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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后
拾遗

1927 年夏，周维炯回到家乡，
以教书做掩护，开展农民运动，不久
任河南商南团委书记。1928 年春，
周维炯打入丁家埠民团，从事秘密革
命活动。他以民团军事教练的身份，
积极做士兵的工作，并在民团中成立
了党支部。

1929年2月，中共鄂东特委的豫
南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织立夏
节(商南)起义。

5月4日傍晚，身为丁埠民团班
长的周维炯召集民团内部的七名党员
和四名农民党员，在民团驻地大王庙
的后山树林里秘密开会，传达上级关
于“在立夏节举行武装暴动”的指
示，并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智取”
计划。

5月5日，周维炯找到大王庙民
团正副队长，提出要在立夏节当夜摆
宴席庆祝，得到两人的满口赞同。周
维炯遂指挥团丁打扫房子，“把枪支
弹药整整齐齐地挂在正屋的墙上”。

立夏节当日，周维炯向丁埠土豪
劣绅征集了酒肉，随即命令伙房忙活
起来。晚饭前，周维炯发现夜间把守
大门的团丁不是“自己人”，于是吹
起集合哨点名。当他“发现”有个团
丁没到，就让人四处寻找。找到该名
团丁后，周维炯生气地训斥他，并让
这名团丁替别人站岗。

晚宴开始后，周维炯乘众人酒兴

正浓之际，提议为了“队长今后官运亨
通，步步高升”。众团丁也随声附和，
依次敬酒，很快就将正副队长灌醉。与
此同时，站岗的那位团丁也悄悄打开大
门，将外面接应的同志放进团丁驻地。
见时机已到，周维炯突然大喝一声：

“动手！”同志们立即起身，迅速收缴了
墙上的枪支，并把烂醉如泥的正副队长
看管起来，团丁们见状，也都乖乖当了
俘虏。周维炯对众团丁宣讲了共产党的
政策，并说：“你们也都是苦命人，我
们不会为难你们，有愿意干的就留下，
不愿意干的可以回家。”团丁大多数是
贫苦农民出身，平时都很尊重周维炯，
在听了周维炯的宣传教育后深受启发，
纷纷表示“愿意留下来一起干”。

丁埠暴动成功后，周维炯立即派人
连夜去汤家汇，在团总杨晋阶家夺取了
一批枪支弹药；几位同志埋伏在牛食畈
老盐店，活捉了来此打牌的杨晋阶及其
手下。

在丁埠民团起义的同时，徐其虚等
带领太平山、斑竹园、吴家店等地的党
员群众，攻下了白沙河，一举消灭白沙
河民团；此外，南溪地区的农民和学生
在詹谷堂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

立夏节起义胜利后的第三天，各路
起义军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斑竹园朱氏
祠，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
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师
党代表。

周维炯智取大王庙
胡遵远

1920 年 11 月，孙中山领导粤
军击败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势
力，在广州重组军政府，继续进行
护法运动。1921年元旦，他在军政
府举行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纪念会
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军府回府，
其责任固在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
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因为“护法不过矫正北洋政府之非
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
无若何裨益。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
问题，对内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
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之效
力”，必须“建立正式政府”。4月7
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在广州
举行联合会议，通过 《中华民国政
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中华
民国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
就任非常大总统。

陆荣廷自桂军从广东败退回广
西后，并不甘心失败，和北洋政府
勾结起来，企图反攻广东。北洋政
府任命陆荣廷为粤桂边防督办，为

他提供进攻广东的军饷和武器弹药。4
月30日，桂系陆荣廷、谭浩明、陈炳
焜等发出通电，宣布了孙中山的所谓

“罪状”，并要求北洋政府“明令讨
伐”。5月，陆荣廷下达动员令，派桂
军分兵四路进犯广东。

为继续进行护法运动和北伐，孙中

山认为：“当今急务，在先灭贼而统一
南方。然后乃能北向讨伐耳。”于是，
他一面命令粤军“荡平群贼，扶植广西
人民，使得完成自治”，一面致书北洋
总统徐世昌，指出他依照袁世凯的观念
和做法行事，导致毁坏法治，危害国
家，要求徐“即日引退，以谢国人”。

