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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会师是中央红军和
赣东北红军在夺取第四次反

“围剿”胜利前一次重大的军
事行动。上清会师后，红军
首次实现了大兵团伏击歼敌
作战，并开创了全国苏区之
间互相策应作战的新局面。
随着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

“围剿”的胜利，中央革命根
据地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也
进入到全盛时期。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调集34个
旅 25 万余人，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

“重点进攻”。其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胡宗南所部15个旅14万余人从南线
直攻延安。为了加强陕北地区的作战
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
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
归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
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
挥。同时，成立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
怀兼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
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下辖第一、
第二纵队、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共
2.6万余人。

西北野战兵团胜利完成了中共中
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人民群众安全
撤离延安的任务后，实行诱敌深入的
方针，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
地形，大打人民战争，运用“蘑菇”战
术，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在粮食、

弹药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连续赢得了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3次战役，歼国
民党军3个旅及地方团队一部共1.4万
人，给予国民党胡宗南集团沉重打击。

胡宗南集团损兵折将，士气低落，
不得不“集结整补”。解放军西北野战
兵团乘胡宗南接连受挫集结未动，于
5月下旬发起陇东战役，向盘踞在陇
东的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宾部发起
攻击。

在取得第一阶段的胜利后，解放
军西北野战部队又打响了解放环县的
战斗。当时，环县的守军是马鸿逵的整
编第八十一师。对此，解放军西北野战
部队调整了部署：第一纵队并新四旅
攻击环县县城，第二纵队协同；教导旅
在环县城西一线阻击可能来援的国民
党骑兵部队。

6月2日，解放军各部队从合水出
发，沿环江而上，向环县急速前进。7
日，西野各部开始对环县进行包围；9
日，一纵、二纵在马岗子、孟家湾一线
击溃了敌八十一师的一个团后，向环
县城方向接近。敌整编八十一师见势
不妙，便龟缩在环县城里，企图固守待

援。环县虽不大，但其城防工事颇为坚
固。除了城墙与城堡之外，敌人在环城
的山头都构筑了碉堡。

6月13日，彭德怀把司令部设在
离环县县城只有15里的王庙咀。为了
更好地歼灭国民党整编第八十一师，
彭德怀带着各部队指挥员到前沿阵地
察看地形，实地研究攻城方案。14日，
解放军在马坊川击毁敌运输汽车10
辆，彻底截断了守敌的后勤供应。

15日，解放军一纵、二纵部队按
计划夺取了县城周围的二十里沟口、
三里湾、崔家塬、谷家塬、刘家塬等外
围据点后，彭德怀发出总攻环县县城
的命令：一纵三五八旅由环县西北向
东南攻击；二纵独四旅由环县西南向王
家塬主阵地攻击；新四旅也从环县西南
向玉泉山攻击；一纵独二旅由环县北面
向城东塬攻击；二纵三五九旅由县城南
关夹击城东塬。此时，环县群众也纷纷
行动起来，组织了向导队、担架队、运输
队，支援前方子弟兵。

总攻一打响，为了方便指挥，彭德
怀就率“野司”机关移至环县城西约6
里的周家下塬。总攻开始后，彭德怀只

带了随身的几个参谋和警卫员，深入到
一纵指挥所附近指挥战斗。前线指战员
听说彭总就在身边，士气特别高涨。经过
激烈战斗，玉皇山被解放军相继攻克。
15日晚8时，守敌在向解放军阵地发射
了五六百发炮弹后，派重兵对玉皇山等
阵地进行反扑。解放军沉着应战，打退了
敌人的8次进攻，成功守住了阵地。

经过一昼夜紧张的争夺战，敌军伤
亡惨重。16日午前，我三五八旅在独四
旅的配合下，胜利攻占了敌人防守的核
心阵地王家塬。新四旅则完全攻占了玉
皇山。敌人失去了主阵地，顿时全线动
摇，纷纷撤向城内。解放军发现后，立即
组织炮火对逃敌发起攻击，消灭大部敌
人。中午12时半，环县守敌残敌扔下各
种重武器从城东塬向黑城岔方向狼狈逃
窜。解放军各路攻击部队乘胜猛攻，一举
占领县城，俘敌528名，并缴获敌待运的
3辆汽车及各种弹药20万发、山炮4门。

