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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秋生平活动年表
一八九六年—

一九四三年

胡云秋 陈乃宣 刘耀光 张安庆 刘友焕

陈潭秋
,

名澄
,

字云 先
,

派名宗娇
,

又名秋荪
,

号潭秋
。

先后化名孙杰
、

徐杰
、

余杰
。

曾

用名吴觉民
` 、

文光
、

徐 国栋等
。

湖北黄冈县人
。

中共
“
一大

”

代表
,

党的创始人之一
。

毕生主要

从亭党的工作
,

被选为党的五届和六届候补中央委员和 中央审查委员
、

七届中央委员「注 ]
。

先

后在武汉区委
、

武汉地委
、

湖北省委
、

江西省委
、

江 苏省委
、

满洲省委
、

福建省委和中央组

织部工作
。

并曾以中央巡视 员
、

特派员身份前往顺直
、

青岛和满洲巡视和指导工作
。

曾担任

过 中华苏维埃 中央临时政府粮食人 民委员 (即粮食部长 )
,

后为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

驻新疆办事处责责人
。

一 九四三年在新疆被反动派秘密杀害壮 烈牺牲
。

研究他的生平活动
,

对了解我党的产生和发展
,

具有重要意义
。

在举国上下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之

际
,

特将陈潭秋烈士生平活动年表整理出来
,

征求意见
,

恳请指正
。

一八九六年

一月四日 ( 即清光绪廿一年 十 一 月 廿

日)
,

诞生在湖北省黄冈县陈宅楼村的一个教

书兼种田人的家庭
。

祖父名畴
,

字寿田
,

是

清朝乡试举人
,

因厌恶官场
,

教书终身
。

父

陈厚估
,

务农
,

多病
,

一切家务由母龚莲馨

操持
。

兄弟八人
,

他行七
,

另姐妹二人
,

五

兄树三
、

同盟会成员
,

参加过辛亥革命
,

思

想激进
,

潭秋受其影响和教导甚多
。

一无 O 四年至一九一一年 8一 1 5岁

在本地陈氏族立私塾和黄州府内县立学

堂读书
。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 2 0一 2 2岁

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武汉大学前

身 ) 英语部读书
。

在这期间他经常出入图书

馆
,

翻阅《新青年》等传播新思想的书刊
。

十

月革命爆发后
,

他很关注苏俄发生的事情
。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五年 16 一 19 岁

考入武昌省立第一中学读书
,

毕业后进

中华大学补习了一段时间
。

一九一九年 ” 岁

五月四日
,

北京爆发了
“

五四
”

反帝爱国

运动
。

九 日
,

武昌各校代表讨论声援北京学

生间题
,

正在高师就读的潭秋被推选为高师

英语部参加校学生团的代表
,

并率领英语部

同学参加游行示威
。

十七日
,

参与组织了武

汉学生联合会
。

十八 日
,

和高师同学一起参

加武汉学生大游行
。

六月
,

随武汉学生参观团到上海
、

南京

等地参观学习
。

在上海经高师同班同学倪侧

天介绍
,

结识了董必武
,

他们交流了学习马

〔注 )由于当时党中央还不知道潭秋已被敌人秘密杀害
。



克思主义的心得和对十月革命的 认 识 与 体

会
,

议决回鄂以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

克思主义
,

开展革命活动
。

夏末
,

从高师英语部毕业
。

不久串联林

育南
、

肖仁鹊
、

刘艺祖等回黄冈农村向农民

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
。

冬
.