桂系军队开始进犯后不久，孙中
山即指挥粤军发起反攻，又调动江防
兵舰、鱼雷艇三十余艘以及飞机队助
战，并宣布悬赏缉拿为陆荣廷策反粤
军的杨永泰等人。

在孙中山的亲自指挥下，粤军迅
速击败桂系军队的进攻，一路高歌猛
进，很快完成对广西梧州的包围。与
此同时，湘军赵恒惕部、滇军李烈钧
部、黔军胡瑛和谷正伦部也听从孙中
山的调遣，各自派兵支援讨桂战争。
桂军将领连战连败，妄图以求和的手
段来阻挠粤军的进军，孙中山坚持陆
荣廷等人必须“一律解兵，完全由桂
民自治，始能罢兵”。广东各界在广
州开国民大会，全力支援粤军讨伐
桂系。

6 月 25 日，桂军师长刘震寰受孙
中山的策动，通电“独立”，与陆荣廷
脱离关系，率所部步兵四营和机枪连

袭击梧州。粤军全力协助，于26日顺
利占领梧州。当天，广州各界 3 万人
举行“援桂大游行”“均燃放鞭炮，至
夜半犹未息”。

在胜利的鼓舞下，粤军士气高
涨。孙中山立即指示各部要一鼓作
气，全面消灭桂系残部。随后，讨桂
军各部击败桂军的抵抗，向南宁前
进。陆荣廷部将沈鸿英于7月10日在
贺县宣布“自治”“脱离陆氏关系”，
并敦促陆荣廷“下野”。其他桂系部将
如韦荣昌、林虎、黄业兴等见大势已
去，纷纷放弃抵抗，或表示愿将所部
归粤军改编，或宣布“自治”。陆荣廷
见众叛亲离，只得在南宁通电“下
野”，率残部和家眷退往龙州。8 月 4
日，粤军占领南宁。桂林、柳州等地
也随即为粤军和湘、滇、黔各军攻
占。9月底，陆荣廷逃离龙州，经越南
逃往上海寓居。至此，粤军取得讨桂
之战的完全胜利。

在“还政桂人”的口号下，孙中
山委任广西籍的马君武为广西省长，
刘震寰为广西省绥靖副主任，李宗仁
为支队司令，并派粤军将领叶举率部

“协同地方长官担负善后之责”。刘震
寰上任后，收编了不少分散在各地的
陆荣廷残部。

讨桂战争结束后，孙中山表示：
“桂贼就歼，西南奠定，正宜移师北
指，扫荡群魔”，以期早日“促成统
一，巩固共和基础”。不久，他制定了

“取道湖南、会师武汉、直捣幽燕”的
北伐计划，并率部进驻广西。

孙中山指挥讨伐桂系军阀
贾晓明

1946 年 5 月，山东的国民党军
集结 12 万人，向胶济沿线的胶东、
鲁中解放区大举进犯，并扬言“半
个月打通胶济路”。当时，章丘县明
水镇是胶济铁路线上的重要节点，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国民党保安
团、交通警察纵队伙同土顽萧宝玉
部驻守。这股国民党军在明水大肆
修筑碉堡、工事，企图以此为基
地，配合国民党军向解放区进犯。
为了给进犯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
击，保卫胜利果实，解放军渤海军
区警备七旅十三团接受了攻打明水
镇的任务。

5月下旬的一天，十三团在当地
武装的配合下秘密来到明水镇外，将
镇子包围起来。按部署，由二营攻打
镇外火车站，三营攻打南门，一营在
镇东北发动佯攻，牵制敌人兵力。

当夜，十三团各营迅速进入指
定位置。20时，三营对南门守敌发
起了进攻，与此同时，二营也在火
车站和敌人交通警察纵队接上了
火。三营派出爆破组，经过连续爆
破，炸毁了明水南门外的明碉暗
堡，又炸开了南门，突击排迅速冲
入南门，和守敌激战，当场击毙了
督战的敌营长。

战斗至清晨，二营、三营已经
消灭了守敌一个营。济南敌人得到
明水守敌的求救电报后，不甘心胶
济铁路线上的这个重镇落入解放军
之手，一面命令守敌“固守待援”，

一面派飞机飞到解放军阵地上空进行
投弹、扫射。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团领导立即调整作战部署，命令进攻
部队撤出战斗，改攻坚为包围。