彭德怀命令第二纵队追歼逃敌。逃
敌先丢下重炮，再丢下轻重机枪，最后连
步枪、手枪、马刀也丢掉不要了，只顾逃
命。二纵越追越有劲，一直追出百余里，
直追到洪德城和黑城岔周围，歼敌1100
余人，缴获大批轻重武器以及装满粮食
和弹药的汽车6辆。与此同时，敌人一个
骑兵团赶来救援，遭解放军教导旅迎头
阻击和重大杀伤。得知环县城即将被解
放军占领时，该骑兵团随即仓皇逃窜。至
此，解放军收复环县战斗取得了完全的
胜利。

解放军收复环县之战
贾晓明

1940年6月，日军侵占襄河西岸地
区后，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豫鄂
挺进纵队首长派部队出征襄西，开辟根
据地，很快打开了局面。8月，鄂豫边
区挺进纵队襄西独立团成立。为进一步
发动群众积极扩大抗日武装和发展襄西
根据地，边区党委和纵队首长决定改组
襄西军政委员会，并将襄西独立团改编
为纵队八团，由曹玉清担任八团团长。
到1941年春，襄西抗日根据地已建立
起3个县级政权、45个乡级政权，面积
约2300平方公里，人口约30万。

日军得到消息后十分惊恐，企图趁
新四军立足未稳之机，一举消灭襄西新
四军主力。1941年2月9日，驻荆门日
军调集6000余人，在伪军韩国勤支队的
配合下，分兵数股沿荆沙、荆钟路、襄
河沿线对襄西根据地进行“分片扫荡”。

面对优势兵力的敌人，襄西军政委
员会避其锋芒，派少数地方武装在石牌
附近和敌人周旋，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
则掩护群众及时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让敌人扑了个空。日伪军在石牌地区骚
扰了一天却毫无所获，只得于傍晚撤走。

从石牌转移出来的新四军部队秘密
集结在萧家店地区，指挥部得到情报，
驻沙洋大官桥的日军一个骑兵小队，带
着一个伪军中队窜入萧家店附近的周家
集。襄西军政委员会经研究决定：立即
围歼这股敌人。

新四军部队接到命令后紧急向周家

集前进。当前锋赶到周家集附近时，发
现敌人正在烧杀抢掠。八团团长曹玉清
当即命令部队从西北方向对敌发起攻
击；又派一连迂回到东南方，切断敌人
的退路。

八团战士立即向敌人发起猛攻。敌
人且战且退，准备向马良方向逃窜。新
四军乘胜追击，先将一个中队的伪军追
上并包围起来，经过激战，全歼了这股
敌人。日军骑兵小队继续沿路狂奔，途
中突然遭到一连的顽强阻击，敌人只得
逃离大路，结果被驱赶到距离周家集3
里的台子湖边。见前无去路，他们只好
下马，借着一条土坝负隅顽抗。

一连迅速接近敌人，发起攻击。七
连也携带重机枪随后赶到，对敌人形成
包围。经过激战，新四军从东面冲上了
土坝，和日军展开白刃战，将敌人消灭
殆尽。剩下的几个敌人扔下武器跳入湖
中，企图泅水逃命。新四军发现后，用
机枪向湖面扫射，将这几个敌人全部击
毙于湖中。

此次战斗，新四军全歼日军一个小
队，毙日军小队长以下30人；消灭伪
军一个中队，俘获伪军70余人，缴步
枪70余支、机枪4挺、军马10余匹以
及掷弹筒和一批弹药。

周家集反“扫荡”战斗的胜利，极
大地震慑了日伪军，也极大地鼓舞了襄
西抗日军民的斗志，为随后根据地的进
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周家集反“扫荡”歼灭战
杲学军

1941年 4 月，侵华日军发动宁绍
战役，浙东三北(即镇海、慈溪、余
姚三县的北部)地区相继沦陷。为了
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中共路南
特委和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根据上级
指示，派淞沪五支队(通过统战关系
取得的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
支队的番号)等部队 900多人，先后分
7 批从浦东南渡杭州湾，开赴浙东三
北敌后。

这支部队根据当时所处环境和斗争
的需要，继续遵循党的“灰色隐蔽”方
针，使用过多个不同番号。第一批由姜
文光等率领的先遣队到达三北后，通过
关系取得了宗德公署指挥部第三大队
(简称“宗德三大”)的番号。

“宗德三大”到达三北后，连战
连捷，为开展浙东游击战争打下良好
的基础。1941年 7 月，姚镜人、陆阳
等来到“宗德三大”，增强了力量，
该部由姜文光担任大队长，姚镜人任
副大队长，陆阳任指导员。