受董必武邀请创办武汉中学
。

一九二 O 年 2 4岁

春
,

武汉中学开学
,

教授两个班的英语

课
,

兼任 乙班级任 (即班主任 )
,

是武汉中学

的实际负责人之一
。

夏
,

董必武同志接到李汉俊要求筹建武

汉共产党的组织的信后
,

介绍潭秋参加
,

并

共同商量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问题
。

八月
,

与董必武同志一起
,

正式成立了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

分管组织工作
。

不久
,

由潭秋负责在武汉中学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

团的组织
。

秋
,

同董必武在律师事务所接待共产国

际代表威金斯基的助手马迈耶夫
,

交流各地

共产主义小组开展活动的情况
,

商讨武汉共

产主义小组工作
。

冬
,

主持成立了武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

主要成员有黄负生
、

刘子通
、

施洋等二十余

人
。

年底
,

与黄负生等共同创办 《武汉星期

评论》
,

后又办了《湖北人民通讯社》 ,

任 社

长
。

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

冬
,

遵照党中央十一月《通告 》 ,

正式成

立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
,

潭秋负责组织工

作
。

机关设武昌黄土坡 26 号
。

年底
,

湖北发动了
“

鄂人主鄂
”

的
“

驱王

(占元 ) 运动
”

潭秋与董必武商定
,

推举董必武

代表湖北省自治筹备处往四川请兵援鄂
。

是年
,

与倪季端创办共进中学
,

教师多

为高师学生
,

校长由高师校长兼任
,

实为高

师附中
,

潭秋负实际责任
。

一九二一年 2 5岁

春与董必武
、

刘子通
、

黄负生应聘在湖

北女师任教
,

积极传播新思想
。

六月至七月
,

被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推选

为出席党的
“

一大
”

代表
,

与董必武同志赴上

海出席会议
,

参加了党的创建
。

八月
,

回汉后成立了中共武汉地区临时

工作委员会
,

分管组织工作
。

下半年
,

潭秋在湖北女师发展青年团员
,

一九二二年 26 岁

三月二十二日
,

在上海《民国 日报》副刊

《觉悟 》上发表《私有制度下的教育运动》的评

论
。

指出
: “

在私有制度底经济组织之下
,

教

育是决不能普及
” 。

五月一日
,

在《武汉星期评论》增刊上发

表《五一底略史》 ,

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

由来
,

指出五一是全世界无产者团结战斗的

节日
。

上半年
,

与董必武同志领导了湖北女子

师范学校学生反对辞退进步教师和开除进步

学生
,

要求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
。

同时
,

创

办
“

妇女读书会
” ,

夏之栩
、

徐全直
、

袁浦之

等都是积极参加者
。

下半年
,

经项德隆推荐结识林祥谦等江

岸铁路工人积极分子
,

亲自教育和启发其觉

悟
,

培养工人骨干
。

是年
,

与董必武等推动了湖北 《女权运

动大同盟》的成立
。

还在《武汉星期评论》 上

发表《赶快组织女界联合会》 ,

指出
: “

妇女运

动是社会运动中很重要的运动
。 ”

一九二三年 27 岁

一月
,

以记者身份到郑州参与领导京汉

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

二月初
,

武汉区委决定派陈潭秋负责武

汉方面的罢工运动和具体领导工作
,

同李大

钊
、

施详等领导 了江岸地区的
“

二七
”

大罢工



斗争
。

六 日
,

亲自带领武汉工会团体和学生

队伍参加在江岸召开的
,

武汉人民声援京汉

铁路工人罢工斗争慰问大会
。

四月十二 日
,

与董必武等组织武汉各人

民团体举行了五万人的国民大会
,

开展反帝

反军阀的群众斗争
。

五月
,

因受通缉
,

由长沙去安源
,

任中

共安源地委委员
,

路矿俱乐部教育股副股长
、

窿外主任
。

六月
,

与林育南
、

项英等代表湖北党组

织出席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八月十一日
,

在安源写了新诗《我来了》
。

十二月
,

被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

方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

任秘书长
,

后

任委员长
。

十二月
,

在《中国青年》第五十九期上
,

发表《国民党的分析》 ,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

级分析方法从历史发展
、

阶级组成
、

政治策

略等方面对国民党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

指出

国民党内对革命存在着左中右三派
。

一九二四年 28 岁

四月
,

谱写《五一纪念歌 》 ,

并在工人群

众和工人子弟学校里教唱
。

五月一日
,

参加安源路矿工人举行的纪

念五一节大会和游行示威
。

六月中旬
,

代表团安源地委出席
“

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第二次代表大会
”

