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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筹办过程中，众多苏
区妇女参与其中，为大会的顺
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同
时，由于在妇女工作、文化教
育、医疗卫生、扩红运动等方
面的出色成绩，一些苏区妇女
还被选为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
代表。通过参加各级苏维埃代
表大会，她们参政议政，发表
和提出了大量关于苏区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中肯看法
和建议。在各级苏维埃代表大
会结束后，她们继续履职尽
责，密切联系群众，在工作中
发挥代表的模范作用，成为
苏区政治生活中的一道亮丽
风景。

1937 年 抗 日 战 争 全 面 爆 发
后，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于 1938
年 12 月 5 日,将琼崖工农红军改编
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 14 区
独立队。1939 年 3 月，独立队扩编
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独立队总
队，依靠海南岛各族人民，在极端
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开展抗日游击
战争。

1942 年 9 月上旬，琼文公路附
近群众向独立总队第二支队报告：
近来日军每天有多辆卡车往来于文
昌和海口。第二支队支队长符振
中、副支队长覃威得此情报，立即
派驳壳枪排排长李贤祥带队侦察，
很快摸清了日军车辆出动时间、数
量，并勘察了整条琼文公路，找到
了最佳伏击地点——竹崀桥。

确定伏击地点后，符振中、覃
威向独立总队总队长冯白驹汇报并
征得同意，决定由第一大队加强第
二大队第四中队和驳壳枪排，担任
伏击任务，由覃威具体指挥。

9 月 17 日晚，伏击部队从文昌
南阳驻地出发，于第二天凌晨到达
竹崀桥，悄悄进入各自阵地。18
日 18 时，从文昌方向传来汽车的
发动机声。覃威立即传令准备战

斗 。 大 家 屏 息 静 气 ， 紧 盯 文 昌 方
向。待日军车辆到达竹崀桥头，伏
击部队将前两辆车放过桥，将第 3 辆
车打瘫在桥头，同时封锁竹崀桥，
阻住了后面的敌人。

通过竹崀桥的两辆敌人卡车触发
了游击队员埋设的地雷，车上敌人
死伤过半。残敌跳下车辆，躲到公
路旁的水沟里拼命顽抗。埋伏在公
路两侧的游击队员利用交叉火力，
压得敌人无法抬头，然后扔出一阵
手榴弹，很快将残敌彻底消灭。

此时，被堵在桥南的敌人纷纷下
车 ， 一 面 用 机 枪 、 掷 弹 筒 支 援 桥
北，一面在猛烈火力掩护下企图涉
水过溪。覃威命令阻击部队向涉水
过溪的敌人猛烈射击，打得敌人无
法渡河。趁天色渐渐暗下来，游击
队战士迅速打扫了战场，消失在暮
色下的树林中。

此战，独立总队歼敌 1 个中队，
缴获机枪两挺、掷弹筒 1 具、长短枪
30 余支，击毁军车 3 辆，还缴获了一
批军用物资。战斗的胜利有力打击了
日军嚣张气焰，鼓舞抗日军民士气，
创造了琼崖抗战史上经典的伏击战
例。很快，琼山县树德乡的群众编出
一段快板：“独立队，真英勇，打鬼
子，缴机枪，竹崀桥，敌丧胆!”

琼崖独立总队竹崀桥头歼敌
吴小龙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
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
金叶坪村举行，来自中央、闽西、湘
鄂赣、湘赣、湘鄂西、豫东北、琼崖
等根据地，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
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
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历时14天的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
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产生了苏维埃临
时中央政府，制定和颁布了苏维埃国家
的各种法律、法令，并在中央人民委员
会内设立了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专门
负责国家司法工作。此后，苏区各级地
方和军队的司法机构也纷纷建立，使苏
维埃司法机构逐渐趋于完善。

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
加强司法队伍建设被提到了中央司法
人民委员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之中。
1932年，《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一年
来工作报告》中提道：“司法人民委员
部以后应当尽量造就司法工作人员，
以充实各级裁判部。”1933年发布的
《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五个月工作计
划》中再次提道：“在实际工作中，有
计划地训练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
员，在机关内做工作的时候，给他们
每天以一定的时间学习，每次去巡视
工作回来，都给他们以几天的训练，
在这样的训练当中来造就干部。”“开
办军事裁判所训练班，以充实各级军
事裁判所的工作人员。”