10月 21日，“宗德三大”接到日
军运输船将在明天早晨经过横河镇去
余姚城的情报，姜文光等决定在横河
镇附近设伏歼敌。

22日天亮前，指战员们到达埋伏
点，但直到上午 8 时，未见日军运输
船，大队领导意识到可能情况有变，

于是决定到镇上去进行抗日宣传。9
时左右，部队向横河镇前进，当尖兵
还未走上去镇上的七星桥时，遭到日
军的突然袭击。原来，已经有汉奸将

“宗德三大”的动向向日军告了密！
紧要关头，姜文光、姚镜人一面沉着
应战，一面掩护指导员率部队突围。
激战中，姚镜人等不幸牺牲，姜文光
右臂中弹，就用左手射击，和重伤的
战士们与敌人战斗了一个半小时，打
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为战友
的突围争取了时间。

在姜文光等的誓死阻击下，部队
指战员得以撤退到距离七星桥一里多
远的地方，利用一些坟头、河沟当掩
体，挡住了敌人的追击，最终成功突
围，保存了抗日武装有生力量。但姜
文光终因寡不敌众，和另外28位战友
永远地倒在了这片土地上。

姜文光等 29 人牺牲的第二个月，
“宗德三大”转移到了临山，与兄弟
部队会合，并为29烈士举行了隆重的
追悼大会。此后，中共浙东游击队独
立大队很快组建成立，并于1942年的
春天在当地群众配合下发起攻势，消
灭了大批日伪军，更抓住了横河战斗
打响前向日军告密的汉奸，由中共姚
北 区 委 下 令 处 决 ， 以 告 慰 先 烈 的
英灵。

二十九勇士血洒七星桥
潘玉毅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甘肃省镇原
县委充分利用地处边区前沿的有利位
置，积极扩大党的组织建设，开展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镇原的抗战热情空
前高涨。对此，镇原的国民党顽固派虽
然表面上同意国共合作，但实际上对共
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发展壮大非常害怕，
不断挑起摩擦冲突，妄图消灭我抗日
军民。

早在1937年8月，国民党镇原县政
府就下令逮捕了县抗日救国会主任贾联
瑞，还先后勒令解散共产党建立的南三
镇(平泉、中原、新城)、屯字镇等抗日
救国会，并下令撤销全县各级抗日救国
会，又成立了由地主乡绅控制的“守土
抗敌后援会”，与共产党和民众分庭抗
礼。1939年3月，八路军三八五旅民运
工作人员在平泉镇召开声讨汉奸群众大
会，国民党镇原县政训员竟公然唆使

“义务警察”两次包围民运工作人员驻
地，制造事端。4月，国民党镇原县政
府指使甘肃省保安队和特务到南三镇，
逮捕抗敌后援会工作人员，大肆进行捣
乱破坏。

为了抗议和反击国民党镇原县政
府阻挠、破坏抗日救国运动的行为，
中共镇原县委和南三镇区委经过研
究，决定发动群众进县城请愿。南三
镇区委根据各支部的实际情况，采取
写信、互相串联、上门动员等办法发
动群众。群众得到消息后纷纷表示愿
意参加此次行动。

11 月 19 日，南三镇党员和群众
2000余人，在新城的景启华、王天林
(党支部书记兼自卫军中队长)，中原的

陈三星(党支部书记)，平泉的康希业(党
员、自卫军连长)、徐万恩(农会委员)等
人的带领下，于夜间动身，三三两两地
向县城进发。当天恰逢年底县城集日，
赶集的群众很多。请愿群众跟随党员，
集合在县城东门、南门柴草市等地。下
午3点过后，群众分散成若干小组，跟
着赶集人群，分散向县政府门前集中。
到达后，大家一齐涌进县政府大堂，把
大堂包围得水泄不通。请愿群众高喊抗
日口号，抗议县政府破坏国共合作、镇
压群众自发抗战的行径，并提出减轻粮
款负担等要求，请县长亲自出面答复。
为防止国民党县政府武力镇压群众，驻
扎县城的八路军七七〇团二营也派人到
县政府，对群众进行保护。

国民党县长孙宗濂慑于群众的压
力，只好同意与群众代表谈判。请愿群
众随即推选王天林、徐万恩、陈三星、
康希业、景启华为代表，与孙宗濂展开
交涉。谈判代表提出释放无辜被捕人
员、停止摩擦、保护民间抗日团体、减
轻农民负担等要求。起初，孙宗濂百般
推拒，不肯答应，还试图逃走。请愿代
表据理力争，僵持了3个多小时。孙宗
濂见逃跑无望，又见请愿群众情绪高
涨，只好接受了群众的全部要求。这次
声势浩大的群众请愿行动终于取得了
胜利。

