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大道(1901-1931)，字坦之，又名龙康庄，贵州锦
屏人。1923年，龙大道进入上海大学学习，认真钻研马
克思主义，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龙大道先后在
浙江、上海、安徽、江西、江苏、湖北等地从事革命活
动。大革命失败后，浙江各地党组织和工农运动遭到
严重破坏，龙大道大力恢复党的组织，发展革命力量。

1931 年 1 月，由于叛徒告密，龙大道不幸被捕，在
狱中受尽酷刑，忠贞不屈，与敌人顽强斗争，表现出共
产党人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必胜
的坚定信念。2月7日晚，龙大道等24名革命志士，被
敌人秘密杀害于龙华。

在其短暂而光辉的革命生涯中，龙大道时刻从人
民的利益出发，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
风，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本色。

·旧闻新读10 责编 /贾晓明 李冰洁 校对 /宋磊 排版 /姚书雅

2021年7月8日 星期四
投稿邮箱：jiaxiaoming1@163.com
联系电话：（010）88146757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BIANHOUSHIYI

编后
拾遗

工作期间自备干粮

1924年，龙大道受党组织派遣赴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这里，他接
受了更为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1926
年回国后，龙大道到上海从事工人运
动。他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多次组织
发动罢工斗争。他态度温和，没有架
子，总是以普通党员身份，深入车
间、作坊和店铺，和工友们同吃同住
同劳动。他对工友疾苦十分关心，工
作深入细致、认真负责，工友们对他
十分敬佩，听了他的讲话，心里总是

“豁然亮堂”。上海工人运动领导人之
一的徐梅坤曾深情回忆说：“我对大
道的印象很好。他生活艰苦，对党忠
诚，严于律己，对同志热情诚恳，对
工人疾苦十分关心。不论做什么工
作，他态度始终是积极认真的，和同
志们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在工人中
间威望很高！”

1926 年 10 月 至 1927 年 3 月 期
间，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3月，上海80万工人在周恩来、
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举行第三
次武装起义，龙大道协助周恩来做了
大量工作。起义胜利后，龙大道任上
海总工会经济斗争部部长。其间，龙
大道始终坚守在罢工斗争的最前线，
为工人们出谋划策，训练武装，把握
方向，鼓劲拼杀。在工作中，他总是
携带“干粮”，肚子饿了，就啃几口
窝头充饥；身体累得扛不住了，就在
厂房草地上躺一会儿。即使在上海总
工会里工作，龙大道睡的是公用帆布
床，盖的也是一床薄薄的被子。当时
党的活动经费紧张，同志们的生活都
十分艰苦，有时甚至需要两个人一天
共吃一份饭菜。当基层工会送来食品
时，龙大道总是坚持“让工友先吃
完，自己才动嘴”的原则，有时饭菜
不够，他干脆把饭菜让给其他同志，
自己用豆饼或番薯充饥。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
间，龙大道多次前往先施公司指导工
作。先施公司是当时上海的“名牌”

公司之一，位于热闹繁华的南京路，
工人不仅人数众多，且觉悟比较高，
是罢工中的骨干群体。

一天，龙大道又来到先施公司，
向工友们宣传动员。他对工友们说：

“工人群众不仅是罢工斗争的依靠力
量，而且更是自己的患难兄弟。”博
得了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

从先施公司出来已过中午，龙大
道听说一位积极分子因为热心工会活
动，经常不回家，和妻子闹得不愉
快，于是不顾饥肠辘辘，和工会成员
赶往该工友家中调解。穿过一个小
巷，拐进狭窄的里弄，龙大道来到
了工友家门口。一进门，只见那工
友的妻子正在埋怨工友只顾厂里不
顾家，家里已粒米无存，揭不开
锅。龙大道急忙进门劝解，又从口
袋里掏出自己仅有的一块大洋，交
给工友，说是工会发的补助，让他
马上去买些米面。

离开工友家，龙大道和几位工会
成员回到厂房边的一处稀粥摊前，伸
手往口袋里一掏，把自己剩下的铜板
全掏了出来，请大家喝粥，自己却推
说有事离开。等下午工会成员回到厂
里，却发现龙大道坐在桌前，桌上摆
着他随身带着的一小包五香豆，正就
着一大缸子开水一粒粒“津津有味”地
吃着。