1931年12月间，临时最高法庭
的筹备人员选择了瑞金县（当时为中

央直属县）沙洲坝东坑村的杨氏宗祠为
法庭驻地。法庭与北侧的中央司法人民
委员部遥遥相望。为了造就高素质的司
法工作人才，从1932年冬开始，最高法
庭大厅内就地举办了最高法庭司法训练
班。与此同时，闽西苏维埃政府也开办
了司法干部训练班，进行苏维埃法律知
识的学习与宣传。

1933年8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8次常委会决定创
办苏维埃大学。苏维埃大学“以造就苏
维埃建设的各项高级干部”为宗旨，由
毛泽东、沙可夫、林伯渠、梁柏台、潘
汉年等组成苏维埃大学委员会，毛泽东
亲任校长。苏维埃大学从1933年9月正
式开学，学员“须在机关团体或党团工
作半年以上表现出色，具有革命经
验”。大学下设特别班和普通班，设有
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农村检察、教
育、内务、劳动、司法等8个班（1934
年春增设外交、粮食两个班）。课程包
括理论、实际问题研究和实习3部分，
修业期限为半年。其中，司法班的学习
范畴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国家
政权机构组织法 （或条例） 及选举法
令，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法令，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刑事诉讼、婚姻管
理、经济管理、土地政策、劳动政策等
方面的相关法令以及苏区审判工作相关
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等。司法班的创
办，不仅为苏区培养造就一大批优秀司
法干部，更为苏区革命斗争的进一步深
入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苏维埃大学创立司法班
钟同福

林英坚，安徽省金寨县人。出生
贫苦，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
中，他先后任饲养员、战士、班长、
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职。他在鄂豫
皖苏区参加了4次反“围剿”斗争，
后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

全面抗战爆发后，林英坚受组
织委派回到大别山开展工作，1938
年新四军第四支队组建后，任新四
军第四支队七团参谋长、游击纵队
大队长。不久，林英坚部被编入新
四军第二师五旅，他先后出任十五
团、十三团团长。

此后，林英坚率十三团部队进
入皖东，在与日、伪、顽军的战斗
中取得了多次胜利。1941年初，日
伪军纠集3000余人向皖东津浦路西
根据地发起全面“扫荡 ”。 此 时 ，
林英坚率十三团驻扎在安徽省定
远 县 藕 塘 镇 东 南 之 皇 甫 山 地 区 。
盘踞在滁县县城、大柳镇和珠龙
桥一带的 400 多名日伪军，兵分两
路向皇甫山十三团驻地偷袭。林
英 坚 得 到 情 报 后 ， 决 定 将 计 就
计，选择有利地形，打一场伏击
战。2 月 12 日凌晨，他率部冒着
风雪赶到皇甫山西部地区，与战
士们反穿棉衣，卧伏在冰天雪地
里，等候敌人的到来。

天亮后，偷袭敌军走进伏击
圈，林英坚立即命令战士们向敌人
猛烈开火。敌人顿时被打得晕头转

向，慌成一团。林英坚一面指挥战
斗，一面命令战士们“爱惜子弹，远
处用枪打，近处用手榴弹炸，到跟前
用大刀砍”。敌军依仗武器优势，拼命
突围，向曲亭方向逃窜，林英坚派队
跟踪追击，于次日中午再截击敌人于
曲亭，给敌人以重创，毙伤日伪军40
余人。

11月下旬，国民党顽军 5个团向
路西抗日根据地进攻。林英坚率十三
团守卫在黑狼庙一带，以 1 个营固守
黑狼庙，迎击正面之敌；两个营在余
家圩，巩固侧翼，防敌增援。26 日上
午，国民党桂系第一七一师五一一团
在定远大桥战斗中惨败后，以 4 个营
的兵力，分别由西王集、鸦乌集和周
家岗向黑狼庙进犯，林英坚率领指挥
部亲临前线指挥，连续打退顽军的 3
次进攻。顽军增调援军向侧翼疯狂反
扑，双方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林
英坚带领从余家圩赶回的 3 个连的战
士与顽军展开了白刃战，终于打退了
进犯之敌，此次战斗，毙伤敌 200 余
名，内有副团长 1 名，缴获机枪 2
挺、步枪 100 余支。不幸的是，在最
后时刻，一颗冷弹击中林英坚的左
前胸。

12 月 25 日，新四军为林英坚举
行了追悼大会。新四军副军长张云
逸、二师师长罗炳辉亲临参加，张云
逸致悼词，对林英坚的一生作了高度
评 价 ， 号 召 全 体 指 战 员 向 林 英 坚
学习。

