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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又文（1914—1962），万荣县荣河
镇 郑 村 人 ，1937 年 加 入 傅 作 义 部 队 ，
1938 年 9 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
傅作义私人秘书、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
主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处
副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职，为北
平的和平解放作出重大贡献。1955 年，
他任水利部农田水利局副局长，1960 年
调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1962 年 9
月 25日，他因积劳成疾病逝，时年 48岁。

“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
劳任怨。”这是周恩来对我党所有情工人
员的要求。阎又文的一生，就是这 16 个
字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前，阎又文表面身份是
傅作义秘书、国民党少将，实为中共隐蔽
战线上的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
明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中国共产党
的统战工作者。

1962 年，时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
长的阎又文在京病逝。他被安葬于八宝
山革命公墓，碑文中写道：“阎又文同志，
山西省万荣县人，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
六日。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粮
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阎
又 文 同 志 ，过 去 曾 为 革 命 做 过 许 多 工
作……”

碑文的几处表述令人费解：他是中
国共产党党员，参加革命和入党时间却
并未交代；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历任职务
都清清楚楚，新中国成立前的职务却并
未提及，仅以“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
作”一笔带过。

关于他的身份，似乎笼罩着一团巨
大的“迷雾”。而这团“迷雾”，直接影响
着阎家的子女——“一到政审就卡壳”。
究其原因，收到的回复总是“阎又文同志
政治历史问题不清楚。”

1993 年，这个谜底在北京市公安
系统举办的一场老同志春节联谊会上被
揭开。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光人曾
是阎又文二女儿的领导。在这次联谊会
上，刘光人遇到了曾经的同事、地下工
作者王玉。两人在聊天中谈及阎又文后
人的境况，王玉激动地说道：“已经过
去这么多年了，阎又文的事应该可以解
密了。”原来，王玉就是当年负责与阎
又文绝密单线联系之人。由于一些特殊
原因，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长期没有公
开。

几天后，王玉将阎家子女带到中共
中央原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家中，关于阎
又文身份的秘密终于浮现。

1997 年，阎又文去世 35 年后，罗青
长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丹心一片照后
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关于他的
真实身份和那段尘封已久的潜伏故事才
公之于世。

投笔从戎

1914 年，阎又文出生于山西省万荣
县荣河镇。他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
1933 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大学期
间，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进步
团体“中外语文学会”，并担任该学会刊
物《中外论坛》的编辑。

“七七事变”爆发后，阎又文投笔从
戎，奔赴延安。他辗转来到延安，见到了

昔日的老师邢西萍（即徐冰）。在老师的
建议下，他加入爱国将领傅作义的部队。

由于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期
间，傅作义积极与中共合作抗战，关系很
好。那时，阎又文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傅
作义抗战，加强傅作义部队的政治工作，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 年 9 月，经中共特派员潘纪文
介绍，阎又文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
于个人能力出众、文笔锋锐、处事干练，
他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和重用，成为
傅作义的私人秘书。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掀起了反
共高潮，傅作义对我党的态度发生了转
变，共产党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由
于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作出妥当安
排，阎又文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绝密单线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此时
的阎又文与组织失联近 7 年。其间，他
从未忘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仍按照党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辅佐傅作义
进行抗日工作。

日本投降的前几天，在陕甘宁边区
保安处（简称“边保”）工作的王玉接到上
级交派的任务，要到绥远（今内蒙古）傅
作义部队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

几经波折，装扮成皮货商人“张治
公”的王玉以“找弟弟”的名义见到了阎
又文。由于失联太久，无法约定接头暗
号，王玉只好铤而走险，单刀直入地说：

“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
派我来找你。”这种直接亮明身份的相认
方式的确十分冒险，可当时情况特殊，王
玉只能冒险求证。

此时，阎又文已经是国民党第十二
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对我党
更为有利的是，他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
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傅作义主持
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
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
又文起草。阎又文和王玉先后密谈了几
次，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以及
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向王玉作了详细
的讲述。

为了避免暴露，国统区内只有王玉
一个人和阎又文联系。解放区内，知晓
阎又文身份的只有西北局社会部的少数
高层领导。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
共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被压缩到
阎又文——王玉——罗青长（社会部一
室主任）——李克农（中央社会部代理部
长）。这也成为日后阎又文的真实身份
难以被世人知晓的一个重要原因。

致毛泽东的公开信

1946 年 6 月底，国民党撕毁国共两
党达成的《停战协定》，大举进攻各解放
区，全面内战爆发。

1946 年 7 月底，聂荣臻与贺龙联手
围攻大同。蒋介石看到大同岌岌可危，
便命令傅作义率部攻打内蒙古重镇集
宁，企图“围魏救赵”。最后，傅作义部队
虽取得胜利，但双方都损失惨重。