二营、三营撤出战斗后，团领导考
虑到经过一夜激战，守敌各部“已经元
气大伤，势必会将外围之敌收缩于城
里，借土城顽抗以待救援”，于是又命
令部队故意放松对火车站以及车外尚未
被攻克的各据点敌人的包围。不久，城
外敌人果然很快“突破封锁”，逃回城
里，火车站和外围据点不战而下。

黄昏时分，十三团再次发起进攻。
战斗打响后，爆破组冒着敌人的枪林弹
雨冲到南门外，用15包炸药再次对被
守敌加固过的南门进行爆破，成功炸出
了一条通道，突击队消灭了反扑的敌
人，并迅速向纵深发展。经过一夜激
战，十三团攻克了敌人设在镇内的各处
工事，将残敌全部压缩至镇内的制高点
康家过街楼附近。天明时分，团领导再
次命令进攻部队撤出战斗。

当天，团领导一面部署最后的总
攻，一面派人前往旅部，“借来警卫营
炮排助战”。半夜时分，总攻开始。炮
排只用了两发炮弹，就把敌人设在康
家过街楼上的重机枪打掉。残敌见
状，顿时土崩瓦解，跟着匪首萧宝玉
向镇西北方向突围，被埋伏在镇外的
解放军和民兵全部俘虏。

经过三个夜晚的激战，十三团全
歼驻明水守敌2000余人，缴获了大批
武器弹药。

取明水，十三团“进退自如”
杲学军

1940年，新四军挺进苏北，于
1940年 7月 29日解放泰兴黄桥，建
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
四军的发展使盘踞在兴化的国民党江
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感到莫大的威
胁，视为心腹之患。1940年9月初，
新四军取得反顽作战的胜利后，韩德
勤不甘心失败，于是改变战术，对根
据地实行所谓“堡垒推进”政策，企
图逐步压缩新四军于沿江狭小地区。
同时，韩德勤还对新四军实施粮食封
锁，企图造成新四军供应困难，与民
争食，然后勾结日伪军对新四军“合
击”。为执行韩德勤的命令，驻姜堰
的顽军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在姜堰
架设了多重铁丝网和电网，挖掘了深
壕，构筑了以36座碉堡为核心的防
御工事，企图把姜堰筑成“坚固堡
垒”。张少华吹嘘姜堰工事“固若金
汤，攻者有来无回。”此外，保九旅
还在姜堰一带大搞“查封粮运”，将
当地民众的粮食予以“没收”，然后
私运给日伪据点资敌发财。

为粉碎韩德勤的阴谋，新四军苏
北指挥部一面向各方写信，说明顽
军进攻与封锁的真相，一面决心指
挥部队攻取姜堰。新四军苏北指挥
部经过研究，决定部署第二、第三
两个纵队对张少华部实行四面包
围，发动钳形攻势；同时派第一纵
队在白米、马沟一带，阻击由海安

方向来的顽军援军。
11日，新四军参战各部秘密逼近

姜堰，并派出突击队迅速进入姜堰。
12日深夜，突击队员泅水过河，越过
沟堑，以迅猛动作向顽军发起进攻。攻
击前，突击队连夜从铁匠铺借来长柄铁
钳，用轮胎内胎包裹着铁钳柄和刀把，
去剪电网。电网被剪断后，突击队员立
即用门板压上去，顺利突破了镇东北
角，消灭了该地守军，俘虏营长以下
20余人，并在火力支援下，先后击溃
守军的数次反扑。

天亮后，新四军暂停攻击，通过对
1天作战的总结，判明了镇内顽军堡垒
的位置。13 日 19 时，新四军发起总
攻，各路突击部队展开猛攻，首先攻入
电厂，切断电源，让顽军的电网全部失
效，然后从敌碉堡群的夹缝中突进城
内，一举攻占了保九旅指挥部。趁敌人
慌乱之际，新四军各部从里向外打，很
快打掉了姜堰镇内顽军的 36 个碉堡，
顽军残部只得退守核心碉堡负隅顽抗，
企图固守待援。新四军战士匍匐前进，
接近核心碉堡后把手榴弹塞进去，又把
棉花缠在木棍上浇上火油，点燃后扔进
碉堡。敌人抵挡不住，不久便缴械投
降；与此同时，一纵也打退来援顽军。
战斗于14日胜利结束。此战，新四军
全歼顽军 1000 余人，缴获了大批武
器、弹药、粮食，粉碎了顽军的“堡垒
推进”政策。