林英坚率十三团皖东抗敌
常 红

1917 年 7 月 ，
孙中山南下广州，护
法运动开始。8月25
日，一批国会议员
南下广州召开“非

常国会”，宣布成立护法军政府，以
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10
月，孙中山正式就职，随即组建中
华民国军政府，并招募兵员，组建
粤军。在孙中山的指挥下，粤军出
兵潮汕平叛，并击败北洋政府进攻
广东的“闽浙联军”，夺取了闽南26
个县，建立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
南护法区”。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就敏
锐地觉察到了飞机的重要性，并把飞
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联系到一起。护
国战争期间，孙中山曾指示在海外创
办了多所航空学校，培养航空人才，
并敦促海外革命团体迅速购置飞机，
组织飞机队，回国参加反袁斗争。护
法运动开始后，不少航空人才追随孙
中山来到广东。1918年初，孙中山
在大元帅府下设立航空处，处长是美

国归侨机械专家李一得，副处长林福
元，飞行员有张惠长、陈庆云、蔡司度
等。航空处发现大沙头库房中有旧飞机
两架，于是加以修理，经张惠长等试
飞，认为飞机性能还好，就以大沙头为
基地，训练飞行人员。1918年春，北
洋政府任命盘踞海南岛的军阀龙济光为
两广巡阅使，指使其进攻广东，与军政
府所属部队展开激烈战斗。林福元、张
惠长等驾驶飞机开赴广东南部战场，配
合陆军作战。

桂、滇军阀虽然参加护法，实际上
却企图“割据自雄”，因而极力限制、
排挤和打击军政府的革命活动，不久便
将军政府由大元帅元首制改为“政务总
裁合议制”，架空孙中山。孙中山愤而
辞去大元帅职务，离粤赴沪。

孙中山虽离开了广州，但仍十分关
心航空建设。1919年 2月，他命令杨
仙逸、张惠长等赴汕头，帮助粤军建立
航空队。4月 19日，在得知杨、张二
人已抵达漳州后，他又致函杨仙逸，希
望他们发挥自己“对于飞机学问，研究
素深”的优势，“力展所长，羽翼粤

军，树功前敌”。1919年6月，粤军在
福建漳州成立航空队，队长为陈应权，
实际总指挥则是杨仙逸，队员有张惠
长、蔡司度、叶少毅、李光辉、余东华
等人，拥有飞机6架。

孙中山离开广州后，桂系军阀为进
一步控制广东，又剪除了滇军在广东的
势力。1920年6月3日，孙中山等联名
通电，揭露桂系假护法的行径，否认其
把持的广州军政府。

8月 11日，桂系军阀出动部队进
攻粤军。孙中山一面指挥粤军回师广东
讨伐桂系，一面组织民军在桂系后方举
行武装起义，与粤军里应外合，共讨
桂系。

粤军回师广东后，一路连战连捷，
航空队分两路配合粤军进行战斗，曾向
淡水、平潭、马鞍山等处桂系部队阵地
侦察、轰炸，迫敌退却。航空队员还驾
驶澳门的水上飞机抵达广州上空侦察敌
情并散发传单，给桂系军阀以很大
震慑。

不久，护法舰队在粤籍将领汤廷光
等的努力推动下，重新转回到孙中山的

护法旗帜之下；在孙中山的策动下，驻
防广州的魏邦平、李福林部以及广东多
路民军等先后起来响应，与粤军组成

“讨桂联军”。孙中山委任林福元为“讨
桂联军”总司令部航空主任，拟订及实
施陆空协同作战方案。10月，“讨桂联
军”攻克虎门，进而迫近广州。这时，

“讨桂联军”航空队派张惠长、杨仙逸
驾驶“鸭婆”水上飞机从虎门起飞，空
袭莫荣新设在广州观音山的最高军事指
挥机关广东督军公署，将正在署内召
开军事会议的桂系军阀首领、广东督
军莫荣新及其高级幕僚炸得四散逃
命，动摇了莫荣新的军事指挥系统。
10月26日，莫荣新见大势已去，率领
桂系残部退出广州。“讨桂联军”航空
队飞机又在广州周围各地散发传单，
号召广东军民群众，起来讨伐桂系军
阀。莫荣新率残部逃至三水，准备继
续向西退至肇庆、德庆一带。飞机队
奉命追击，派张惠长、陈庆云驾驶