罢工斗争胜利后，先施公司工会
为了感谢“上总”和龙大道的领导，派
工友代表们买来许多吃穿用的纪念礼
品要送给他。龙大道见状，既惊讶又
感激，他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十分
动情地说道：“工人弟兄们的盛意，我
心领了，但作为‘上总’的干部，带领
大家同资本家斗争是我们的职责，大
家用不着感谢。只要大家团结起来
凝成一条心，我们的斗争就一定能够
继续胜利！不过，对于工人兄弟们，
我们只能服务，只能付出，而绝不能
收礼！在这里，我借花献佛，就将这
些纪念礼品转赠给大家，以表达我对
这次罢工斗争胜利的祝贺！”工人代
表们深受感动。

给妻子搭“帐篷”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
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肆意捕杀共产党
人和革命群众。龙大道受党指示到武
汉从事工人运动。4月27日至5月 9
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武汉召开，时任上海总工会常务委
员兼经济斗争部部长的龙大道作为上
海代表出席了会议。6月，他率团参加
在武汉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
全国劳动大会，并在会上报告了上海
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经过。会后，
组织上留他在武汉工作。7月15日，汪
精卫叛变革命，武汉的各级工会组织
和进步团体被查封占领。当时，汉口硚
口区是全武汉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为
了挽救工人运动，党组织立即安排富
有工人斗争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的龙
大道担任硚口区的区委书记，领导工
人群众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当时，龙大道受中共湖北省工委
委员向警予的直接领导。向警予曾把
一个箱子存放在龙大道家里（内有党
的活动经费500多块银圆），并指示
龙大道“可以按情况灵活使用”。

时值8月，酷暑难耐，龙大道的
妻子金翊群患病在床，恰好龙大道家
中有一部旧电扇，可用来给金翊群解
暑。一天下午，中共湖北省总工会宣传
部主任林育南来到龙大道家里联系工
作，说印刷工作需要一台电扇降温，希
望龙大道批给经费。龙大道当即把自
己的电扇拆下来让林育南带走。林育
南见金翊群患病在床，表示自己和同
志们还可以坚持，坚决不要。结果，龙
大道亲自把电扇给送了过去。

两天后，向警予来联系工作，见
金翊群大汗淋漓，龙大道拿着蒲扇在
一旁扇风，便问起电扇的去向。龙大
道说：“我们熬一熬，就过去了！”向
警予听后，当即让龙大道从经费里拿
出钱去买一台电扇，可龙大道就是不
肯，还说“公款只能用在革命事业
上，我们有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挪用
它”。看到金翊群痛苦的表情，向警

予便“命令”龙大道立即拿出钱来去买
电扇，还亲自从箱子里拿出8元钱交给
金翊群做伙食费。龙大道表面上点头答
应，等向警予一走，就把钱放回箱子。
几天后，有同志来联系工作，发现龙大
道并没有买电扇，只是在妻子病床上搭
了一个简易“帐篷”，为妻子遮挡骄阳。

为了省钱，让别人“跟着受累”

1928年 3月，龙大道返回上海。4
月，他被中共中央派到宁波，任中共浙
江省委工人部部长；5月任中共浙江省
委常务委员、代理书记，在杭州主持省
委领导恢复改造各级党部，加强浙西、
浙南党的领导，后仍任省委常务委员兼
工人部部长，前往各地检查指导工作。

12月，中共中央调龙大道任上海
总工会秘书长兼上海市各界人民自由运
动大同盟主席、党团书记。1929年2月
初，龙大道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奉命前
往安徽六安开展工作。

龙大道在中共潜山县特别支部书记
王效亭的陪同下，从安庆出发前往六
安。本来组织上考虑到当地境内山脉纵
横、交通闭塞，特别拨给经费，批准两
人雇轿。但龙大道向来节俭，根本舍不
得花钱，主动要求与王效亭徒步前行，
王效亭欣然同意。

两地之间有数百里之遥，为了隐
蔽，王效亭选择尽量走崇山峻岭间的野
径山道。当时已是寒冬季节，山间冷风
呼啸，积雪三尺。两人出发后，为了尽
快赶到目的地，一天走三四十公里路。
王效亭是当地人士，走惯了山路，在前
面大步流星。龙大道双脚很快就起了
泡，他咬着牙关前进，终于走出了百里
大山，到达了目的地。龙大道一面将省
下来的费用交给当地党组织，一面满怀
歉意地对王效亭说：“为了省几个钱，
让你跟着受累了。”

王效亭极其赞佩龙大道的节俭精神
与执拗毅力，笑着对龙大道说：“老龙
呀，这一行我算开了眼界，你这个‘钦
差大员’，不光手紧抠门，还这么吃苦
耐劳，你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作者单位：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龙大道艰苦朴素二三事
陆景川

