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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后
拾遗

1935年1月，蒋介石纠集10万
兵力，分六路对湘西根据地进行“围
剿”。4月，红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
团政委晏福生指挥部队参加陈家寨战
斗。战斗即将胜利时，晏福生突然发
现一股敌人逃出包围圈，向西逃窜。
他大喊一声“跟我来”，就带着警卫
员尾追而去，由于当时枪炮齐鸣，其
他战士没有听到晏福生的这个命令。

战斗结束后，指战员发现晏福生
和他的警卫员都不见了，连忙派人多
方寻找未果，以为晏福生牺牲了，于
是向上级进行了报告。师首长赶来亲
自主持了追悼会，并提议：“为晏福
生政委默哀3分钟。”就在全团万分
悲痛之时，晏福生和他的警卫员扛着
缴获的长枪短枪，押着几个俘虏步入
会场。听说大家已为他“默哀”3分
钟，晏福生风趣地说：“敌人还没有
消灭，革命还没有成功，阎王爷还不
忍心收咱们呢。”一句话使在场同志
破涕为笑。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
开始战略转移。出发前，晏福生调任
红十六师政委。1936 年 10 月 7 日，
红六军团在罗家堡和国民党军激战，
连续打退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但由
于敌人援军仍不断赶来。危急时刻，
晏福生决定率领部分兵力牵制敌人，

掩护军团主力转移。激战中，晏福生带
领三营猛烈攻击敌人右翼，将敌人的兵
力吸引过来，和兄弟部队密切配合，掩
护军团主力部队迅速转移。

当晏福生指挥红十六师撤出战斗
时，国民党军的飞机飞抵红军阵地狂轰
滥炸。一颗炸弹在晏福生的近处炸开，
他躲闪不及，右臂被弹片炸伤，鲜血直
涌。见敌人蜂拥而至，为了不影响其他
同志突围，晏福生用左手从贴身口袋里
掏出密电码本交给警卫员，并挣脱搀扶
他的战士，纵身跳下山崖，战士们只得
撤离。红六军团主力突围后，军团首长
立即命令模范师师长刘转连带人寻找晏
福生。刘转连率部寻遍了阵地仍然没有
发现晏福生，只好返回向军团首长报
告。军团首长以为他已经牺牲，为他召
开了追悼会。

实际上，晏福生并没有牺牲。他跳
下山崖后，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
难，后躲进一个洞中，避开了搜山的敌
人，后被当地群众救起。第二天，晏福
生忍着伤痛追赶部队，后因伤重不支，
晕倒在路旁，再次被群众救起，并将他
送到驻扎在水暖堡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
三十一军。此时，晏福生的老领导萧克
已经调到红三十一军任军长，得到报告
后又惊又喜，立即把晏福生接到军部。
两人见面，百感交集。

晏福生两次“光荣牺牲”
吴昌荣

1943 年 1 月，王必成率新四军
二旅旅部和第四团南下，与战斗在
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
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十六旅，王
必成任旅长，江渭清任政委。3月，
中共苏南区行政公署成立。

1943 年 3 月到 9 月，日伪军先
后抽调一万多兵力对苏南进行大规
模“清乡”，新四军十六旅迅速出
击，在苏南干部群众的密切配合
下 ， 和 日 伪 进 行 了 针 锋 相 对 的
斗争。

就在苏南新四军全力开展反
“清乡”斗争时，国民党顽固派不顾
民族大义，竟撤退其在苏南、皖
南、浙西对日伪的防务，又掀起

“第三次反共高潮”，组织了12个团
共 1.5 万余人，悍然向中共苏南党
政军领导机关驻地溧水新桥中心区
发起进攻，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

事变”。新四军多次据理正告，并一再
忍让，希望国民党顽固派停止搞摩
擦，共赴国难。但顽固派对此置若罔
闻，命令部队分东、西两路向新四军
第十六旅迅速推进。新四军十六旅集
中四十八团、四十六团、旅部特务
营、四十七团一营、五十一团二营和
抗大九分校等部队共5000余人，被迫
自卫还击。

4月11日，十六旅决心以抗大第
九分校部队防守铜山、观山等西线阵
地；集中第四十六、第四十八团全部
及第四十七、第五十一团各一部，在
东线上沛埠西北和上兴埠以西地区迎
击东线顽军。

12 日，顽军以数倍于我的兵力，
开始向新四军东线和西线各阵地进
攻，企图把新四军5000将士压迫于曹
山以西、芳山以北、大李巷以东的狭
小地域内，新四军殊死反击，坚守了

阵地，并从缴获的顽军文件中得知了
顽军的兵力部署。十六旅首长重新调
整了部署，决定以一部兵力坚守曹山
等阵地，牵制顽军进攻，同时以四十
八团、四十六团对回峰山、北经巷发
起进攻，为大部队打开突破口。

