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 金 生

宋金生 ，字丽轩 ，1904 年生 ，清丰
县城关镇人，清丰县最早的党员和党组
织创始人之一。

宋金生之父宋乐宾，生于 1870 年，
为前清秀才， 曾是全县少有的文化人。
在邻居晁哲甫影响下，宋乐宾和儿子宋
金生一起投身革命，并利用清丰县警局
官员身份掩护我党发展组织，并把家产
充当革命经费， 以办文化夜校名义，传
播革命思想，秘密发展党员，组织抗日
队伍……

不幸的是，1940 年春，担任我党地
下交通员的宋乐宾， 在受命策反顽军
时，不慎被石友三部察觉，在仙庄乡七
保安村遭“大卸八块”。 英勇牺牲后，我
党闻讯派人寻找遗体，有条腿始终未能

找到……
1942 年， 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不

断实行大规模的清剿和扫荡， 所到之
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日军在清丰县
到处修建炮楼据点，修公路，挖壕沟。中
共清丰县委将县、区武装和党政机关干
部组成若干武工队，深入敌占区，主动
灵活地打击日伪军。 1942 年 7 月，乘留
买谷村据点的敌人向附近各村要民夫

架高炮楼之机，宋金生等组织县大队和
杨拐大屯村民兵，装扮成民夫，进入据
点，打死日军 7 人，缴获机枪 2 挺、步枪
6 支，放火烧了炮楼。 这次战斗影响很
大，轰动边区，震撼华北。

1942 年冬， 宋金生做骆庄炮楼伪
军的工作，以作内应，县大队一举拔掉

骆庄、五眼井两座炮楼。 1942 年年关，
日军出动县城 40 余名日军和 300 余名
伪军，到大屯村一带抢掠。 县大队在宋
金生区小队的配合下，在坑李家利用地
形设伏，给该敌以严重打击，毙伤日军
10 余人、打散 300 余名伪军，日军对宋
金生恨之入骨。

1943 年春，由于叛徒告密，宋金生
被捕，牺牲于辽宁锦州。

老党员杨明顺生前曾讲：宋区长的
骨头那是真硬，英勇无畏。 只要一有敌
情他就往前冲，我总是派人硬架着他后
撤。 区里连挺机枪都没有，根本抵抗不
了多久。 他是队伍的主心骨，我们就是
都死光，也得保护好他啊。可惜，就那一
次， 他独自执行秘密任务竟被叛徒出
卖，再也见不上他了。 九旬高龄的程平
原老人回忆： 我当时在颜村铺学习，因
为宋金生是清丰县被日伪抓住的我党

重要人物，影响特别大。被捕后，宋金生
遭到敌人严刑拷打， 始终坚贞不屈，还
对日本汉奸破口大骂。 后来，宋区长被

日本人押往东北， 他到底怎么牺牲的，
始终是个迷案。 后来，有人根据宋金生
的英勇事迹演过《宋金生骂寇》这场戏。

宋金生当年战友、原十六军副军长
傅学阶生前亲口这样告诉宋金生的儿

子宋秋田：你爹吃亏就在于，从夜校里
发展的党员中，亲戚、身边人和城里人
太多。那时候，日伪知道你爹的分量，悬
赏那么高。 别看有的人假装积极，对他
行踪规律一清二楚，暗中就把你爹出卖
了。我为啥没事？就是无论谁再积极，都
不让他知道我在哪儿，作战行动前才让
他们知道……

双庙乡老一辈人至今仍传诵，宋区
长是位传奇人物，他每天骑毛驴早出晚
归，对我党早期发展贡献极大，冀鲁豫
军区及邓小平、宋任穷、杨得志、杨勇等
后来在双庙单拐安营扎寨都与宋区长

革命活动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有直接

关联。 与他同村的宋天顺回忆，宋金生
的名字响着哩，我当儿童团长时常听他
动员，再没胆的人一听他说，就不怕入
党，也不怕当兵抗日了！ 日本占清丰后
从东北派来不少特务汉奸，大都让他给