1938年 10月下旬，鄂东地区沦
陷后，驻守该地的国民党军溃退，国
民党“第四战区鲁豫皖游击支队混成
旅旅长”李汉鹏投靠日军，所部被日
伪改为伪“人民自卫军”第八军。李
汉鹏趁机收罗散兵游勇，队伍很快扩
大到4000余人。这股伪军盘踞在黄
陂蔡店一带，在当地搜刮民财，欺压
百姓，当地人民深受其害。

1938年 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召开后，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
共中原局，直接领导和指挥鄂豫边区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工作。
12月底，新任中共鄂豫皖区党委书
记郭述申由延安去皖西途经白马山期
间，向中共鄂东特委和留守处人员传
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独立自主
地放手发动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
方针，并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决定以
留守处警卫排为基础，加上由竹沟随

行而来的警卫排以及先期转移至白马
山的黄陂梅店自卫队和潢川、息县的
十几个党员、青年合编为新四军游击
第六大队，划归新成立的中共罗（山）
礼（山）（黄）陂孝（感）中心县委领导。

1939 年 1月 17 日，李先念在竹
沟成立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并
任司令员，率部南下发动群众组成抗
日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
地。与此同时，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
在白马山龚家湾正式成立。全大队共
100余人，分编为两个中队，罗厚福
任大队长，熊作芳任政治委员，廖毅
任政治处主任。3月，六大队与李先
念率领的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在信
（阳） 罗 （山） 边九里关狮子口会
合。根据李先念的建议，六大队旋即
挥师南下前往鄂东敌后发展抗日游击
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并积极联系
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互相配合行动。

5月，中共鄂东地委成立，由程
坦接任鄂东地委书记，六大队随即归
属鄂东地委领导。此时，五大队三中
队西征到陂孝边并在孝感县青山口以
南与六大队会合。程坦针对新四军鄂

东部队所处敌、伪、顽三面包围的恶
劣环境提出“统战、防敌、游击”三
条主张。为了开辟陂孝地区的工作，
程坦和六大队决定歼灭盘踞在此地的
伪“人民自卫军”第八军李汉鹏部。

在商定作战方案时，程坦指出：
李汉鹏部伪军虽然人多势大，实际上
是些乌合之众，没有战斗力。程坦和
六大队指挥员研究决定，在通过俘虏
摸清伪军布防位置、兵力、联络口
令、信号的基础上采用“挖心战
术”——将100余人的六大队与西征
的第五大队所属第三中队会合起来组
成200余人的精干力量一举消灭伪八
军司令部。

5月26日，六大队一、三中队及
手枪队，在五大队三中队的配合下，
从青山口东南之黄家东冲出发，兵分
三路直扑伪八军司令部。在两名俘虏
的引领下，罗厚福带领战士们顺利地
通过几道岗哨到达伪司令部外。六大
队战士当即冲入，里面伪旅、团长正
在聚赌，面对如同神兵天降的新四军
战士只得举手投降。接着，战士们冲
到重机枪营、炮兵连、特务连住地，

伪军官兵正在熟睡，被新四军战士们叫
醒后全部乖乖投降。驻村外的伪军一个
团听到消息仓皇溃逃。拂晓战斗结束，
据统计，新四军共计俘伪旅长1名、团
长3名及官兵300余人，缴获迫击炮3
门、重机枪9挺、长短枪500余支。遗
憾的是，当夜李汉鹏没在司令部，侥幸
逃脱。

7月7日，第六大队和第五大队的
两个中队再次联合作战，从黄陂北部的
黄门冲出发，夜袭盘踞于孝感的伪八军
赵光荣师，俘其旅长以下官兵 200 余
人，余部溃散。消息传出，横行于泡桐
店一带的伪八军尹昌彦师吓得一哄而
散，伪八军全军覆灭。伪军长李汉鹏只
身逃走，从此靠打铁为生。

这次战斗的胜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
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打开了蔡店、
梅店地区的局面，为进一步开辟鄂东
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9 年 8 月，六大队发展到 800
余人，并收复了被敌伪占领的大片国
土，抗日根据地迅速建立和扩大。与
此同时，六大队还派出一批干部深入
罗山、礼山、经扶 （新县）、光山等
抗战后方，分别设立了办事处、留守
处，发动群众，联系社会开明人士及
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的爱国人士，组织
统一战线壮大抗日力量。9 月，六大
队和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团
队、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在罗 （山） 礼
（山） 边大小鸡笼山联合组编为临时
支队。