姜堰战斗，新四军勇破“堡垒推进”
常 红

结识李克农、阿英

1876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
《烟台条约》，增辟芜湖为通商口岸，
1877年2月28日，清政府设立芜湖海
关，不久，西方商人纷至沓来，随之
而来的西方传教士，纷纷修建教堂、
别墅、开设医院、创办学堂等设
施，芜湖遂成为一个教会学校比较
集中的地方。其中，位于狮子山的
圣雅阁中学是芜湖最早的教会学
校，也是规模最大的教会学校之一。
1919年开始，宫乔岩到芜湖圣雅阁
中学任教，积极传播新文化和进步理
念，并向同学们推荐《新青年》等进
步刊物，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
他的影响下，不少同学加入了芜湖的
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发生后，在
宫乔岩的鼓励下，大批学生参加了芜
湖学生联合会，并走上街头举行游
行示威，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的学
生运动。

李克农、阿英（原名钱德富，又
名钱杏邨）曾就读于圣雅阁中学，宫
乔岩与他俩结识，并建立起深厚的情
谊。因宫乔岩排行老二并娶阿英二姐
钱德海为妻，后被尊称为“二哥”。
此后，宫乔岩以学校为阵地，以教学
为职业，和李克农、阿英等密切协
作，在芜湖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1924 年，王稼祥就读于圣雅阁中
学。他和宫乔岩等多有接触，并积极
投身学生运动，与吴祖光等在学校共
同创办了进步刊物《狮声》。

组织青年反帝、反军阀

1925年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
京逝世，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悼念活
动。4 月 23 日，芜湖各界举行追悼
大会。4 月 24 日早上 8 点，恽代英
来到追悼大会会场“湖南会馆”，参
加大会的有芜湖各界代表千余人。
追悼大会开始后，阿英报告孙中山
生平事迹，宫乔岩宣读孙中山遗
嘱，恽代英作了简短的演讲，随后
全员列队游行。一路上，宫乔岩带
领群众挥动着手中的小旗，沿途散
发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
倒军阀”等口号，在当地引起了强
烈反响。

5月 11 日，芜湖学生因为拒绝
参加祈祷，与教会学校校方发生矛
盾，教会学校开除领头学生，遭到

芜湖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并由此掀
起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运动。
中共安徽地方党组织非常重视，派薛卓
汉以安庆非基督教同盟代表的名义赶到
芜湖，直接参与领导。李克农、阿英、
宫乔岩积极配合薛卓汉支持学生的正义
行动，并推举王稼祥等作为学生代表，
前往安徽省政府教育厅请愿，迫使教育
厅为学生办理了转学手续，使斗争取得
了初步胜利。

5 月 30 日，上海发生“五卅”惨
案。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人纷纷声援上海
工人和学生的斗争。消息传到了芜湖，
青年学生中充满了悲愤之情。李克农、
阿英、宫乔岩等于 6 月初在芜湖成立

“芜湖国民外交后援会”，声援上海民众
的斗争，李克农、阿英担任该组织的负
责人，并负责宣传事务，宫乔岩则积极
参与，给予他们强有力的支持。

7月1日，芜湖外交后援会公祭在
沪、汉、粤殉难烈士，宫乔岩不顾校方
的禁令和阻拦，率领爱国师生参加。大
会由阿英主祭，宫乔岩报告帝国主义在
各地开枪残杀情况，听众义愤填膺。在
宫乔岩等人的组织下，芜湖各校学生在
十三道门举行大会、提出“收回关税自
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要求，大
会由宫乔岩主持。

创办民生中学

这次斗争中，有近500名进步学生
坚决退出了教会学校。为了解决这些爱
国青年的上学问题，使他们能够接受更
高层次的教育，宫乔岩和李克农、阿英

商量，决定筹建一所新式学校。他们依
靠亲朋好友和进步人士的鼎力支持，办
起了民生中学。

9月10日，民生中学开学。李克农
担任事务主任，宫乔岩担任第一任校
长。阿英、章慕陶、莫英等为教员。经
宫乔岩等人商议，确定学校宗旨为“陶
成坚洁人格，激发国家观念”。民生中
学不但收容了被教会学校开除的学生，
还接受了许多贫苦人家的子弟。