活埋了。因为他一听谁说东北话就知道
是日本人派的，一抓一个准！ 日本人怕
他又恨他！他当一区区长本来管县城那
一片， 日本人来了让他搅得很不安宁，
特别仇视他，又没啥办法，就把他在县
南街的家烧了， 还出高价悬赏到处抓
他。 他主要在柳格、双庙、纸房这一片
儿，他搞的群众基础要不中，冀鲁豫军
区咋会来这里？那时军区特务营就在俺
村， 主要任务是保护在单拐的邓小平、
宋任穷等领导。 他被捕牺牲，当时在咱
县是天大的事，直到文革前后忆苦思甜
时，《宋金生骂寇》这出戏还在全县乡村
巡演，场场都是人员爆满。

据查证，《宋金生骂寇》 剧本作于
1947 年。 当时，为悼念宋金生这位革命
英烈，加强革命教育，时任县委宣传部
负责人、 后任清丰县委书记的张振海，
专门委托熟知烈士英雄事迹、尚在随刘
邓大军南下途中的杜峻西承担此事。即
使在连日行军作战的途中，杜峻西仍满
怀激情地为老区长编写了剧本《宋金生
骂寇》。 该戏在县十字街东北广场公演
七天，场场观众泣不成声……

王 伟 民

王伟民，1918 年生，濮阳县城关镇人，民
政部公布的第二批 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

1933 年，王伟民到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
校读书。当时，七师的党组织，一方面领导学
生开展反对反动校长、蓝衣社分子郭鸣鹤的
斗争，一方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
罪行，组织游行，抵制日货。王伟民积极参加
活动，还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
盟，宣传反对内战，一致对外。

1939 年 3 月，因中共东明县委书记张华
等人的身份暴露，豫北地委决定让王伟民接
任县委书记，组成新的县委。交接工作时，王
伟民对张华说：“因咱俩都是濮阳人，对外介
绍时就说我叫洪建民，字学玉。 ”王伟民上任
后 ，主要抓了三件事 ：一 、完善了救国会组
织；二、大力发展党员；三、建立武装。 5 月，
王伟民配合冀鲁豫支队一大队在东明县的

扩军工作，分别在赵真屯、东孙楼、于潭寨设
立招兵站，招收新兵 100 余名。 整训后，编入
冀鲁豫军区独立团。

1939 年，王伟民带领部队到长垣一带进
行活动，所到之处，召集会议，大造声势，大
讲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抗日救国形势，大讲
八路军的英勇事迹。并派民运股长史绍卿带
10 余名骑兵到最南边的王寨， 利用正唱大
戏、人多影响面大的机会，上台演讲，鼓励群

众起来和日伪顽作斗争。这样一来，对长垣、
封丘震动很大，竟把长垣县的顽县长毛迪亚
给吓跑了，其他土匪、地主势力也都不敢为
非作歹，明目张胆地欺压老百姓。

1940 年，冀中八路军某部将石友三逐出
冀南，王伟民接到消息后，带领部队在濮阳
县庆祖一带埋伏， 配合讨伐顽军石友三，待
石部一到，立即进行出击，使其措手不及，获
得了部分战利品。

同年春，丁树本带部队逃跑，其部下有
的逃回濮阳，王伟民带部队对他们进行了收
编。 丁部杨发贤原是内黄县一个土匪头子，
带着一个营三四百人逃回到两门。王伟民组
织三个营的兵力，亲自指挥，把杨一个营的
枪全部缴获，向他们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
政策， 使其中不少人自愿参加了抗日队伍。
丁部下还有一部分人跑到顾头村一带，王伟

民又组织部队将他们包围，缴获了他们的枪
支，对他们进行了收编。

1940 年农历五月五日，王伟民在日记中
写道：“五月五日早上，西方炮声隆隆，我部
准备投入战斗……”那天，八团为了掩护旅
部和群众转移，在长垣县小渠一带与日军扫
荡部队的 2000 余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
斗。这次反扫荡战斗，官兵从团、营、连、排首
长到一般战士都十分英勇顽强，不顾个人安
危，与敌人殊死搏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
次的进攻。 3 个多小时的拼杀，共毙伤敌人
150 余人，我们的战士殉难近 300 人。这是我
军在豫北抗战中最惨烈的一次战斗，史称小
渠惨案。这次激战，胜利地完成了保护旅部、
掩护群众的光荣任务。