一天，傅作义授意阎又文起草一封
致毛泽东的公开信，向毛泽东、蒋介石、
美国人以及全国表明他的主张和态度，

要公开理论这场冲突的是与非，要“长自
己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

阎又文感到很为难，便将此事经王
玉向上级报告，此事一直请示至毛泽东、
周恩来。周恩来指示，要掌握一个基本
精神：这封信发表以后，要使傅作义和他
的官兵们兴高采烈、得意忘形，瓦解他们
的斗志；要使我们的指战员看后，激发起
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在战场上恨不得把
敌人一口吃掉。于是，就有了那封轰动
一时的傅作义将军致毛泽东的公开信。

9 月 20 日，傅作义在他的机关报《奋
斗日报》上发表了这封公开信。次日，国
民党权威报刊全文转载，通栏标题是：傅
长官作义致毛泽东先生，希接受教训，放
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

这篇文章言辞犀利，态度强硬。毛
泽东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
表示：“奇文共欣赏。”朱德总司令看到电
台人员抄收的电文后表示：“请将不如激
将！”将此电文发华北解放区连以上干
部，以激励将士一雪前耻。

北平解放后，傅作义到西柏坡拜会
毛泽东，阎又文随行。毛泽东在接见阎
又文时曾一语双关地说：“阎又文，你的
文章写得很好啊！”不过，这封公开信也
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产生了误会，使阎
又文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

策反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

1947 年 12 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
华北“剿总”总司令。此时，阎又文已晋
升少将军衔，除了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
外，还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
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职，已
经进入华北“剿总”的核心决策层。

1948 年 5 月，李克农派王玉第一次
进北平，与阎又文联系。此时，中央已经
在酝酿辽沈战役的战略设想，同时，还考
虑在华北与国民党大会战。阎又文安排
王玉住进相对安全的北平饭店，通过他
向中央报告傅作义的最新思想动态。

1948 年 10 月，辽沈战役的成败已成
定局。中央军委急于了解辽沈战役后国
民党在华北的全盘战略考虑，为此李克
农和中央社会部派王玉再次进北平与阎
又文联系，要求在两周内拿回这一事关
全局的重要战略计划。

此时的北平城已是风声鹤唳，国民
党特务机关疯狂搜捕中共情报人员。据
王玉后来回忆，行前，李克农特意说：“此
次进北平，要有被捕的思想准备。万一
被捕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阎又
文，就算是牺牲了，也不能暴露他的身
份。”

阎又文不负重托，冒着生命危险，仅
用一个多星期就把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
定的战略计划告知中共中央。这一情报
对北平的和平解放以及加快全国解放进
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8 年 12 月 14 日，解放军完成对
北平的合围。此时的傅作义顾虑重重，
摇摆在“战”“走”“和”之间。他找阎又文
商讨，阎又文向他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
分 析 当 前 面 临 的 这 三 条 路 中 ，“ 战 ”和

“走”都是对历史、对人民、对部下不负责
任的做法，只有“和”才是唯一正确的选
择。阎又文还建议傅作义尽早与中共开
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同时，他还

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安排傅作义的老
友以及社会名流做通傅作义的思想工
作。

经过多次谈判，最终，双方对和平条
件 达 成 共 识 。 1949 年 1 月 22 日 下 午 6
时，阎又文以傅作义将军代表和华北“剿
总”发言人的身份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
向全世界宣布《北平和平协议》。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
千年古都免遭战火，百姓免于流血牺牲。

推迟解开的身份之谜

北平和平解放后，阎又文的潜伏任
务并未结束。

按照中央的安排，阎又文继续辅助
傅作义，推动绥远起义。作为“绥远问题
协商委员会”委员和傅作义一方的谈判
代表，阎又文参与了绥远起义的策划、协
商、谈判以及《绥远和平协议》的起草和
签字的全过程，为绥远的军队解放军化
和地方解放区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随傅作义的
部队接受改编，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随后，傅作义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他点
名调阎又文至水利部农田水利局任副局
长。依据组织的安排，阎又文的真实身
份一直没有公开。

1960 年，阎又文调任农业部粮油局
局长。时值三年自然灾害，阎又文家里
孩子多，粮食不够吃。身为政协委员和
局级领导的阎又文虽有特供证，却从来
不允许家人使用。他说：“我管粮食生
产，全国人民的粮食都不够吃，咱们家有
什么理由吃特供？”