1925年9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江、浙、皖兼上海地方执委会秘书张秋
人从上海来芜湖开始建党活动，要求超
龄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不久，在芜湖成
立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由张秋人担任
支部书记，委员有周范文等人。1926年
3月，周范文赴上海请示工作。4月，周
范文由上海回芜湖，将党团组织分开，
正式建立中共芜湖特别支部（简称“芜
湖特支”）。为进一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
来，宫乔岩呈请当局批准，接受商务印
书馆从上海帮助购买的步枪80支，作为
该校学生军训之用。宫乔岩将学生分为3
个大队，到野外进行步操、劈刺、投弹
等基本训练。出操期间，宫乔岩多亲自
带队，和学生们身着灰中山服、腰系皮
带、脚扎绑腿，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
嘹亮的进步歌曲走过街区，引得市民驻
足观看，称他们为“学生军”。

3 月 18 日，北京段祺瑞执政府制
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27
日，芜湖各界召开市民大会，声援北京
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与会者约 2000
人。宫乔岩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会上，
阿英和民生中学体育教师王振武等讲

话，进行声讨，提请广东国民政府出兵
北伐。到会者臂戴黑纱，手执白旗，旗
上书“打倒帝国主义”“废除辛丑条
约”“惩办京案罪魁”等。会后，各界
群众在宫乔岩等人的率领下游行，沿途
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参与者达万人。
不久，阿英因强烈抨击北洋军阀的反动
行径，遭到安徽当局通缉，只身去了
上海。

阿英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
组织派遣回到民生中学，秘密准备在芜
湖策划武装起义，接应国民革命军北
伐。在阿英的影响带动下，李克农也积
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冬，
李克农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开始后，1927年3月，国民党
芜湖县党部成立。时值第一次国共合
作，李克农虽是共产党员，但其公开身
份是国民党芜湖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
部部长，没过多久又担任安徽省委委
员。其间，在李克农的带领下，宫乔岩
积极活动，配合国民革命军进驻安徽。

1927年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
反革命政变，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安徽
国民党军政当局以“清共”为名，大规
模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安徽军阀
陈调元悬赏5万元通缉李克农。

宫乔岩和李克农、阿英等曾以国民
党左派面目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处境
日渐艰难。为了躲避追捕，李克农、阿
英、宫乔岩等人被迫离开芜湖，芜湖侦缉
队跟踪而至。李克农的妻子赵瑛正怀有身
孕，得到消息后，立即雇小船冒雨过江，
抢在侦缉队前面通知李克农，到巢县作短
暂避居，5月，一行前往武汉。8月12
日，蒋介石被迫下野，情况有所好转。李
克农、阿英、宫乔岩返回芜湖，恢复民生
中学，尽力保护爱国学生的安全，并在学
校设立了中共安徽省临委的秘密活动点和

“济难会”，组织学生反对蒋介石的反动
统治。

从事秘密工作

国民党安徽当局得知消息后，派军
警包围了民生中学，宫乔岩被捕。进步
人士和民生中学同学全力营救，当局迫
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将宫乔岩释放。不
久，宫乔岩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由中共组织安排转往上海，和先期到达
的阿英汇合于闸北区春野书店，在春野
支部过组织生活。

1928年起，宫乔岩随李克农从事党
的秘密工作，先后在上海、东北等地开
展地下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宫乔岩到
北平、张家口从事抗日同盟活动。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后，宫乔岩在蒋管区长期
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在刘文辉部队所驻
扎的西昌地区坚持地下斗争达数年之
久，为西南地区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宫乔岩担
任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由于
长期地下斗争积劳成疾，宫乔岩于
1952年 9月离职休养。1954年 12月，
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
委员会委员。

1955年 5月10日，宫乔岩在北京
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对守护在身边
的家属说：“我是赤条条来，赤条条
去，共产党员，不留什么！”

（作者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宫乔岩早年在芜湖的革命经历
徐 涛

宫乔岩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曾
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二
次革命”。自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国共合
作期间，宫乔岩在家乡安徽芜湖执
教，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在学
生群众中做思想工作，扩大进步力
量，参与领导了芜湖的反帝反封建活
动，并同李克农、阿英建立起深厚的
情谊。大革命失败后，宫乔岩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随李克农开始从事党的
秘密工作。

宫
乔
岩

孙中山孙中山、、宋庆龄出席讨桂将士出宋庆龄出席讨桂将士出
征慰劳会征慰劳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