新四军“挖心”破敌
贾晓明

1936 年 12 月 12 日,在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东北军五十
一军在兰州响应张、杨两将军的爱国义
举发动了“兰州事变”。中共地下党
员、时任五十一军军参谋处科(侦察科)
中校参谋的解方在“兰州事变”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

“兰州事变”前，解方长期在东北
军中秘密从事党的统战工作，是张学
良任会长的“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
负责人。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凌晨，解
方收到张学良的密电，电文大意是：经
与杨(虎城)主任合作，已经扣留蒋介石
和与会的中央军将领，并发表通电，提
出“八项救国主张”；命令五十一军立
即采取行动，解除驻兰州所有“中央
军”的武装，扣留主要党、政、军、警
人员，断绝国民党绥靖公署与外地的一
切联系，同时，发表声明，拥护“八项
救国主张”。

当时，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和三个
师的师长都在西安参加军事会议。解方
立即将张学良的电报送给五十一军参谋
长刘忠干。在解方的策动下，上午10
点左右，五十一军军部召开了紧急会
议，会上宣读了张学良的电报，军、师
参谋长们统一了“坚决干”的思想，并
在解方的参与下，研究制定了落实电报
的各行动方案。

晚8时，五十一军军部大开宴席，
兰州绥靖公署首脑及各处处长（绥靖公
署主任朱绍良在西安）均赴会。正当酒酣
耳热之际，忽然冲出一队全副武装的士

兵，将在场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全部扣押。
与此同时，五十一军各部按计划发

起行动。一一三师的三个团长中有两个
已被解方发展为“抗日同志会”的会员，
师参谋长与解方在日本有同学之谊。该
师行动迅速，不久便占领了中央军兵营、
飞机场、电台、报馆、银行等地。

“中央军”第三军炮兵团团长是解方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经晓以利
害，该团立即放下武器。邓宝珊新一军的
部分军队“保持中立”并“借道”给一一三
师攻打“中央军”。

兰州绥靖公署警卫队被五十一军部
队击溃后，解方与军通信营营长冯梦
瑞、通信科科长李翔云立即冲进了朱绍
良的办公室，缴获了电台和大批重要档
案文件。

13日拂晓，城内外枪声渐渐停止，
五十一军各部陆续上报完成任务的情
况：驻兰州附近的国民党中央军及其警
察、特务武装均被缴械。这时候，解方一
面代表五十一军对软禁在“励志社”的国
民党党、政、军、警人员及被缴械的官兵
进行宣抚，一面及时地建议以五十一军
和甘肃省政府的名义发出拥护张、杨两
将军“八项救国主张”的通电，并将“兰
州事变”的情况报告张学良。

“兰州事变”的发生不但壮大了
“西安事变”的声势，也在甘肃省内外
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兰州事变”爆发
后，连日里，在解方等的安排下，兰州
召开了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宣传抗日救
国的重大意义，掀起了兰州救亡运动的
高潮。

解方：“兰州事变”的关键人物
王贞虎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
九军从福建晋江一路南下，势如破竹，
向厦门以北的沃头、刘五店、集美地区
攻击前进。集美镇位于集美半岛的最南
端，同厦门岛隔海相望。这里是爱国侨
领陈嘉庚的故乡，他在镇里投资兴建了
巍峨壮观的集美学村。解放军厦门战斗
打响前，驻守集美的国民党军队一个团
已在集美镇内的学校建筑内修筑了坚固
的碉堡群，并在美人山、天马山上设立
支撑点，另派飞机从空中支援，企图以
此抵挡解放军的前进。

21日凌晨2时，二十九军八十五师
对集美镇外围发起攻击。上午，八十五
师二五三团二营、三营分别攻占了潘
涂、美人山、天马和英棣头，控制了集
美镇北部；一营于22日拂晓占领了孙
厝，进入集美镇南部的狭窄地带。因地
形不利，一连在追击中遭到敌人反击，
同敌人形成对峙。下午5时，二五三团
组织炮火向敌人轰击，掩护一连二连从
西面，三连从东面向敌阵地突击。一连
二连攻击顺利，三连遭到敌人顽抗，连
续攻击均未奏效。到23日拂晓，由二
营四连接替三连将敌人击退。二五三团
遂进至集美镇外。

早在八十五师向厦门进军途中，就
接到上级转来周恩来的指示说，南洋爱
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办有集美
学校，多年来广育人才，驰名中外，要
我军尽力妥善保护，严防破坏。