请愿结束后，请愿群众到八路军
七七〇团二营的驻地，受到热情接
待。八路军请群众喝水歇息，还向大
家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鼓舞了请
愿群众的抗日热情。休息后，请愿群
众有序返乡。

镇原县南三镇请愿事件
何等强

上清会师的战略意图

1932年 6月，蒋介石调集50万国
民党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
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进攻鄂豫
皖、湘鄂西苏区得手后，同年秋，蒋介
石将“围剿”重点转移到中央苏区。面
对严峻的革命形势，9月底，中共临时
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出：蒋介石即
将向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进攻，我
方应采取“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勿待
其合围”的作战方针。

为此，10月初苏区中央局在宁都
召开会议，决定在国民党军尚未完成
对中央苏区进攻部署前，集中红军主
力向北面敌人之弱点出击，以扰乱国
民党军的“围剿”。

赣东北红十军与中央红军会师上
清正是以周恩来（红一方面军总政
委）、朱德为首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革军委）根据敌我态势作
出战略决策所采取的一个重要军事行
动。这一战略决策的主要意图为：集中
邻近几个苏区的力量，与国民党军在
江西省抚河流域决战，然后协同攻取
抚州、南昌，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
先胜利的要求。

为贯彻这一战略意图，打通中央
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1932年10
月19日至20日，红一方面军第二十二
军攻下江西黎川、福建建宁、泰宁、邵
武4个县城，与中共赣东北省委领导
的闽北苏区取得联系。1932年11月16
日至1933年1月12日，红一方面军发
动金（溪）资（溪）战役，挫败了国民党
军企图在江西省金溪县夹击中央苏区
红军主力的计划，开辟了六七个县的
新苏区，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相
距不足百里，为中央红军与赣东北红
军的会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会师上清桂洲村

1933 年 1月 6 日，根据苏区中央
局指示，周恩来、朱德电令赣东北红十
军立即转移到江西省贵溪县附近行
动，准备南渡信江策应中央红军，以冲
破国民党军在抚河的包围线。1月12
日，中共闽浙赣省委召开执委扩大会
议，根据中央指示作出相应决议。当

时，有人提出“红十军中指战员大都是
赣东北当地的工人、农民”，反对红十
军远离赣东北。针对此情况，以方志敏
为首的闽浙赣省级领导深明大义，从
全局出发广做说服动员工作，从而保
证了中央命令的贯彻执行。

为使赣东北红十军顺利渡过信
江，红一方面军总部派红三十一师前
进到江西省贵溪县上清镇通往鹰潭镇
地带游击侦察。1月19日，红三十一师
进攻鹰潭镇，控制信江南岸西起双凤
街东至里屋孔家沿线，为红十军南渡
信江扫清障碍。1月20日，红一方面军
三军团移驻上清镇附近，并向贵溪县、
鹰潭镇、余江县方向侦察警戒；红一方
面军一、五军团和红二十二军一部分
别向东乡、余江、南城、抚州方向警戒，
完成接应赣东北红十军南渡信江的各
项部署。1月22日，红一方面军三十一
师智取江西省贵溪县上清镇，俘敌
100 余人，缴枪 90 多支，缴获大批粮
食，为赣东北红十军赴上清镇与中央
红军会师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1月20日赣东北红十
军在中央代表、闽浙赣军区政委曾洪
易、司令员唐在刚、政治部主任邵式平
的率领下，分别向万年县富林、贵溪县
周坊等地集结，并向贵溪县信江北岸
运动。1月21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
红十军在贵溪县神前村鸣山庙改编为
红十一军，其先头部队进至信江北岸
贵溪县的金沙、界牌一线，并与红一方
面军三十一师取得联系。

22日，在红一方面军三军团接应
下，赣东北红十一军从贵溪县周坊神
前、长塘出发，在贵溪县箬港、洋角渡、
瓜园埠开始依次渡河。同日，中国工农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信江之滨
的贵溪县潜岭杨家会见了曾洪易、唐
在刚、邵式平，传达“赤化金（溪）、资
（溪）、余（江）、贵（溪）逼近南（昌）抚
（州）切实打通赣东北”的战略意图，同
时决定在信江北岸留枪500余支，将
赣东北赤警师扩编为新红十军等事
宜。1月23日，赣东北红十一军完成南
渡信江河的任务。