“鸭婆”飞机飞往三水，一直追至德
庆，莫荣新残部见到飞机在头顶上盘
旋，一路惊慌逃窜，很快退出广东。

桂系军阀被驱逐后，孙中山于
1920 年 11 月末返回广州，重组军政
府，宣布继续护法。不久，孙中山设立
直属大元帅府的航空局，孙中山任命朱
卓文为局长，航空局下辖两个飞机队，
张惠长为第一飞机队队长，有水上飞机
5架；陈应权为第二飞机队队长，有陆
上飞机4架。为激励航空人员，孙中山
亲笔为其题了“志在冲天”四个大字。

孙中山指挥空军讨伐桂系军阀
贾晓明

史海
观澜

PIANHOUSHIYI

篇后
拾遗

筹办“全苏大会”

在苏区召开的各级苏维埃代表大
会中，以 1931 年 11 月和 1934年 1
月召开的两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规
模最大、影响最广。在这两次“全苏
大会”的筹办过程中，大量苏区妇女
承担了前期选举、会务及会议中的演
出任务等。

1931 年 10 月 15 日，中共临时
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要求“党现在
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准备全苏大会的
开幕”“大会开幕时，必须举行全苏
区的庆祝大会与群众游行，赤少队、
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等必须全体参
加，在可能条件之下，举行一部分
红军阅兵式，各地党团以及工会等
群众组织，必须选派大批代表，列
席旁听与庆贺”，要求会务工作“细
致、高效完成”。为此，康克清、贺
子珍、彭儒、张亮等积极踊跃地承
担了这项艰巨的工作。其中，张亮
刚刚来到中央苏区且康复不久，但
了解到“一苏大会”的会务工作十
分繁重，就对筹备工作的负责同志
表示：“搞后勤事务我熟悉，你放心
吧。”之后，这些女同志在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就妥善周全地解决了“一
苏大会”代表的住宿、会场布置、
各类会议材料的装订和分发以及会
议的伙食采买等会务问题。

除了会务工作，“一苏大会”筹
备委员会还希望会议期间能够为代表
们提供一些文艺活动。刚来到瑞金不
久的危拱之、李伯钊等临危受命，圆
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危拱之和李伯钊来到中央苏区
前，都在苏联学习过，政治理论功底较
为扎实。尤其李伯钊还在莫斯科与沙可
夫等一起排练演出过戏剧。因此，在接
到中共中央关于“一苏大会”期间组织
文娱活动的任务后，李伯钊等就立即着
手准备。李伯钊等不仅为大会组织了提
灯游行、社火、扇舞等群众文艺活动，
还将在苏联看过的戏剧《农奴》结合苏
区土地革命进行改编，并邀请何叔

衡、李克农等苏区干部参演，受到“一
苏大会”代表的喜爱。

除了留苏女干部，一些基层妇女群众
也主动参加了“一苏大会”的文艺演出。
其中，出生在瑞金洋溪村的刘翠莲就带领
当地妇女为“一苏大会”代表和群众表演
了茶灯舞，演唱了红色歌谣。

推选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

在召开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各级
苏维埃选举委员会都会组织选举活动选出
群众满意的代表。其中，“一苏大会”选出
正式代表610名，“二苏大会”选出正式代
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旁听1500多
人。同时，在省、县、区、乡（市）苏维
埃代表大会中，也选出了大量苏维埃代
表，其中，女性所占比重不断增加。

这一情况的形成，首先与各级苏维
埃政府、党委大力推进妇女解放有关。
1930年 7月 20日，闽西苏区就发布了
《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对选举法的修
改问题》，要求“工农兵代表全数中，
青年至少要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妇女要
占百分之二十”。而1933年9月中共中
央组织局在《动员劳动妇女参加选举》
中也强调“各级党部必须立即进行组织
广泛妇女参加选举运动，经过女工农妇
代表会，来切实动员，必须达到妇女代
表占百分之二十五的任务”。

苏维埃代表中女性所占比重不断增
加，还与广大苏区妇女在工作中的突出
表现有关，这里仅举一例。1903年出
生在福建省永定县的范乐春很早就参加
了革命，并在溪南区苏维埃政府中担任
了妇女主任一职。在工作中，她经常引
导当地妇女积极学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
政策，鼓励她们入党、入团，成为扩红
运动的积极拥护者，为扩红运动的顺利
开展而努力。因此，范乐春不仅多次被
选为永定县、闽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
会的代表，还在 1931 年 10 月被选为

