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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祯芸，重庆早期团支书

○保护八路军办事处女房东饶国模
○掩护的地下党员曾为《挺进报》陈然发出警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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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民族女
英雄赵一曼，其事
迹和精神，已为后
世广为传播和敬

仰。她有一个表妹叫邓祯
芸，受其影响投身革命，事
迹也值得一书。

邓祯芸虽不出生在重
庆，却在重庆的革命活动较
多，最后魂归南岸。今天，
我们来摆一摆她放声一哭，
端掉反动组织“一贯道”的
传奇故事。

邓祯芸

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 重庆日报供图

1950年春，邓祯芸进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总
校学习，10月结业时自愿申请到贵州山区参加“土
改”工作，被分配到晴隆县。在这儿，她又接受了
一项新任务。

反动组织“一贯道”又称“白洋道”，1950年
左右，在贵州深山野岭的晴隆、普安、盘县及与
云南沾益交界的山区，还有滇、黔公路沿线活
动。当时，晴隆县委书记靳子明找邓祯芸谈
话，要求她想法摸清外号“铁观音”的“一贯道”
总点传师周芸香的活动规律，为组织破获这个
反动组织了解情况。

要掌握第一手情况，势必就要想法打入内部，
成为卧底。这个任务对邓祯芸来讲异常艰巨，因
为她才从重庆来到贵州，语言风俗、生活习惯都比
较陌生。于是，靳子明让她先到邮政局找杨文汉
局长，和他认作姐弟关系，以回娘家暂住的名义开
展工作。

邓祯芸把旗袍改成棉袄，头上包块黑布帕，化
名杨玉贞，与杨文汉的妻子田庆芸姑嫂相称。田
庆芸给她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在中心街陈四娘
家，听说有“一贯道”在活动。邓祯芸随后和陈四
娘来往，关系熟络后还住进了对方家里。不久后，
陈四娘就把她引见给了周芸香。

周芸香大约30岁左右，头上梳个光滑滑的S发
型，身穿藏蓝色哔叽旗袍，一副贵妇人气派。听邓
祯芸哭述自己命苦，诚心学道，周芸香同意收她为
徒弟。

为进一步博得对方欢心，邓祯芸留意观察其
习惯、爱好，还给对方缝制穿用物品，让周芸香对
自己更有好感。一次，邓祯芸替周芸香洗卧具，看
到一床被单的料子又细腻又光滑，邓祯芸正好奇
翻看，刚好从旁边经过的周芸香随口说道：“这是
降落伞。”这话让邓祯芸大吃一惊：难道她与国外
敌人有勾结？

一天，周芸香打扮成农家妇女模样，声称有事
要出去几天，陪同的道徒还用背篼装了一些生活
用品。她这是要去哪里？为什么不让我跟随？邓
祯芸心里顿生疑惑。经过分析，她认为周芸香应
该去了盘县，于是巧妙避开周芸香留下的耳目，找
到县公安局局长进行了汇报。局长同意她去盘县
继续摸情况。

在盘县，邓祯芸找到“一贯道”的龙姓坛主。
此人以前来过晴隆，并与她有交道，邓祯芸住进了
他家，并帮其做家务事。后来，邓祯芸发现周芸香
果然在盘县，但却不肯和邓祯芸见面。

为了见到周芸香，邓祯芸找龙坛主想办法，龙
坛主被邓祯芸说动，给她出了一个主意：一贯道讲
究哭，认为哭才能见到真实的情感，“或许哭能打
动她。”龙坛主说。

但是，邓祯芸却哭不出来！因为她很明白，
面对“一贯道”的这些人，自己怎么可能产生好
感？！

两个月过去了，转眼到了1951年的春天。这
天，邓祯芸坐在龙家的大门口，为这事想办法，结
果越想越着急，还真的哭了起来。于是，她索性
跪在龙家佛堂里，边哭边数落：我怕你受冷，给你
送棉袄来，你怎么这样忍心不见我啊……龙坛主
见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也动了恻隐之心，
去告诉了周芸香。周芸香最终答应，大年初二早
晨在车站与她见面。

邓祯芸赶紧找机会去县公安局进行了汇报，
局长当即作了布置，便衣队前往车站附近埋伏。
谁知，狡猾的周芸香却没有到车站来。局长只好
把龙坛主拘押起来，再三做工作，龙坛主答应引
路，公安人员终于找到了周芸香的巢穴。

此时，周芸香正混在扭秧歌的队伍里，发髻已
经剪去，留着短发，和一般的妇女装饰没有什么不
同，但她还是很快被公安人员识破并逮捕。后来，
押回晴隆县的周芸香被送上了审判台。

之后，剿匪部队从盘县到关岭，封锁了“一贯
道”的交通线二百余里，投案自首的道徒有四百余
人。通过收缴的名册，最终将道徒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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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区较早的女团支书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邓祯芸在自贡被捕，押

