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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效亭（1901-1931），潜山县前
北乡（今岳西县汤池镇）人，1927 年
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青年学生
时期开始，义无反顾踏上救国救民的
革命道路，相继担任中共潜山县委书
记、中共英（山）潜（山）中心县委书
记、红四军第12师政委，发动了大别
山区四大农民起义之一——请水寨
起义，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潜山独立
师，1931年因“肃反”被错杀。

王效亭短短30年的一生，是革命
的一生，也是诗歌的一生。王效亭生
于潜山前北乡一塾师家庭，自幼涉猎
中国传统文学，又在私塾读书多年，
文学功底深厚。后踏上革命道路，创
作了大量革命诗歌。笔者结合史实，
试析其诗歌中蕴含的革命情怀。

追求真理，寻找救国救民
的方向与道路

自1918年始，《新青年》《安徽
船》《青年军报》等传播马克思主义
报刊传入潜山，当时就读于粹新小
学高级班的王效亭深受影响，立志
报国救民。1922年，他顺利考入省
立安庆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林科学
习。1923年暑期，王效亭因反对贪
婪残暴的潜山县知事张汉，组成

“驱张团”不屈斗争，负伤后被捕入
狱，后经王步文联络各方力量积极营
救并于同年秋获释。学校以“反对政
府”为由，开除其学籍。1924 年 3
月，王效亭考入芜湖省立第二农业学
校。在赶赴芜湖途中，王效亭创作

《摇船歌》，共5节，全诗主题鲜明，
语言通俗易懂、感情真挚。

“摇摇摇，摇摇摇，计前程，路
迢迢。定方向，把舵操，莫使东西随
浪飘。”（第一节）王效亭在诗中通过

“定方向、莫使东西随浪飘”表达了
坚定的信念和方向，虽经入狱、开除
学籍等变故，但报国救民革命信念坚
定不动摇。

“摇摇摇，摇摇摇，风呼呼，雨
潇潇。坐上船，轻如毛，乘风破浪
见英豪。”（第二节）“摇摇摇，摇摇
摇，我荡桨，你拿篙，同舟共济，
患难相交，不怕骇浪与惊涛。”（第
三节） 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是惊涛骇
浪，危险重重，但王效亭对革命前
景是乐观的，求学途中他认识了王
步文、储余等志同道合的好友，在
他的眼中他们都是革命的“英豪”。

“荡桨、拿蒿”摇船到岸，表达了愿
意同革命挚友一起“同舟共济、患
难相交”共同克服“惊涛骇浪”，实
现革命的远大理想。

“摇摇摇，摇摇摇，望彼岸，一
箭遥。出力莫怕劳，有功莫自骄，到
得彼岸乐逍遥。”（第四节）“摇摇
摇，摇摇摇，劝众客，莫相抛，潮平
两岸阔，风急浪头高，船翻大家命难
逃。”（第五节）彼岸虽然看似一箭之
遥，但风急浪高，船上众人需通力合
作才能到达彼岸，否则就会浪打船
翻；革命形势严峻，广大革命者须坚
定信念、互相帮助，才能革命成功。
王效亭将革命危急情形予于摇船现状
中，生动形象，也表达了革命者不计
个人得失、相互携手共进，只为革命

胜利的高尚情操。

同情百姓，为国为民高举
革命的旗帜

1927 年夏秋，潜山县发生特大
洪灾，灾民流离失所，生活无着落，而
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横征暴敛，
租、息、捐分文不减，百姓生活苦不堪
言。1927 年 12 月 7 日，在中共潜山
特支的领导下，潜山爆发了梅城起
义，打响了安徽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
第一枪。时任中共潜山特支委员的
王效亭参加起义，虽起义最终失败，
但为后来潜山乃至皖西南地区革命
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1928
年，经历梅城起义后的王效亭创作了
两首写实贫苦百姓生活的诗，《茅草
屋》和《粗米饭》。

《茅草屋》：茅草屋，新建筑，门对
青山田野绿。开我南面窗，深林走野
鹿。开我北面窗，黄鹂鸣翠竹。开我
西面窗，牧童牛背歌新曲。室无污泥
几无尘，空气新鲜阳光足。但愿官绅
兵匪不扰民，使我早起耕作夜安歇。
君不见街头庙角多穷民，无家可归哀
哀哭。哪得国泰年丰政清明，安居乐
业民多福。

诗中前五句描绘了一幅山青野
绿，恬静优雅的农村安居图，展现了
美好的田园风光和生活；但后三句，
王效亭笔锋一转，将乱世中官匪扰
民，哀鸿遍野的社会乱象尽数展现。

“国泰年丰、政治清明、百姓能够安居
乐业”，这也是王效亭的革命信念。

《粗米饭》：粗米饭，开锅香。天
天吃惯身体强，何用鸡鸭与牛羊。贫
家百日费，富家一顿光！看得人家不
饱糟与糠，何忍美酒肥肉独自尝？

诗中描绘了普通百姓的简单愿
望，只要能天天吃上粗米饭就足矣。
富人一顿饭钱够贫苦百姓生活上百
天，底层人民连糟糠都无法饱食，王
效亭通过诗歌表达了对贫苦百姓的
深刻同情。改变穷苦人民生活、让人
人能衣食无忧，是王效亭高举革命旗
帜的信念和动力。

