役。根据党的指示，金衢特委和
义乌县委决定在敌后组织抗日武装，
成立了由党领导的金（华）、义（乌）、
浦（江）游击队，游击队在义乌县的支
队称为“义乌八大队”，1943年秋，毛

仲清被派到义乌八大队一中队担任
政治指导员。义乌八大队在战斗中
不断壮大，成立一年左右，发展到300
多人，开辟了以义乌西乡吴店为中心
的游击根据地。1943 年 12 月、新四
军金肖支队成立，毛仲清随一中队编
入金肖支队，在二大队四中队任政治
指导员。金肖支队在浙东纵队统一
领导下，和兄弟部队一道，经常活动
于金（华）、义（乌）、浦（江）、诸（暨）、
绍（兴）、萧（山）地区，打击日寇，并多
次打退了国民党第三战区顽军的进
攻，巩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

1945年，抗战局面有了根本的改
观，根据形势需要，新四军抽调主力
部队南下。5月，苏浙军区决定调第
四纵队十一支队南下，过富春江向浙
东推进，以打通浙东和浙西的联系，
使两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联成一片，同
时调几名领导干部过富春江到浙东，
以加强浙东的工作。为了迎接四纵
十一支队南渡富春江，毛仲清所在的
浙东纵队三支队第二大队和第三大
队一起，在浙东区党委书记兼浙东纵
队政委谭启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
江省委第一书记）、纵队第三支队长
蔡群帆、政委钟发宗率领下，于 5 月
上旬从四明山根据地向西开进，中旬
到达诸暨和金肖支队会合后，5月18
日开到富阳县境内章村、龙门一带山
区，攻占了由国民党第三战区挺进第
三纵队贺钺芳部盘踞的场口镇，但十
一支队过江必经之路中埠渡口仍被

“挺三”一个排控制着，他们在中埠渡
口两侧锣鼓山和龙山上筑起了碉堡，
用机枪封锁江西，我军若不占领中埠

渡口，十一支队就无法渡江。20日，
毛仲清和中队长乔云石率领五中队
两个排，奉命攻占中埠渡口。敌人凭
借它的“乌龟壳”和踞高临下的优势，
疯狂地用火力封锁战士们前进的道
路，毛仲清身先士卒，率领战士冲击
敌碉堡，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他
的头部，他踉跄了一下，又站稳了脚
跟，大声呼喊：“同志们，跟我冲啊”，
说着，身不由己地倒了下去，壮烈牺
牲，时年29岁。

1985年清明节前，富阳县人民政
府在诸佳坞老虎山头原地，重修了烈
士墓，并立了墓志，称赞他“忠于人
民，忠于党，是我党的一位优秀基层
政工干部。”

王孝和（1924-1948），原籍浙江
鄞县（现宁波市鄞州区）泅江，1924年
2月4日出生在上海。

1938年，14岁的王孝和考进励志
英文专科学校读书。在校读书期间，
中共党员许统权经常找王孝和谈心，
帮助他提高思想觉悟。1941年5月，
经许统权介绍，17岁的王孝和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1942年底，王孝和考取了上海电
力公司。1943年1月，他进了杨树浦
发电厂，在发电管理室当抄表员。

1946 年 1 月，上电爆发了坚持九
日八夜的罢工，国民党特务制造“索夫
团事件”以进行镇压。王孝和始终同
其他工人领袖一道，参加斗争，赢得了
工人们的信任和拥护，当选为上电工
会杨树浦发电厂支会的干事。

1948年1月8日上电工会召开大
会，改选工会领导机构。王孝和等人
被选进工会，掌握了工会的领导权。

1948 年 2 月，国民党武力镇压申
新九厂工人罢工，造成流血事件。王
孝和根据上级指示和工人要求，以工
会名义在厂内发动声援申九工人的捐
款并动员全厂工人佩戴黑纱，以抗议
反动派的血腥暴行。国民党特务企图

阻挠王孝和组织工人支援申九的斗
争，王孝和说：“工人是一家，相互支援
是我们的份内事。”于是敌人下决心要
拔掉王孝和这颗“钉子”。

4月19 日晚，国民党特务万一突
然闯进王孝和家，对他进行威逼利
诱，动员王孝和“自首”。王孝和压住
满腔怒火，冷冷地说：“我是上电2800
名职工选出来的工会常务理事，为
职工说话、办事是我的职责，没有什
么需要向谁讲清楚的，更无‘自首’
的必要！”

国民党特务走后，王孝和清醒地
意识到敌人将会进一步对他采取行
动，但此时他考虑的是党组织的安全
和工会的命运，决不能轻易离开自己
工作岗位。为了不让敌人捞到他们所
需要的任何东西，他将家中的东西作
了清理，该销毁的销毁，该交组织的，
托付亲人日后上交。

4 月 21 日清晨，王孝和骑车去上
班，途经中纺十二厂（后上棉十二厂）
工房时，被守候在那里的万一骗进工
房，由警备大队长路鹏等押上车，送警
备大队。

警备大队的审讯室里，各种刑具
齐全。面对审讯，王孝和始终不吭一
声，只是冷冷地看着敌人。于是，三个
彪形大汉将王孝和绑在“老虎凳”上，
两边两个特务，把王孝和双腿抬起，脚
跟下的砖头从三块加到五块，王孝和
惨叫一声，昏了过去。当天晚上路鹏、
范才骙二审王孝和，他又被上了重刑，
胸前血迹斑斑，但敌人仍一无所获。
敌人在对王孝和进行第三次刑审逼供
时，几个特务撕开王孝和的衬衣，用步
枪弹头使劲地在王孝和两肋上刮，致
王孝和皮开肉绽，鲜血直流，钻心的剧
痛使王孝和又一次昏厥了过去。敌人
还是一无所获。敌人又搬出了最后的
绝招，王孝和两腕被绕上了电线，电流
通向他的全身，王孝和剧烈地抖动着，
软软地倒在电椅上。敌人的严刑没有

使王孝和屈服。
4 月 25 日凌晨，王孝和等上电有

关人员全部被押解到北四川路底警备
司令部军法看守所，由国民党调来专
门对付共产党和进步群众的特种刑事
法庭再审。

在审讯中，王孝和等一再声明不
承认敌人预写的假供词。法官们瞠目
结舌，无言以对。

6 月 28 日，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
刑事法庭宣判王孝和死刑。王孝和早
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对敌人的死刑判
决表现得异常平静。

9 月 24 日，国民党中央特刑庭宣
布维持对王孝和死刑的原判。 王孝
和等人被移押到格兰路警局（今隆昌
路杨浦公安分局）特刑庭看守所。

1948年9月30日上午，王孝和沉
着镇定，从容不迫地穿上了白衬衫，被
反铐着双手走出了监房，被押解到特
刑庭，听完审判长宣读执行死刑的“命
令”，他从容自若，面不改色，昂首提
出：“我要向在场的记者先生讲几句
话。”在场的报纸、通讯社记者20余人
纷纷向前拥去，王孝和慷慨激昂地向
记者们痛斥国民党不讲理，乱杀无辜
的残暴行径，要求记者们主持公道，在
报上披露真相。

1949年11月4日，中共上海市委
第三书记，上海总工会筹备会主任刘
长胜题词：“我们踏着王孝和同志的血
迹前进！”5 日，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在
逸园（后文化广场）隆重举行“王孝和

烈士追悼大会”。上海市军管会和上
海市人民政府送了“为工人阶级利益
牺牲，永垂不朽”的挽幛。王孝和烈士
的英勇事迹在全国广泛传播，激励着
人们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