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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我们查证，郭隆真一生曾经六次入
狱”，王华艳处长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在青
岛被捕是她的最后一次，也是郭隆真留给青
岛最后的背影。之后，转入济南，之后，惨遭
杀害……几度试图寻找郭隆真的足迹，未
果，不是已经消失在了城市的进程中，就是
尚不明确，实属憾事。
常州路22号，青岛德国监狱旧址博物馆

里，有关押共产党员李慰农和胡信之、舒群
等人的记录，他们的监室已经还原陈列，供游客
参观。半岛全媒体记者试图了解关于郭隆真关
押的信息，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有相关记载。
“她是一位坚决勇敢、不顾一切、专诚不懈
的奋斗者”，邓颖超如此评价她心目中的郭大
姐。在郭隆真的碑文上，镌刻着“坚贞不屈的共
产主义战士”11个大字。“坚贞不屈”，即便我们能
够从字义上去理解这个成语，仍然无法体会它
对于郭隆真的意义。而她，用生命为这4个字做
了注解。
三进三出监狱后，郭隆真的斗志更加昂扬。
五四运动后，大批爱国青年为寻找救国救
民的真理而出国留学。1920年11月，郭隆真同周
恩来、张若名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经周
恩来、尹宽介绍，郭隆真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
后经中共旅欧总支部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她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学习了半年，对革命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了，
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5年，郭隆真离开苏联，回到祖国。当时，
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内急需大批干部
充实到各地。党组织考虑到郭隆真熟悉北方情
况，又有青年工作经验，就分配她到李大钊负责
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任妇女委员会委员，
具体负责对城内外各大学校进行宣传和联系女
学生的工作，同时负责接洽西郊香山慈幼院党
的地下工作。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李大钊、张邑
兰等人不幸被敌人杀害。在异常危险的局势下，
郭隆真让别的同志先转移，自己留下销毁党的
文件。党的机密保住了，但她不幸被捕了。在狱
中，敌人对她实施刑讯逼供，但没有得到任何证
据和口供。荒唐的是，即便没有证据，敌人还是
强行判处她有期徒刑12年。1928年底，经党组织
多方营救，郭隆真终于走出牢房。此时，她34岁。
然而，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后，郭隆真又不幸被
捕了。
1929年春，中共满洲省委派郭隆真到哈尔滨
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开展工人运动。由于
她频繁在工人中出现，身份暴露，党又调她到沈
阳工作，担任省委职工委书记。1930年5月，在参
加党的会议时，郭隆真与同志们不幸被捕。这
次，由于事先编好口供，敌人无可奈何，只得将
他们取保释放。
“至此，郭隆真已经五进五出监狱，各种酷
刑打在身上，作为一名女性，她没有被吓倒，更
未曾停下前进的脚步”，王处长说。

1930年11月17日，敌人将郭隆真押
解到济南第一监狱。关于转移关押郭隆
真的原因，有说法是怀疑她是重要分子，
不过，邓颖超在后来的回忆中提道，郭隆
真被送往济南的原因还有一个：“女犯人
上手铐，这是开拘留所的先例，但是，我
们的女战士并未因此而屈服，她以拒绝
吃饭和洗脸梳头来示威，闹得女看守只
好亲自来喂她的饭，为她洗脸梳头。公安
局的拘留所，关押着郭林一（郭隆真）同
志，亦就无法安静下来，无法维持秩序
了。不得不将她转解到济南去”。
在济南，开始一段时间，敌人对她既
不审讯，也不过问，而是在生活上采取摧
残折磨的手段，每天只发给她两个又黑又
硬的窝窝头，或是搀了砂子和发霉的饭
团，开水也是一星半点。不几天，她被折磨
得面黄肌瘦，患上支气管炎，咳嗽吐血，得
不到任何治疗。
共产党人的意志是压不倒、折不弯

的。面对敌人的残酷折磨，郭隆真意志弥
坚。她伸出友爱之手，细心照顾生病的难
友。她还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了
难友们的斗志。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种种折磨和酷

刑，郭隆真始终坚不吐实。她坚忍不拔、
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使狱吏都表示敬
佩，认为这样的人实在少见。敌人经过多
次严刑审讯，在一无证据，二无口供，甚
至连真实姓名、籍贯都不清楚的情况下，
判处郭隆真死刑。
1931年4月5日拂晓，济南上空阴云密
布，风雨如晦，郭隆真等22名共产党人被
押赴刑场。在押往刑场前，敌人还是不死