(当时

安源地区的党团组织属中共湘区 委 员 会 领

导 )
,

选为大会三人主席团之一
,

主持和领导

了这次大会的召开
。

十四日
,

与主席团其他

两人及秘书长联名
,

就团湘区二大决议案向

党中央写信作了报告
。

夏末
,

奉调回到武汉
,

仍在高师附小以

任教作掩护
。

九月
,

主持召开中共湖北省第一次党员

代表会
,

成立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
,

任书记
,

设汉口和武昌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
,

潭秋兼

中共武昌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

五 日
,

与董必

武在武昌中华大学召开了武汉反帝国主义大

联盟成立大会
,

董必武被公推为主席
,

潭秋

为执行委员
。

十六日
,

汉冶萍公司总工会第

二次代表大会在安源秘密召开
,

潭秋被聘为

大会顾问
。

一九二五年 29 岁

六
、

七月间
, 五姗运动爆发后

,

与董必

武一起参与并领导了武汉人民的反帝爱国运

动
。

同陈荫林
、

林育南等在黄冈回龙山召开

了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

七月十五日
,

协助董必武同志领导召开

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

正式成立

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
,

董必武同志任委员长
,

潭秋任组织部长
,

陈荫林任农民部长
。

十月
,

以董必武名义创办《楚光日报》 ,

并由董必武
、

陈潭秋等组成社论委员会
,

潭

秋是实际筹划人之一
。

一九二六年 30 岁

夏
,

在武昌办
“

北伐宣传训练班
” ,

潭秋

是主持人之一和主要报告人
。

六月
,

参与以董必武任主席的湖北特种

委员会工作
,

策应北伐军进军武汉
。

下半年
,

中共湖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
,

成立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
,

书记彭泽湘
,

潭秋任组织部长
,

十月三十 日中央指示由李

立三接任书记
。

潭秋还兼任了武 昌 地 委 书

记
。

九月一 日
,

北伐军进抵武昌城下
,

军阀

陈嘉模
,

刘玉春等一万余名官兵
,

被包围在

武昌城内
。

潭秋在武昌城 内领导群众配合攻

城和策动敌人投诚
。

十月十 日
,

领导武昌城内群众与北伐军

里应外合攻克武昌城
。

秋
,

黄冈县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
,

潭

秋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
。

十一月一日
,

在 《群众》 第一期上发表

《审到陈刘诸逆》 (即审判陈嘉模
、

刘玉春 )



— 编者注 )
、

《汪精卫销假与革命前途 》 和

《国家主义派的贯技》等文章
。

冬
,

在全国总工会办的武昌
、

汉 口
“

工

人运动讲习所
”

讲授《中国民族运动史》和《武

汉社会情况》
。

十二月
,

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
,

作出了关于《兰省党务决议案》 ,

决定中共湖

北区委兼管汉口地委
,

张国表为书记
,

蔡以

忱
、

陈潭秋为宣传委员
。

一九二七年 31 岁

一月
,

应邀在汉口学生联合会冬令讲学

会上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实》的讲演
,

不

久
,

调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

二月
,

在《群众》第七期上发表 《湖北农

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之意义及其工作》和《湖北

禁烟间题》
。

三月三十一 日
,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

委员会第二十一次常委会
,

推举潭秋担任中

大政治训练委员会委员
。

四月
,

领导江西党开展反对
“
A B 党

”

的
“

四
、

二
”

斗争
,

取得了伟大胜利
,

沉重打击

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
。

不久回武汉
,

二

十七日出席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

潭秋

和荫林被选为后补中央委员
。

大会后
,

中共

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共湖北省执行委员

会
。

书记张太雷
,

潭秋任组织部长
。

省委机

关设武昌三道街啸楼巷
。

五月十日
,

与任弼时
、

蔡和森等出席并

主持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 国 代 表 大

会
。

三十一日
,

在武昌纪念
“

五价
”