1940 年 5 月，王伟民率八团趁日军由北
而南行进之机，在花园村附近截击了日军的

通讯部队， 歼敌官兵 50 余人， 缴获战马 30
余匹。 同年 7 月，王伟民带部队从翟庄过黄
河、攻打东明县三村集的敌人。 因为这里离
老城很近， 部队撤到大徐寨时被日军包围，
在那里和日军打了一整天。 下午，敌人又增
加兵力，火力大，直到夜间 9 时，八团才开始
突围。王伟民在指挥突围过程中，安排周密，
抬着伤员，踏着没膝深的泥水，安全转移到
了鲁西南曹县根据地。 8 月，王伟民带领部
队在滑县的武寨、 桑村一带和日军打了一
仗，取得胜利，获得敌人战马 80 余匹及枪支
和军用物资， 受到二纵队代司令员杨得志、
政委黄克诚的嘉奖。

12 月， 王伟民和濮阳县长王卓云根据
豫北地委的指示，带领一部分部队，在濮阳
县丁村、河沟、五星、八公桥一带进行抗日救
亡活动。 29 日上午，他们在王丁村开会、研
究工作时，被日军从五星、大井开来的 9 辆
汽车和两辆坦克包围。 他们边和敌人战斗，
边掩护群众向村东村南方向撤退。就在这次
撤退中，王伟民不幸遇难，年仅 22 岁。

1946 年，濮阳政权巩固以后，将丁村、河
沟等一带命名为伟民区，并召开隆重的命名
大会，号召全县人民学习他的精神。1988 年，
濮阳县委、县政府在县烈士陵园为王伟民修
墓立碑，使他的革命精神永垂千古。

汪 洋

汪洋，原名之正，字诚斋，号洪波，1913
年生，台前县夹河乡顾庄村人。6 岁入本村私
塾读书，12 岁转入郑三里高小。 1931 年，汪
洋考入山东省立济南乡村师范。 他学习刻
苦，成绩优异，课余时间悉心阅读鲁迅、李大
钊、高尔基等人著作，始受革命思想熏陶，成
为济南乡师学生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 “九·
一八”事变后，他曾组织带领学生示威团到
南京国民政府请愿。 l935 年，汪洋休学回东
阿县立高小执教，不久领导全县 240 名教员
进行增资罢教斗争，被县府革职。 此后，他转
入地下革命活动，奔波于济南与北平之间。

1936 年 2 月， 汪洋加入中国共产党，受
党的派遣赴西安东北军学兵队，组建并领导
学兵队抗日民族先锋队，任政治指导员。 他
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教唱救亡
歌曲，激发东北军将士爱国热忱和民族自尊
心，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西安事
变”的形成起到一定作用。

“西安事变”后，汪洋和谷牧一起离开东
北军去延安。 1937 年“七七事变”，导致全面
抗战。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汪洋受命
到东北军将领于学忠部做统战工作，后受党
派遣返回山东组建抗日武装。 抵达鲁南后，
他深入莒县、沂蒙、临沂等地发动群众，迅速
组建了 500 人的抗日武装队伍。 后因缺少武
器装备，又处国共合作期间，队伍被国民党

部队以统战名义强编吞并。 他不灰心，深入
国民党山东第三专员公署辖区做兵变工作。
他利用部队内部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先进分

子拉出一个营，挺进沂蒙山区，收缴土匪、地
主武器，发动贫苦农民参军，树起鲁南抗日
独立营大旗，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鲁南第
一支抗日武装。 独立营不断袭击日伪据点，
扩充抗日力量， 日军曾对其多次合围夹击。
汪洋为保存革命力量，率部北上与中共山东
省委领导的徂徕山起义军会师，编入八路军
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独立团，汪洋任团
长。 后游击队改编，汪洋任八路军山东纵队
第四支队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

1938 年 4 月， 国民党秦启荣部对日妥
协，破坏抗战，杀害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
队 400 余人，造成博山惨案。 为打击国民党
投降派的反共气焰， 汪洋率部夜袭莱芜城，
给秦启荣部以沉重打击。 后转战滕县，歼灭

汉奸申从周的地主武装，威震鲁南。
1939 年，汪洋任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政治

部主任。1941 年，第四支队改编为第四旅，汪
洋任政委。 百团大战开始后，汪洋率部在博
山、莱芜一带连续出击，作战月余，共历大小
战斗 20 余次，毙伤日伪军 760 人，俘虏 500
人，获长短枪 500 余支。