心，警告她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只要讲出
共产党员的一点点线索，就可以释放她。
“其实，在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尽量
不杀女共产党人，更不会将女共产党人拉
到刑场上去公开枪杀，他们也不想杀郭隆
真，只要她讲出哪怕是一点党的秘密”，王
处长说，然而郭隆真在牺牲前，面对敌人的
威逼利诱，她昂头冷笑，大声嘲弄敌人说：
“半年了，你们费了不少心机，你们
想知道的，什么也没得到，可见你们是孬
种！而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只凭着
对党的一片诚心，就把你们一套套的阴
谋诡计戳穿了，说明我是胜利了。我引以
为骄傲，真叫我笑煞你们这帮可怜虫！”
说完这句话，郭隆真英勇赴死。敌人
在行刑前还想劝降，得到的却是她坚定
的回答：“宁可牺牲，决不屈节!”她高唱
《国际歌》，高呼革命口号，就在监狱的门
口，英勇就义，年仅37岁。而包括邓恩铭、
刘谦初在内的21名共产党员则被枪杀在
了纬八路东南草地上。
郭隆真短短37岁的一生中，被捕了六
次，她为了革命斗争，无私无畏，兢兢业
业，对党对同志，犹如一团烈火，周恩来评
价她为“最坚强的战士”。她不仅是一名优
秀的共产党员，还是女性的一面旗帜，她
的精神值得我们一代代人学习和传承。
如今的济南槐荫广场上，庄严地矗立
着一座四五烈士纪念碑，山东工艺美院的
王任先生给半岛全媒体记者拍摄过纪念
碑，周围青松翠柏环绕，碑石高大挺拔，碑
上镌刻着22位烈士的名字和生平。这些伟
大的共产党员，年龄最大的41岁，最小的
才20岁……

四方公园，如今仍留有遗迹，在城市的
进程中，正等待重生。四方公园曾经芳华无
限，春天，荷塘边绿柳垂丝，迎春花、玉兰花
竞相开放；夏天，塘内鱼翔浅底，映日荷花别
样红。“四方风荷”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假山、
凉亭，秋菊绽放，更负盛名的是荷塘西岸有
两尊“大佛”，赤足立于石质莲花座上。
大佛险些被日本人抢走，1930年，时任

四方机厂厂长栾宝德调拨专列，将石佛和石碑
从淄河店车站运至青岛，并排安放在了四方公
园内荷花湾西岸。而就在大佛来到四方公园的
这一年，郭隆真也来到青岛，公园里的花木，见
证了这位共产党员被捕前的危险一幕。
王华艳处长给半岛全媒体记者还原了

事情的经过：1930年8月，中央调郭隆真到山
东工作，任山东省委妇委书记，化名郭林一。由
于驻青岛的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连遭破坏，组
织已不健全，郭隆真实际负责了省委、市委的宣
传、工运、妇女等多项工作。这年10月，青岛内外
棉纱厂工人朱光清被厂方日本监工折磨而死，
对外谎称他是在打包车间被棉纱压死，隐瞒事
实，不许声张。青岛市委获悉后，决定发动工人
进行斗争。由于国民党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统
治，我党组织屡遭破坏，群众基础相对薄弱，工
作很难开展。郭隆真不畏艰难，和工会人员一起
深入工人中间活动，揭露日本人害死朱光清的
真相，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与厂方进行斗争，要求
厂方为朱光清开追悼会，赔偿损失，抚恤老幼。
她还寻机散发揭露厂方压迫、虐待工人的传

单和小报，着手组织工人成立工会，物色工
会领导人。在郭隆真等同志的领导下，工人
们的斗争日趋激烈。敌人对郭隆真又恨又
怕，经常派密探跟踪，企图逮捕她。11月2日，
郭隆真到嘉禾路四方村工人林福昌家里活
动时，被尾随的敌探逮捕。
关于她被捕的详情，还有这样的记载：为了
做工人的工作，郭隆真经常与工人私下交流，一
次，就在四方村河边（有一种说法是四方公园
旁），郭隆真找到了正在洗衣的林福昌妻子林杨
氏，与她谈话。由于林家的孩子不时跑过来打扰
她们谈话，郭隆真随手掏出来一元钱给孩子，让
他去买糖果吃。这一切，被当时的青岛市公安局
第五分局局员陈寄尘看在眼里，他早就盯上了
郭隆真，加上贫苦女工对孩子出手如此大方，肯
定有事，所以他立刻向上汇报。反动当局派特务
对郭隆真进行跟踪监视。
郭隆真第六次被捕入狱。
敌探对郭隆真进行了审讯，企图获得有

价值的信息，以破坏依然活跃的中共地下组
织。孰料，郭隆真自称张马氏，后又改口张李氏，
不是说从天津来就是从济南来，没有职业，住
无定所。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她始终
没有透露半点机密。敌探用尽伎俩，依然不辨
真假，连她的真实姓名、身份都搞不清楚，更别
说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但狡猾的敌人根据她被
捕后青岛市委出版的《青岛红旗》一时隐匿的
迹象，认定她是一个：宣传共产主义，鼓动工潮
的共党重要分子。

济南四五纪念碑（王任提供）

1920年8月，部分觉悟社成员合影，后排左五为郭隆真。山东红旗报

六次入狱 频遭酷刑，从未停下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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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就义 宁可牺牲，决不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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