25日（农历除夕），赣东北红十一
军与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三十一师
在江西省贵溪县上清镇胜利会师。会
师当天，赣东北红十一军指战员乘着
上清镇桂洲村村民的竹排，到上清镇

嗣汉天师府对面的泸溪河桂洲沙滩举
行会师大会。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赣
东北红十一军整编为第三十二、三十
三师，与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一师合编
为新红十一军，军长仍为周建屏。会师
大会由邵式平主持，朱德、彭德怀、王
稼祥等代表中革军委检阅部队并讲
话，会师大会在下午4时左右结束。

上清会师后，赣东北红十一军
4000多将士划归红一方面军直接指
挥，属中央红军序列，在中央苏区与中
央红军各部共同踏上了中央苏区第四
次反“围剿”作战的征途。

粉碎第四次“围剿”

在1933年2月至3月中央苏区第
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由赣东北红十
军改编的红十一军作为新锐力量为赢
得胜利作出了应有贡献。

按照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红十
一军由江西省贵溪县上清镇进抵金溪
县黄通，与中央红军协同作战。2月7
日，根据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作出
攻取江西省南丰县的部署。13日，红
十一军与二十二军会合作战，取得歼
灭南城县新丰街守敌大部、缴获人枪
数百的胜利。此后，红十一军奉命佯装
成主力红军吸引牵制国民党军，由新
丰街渡过抚河东进江西省黎川县，造
成红军主力东移的假象，为红一方面
军一、三、五军团和红十二、二十一、二
十二军等部队在江西省宜黄县黄陂伏
击敌一纵队创造战机。2月27日至3月
1日进行的黄陂战役，红军取得歼灭国
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全部和五十九师大
部的胜利，生擒敌师长李明、陈时骥，
俘敌1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万余支。

黄陂战役后，国民党军企图攻占
江西省广昌县，寻歼红军主力。红十一
军再次担负佯装红军主力、吸引敌人的
任务，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取得草台岗
战役的胜利。3月21日至22日，红一方
面军一、三、五军团和红十二、二十一、
二十二军等部队在江西省宜黄县草台
岗、东陂地区发动进攻，歼灭国民党军
第十一师大部、第九师1个团及第五十
九师残部，由此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发动
的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黄陂、草台岗两次战役，红军共歼
敌 3个师 2.8万余人，缴枪 1万余支，

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首次实行大兵团伏
击歼敌的经典范例。

红色力量日益发展壮大

在赣东北红十军参加中央苏区第四
次反“围剿”作战的同时，随红十军南下
的地方工作团在邵式平率领下，着手创
建信（江）抚（河）革命根据地。1933年 2
月初，红十一军攻克江西省资溪县城，随
之解放资溪全境和江西省金溪、南城、贵
溪和福建省光泽等县边境地区，在原金
（溪）、资（溪）、余（江）、贵（溪）游击区基
础上建立了以资溪为中心的信抚根据
地。3月，红十一军在闽北红军独立师配
合下，攻克福建省光泽县城。4月中旬，
红十一军又攻克金溪和东乡县城，巩固
和扩大信抚根据地。不久，经中共闽浙赣
省委批准，中共信抚分区委成立，由方志
纯任书记，分区委下辖7个区委和两个特
区委，同时建立信抚红军独立团，贵溪、
资溪等县还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权。信
抚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使闽浙赣苏区
与中央苏区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为5月
中央苏区闽赣省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1933 年 5 月中央苏区闽赣省成立
后，红十一军为闽赣省主力作战部队。6
月成立红七军团，作为原闽赣省军区所
辖十九（部队主要是由原红十一军构
成）、二十、二十一师成为红七军团的主
力部队。7月1日，红十九师与红三军团
3个师奉命组成中央红军东方军，由江
西向闽西进军作战。10月28日，中革军
委再次决定扩编红七军团，下辖十九、二
十、三十四师，以寻淮洲任军团长。1934
年1月2日，中革军委下达《对二、七、九
军团之动作指示》，决定红七军团第十
九、三十四师再次入闽作战。7月初，在
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前夕，为宣
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全国抗
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同时也为调动和牵
制国民党军兵力，减轻对中央革命根据
地的压力，中共临时中央、中革军委决定
将红十九师编成新的红七军团，对外改
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行北
上抗日。7月6日晚，6000余众的红七军
团在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下，从
瑞金出发北上抗日，经福建、浙江、皖南
进入闽浙赣苏区，成为掩护中央苏区主
力红军突围转移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者单位：江西省鹰潭市政协机关）

红军上清会师前后
况建军

整装待发的红军指战员整装待发的红军指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