他常年在全国各地奔波，积劳成疾，
于 1962 年 9 月 25 日因病逝世。弥留之
际，阎又文给守在病床前的妻子留下遗
言：“有事找组织。”随即溘然长逝。

关 于 他 身 份 的 秘 密 ，自 此 石 沉 大
海。直到 1993 年的那次会面，阎又文的
真实身份才为其子女知晓。

此次会面后，罗青长出面为阎又文
证实身份。1993 年春，农业部分别向阎
家六位子女的单位发去公函：“阎又文
1938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
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
他运用担任傅作义秘书的有利条件，为
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
了重大作用，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
突出贡献。”

关于阎又文身份的谜团终被解开。
然而，这份证明公函的影响范围有限，仅
局限于阎又文子女的单位。1997 年播
出的电视剧《第二条战线》中，把阎又文
塑造成了反面人物。

1997 年 7 月 10 日 ，罗 青 长 专 门 在
《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丹心一片
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的文
章，为阎又文正名。

罗青长写道：“我的战友阎又文同志
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战士，他
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置个人安危
于度外，真正做到了‘白皮红心’。”

1956 年，阎又文曾作诗一首：“独怀
凌云志不凡，干高枝大拔群巅。阳春三
月花似锦，英雄树下赞木棉。”

木棉花落，永不褪色。这亦是阎又
文一生的写照，坚守信仰，从不表达，却
无限忠诚。

隐蔽战线二十余载 北平和平解放功臣

阎又文：隐蔽战线杰出战士

丁行（1908—1948），原名丁行之，化名何
鹏，夏县瑶峰镇南关村人，1927 年 8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加入西北军池峰
城部，以文书、上校秘书等身份从事党的地下
活动，1948 年 10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丁行自 7 岁起就跟随教书的父亲学习四
书五经，8 岁时考入县立第一高小，毕业后考
入嘉康杰创办的堆云洞平民中学。平民中学
被阎锡山查封后，他转入夏县师范讲习所学
习。1927 年 8 月，经孙雨亭介绍，丁行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27 年 12 月和 1928 年 1 月，党组织先后
两次发动农民进城围攻国民党县党部，遭到
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运动组织者之一的丁
行，受党组织指示潜入陕西，加入西北军。

他的上司池峰城行伍出身，作战勇敢，但
缺少文化知识。丁行常常给池峰城讲书说文、
谈论国内国际形势，提治军建议，并按共产党
队伍要求拟定改造池部计划。时间久了，池峰
城部队以军纪严明、勇敢善战而闻名。

池峰城十分赏识丁行的为人和才干。池
峰城任团长时，任他为中尉书记；池峰城任旅
长时，任他为上尉书记；池峰城任师长，任他
为少校军法处主任；池峰城任军长，任他为上
校秘书处长。

在丁行心中，在国民党军内升官只是障
眼法，最终目的是要创造条件，伺机将部队拉
出反革命阵营，走上革命道路。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相继失守。
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奉命坚守娘子关，在阻
击日寇期间将敌七十七联队全部歼灭。日军
疯狂反扑，战区内的其他国民党部队，尤其是
阎锡山部队遇敌即退，致使二十六路军孤军
作战，损失惨重……

正当这时，共产党部队贺龙率领八路军
一二〇师，雄赳赳地挺进敌后，丁玲带着西北
战地服务团高歌抗战，这令池峰城和三十一
师全体官兵十分感慨。丁行借机鼓动池峰城：

“咱们也搞一个服务团吧！”池峰城点头同意。
1937 年 11 月，丁行奉池峰城的命令赴西

安招收战地服务团成员。他在西安平津流亡
同 学 会 拜 见 了 该 会 负 责 人 、共 产 党 员 张 之
强。他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张之强听罢一
愣，问道：“西安这么多团体，你为何单找我
们？”他笑了笑没有回答，只是说：“这件事就
拜托了！”张之强心想，这位国民党军官如果
不是地下共产党员，就是在思想上倾向共产
党，于是便爽快地答应了。

服务团的成员很快确定，这一行人于 12
月下旬抵达山西霍县三十一师驻地。就这
样，三十一师正式成立战地服务团，由池峰城
兼任团长，丁行兼任副团长。

征得池峰城同意后，丁行和张之强带领
全体团员，到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参观学
习。

1938 年 3月中旬，丁行率领战地服务团随
三十一师参加了闻名中外的台儿庄战役。在
台儿庄战役中，战地服务团高唱《大刀进行曲》等歌曲为战士们鼓
劲。在服务团的鼓舞下，三十一师全体官兵光着膀子，手提大刀，奋
勇作战。日寇的精锐矶谷师团在这场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