志同道合，在革命友谊中
追寻快乐的真谛

1928年3月，根据中共安徽省临
委关于“潜山成立一县委，监管太湖、
英山”的决定，中共潜山特支在汤池
畈召开会议，讨论在特支基础上组建

中共潜山县委，推举王效亭为县委代
理书记。6月，中共潜山县委召开了第
一次扩大会议，正式选举县委，王效亭
任潜山县委书记。王效亭对革命事
业充满信心，他创作的《春日赠友》
和《快乐》两首诗，就将这种乐观豁
达、热情向上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春日赠友》：（一九二八年春）好
鸟声，频报春来也，香风吹程，前途平
坦无涯。日丽如许，花好如许，春之
神，四周跳舞：明、美、健、康、乐，在前
面欢迎：你、我、他。

这首诗是 1927 年冬，王步文携
夫人方启坤回老家过春节时，王效亭
所赠。王步文是王效亭的良师益友，
革命情谊深厚，诗句以明快活泼的语
言描绘了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春日
美景，王效亭的眼中春之神都在为他
的革命同志跳舞欢迎。

《快乐》：工作工作，求学求学，快
乐快乐。我们天天很辛苦的工作，我
们天天很勤奋的求学，辛苦、勤奋，得
快乐。有了暗的夜，才显出月的明；
经过狭的河，才知道海的阔。忙过
了，得安闲；苦过了，得幸福，才是快
乐。工作！工作！求学！求学！快
乐！快乐！

这首《快乐》，语言简朴但充满哲
理，王效亭通过“暗夜”与“月明”，“狭
的河”与“海的阔”几组对比，阐述了
只有辛勤求学工作才能获得“快乐”
的真谛，表明了他不畏辛劳，把为人
民谋幸福作为自己快乐源泉的远大
志向！

领导起义，永远坚持党的
崇高信仰

1929年7月，王效亭参加党中央
在上海举办的农民运动骨干训练班
学习。10月，王效亭回到潜山，担任
衙前区委书记，配合六霍斗争准备武
装起义。时年潜山旱虫灾害严重，稻
米减产，粮食奇缺，贫苦农民无法生
存。一些土豪劣绅则囤积粮食，肆意
抬高粮价，中共衙前区委发动农民开
展“三抗”（抗租、抗息、抗抬高粮价）
斗争，提出“稻卖两块半，地主头要
断；稻卖八吊钞，开门好睡觉”的斗争
口号，同时开展“摸瓜队”武装斗争。
1929年，王效亭创作长诗《吊屈原》，
回顾千年前爱国诗人屈原投江报国
之义，表达了自己和诗人一样追求

“爱”与“和平”的理想。

《吊屈原》（节选）：诗人之心唯有
“爱”与“和平”，这爱与和平，是诗人
的精灵！然而——这莽莽大地都充
满了“憎”与“争”。诗人哪得不悲哀
呢？一部离骚便是他的精灵泪，他明
知这世事不可为，偏留下这颗心让人
去追随！

革命战斗是残酷的，但王效亭
不气馁，艰苦斗争更激励着他奋
斗，军人的内心是坚毅的，就如爱
国诗人屈原一样，明知世事不可
为，偏要斗争一番。

1930 年 2 月 4 日，作为请水寨
起义的总策划和总指挥，王效亭在
请水寨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
农红军潜山独立师，开辟了以天堂
为中心，面积约 1500 平方公里的，
拥有 15 万人口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建立了潜山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
权潜山县革命委员会。请水寨起义
是大别山区四大农民起义之一，也
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安庆地区规模
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
远的一次农民武装起义。1930 年
秋，王效亭创作了一首《别离》，描
绘了他所处的艰难斗争环境。

《别离》：室中灯光惨淡，室外
月色凄白。束装待发，恋！何也？
忍心狠肠，最是他无情的卫者！天
下难堪事，临别的握手。盈盈相无
语，默默徒增悲。具了何等决心，
费了多少气力！

凄惨的灯光、凄白的月光，正
是当时艰难环境的真实写照，多少
别离都是世事的无奈，临别时握手
是何等伤悲。王效亭只愿天下太
平，黎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不再
忍受生离死别之苦。

1931年9月，坚持了7个月的请
水寨起义失败，但沉重打击了国民党
在安徽的反动统治。10 月，王效亭
奉调至河南光山县，担任中共光麻中
心县委书记。11 月，王效亭被张国
焘诬陷为“改组派”“第三党”，并被杀
害于光山县。牺牲前，王效亭对难友
说：“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
巩固苏维埃，扩大红军，坚决和国民
党斗争到底。”他始终表现出一个共
产党人英勇无畏的精神。

群众的认可是最大的、最真实的
肯定，在潜山黄柏一带流传着一首体
现王效亭艰苦朴素、一心为民的民谣：

“潜山来了王效亭，粗茶淡饭最艰辛；
打恶霸，铲穷根，他与人民心连心。”与
人民心连心的革命者王效亭，得到了
历史的公正
评 价 ：1945
年，中共七大
追认王效亭
为 革 命 烈
士。王效亭
英勇的革命
事迹永远激
励着我们后
代人，他创作
的文采斐然，
饱含革命情
怀的红色诗
歌也值得我
们永远传诵。

试析王效亭诗歌中的革命情怀
黄胜红

大凸会议旧址（潜山市史志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