两周年大

会上发表演说
。

六月九 日
,

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武

昌市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
,

号召国民

党员支持农民的斗争
,

加强两党团结
。

十九

日至二十洲 日
,

在省农协扩大会上
,

代表中

国共产党致词
,

驳斥所谓农民运动
“

搞糟了
”

的反动谬论
。

七月十日
,

与省委书记罗亦农一起在汉

口召开 了武汉地区党团活动分子会议
,

报告

了形势
,

对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和撤退问题做

了安排
。

中旬
,

奉调去中共江西省委工作
。

在去江西途中
,

曾在黄州登岸
,

同黄冈县委

胡亮寅
、

陈学渭召开了紧急的县委扩大会议
,

传达了省委指示
,

对黄冈党转入地下斗争做

了统一安排
。

中旬
,

到南昌
,

化名徐国栋
,

二十一 日
,

出席中共江西全省代表大会
,

他

被推选为省委委员
,

任省委书记
。

不久
,

与

朱德等一起发动南昌各界成立了
“

南 昌市民

欢迎铁军大会筹备处
” 。

是年
,

还领导了江西省的农民暴动
。

一九二八年 32 岁

春
,

调中共江苏省委工作
,

任组织部长
。

六月
,

任中央巡视员
。 一

目
·

六 日前往天津

巡视顺直党的工作
。

七月九日
,

参加顺直省委常委会议
,

听

取工作会报
。 一

卜一 日
,

应邀参加全国铁路总

工会会议讨论发动罢工斗争问题
。

同日
,

向

党中央写了《关于顺直党状况的报告》
。

二十

二日
,

主持省委扩大会议
,

出席会议的有刘

少奇
、

王文藻等二十七
、

八人
。

七月
,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

科召开
,

潭秋没有参加大会
,

被大会选为候

补中央委员
。

八月初
,

回上海汇报工作
。

九月九 日
,

写成 《陈潭秋巡 视 顺 直省

委工作报告》 ,

发表在 《中央 通 讯》 第一期

上
。

十月上旬
,

向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同

志汇报顺直党的工作
。

月底
,

又以中央特派

员与徐彬如等同志第二次去顺直
,

筹备北方

党代会
。

中央决定以
“

谭少连
”

(陈潭秋
、

刘少

奇
、

韩连惠 ) 名义代行北方局工作
。

二十八

日
,

同刘少奇
、

韩连惠以中央特派员致蔚如

信
,

停止京东党的一切活动
。

十一月八日
,

向中央写了第二次巡视顺

直工作报告
,

和致信中央常委
,

请示有关顺



直问题
。

中旬至十二月初
,

到平汉路
、

保定

南和保定北进行调查
,

了解情况
。

十七 日
,

就顺直情况
,

给中央写了报告
。

十一月
,

主

持创办党内刊物《出路》 ,

并为创刊号写了发

刊词
。

十二月六 日
,

与刘少奇
、

韩连惠向中央

写了《关于北方党纠纷问题》的报告
。

中旬
,

周恩来到天津
,

准备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
,

潭秋负责起草会议文件
。

下旬
,

与少奇轮流

主持顺直省委扩大会议
,

周恩来传达党的六

大决议
。

潭秋就顺直党的状况和当前任务作

了报告
,

会议通过了潭秋起草的 《顺直省委

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等五个文件
。

组成新的省

委
,

潭秋任宣传部长
。

动》
。

七月
,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

会议上任秘书长
。

九月二十四 日
,

参加扩大的六届三中全

会担任中央审查员
,

会后
,

调任满洲省委书

记
。

十月初
,

化名孙杰与何成湘赴满洲
,

停

止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
。

十二月初
,

与王鹤寿去哈尔滨参加北满

特委扩大会议
。

七 日
,

在北满特委书记孟用

潜居处开会时被捕
。

受尽种种酷刑
,

仍坚贞

不屈
,

敌人无可奈何
,

后以
“

非法集会
”