1942 年 3 月，山东抗日根据地执行军队
地方化方针，山东纵队第四旅与泰山军分区
合编为鲁中军区第一分区，汪洋任政治委员
兼中共泰山区地方委员书记。 是年，抗战进
人最艰苦阶段，日军调动重兵，对泰山根据
地进行毁灭性扫荡，莱北村庄被烧光，方圆
百里，碉堡林立，围墙深沟密布。 面对险恶形
势，汪洋一身维系全局，指挥军民英勇抗击
日伪军，稳住了泰山抗日根据地。

1942 年 10 月， 泰山军分区司令员廖荣
标率主力部队挺进淄河流域，扩建抗日根据

地，留汪洋和专员赵笃生在博山县西部刘白
杨村培训县区领导干部。敌人乘机调动 6000
名日、伪军，分六路偷袭泰山抗日根据地，于
10 月 17 日拂晓前形成包围圈。汪洋率地委、
专署、 军分区机关及教导队、 警卫连共 300
余人组织突围，向东北博山方向猛冲，以期
与军分区主力部队会合。至莱(芜)章(丘)公路
时，发现有敌埋伏，遂沿路南撤，行四五里，
遇莱芜北上之敌， 汪洋指挥部队转而北突，
行 10 余里至茶叶口村又遇章丘之敌， 激战
半小时未能突围，遂向东转移，奔向吉山。 行
至吉山西岭，发现四面均有日军，迫退河滩，
又被敌包围。 时弹药已尽，战士与敌白刃肉
搏，有的与敌夺枪手心被刺刀豁开，有的拉
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最后，汪洋销毁文
件，壮烈殉国，时年 29 岁。

汪洋牺牲后，遗体葬于莱芜县吉山钓鱼
台。 1945 年 8 月，莱芜县民主政府将钓鱼台
改建为汪洋台，台上建有汪洋亭，亭中树烈
士碑一座。 碑上刻有山东省党、政、军领导舒
同、廖荣标、李念林等人的题词。 l953 年，山
东省人民政府将汪洋烈士遗骨迁至济南英

雄山烈士陵园。 移葬时，当地 4000 余群众自
动护送灵车 15 公里。

泰山区人民政府为纪念汪洋， 教育后
代，把当地学校、医院分别命名为汪洋小学、
汪洋中学、汪洋医院。

王 振 华

王振华 ，原名王文麟 ，字振华 ，1899 年
生，南乐县古寺郎村人。 早年就读于保定高
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应聘本县乡小教师和大
名七师训育主任、校长。 1927 年，他加入中
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创办华北军政干
部训练所， 历任八路军抗战建国学院院长、
北方大学教务长、 晋冀鲁豫救济总署秘书
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平原省教育
厅厅长、中央教育部工农教育司司长、中央
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司长、中国自然博物馆馆
长等职。

1929 年秋，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左右
大名七师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之后， 王振华、
谢台臣、晁哲甫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毫
不妥协的斗争，同时也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
和迫害。

1936 年初，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撤
掉了把持大名七师三年之久的蓝衣社分子

郭鸣鹤的校长职务，聘请王振华回七师任校
长。王到校后即邀请当时在邢台师范任教的
晃哲甫为教务主任。他与晁哲甫仍坚持谢台
臣“以做为学”的教育方针，亲自带领学生参
加各种社会实践。 在他们的带动下，学校形
成了一种你尊我爱、 和睦融洽的师生关系，
大大发扬了七师的优良校风。

1937 年 10 月，大名、南乐、清丰相继沦
陷。 王振华同晁哲甫等携校款及教学仪器，
南渡黄河。后经中共晋冀豫省委代表朱瑞介
绍和刘子超合作，利用大名七师与大名十一

中的校款，在晋城筹建了华北军政干部训练
班。时有学员 270 人，学员经过训练后，奔赴
抗日前线。

1938 年 2 月，晋城失守，华北军政干部
训练班转移到山西陵川，改华干训练班为训
练所。王振华以训练所副所长名义负责全面
工作。同年 5 月，王振华被调到太行，任八路
军抗战建国学院教育长。 为了招收学员，他
几次深入敌后，四处奔走，圆满地完成了招
生计划。