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把此作
为严肃的政治任务，及时向部队作了传
达布置，提出了明确要求。当二五三团

在集美镇外作战时，敌人一个炮阵地就
设在集美学校附近连续向我军射击。为
了防止损坏集美学校，我军没有组织炮
火对其还击。

23 日上午，三营正面攻击集美
镇，二营向集美码头迂回。到下午 3
点，二五三团全部占领该镇，完成了周
恩来副主席交给的任务——民宅、集美
学校校舍全部完好无损，居民、师生无
一伤亡。当日傍晚，二五三团政治处主
任张茂勋找到集美学校负责人，告诉
他周恩来的指示，以及陈嘉庚正在北
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成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情况。当天夜
里，解放军还组织干部战士帮助学校
转移重要设备，疏散教职员工及其眷
属，预防敌机轰炸和敌炮袭击。不
久，八十五师司令部、政治部还以师
领导的名义，贴出了保护集美学校的
布告。布告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八十五师司
令部、政治部布告

查集美学校为华侨民主人士陈嘉庚
先生所创办规模较大之学校，希我各部
人员应尽量不（必）进驻学校，并坚决予
以保护，严禁搬移或损坏该校一切教育
用具及房屋、树木，仰各切实遵照为要!

此布
师长朱云谦副政委宴成山 （政治

部） 主任朱群
厦门解放后，11月1日，八十五师

政治部准许学校自行运回仪器、图书
等，并接回滞留的教职工及其眷属、学
生等，准备开学正式上课。

一场特殊的战斗
杲学军

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
联军在东北战场上赢得了一系列胜利。
为进一步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民
主联军将攻击目标锁定在当时的东北军
事重镇——四平。一纵二师四团一营的
指战员听到消息后，个个摩拳擦掌。该
部多次向上级请战，要求把攻打四平最
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们来完成，得到了师
首长的批准。

四平是一座敌人永久设防、明碉暗
堡无数、工事极端复杂的堡垒式坚固城
市。战斗打响前，师首长特别对一营进
行了动员，并告诫指战员：“敌人就是
铜墙铁壁，也会有针眼可钻！”根据师
首长指示，营长范鲁带领着各级指战
员，一次次深入前沿进行实地侦察，选
定了突破的“针眼”。

战斗打响了，一营挑起了突破四平
的主攻任务。该营尖刀连二连最先冲向
敌阵。守敌阵地内顿时喷射出雨点般密
集的“火舌”，二连战士毫不畏惧，机
动灵活地向前冲锋。不久，空中飞来敌
机，疯狂地向战士们轰炸、扫射，不少
战士倒在血泊中，冲在前面的副营长也
牺牲了。连教导员王崇华见状立即站出
来接替副营长指挥战斗。他带领战士们
在火海弹雨中穿梭，逐渐接近了敌人的
阵地。

与此同时，三连也投入了战斗。在

三排长史德洪的率领下，30多名战士
突破了一道道铁丝网，爬过交通壕，沿
途消灭了明、暗堡里的守敌，很快接近
围墙。围墙上的守敌拼死抵抗，子弹暴
雨似地倾泻下来。史德洪一面指挥战友
向墙上敌人射击，一面带领战友用铁锹
在城墙上挖出脚踏坑。七班副班长张志
年抱着炸药包，顺着脚踏坑向上爬去，
在地堡和围墙的结合部实施爆破。随着
一声巨响，碉堡被炸毁。史德洪高喊一
声：“冲！”战士们趁着烟雾冲上围墙率
先突入四平城。

看到史德洪排打开了突破口，一连
连长刘树仁立即带领一营后续部队跟
了上来。他们一鼓作气冲过内壕，打
退了顽抗的敌人，占领了城里临近突
破口的房屋，巩固了立脚点。不久，
一营全营相继攻入城内，并向纵深发
展，与城内守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接连攻占了守敌阵地。战后，为表彰
一营全体指战员在战斗中的突出战
绩，上级授予他们奖旗以示鼓励。

1948年3月，一营的英雄们擎着这
面光荣的旗帜，又参加了解放四平的最
后一战——四平收复战，并再次承担起
主攻突破的任务。3月13日，在历经23
小时的勇猛作战后，这支英雄的部队同
兄弟部队一道彻底收复了四平，四平人
民从此获得了新生。

一面奖旗背后的战斗故事
韩虹

▲

1930年4月金翊群(左)、龙大道(右)夫妇和父亲龙治藩合
影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