回宜宾关押。被严刑审讯后，又绑赴刑场陪斩，仍然面不改色，坚贞不
屈。其父变卖地产1500银元，多方营救才获释放。

1930年秋，邓祯芸与四川省团委书记苟永芳一道前往重庆，与中共四
川省委取得联系。1930年冬在重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参加工作。
担任社青团江（北）巴（县）团支部书记，支部设在上清寺，组建地下联络
站。1931年3月，被团组织推荐到中共重庆市委工作，同时转为中共党员。

共青团组织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1922年5月5日至1948年12月31日，
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49年1月1日至1957年5月15日，为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1957年5月15日以后，更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从邓祯芸的经历和共青团史可以看出，她是重庆地区较早任团支部
书记、也是较早加入党组织的女革命者。

组织工运曾被关押3个月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重庆工人运动，中共党组织进行了一

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南岸缫丝工厂较为集中，工人为数较多，因此南岸
工人运动也以丝厂为重点。

又新丝厂位于长江南岸王家沱当时的日本租界内。工厂名义上是中
日合资，其实由日本人掌握，受资本家压迫剥削的工人，在大革命时期就
多次开展反日斗争，是中共地下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

1929年8月中旬，中共四川省委从成都迁回重庆后，特别注重工人运
动，派人打入铜元局兵工厂、王家沱又新丝厂开展工作。

1932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撤销。邓祯芸要求到王家沱又新丝厂当工
人，以便开展工人运动，组织上同意了她的请求，她随即被介绍到又新丝
厂党支部。她经常为女工出主意，借以影响她们；编写歌谣，揭露资本家
罪恶，以唤起觉悟；宣传引导，号召大家起来斗争。

之后，邓祯芸被捕关押3个月。出狱后在重庆、成都等地寻找党组织
失败，于1933年5月回宜宾当家庭教师，侥幸躲过军警搜捕。

保护八路军办事处房东饶国模
1947年，邓祯芸受中共党组织安排，到民主同盟主办的位于南泉的西南

学院任女生指导，为党组织搜集情报，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后转到中共
控制的巴县亚洲中学（曾家场初级中学）、重庆适存高级商业学校任教和当女
生指导。由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特务列为逮捕对象，后由中共党组织掩
护转移到南泉木桥新村，并在家中组建中共川东工委联络站，保管机密文件
和革命书刊。先后掩护了邓照明、刘兆丰和谢若英等10多名党的重要负责
人。其中，邓照明是川东地下党被破坏后，恢复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时任川
东特委副书记。在此期间，邓祯芸还完成了保护饶国模的任务。

饶国模是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房东。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邓颖
超、董必武等都和她有接触。饶国模公开资助共产党，因此国民党对她恨
之如骨，特务很想抓住她，周恩来专门指示要保护好她。于是，组织上就
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邓祯芸，以及她的妹妹邓韵梅及侄女邓祖裕。饶国模
同志到木桥新村后，邓祯芸三人把她安置在后院，并轮流站岗放哨，以保
证她的绝对安全。

饶国模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胞妹。1939年，她拿出积蓄
在红岩村建成了一栋二楼一底共三十多间房子，后提供给八路军办事处
用。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曾邀请饶国模共进午餐。西南大解放
后，庆祝胜利时刘伯承和饶国模亲切握手，并请她上台讲话。后来，饶国
模还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

邓祯芸的侄儿邓照明后来回忆说，“我在她家存放过《挺进报》《反攻》
等革命书籍，均保存完好。”“她那里，作为我的一个联络点……比如重庆
市委委员李维嘉同志，离开重庆前找我，就是经过她找到我的。”

这也正是李维嘉向中共《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发出警示信——
“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祝一路顺风，沿途平安”最后去的
地方。

热心公益终老重庆
1952年4月，邓祯芸到贵州省委党校学习。“肃反”运动开始，

因两次被捕之事受重点审查，1953年回晴隆县在
卫生科当工作员。1957年后，她虽被下放到
晴隆县医院当勤杂工，但仍努力学习针灸，
为民服务，深受群众爱戴。

邓祯芸一生未婚无子女，1972年退休
（后修正参工时间，改为离休）回重庆，在侄
女邓祖碧处（南岸黄桷垭新市场小学）生
活。她仍然关心公益事业，还捐资修建歌乐

山烈士陵园。后入南岸红军院休养，
1988年10月29日病故，终年81岁。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政
协 图片由作者提供）

邓祯芸，1907年3月生，四川宜宾人，曾用名邓贞云、邓韵秋、邓季
（继）文。

受表姐赵一曼的影响，邓祯芸经常阅读《新青年》《觉醒》等进步
刊物，决心投身革命事业。后在宜宾白花场加入“妇女解放同盟
会”，在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地下党员）提出“男女要平等，女子要
读书”的口号影响下，在白花场开办女子小学，任教务主任和抗捐委
员，宣传男女平等，与郑克君（中共党员）严冰（共青团员）等人向师
生宣传革命思想。还在宜宾、荣县等地发动群众抗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