学院开学后， 各项工作虽已准备就绪，
但由于战争原因，学校频繁流动，教材课本
的印刷成了一大难题。 在当时缺资金、少设
备的情况下，王振华又挑起了筹办太行文化
教育出版社的重任。 他曾冒着危险到敌占
区———太原、临汾、邯郸、安阳等地，通过关
系，搞到一些印刷机器配件，设法运到解放
区。 1938 年 10 月， 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建
成，王振华任社长。 该社曾编印了很有影响
的教科书 《战时读本》。 这个出版社后来与

《新华日报》华北版合并，改为新华日报的丛
书编辑部，归属中共北方局领导。

1940 年初，王振华任八路军抗战学院院
长。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多出人才、快出人
才，王振华又到延安抗大学习教学经验。 他
到学生中进行调查，到有经验的教师中听取
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然后修订学院的教学内
容和方法，使教学质量得到新的提高。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中央北方局
调王振华任华北大学教务长。他无私忘我地
努力工作，以学校作战场，为党培养了大批
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

解放战争后期，王振华又调晋冀鲁豫救
济总署任秘书长，开展接受外援及救济物资
的分配工作。

1949 年秋，平原省成立，王振华任教育
厅厅长。 王振华虽身为厅长，却从不搞任何
特权， 组织上要照顾他 80 岁高龄的老母亲
吃小灶，他坚决不让，仍从大伙上给母亲买
饭。为振兴民族教育，王振华克服重重困难，

通过动员，把分配到平原省的各校大学毕业
生大量地充实到了教育部门。他还以政治家
的风度，团结大批党外知识分子，调动他们
的积极性，为搞好平原教育发挥作用。 清丰
县的李建勋、 南乐县的魏明初都是学有专
长、颇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过去一直在
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教育工作。 解放后，王振
华了解到他们愿意参加革命工作，便聘请他
们到省高等学校任教。

1952 年，王振华调到中央教育部工农教
育司任司长。 当时，全国正大力开展扫盲教
育，教育司的工作特别忙。他日夜操劳，最后
竟累出病来，但他仍顽强地带病坚持工作。

1955 年，王振华又调到中央文化部社会
文化司任司长。 不久，又到中国自然博物馆
任馆长。20 世纪 60 年代初，组织上为照顾他
的身体，将他调到离家较近、工作较轻的北
京文史馆工作。

1966 年，文革开始时，王振华一直在病
中，虽未受到揪斗，但也没有安稳度过。面对
一些专案调查组的调查， 有着 40 年党龄的
王振华，党性原则很强，虽然在病中，亦绝不
辱大节，坚持实事求是。 他一次次回答来人
说，我是共产党员，要为组织负责，对同志负
责，是啥说啥，知啥说啥，不能以你所需而信
口开河。 他为一些老同志、老战友作了如实
客观的证明。

1971 年 7 月 14 日，王振华病逝于北京，
终年 7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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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台

臣

谢台臣，原名丕阁，1884 年
生，濮阳县新习乡鹿斗村人。 幼
入私塾，聪颖嗜学。 1902 年(光
绪二十八年)，考中秀才。时值康
梁变法，兴办新学。 1905 年，他
被保送到直隶省立保定优等师

范。 毕业后，先后从教于大名第
十一中学、保定高等师范附中、
天津同文书院。 因他学识渊博、
品德高尚、执教有方，一时誉满
冀州。1921 年，他当选为直隶省
参议院议员。

由于感觉冀南教育落后 ，
深恐人才泯灭， 谢台臣多次向
议会倡议，在冀南办一所学校，
以携后学。 不久，直隶省府批准
在大名新建省立第七师范 ，并
委任谢台臣为校长。

任职后， 谢台臣选聘品学
兼优的晁哲甫、王振华分别任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先后邀
请富有学识、思想进步的学者来校任教，并逐步把一些反
动、守旧的人员解聘，纯洁了教师队伍。

1924 年的直奉战争，1925 年的“五卅”运动，1926 年的
“三一八”惨案，触动了谢台臣的灵魂。 他深深地认识到，要
进行一项社会变革，单靠讲科学走教育救国的道路是行不
通的。 于是，他开始支持并领导师生开展抵制日货游行示
威等社会活动，又发动募捐，支援上海、北京工人的爱国行
动。