“一苏大会”的正式代表。
“一苏大会”召开后，更多妇女投

入到苏区各项建设中。因此，“二苏大
会”召开时，代表中的妇女更多。
1934年 1月 1日梁柏台在 《今年选举

的初步总结》中就介绍“二苏大会”的
选举工作中“妇女代表超过了党的号
召”，“这次选举增加了代表的人数，妇
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百分比例，如兴国
为百分之三十以上，乡苏主席有二十余
个女子”。刘英、李坚真、王泉媛就是
其中的优秀代表。

刘英是留苏党员，1933年6月才来
到中央苏区。初到中央苏区，她不愿意
留在办公室工作，而是积极申请到基层
去锻炼。她曾回忆：“我生性爱说好动，
喜欢做群众工作，就向罗迈提出，恩来
同志当年分配我学无线电是为了好找职
业掩护，现在到了苏区，不需要掩护，
我熟悉群众工作，还是让我干群众工作
吧。”之后，刘英就在少共中央局担任巡
视员。由于在工作中的积极表现，1933
年底刘英被选为“二苏大会”代表。

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李坚真由于
“一苏大会”期间负责为迷惑敌人而设的
假会场布置工作，也错过了到现场参加

“一苏大会”的机会。但是此后，李坚真
努力工作，在妇女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
绩。李坚真还积极团结当地妇女，鼓励
她们动员亲人参加红军，并带头为红军
战士洗衣服。正是由于这些突出表现，
李坚真被选为“二苏大会”的代表。

“二苏大会”代表中，有着大批长
期从事基层工作、成绩优异的苏区妇
女。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的王
泉媛长期在湘赣苏区开展妇女工作。为
了做好工作，王泉媛经常到妇女家中讲
解革命知识，宣传苏维埃婚姻政策，鼓
励妇女反抗童养媳制度和包办婚姻，引
导她们走出家门参与革命。她还带领当
地妇女组成洗衣队，为红军战士洗衣
服、缝衣服。由于这些出色表现，王泉
媛被选为“二苏大会”代表。

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履职尽责

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大量当
选的女代表普遍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党
委中担任了更重要的职位。她们积极履
职尽责，全心全意为苏区群众服务。

参加完“二苏大会”后，周月林先
被组织安排开展妇女、儿童工作，不久

之后，由于医疗卫生人才短缺，又被安
排前往苏维埃国家医院担任院长。经过
努力，她不仅在短时间内学会了接生、
打针等基础技术，还在伤病战士中广泛
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鼓舞了士气。

“二苏大会”代表李坚真出任中共
中央妇女部部长后，为了把妇女工作继
续做好，她深入妇女中，号召大家为红
军做鞋子、米袋子，为红军捐献财物，
动员妇女交公粮、买公债和募捐等，另
一方面又积极推进托儿所的建设。当
时，许多青年上了前线，大后方的妇女
们要劳作，还要带孩子，十分辛苦。为
此，李坚真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内务部
报告，要求广泛落实 《托儿所组织条
例》，真正做到“改善家庭的生活，使
托儿所来代替妇女担负婴儿的一部分教
养的责任，使每个劳动妇女可以极可能
地来参加生产及苏维埃各方面的工
作”，让苏区妇女能够全身心投入劳动
生产和支前活动中。

1934年参加了“二苏大会”的甘
棠被组织派往中共中央妇女部任秘书。
在工作中，甘棠除了积极协助李坚真组
织妇女参加扩红运动外，还对基层妇女
的民主选举给予了关注。甘棠经常参加
基层女工农妇代表大会，鼓励妇女在会
上发言，希望能够提高基层妇女的民主
意识和参政热情。同时，在这一过程
中，甘棠还经常将她们的意见收集起
来，做成议案，以苏维埃代表的身份交
给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以此推动苏区
基层妇女参政议政。

开完“二苏大会”后，到少共中央
局报到的王泉媛还自告奋勇到苏区最为
艰苦的万田、下坝等地开展活动，立志
做一名时刻与群众在一起的代表。由于
长期与群众密切联系，取得了群众信
任，王泉媛在第五次反“围剿”扩红运
动最为艰难的时候仍然超额完成了任务。

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到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广大妇女通过这一新型
政体，走出家门，积极参与政治生
活，并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成为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及新中国政治舞台上
不可或缺的力量。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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