为压制革命力量，1939 年，蒋介石下令撤销战地服务团。丁行为
了保存党在池部的革命力量，以子弟学校需要教师为由，征得池峰城
同意，暗中将共产党员蒋牧良等 4位同志留下。

池部在河南舞阳整训期间，丁行效仿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和八项
注意，为三十一军制定了以“爱民保民爱国卫国”为内容的“十要”“十
不要”官兵守则，将其发放给全军官兵，人手一册，随时诵读，认真执
行，如有违犯，军法制裁。他还编了一首歌谣：“同甘苦共患难，我们
都吃大锅饭。部队是家庭，携手向前干。我们要为民族奋斗，要为建
国抗战……”话剧团的同志将其谱成曲子，吃饭前，部队官兵列队高
唱，以增强官兵团结。丁行还建议池峰城给官兵家属分发“抗战光荣
证”，并要求官兵家属所在地的政府照顾军烈属生活。

这些措施，使全军官兵士气大振，因而该部队继台儿庄战役后，
在“襄樊战役”中又一次力挫强敌，取得赫赫战功。

1940 年 9 月，国民党特务要到三十一军里搜查共产党员。此时，
三十一军所辖的三个师中，已有两个师建立了党支部。丁行立刻找
到张之强说：“孙总司令刚才来电话，他明天和特务一块来，亲自处理
这件事。这是护照路费，你带着同志们赶快走。”张之强反问他：“你
呢？是不是一起走？”他坚定地回答道：“不，我不能走。若我走了，过
去的工作将付之东流。为了革命，就算不幸牺牲，我也会含笑九泉。”

第二天，孙总司令和特务来到三十一军，通过调查获得了一份
“黑名单”，“黑名单”中果然有丁行的名字。经孙连仲和池峰城力保，
他才幸免被捕。

1943 年，国民党特务在湖北恩施又以有共产党嫌疑为名将丁行
逮捕。囚禁半年后，经孙连仲和池峰城的营救，他才恢复自由。

由于孙连仲和池峰城的信赖，特务们很难加害于他，便企图暗
杀。丁行将此事告诉了池峰城的随从参谋李皋禹。那天夜晚，李皋
禹亲自带警卫班，把特务队队长抓获，在城墙根枪杀。事发后，池峰
城觉得事态严重，无奈下将李皋禹关押。后来池峰城多方打点、营
救，李皋禹得以获释。

1944 年冬，丁行被调往重庆接受审查，经孙连仲和池峰城的设法
营救，他被改送到团部受训。受训期刚满，他就被冯玉祥副委员长指
名调动，特务机关只好暂时罢休。

1945 年抗战胜利，丁行随孙连仲北上，担任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
少将副处长，并兼任河北省政府机要秘书。作为中共中央军委情报小
组成员，他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向党组织提交敌人的兵力部署和作战
计划，还将蒋介石主持召开的涿州军事会议内容，及时送往我方。在
他任军法处长阶段，曾保护十多名革命同志免受敌人残害。

1947 年，在丁行和其他几位同志的耐心说服下，孙连仲终于表示
愿与中共进行谈判。周恩来、叶剑英接电后，当即就此事向北平地下
党员负责同志作了指示。不幸的是，党的秘密电台被特务侦破，加之
电台负责人李政宣叛变，导致 44 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被捕入狱，牵连
被捕 123 人，整个北方情报网几乎沦陷，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北平共谍
案”。作为“北平共谍案”主犯之一的丁行也被抓捕。

丁行被捕后，先被关在北平的监牢里，后又被转押到南京国民党
中央军人监狱。他被捕时，上有 70多岁老母，下有一女一子。

1948 年 10 月 19 日早晨 5 时，他在狱中坐在行李卷上读英语，这
时典狱长大喊他的名字。由于他读书太专心，居然没听见。当意识
到人生的最后时刻即将到来，他镇静地放下手中的书，同难友握手
告别。丁行、谢士炎、朱建国、石淳、赵良璋等 5 名烈士，在南京
雨花台英勇就义。解放后，政府将烈士尸骨重新加棺，移葬在南京
雨花台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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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民（1903—1935），化名田慎颐，
稷山县西社镇高渠村人，1925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卓越的地
下工作者。

1924 年 ，张 汉 民 从 新 绛 中 学 毕 业
后，赴陕北定边县杨虎城将军创办的教
导队学军事。1925 年春，他任中尉排长，
不久后在杨虎城部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 9月升任炮兵营副营长。

1927 年 3 月，张汉民以杨虎城部队
炮兵营副营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负责
新成立的中共三原地委的军事工作，与
时任三原地委书记的张秉仁等同志，领
导了三原等六县的反土豪劣绅斗争。同
时，他介绍刘威城等官兵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炮兵营中秘密建立党支部。