1927 年春，有人要他加入国民党，他以“我看彻底革命
的还是共产党”为由回绝。 于是，由赵纪彬介绍，谢台臣加
入了共产党。 入党后，他注重党的建设。 从 1927 年到 1930
年，在师生中发展党员 100 余人，占全校人数的一半，并努
力培植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反帝大同盟等，使七师成为
一个革命的营垒。

1927 年 5 月，北伐军节节胜利。他受到极大鼓舞，积极
动员师生协同红枪会投入反对直鲁军阀占领大名城的斗

争。同年 7 月，“宁汉合流”，北伐夭折，革命处于低潮。他于
8 月自新乡乔装入汴，与中共河南省委张和尚、周一粟取得
联系，领会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得知党的斗争重点已
由城市转向农村，并准备进行秋收起义。 于是，他速返大
名，组织师生响应，巧妙地利用开门办学的合法性，将党员
输送到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的组织。 大名的儒家
寨、濮阳的井店(今属内黄)等革命根据地就是这一时期建
立的。

1929 年，在濮阳邢固(今属内黄)事件中，赵纪彬等人不
幸被捕。 谢台臣闻讯后，赶往狱中探视，乘狱卒离开之机，
悄悄对他们说：“你们要站稳立场，我们在外边一定设法营
救你们。 ”为此，他多次奔波，疏通关节，并拿出 400 块大洋
交给党组织做营救费。 他每月交 30 块大洋的党费，平时，
只要党的经费困难，无不慷慨解囊，而他自己却粗粮布衣，
家里也罕见他的接济。

1929 年下半年，河北省委派到直南的巡视员、特派员，
推行“立三路线”，强行要直南特委举行一系列不切实际的
过火行动。 谢台臣根据党的六大精神，结合具体情况提出：
“以学校为掩护，积蓄力量，待机而动，不应冒险”的正确建
议。 自以为“一张传单就等于一颗重型炸弹”“只要枪一响，
成千上万的群众就来了”的巡视员、特派员们不仅不采纳
他的建议，反诬他为右倾机会主义。 一连串的散发传单、飞
行集会、武装暴动的举动遭到失败，招来反动派的疯狂镇
压与逮捕，谢台臣心如刀绞。1929 年底，他趁毕业生赴外地
参观见习之机，带领学生到北京、天津进行考察。

极左路线的推行者，不仅不吸取惨败的教训，反说七
师主要领导是阻碍暴动的右倾势力代表。 1930 年春，他们
武断地开除了谢台臣等人的党籍，正在北京考察的谢台臣
闻迅后，愤然辞职，国民党当局旋派张达夫上任。

1931 年春，七师师生进行的“驱张挽谢”斗争取得胜
利，谢返校复职。 这时，谢台臣虽失去了党的关系，但对党
仍然一片赤诚，尽快地恢复了过去的革命传统，使各项教
学活动开展起来，继续坚持“待机而动，不应冒险”的立场。
几经失败的特派员，坚持极左路线，仍然诬他右倾。 尽管如
此，他对党一如既往，忠贞不渝，反动派要拘捕党员师生，
他深入虎穴，据理力争，以身担保。 读书会受极左思想影
响，要赶走他。 他委托晁哲甫、王振华去耐心解释，毫无挟
嫌之意。

外受国民党反动派攻击漫骂，内遭指责、诬陷的谢台
臣，为了党的事业，忍辱负重，耕耘着七师这块红色土地，
终于身心憔悴， 积郁成疾，1936 年农历二月初四， 含愤辞
世，终年 52 岁。

1937 年 7 月，由当时七师校长王振华发起，为这位无
产阶级教育家树碑。 抗战时期，又在大名建立台臣中学。

1947 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宋任穷等领导人在
瞻仰纪念碑时，赞誉谢台臣为革命教育家。1979 年 3 月，中
央组织部通知大名、濮阳两地为谢台臣平反。 1983 年 9 月
25 日，大名七师召开六十年校庆，王从吾、刘大风、裴志耕、
成润、白映秋、刘镜西、陈源等有的亲往参加，有的发表文
章，缅怀我党革命教育家和无产阶级忠诚战士谢台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