为由
,

被判四年徒刑
, 。

一九二九 33 岁

一月二 日
,

向中央写了 《顺直省委最近

工作简报》 (英文 )
。

六月二 日
,

向中央写了 《顺直最近工作

状况报告 o))

七月
,

调上海中央机关工作
。

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
,

作为中央巡视员
,

前往青岛
、

满洲巡视并传达中央六届二中全

会决议与中央关于中东路事件的指示
。

提议

组成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
、

改组 了 青 岛 市

委
,

并分别向中央写了巡视青岛
、

满洲的报
之七`

仁1 0

下旬
,

调 中央组织部任秘书
。

协助周恩

来处理组织部 日常工作
。

一九三一年 3 5 岁

是年
,

被反动派先后关押在哈尔滨中东

路护路司令部道外监狱和南冈警察处监狱
。

领导了狱中同志进行学习和斗争
。

一九三二年 36 岁

七月
,

经组织营救出狱
,

不久回到上海
,

调任江苏省委秘书长
。

七月至十月
,

领导江苏上海地区工人运

动
。

下半年至三三年初
,

领导办 了江苏省委

训练班
,

对工人
、

干部进行革命理论教育
。

潭秋亲 自讲授政治形势
,

中国革命问题和党

的建设等
。

一九三 O 年 34 岁

五月一 日
,

在《党的生活 》 上发表 《向产

业工人开门c)}

五月十五
`

日
,

在《党的生活》第九期上发

表《党与苏维埃的关系 o))

五月三十一 日
,

在中央理论刊物《红旗》

第一 O 六期上发表《扩大夏荒斗争》
。

六月十五 日
,

在《党的生活》第十一期上

发表《从斗争中发展组织》
、

《坚决争取公开活

一九三三年 37 岁

年初
,

经中央决定和徐全直一道调中央

苏区工作
。

当时徐全直临产
,

又决定潭秋先

期出发
。

夏初
,

与谢觉哉结伴取道汕头
、

大埔
、

长汀转瑞金
。

分配在中共中央党校任党委委

员兼教员
,

讲授《中国革命史》
。

五
、

六月间
,

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

六月二十 日
,

徐全直在上海 厦门 路 56

号被捕
。



十月
,

主持召开了中共福建省代表大会
。

明确规定了福建省委当前的中心任务是
:
扩

大红军
,

征集粮食
,

推销公债
,

搞好生产
。

一九三四年 38 岁

一月
,

被撤销福建省委书记职务
。

与张

鼎承
、

刘英等被选为福建省出席中华苏维埃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

二十一日
“

二苏

大
” 在瑞金开幕

,

潭秋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

员
。

最后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

委员会委员
,

被任命为中央粮食人民委员 (即

粮食部长 )
。

二月
,

徐全直在南京雨花台被反动派杀

害
,

壮烈牺牲
。

春
,

领导粮食部
,

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

间
,

完成了春季收集土地税和发行公债谷子

的任务
。

三月三十一日
,

在《红色中华》报上

发表《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总结》
。

四月
,

召集各县粮食部长会议
,

布置第

二次筹粮借谷突击运动的任务
。

主持粮食部

制定和发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和

《中华苏维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部米票》
。

二

十一 日
,

粮食部机关首先响应中央
“

节约粮食

运动
” “

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
”

的号召
,

并向中

央机关和苏区各机关挑战
。

十六 日
,

在《红色

中华》上发表《把节粮运动开展到群众中去》
。

六月
,

写了《一位杰出的工人出身的革命

领袖》的论文
。

七月五日
,

在《红色中华》上发表谈话指

出
:

粮食突击不能如期完成的危险是在威胁

着我们 ! 十四 日
,

在《红色中华》 上发表 《为

迅速完成二十四万担谷子而斗争》
。

十七 日
,

在《红色中华》 上发表 《这是不能容许的—
收集保管工作的严重现象》

。

二十四 日
,

主持

召开各县粮食部长联席会议
,

布置秋收征收

土地税和借谷工作
。

八月十 日
,

在 《红色中华》 上发表 《二十

四万担粮食动员的总结》
。

三十 日
,

在《红色

中华》上发表《争取时间
,

学习长胜
、

瑞金的

经验》
。

八月至十月
,

领导发动第三次筹集粮食

突击运动
,

为红军的转移加工干粮
。

还写了

《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一文
。

九月三十 日
,

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

争》第七十三期发表《秋收粮食动员总结 })o

十月
,

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
,

潭秋奉命

留下坚持斗争
,

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
,

并与

陈毅一起对项英继续执行
“

左
”

倾机会主义路

线的错误进行了斗争
。

一九三五年 ” 岁

二月上旬
,

遵义会议后
,

中央书记处专

门研究了中央苏区的问题
,

二月五 日作出了

《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分局关于中央苏区 及 其

附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
。

二月十三 日
,

中央苏区分局在于都仁风

山收到了中央上述指示的电报
。

接着
,

中央

苏区分局会议研究了中央指示
,

决定分五路

突围到边界地区去开展游击战争
,

并派潭秋

以中央分局特派员身份同谭震林 (任潭秋的

参谋 ) 一道带领红廿四师一个营突围到闽西

南与张鼎垂汇合
,

开展闽西南的游击战争
。

三月
,

他们从瑞金西南出发
,

向福建省

委所在地长汀四都进军
,

在四都与邓子恢汇

合
,

、

后在上抗县境的岩下山被敌包围
,

在突

围中负重伤
,

右耳被挂掉
。

四月中旬
,

在闽西永定县上溪南区赤寨

乡与张鼎垂汇合
。

月底
,

在赤寨乡召开 了闽

西南党政军代表会
。

潭秋代表中央分局传达

中央电报指示和中央分局决定
。

会议最后规

定了闽西南党的任务和
“

开展广泛的
、

灵活

的
、

群众性的
、

胜利的游击战
”

的方针
。

五月
,

由陈茂辉护送去汕头治病
,

后因

环境不好转往香港
,

随即去上海领导
“

左联
”

工作
。

八月五日至二十 日
,

同陈云
、

杨之华等

由上海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

会
。

到达莫斯科时
,

七大已闭幕
。

后留莫斯



科在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和参加中共驻国际

代表团工作
。

化名徐杰
。

月底
,

担任中国共

青团出席少共国际大会代表团的 党 的 领 导

小组成员
,

出席了少共国际第六 次 代 表大

会
。

一月二十 日
,

以余杰笔名在《全民月刊》

第一
、

二期合刊上发表了 《学生救国运动的

意义及其前途 o))

二月二十六日
,

以余杰笔名在 《全民月

刊》第三卷第三期上发表了 《所谓
`

三 大 原

则
’

》
。

五月二 日和二十 日
,

先后以余杰笔名在

《全民月刊》上发表了《论统一战线政策》
、

《评

大公报最近言论 o))

上半年
,

在《共产国际》中文版四一五期

上发表了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o))

六月二十 日
,

在 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

上
,

以徐杰的署名和陈云
、

李立三
,

膝代远

等联合发表纪念瞿秋 白殉难一周的纪念词
。

一九三九年 43 岁

夏初
,

由莫斯科来到新疆迪化 (现乌鲁

木齐市 )
。

不久得到中央指示
,

任命为中共中

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 事处 负责

人
。

化名徐杰
。

上半年
,

在《新疆日报》发表 《要作一个

新政府领导下的新青年 o))

秋
,

主持
“

新兵营
”