1927 年，由于叛徒出卖，农民协会
负责人乔国贞等同志被捕。张汉民与张
秉仁密切配合，处决叛徒，营救被捕人
员，惩治劣绅洛彦福、王蓓僧等人。

1928 年 1 月，张汉民派共产党员魏
子毅等 4 名同志在火车上处决了疯狂追
捕共产党人的三原驻军田玉清部队政治
部主任尹聘三。事发后，他遭敌人追捕，
经党组织和杨虎城部队营救脱险。随

后，他被迫回原籍，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
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1929 年春，张汉民重返驻山东临沂
的杨虎城部队，任随从副官、连长、中队
长等职。1930 年秋，杨虎城任陕西省主
席后，张汉民先任省府卫士营营长，后升
任警卫团团长。其间，他特命共产党员阎
揆要等人在军中任职，并和中共陕西省
委接通关系，多次派阎揆要给谢子长、刘
志丹等部队送弹药、传情报。

1932 年，张汉民被中共中央军委
任命为陕甘特派员，化名田慎颐。其
间，他利用合法身份与陕甘游击队建立
了三处交通站，多次护送中国共产党的
高层领导及红军干部过境，并为陕甘游
击队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同年 4 月，张汉民获悉彬县、旬邑
等县民团计划“围剿”陕甘游击队，便
及时派人给游击队送去情报。由于消息
传达及时，游击队队员里应外合一举毙
俘民团 500 余人，缴获武器 400 余件。11
月，张汉民又奉命尾随西进的红四方面
军。途经户县时，他将共产党员白景琦从
狱中救出并委以连长。途经周至县时，他
又 将 共 产 党 员 雷 展 如 从 狱 中 救 出 。12

月，部队到达汉中，他及时与中共中央陕
南特委和省委巡视员取得联系。

翌年春，他两次派人去川北与红四
方面军联络，并送去川陕军用地图和几
十担医药物资。原本，张汉民计划与红军
会合发动兵变，但上级考虑到他继续留
在杨虎城部队对革命更有利。张汉民服
从组织领导，经常派官兵给红军送去物
资、帮助红军护送伤员，为红军提供情
报。同时，张汉民还给川陕游击队补充了
大批枪支弹药，帮助游击队发展壮大。

1933 年 2 月，川陕游击队改编为红
二十九军。4 月，二十九军和陕南特委负
责人在马儿岩惨遭骆家坝和鼓楼坝民团
区长杀害。张汉民获悉后，亲自带人将其
镇压，并为新成立的陕西特委红二十九
军第三游击大队援助了大量的武器装
备。5 月中旬，第三游击大队在勉县元墩
子遭民团围攻，被俘 20 余人。张汉民立
即派三营营长佯装配合民团攻击，在外
围虚放空枪，以奉命提解被俘人员为名，
将 20 多名游击队队员放走。随后，他又
借口夹击游击队的匪首配合不力，将其
一并逮捕并押解到团部进行处决。

驻守汉中的三十八军多次发出电

令，要求将被俘人员交给他们军法处置。
张汉民灵活应对，命令残余土匪换上游
击队的衣服，就地处决他们。事后，他向
敌军报告说：“已全部就地镇压。”他还编
造本部在元墩子战役中的“丰功伟绩”，
一时间，张汉民团的“捷报”和蒋介石的
嘉奖令充斥在国民党各大报的报端。

1934 年，张汉民先后以合法身份
在团部和勉县秘密接待和护送上海中央
局委派的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刘顺元、宣
传部部长席中瑶，以及西安市委军委书
记崔景岳等同志安全过境。同时，他邀
请张秉仁到团部主办通讯小报，特请曾
任省农协军事部部长、山东省委书记的
张含辉随军到陕南执行特种任务。随
后，他又动员察绥抗日同盟第七军参谋
长周溢三留团担任副团长，请求组织批
准曾任陕南特委军委书记的张明远到该
团负责党的地下工作。至此，张汉民团
的三个营长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全团
拥 有 16 个 配 备 精 良 的 连 队 ， 人 数 达
2000 余人。

1935 年年初，警卫团受命向关中
转移，围剿红二十五军。2 月，警卫团
扩编为警备第三旅，张汉民任旅长。正
值人员调整之际，警备旅奉命阻击红二
十五军向东运动。张汉民一边派人向红
军报告情报，一边派两个团由镇安县出
发尾随红二十五军。4 月，张汉民率先
带领部队进入柞水县九间房，不幸遇
害。

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中
央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

冒死支援红军 就地处决土匪

张汉民：丹心素裹建奇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