(西路军余部入新人

员

—
编者 ) 的野营训练

。

十一月二十八日
,

致电中央书记处报告

迪化新省情况
。

一九三七年 41 岁

四月二
`

十四 日
,

与方林 (邓发 )李明 (李

立三 ) 等联名在《救国时报》上发表《追悼我们

的董振堂同志》 ,

详尽地追述了董振堂烈士的

革命功绩
。

七月十 日
,

与方林
、

李明
、

宋一平等联

名在 《救国时报》 上发表了 《悼东北抗 日烈士

夏云杰
、

陈荣玫
、

李红光
、

史忠恒
、

傅显明

诸同志》 ,

缅怀先烈
,

号召将抗日战争进行到

底
。

是年
,

李立三被审查后
,

潭秋主持 《救国

时报》工作
。

一九四 O 年 4 4 岁

一月
,

亲 自慎密安排送
“

新兵营
”

同志回

延安
,

参加抗 日战争
。

年初
,

由新兵营驻地移住八路军驻新疆

办事处所在地南梁第三招待所
。

夏
,

应中央要求
,

购白纸十吨
,

运回延

安
,

支援解放 日报出版
。

六月二十二 日
,

致 电中央书记处报告一

年来新疆政治情况概略
。

七月十二 日
,

致电中央书记处报告工作

及请求调职
。

十月三 日
,

致电中央书记处报告国民党

政府与阿山哈族和平谈判条件
。

一九三八年 42 岁

二月
,

任弼时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

际代表团团长
,

潭秋是代表团成员
,

负责管

理干部工作
。

九月
,

接到中央 调 回 国 内 工 作 的 通

知
。

一九 四一年 45 岁

一月
, “

皖南事变
”

发生后
,

潭秋发动新

疆各界联名发表通电
,

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破

坏抗战的罪行
。

六月
,

希特勒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后
,

盛世才
,

长时期不会晤我方代表
,

潭秋

严密注意事态发展
。

指示林基路同志写了《评

三国关羽 》 ,

警告盛世才破坏统一战线没有好

下场
。

七月一 日
,

在办事处隆重集会庆祝中国

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纪念日
。

在会上报告了

党的光荣斗争历史
,

鼓励大家坚持战斗
。



十一月六 日
,

致电中央
,

报告当前新疆

形势
。

一九四二年 46 岁

年初
,

盛世才制造所谓
“

乔国祯案件
” ,

企图陷害我党同志
。

潭秋要大家提高警惕
。

五月二十七 日
,

致 电中央书记处
,

报告

迪化两次审判的情况及对审判的意见
。

上半年
,

领导在新同志开展整风学习和

进行革命气节教育
。

六月八日
,

致电中央书记处
,

向中央报

告去夏以来新疆的情况
。

七月初
,

宋美龄和朱绍 良来新疆
,

盛蒋

勾结公开化
,

潭秋致电中央
,

请求撤出我党

在新疆的全体同志
。

八月十八 日
,

就新疆整风运动情况写报

告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

九月初
,

盛世才把我党在迪化的同志全

部集中八户梁
。

十七 日
,

盛世才以
“

请客
”

为

名
,

将陈潭秋
、

毛泽民等五人带走
,

软禁在
“

邱公馆
” 。

临行前潭秋指定张子意接替他的

工作
。

十八 日
,

潭秋
、

毛泽民等五人的家属

也被弄到
“

邱公馆
”

软禁
。

月底
,

先后写了两

封长信给盛
,

谴责他破坏抗战的罪行
。

还给

张子意和航空队的同志写信
,

说明当前形势
,

用
“

保持健康
”

暗示他们要坚守共产党员的立

场和气节
。

十一月
,

被盛世才秘密转移到
“

牛公馆
”

软禁
。

一九四三年 47 岁

二月七 日
,

被投入迪化第二监狱
,

在审

讯和关押期间
,

反动派使用了各种酷刑
,

潭

秋坚贞不屈
。

九月二十七 日
,

潭秋被盛匪秘密杀害
,

英勇就义
。

同时被害的还有毛泽民
、

林基路

等同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