4 月 13 日，顽军猛攻曹山，企图
一鼓作气拿下新四军阵地，实现其消
灭苏南新四军主力的阴谋。守卫曹山
的是新四军十六旅特务营二连，他们
接到的命令是：“要坚守曹山！”上午9
时，顽军开始炮击曹山阵地，企图凭
借其优势火力压制二连，曹山阵地硝
烟弥漫。顽军在炮火攻击后，发现曹
山上没有动静，以为二连已被炮火消
灭，就高喊着直冲上来。等顽军冲到
阵地前，新四军指挥员立即发出信
号，战士们同时投出手榴弹，顽军顿
时倒下一大片，其余的纷纷掉头逃下
曹山。

没过多久，在督战队的逼迫下，
顽军又发起第二次进攻。此次，进攻
的顽军人数众多，很快攻到新四军的
阵地前，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白刃
战。二连指战员奋勇拼杀，终于打退
了顽军的进攻。在这场生死搏斗中，
连长宋玉琳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

不久，顽军又发起了多次进攻，
战士们高呼“坚决守住曹山阵地”的
口号，和顽军展开厮杀，接连打退了
数次进攻。战至下午 4 时，二连阵地
仍岿然不动，顽军已经无力再战。顽
军督战队虽枪毙了一个营长，也无法
组织官兵继续冲锋。

不久，王必成、江渭清率领四十
六团、四十八团出现在曹山、杨树山
之间，进攻曹山的顽军害怕被夹击，
只得仓皇撤出战场。

此次战斗，我旅部特务营二连与
数倍于我的顽军激战数个小时，重创
了顽军，完成了任务，遏止了顽军西
进的企图，保障了新四军在回峰山、
北经巷战斗的顺利进行。随后不久，
新四军四十六团、四十八团在回峰
山、北经巷突破顽军的两道封锁线，
苏南党政军机关、新四军第十六旅所
属各团和抗大九分校全体学员向北突
围出去，转移到敌后，继续开展抗日
斗争。

新四军坚守曹山
贾晓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
员、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
黄鳌受组织委派，赴鄂西进行武装
斗争，参与领导了鄂西秋收暴动，
不久回长沙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
记。1928年 1月，黄鳌回到家乡湖
南临澧，领导当地党员、群众开展
斗争。

当时，临澧县挨户团副主任赵
伯履等人正在配合国民党反动当
局，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残害革命
群众，严重威胁到中共临澧党组织
革命活动的开展，群众对赵伯履及
其四个同伙非常痛恨，称之为“五
害”。黄鳌回到临澧后，将铲除“五
害”列为首要任务。

1928 年 3 月，第二军第四师驻
防临澧县，第四师政治部主任李道
宗兼任临澧县县长。身为中共地下
党员的李道宗上任后，暗中对当地
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骨干予以保
护。“五害”又气又恨，妄图在5月
7 日“国耻纪念大会”上发动一次

“民变”，趁乱杀掉李道宗。
黄鳌得到消息后，迅速与李道

宗和第四师中共地下特别支部组织
委员谭醒等人取得联系，共同制定
了一个铲除“五害”的计划，并报
请中共湘西特委批准。特委表示同
意，并派人协助他们的工作。

不久，一封由中共地下党组织
名义“发出”，约定赵伯履等于某
月某日举行暴动的“密信”，落到
了李道宗的手里；接着，另一封署

名告发赵伯履一伙“秘密组织共产
党 ， 阴 谋 进 行 武 装 暴 动 ” 的 “ 密
信”，也被李道宗“查获”。李道宗立
即将这些“铁证”面呈第四师师长王
捷俊和副师长谢毅伯。王、谢二人看
到后大怒，当即批复将赵伯履等人处
决。

5 月 7 日，“国耻纪念大会”在临
澧县城按时召开。此前，黄鳌等人已
经进行了周密布置。开会当天，赵伯
履一伙带着挨户团的常备队携带武器
来到会场，安排常备队队员坐在台下
第二排 （第一排是第四师的参会者），
准备伺机下手。开会前，李道宗邀请

“五害”上台就座，宣布大会开始后，
又请赵伯履讲话。等赵伯履刚刚开口
说话，李道宗立即发出行动暗号。突
然，一名军官走上前来打断了赵伯
履，对着台下的挨户团的常备队发布
口令：“常备队全体起立，向前三步
走！”常备队队员不明所以，跟着口令
起身向前。接着，那位军官又接连喊
道：“立定”“架枪”“向后转”“齐步
走”。挨户团常备队员只得照做，放下
武器，回到原地。此时，第一排的四
师官兵立即起身，将武器背到了自己
肩上。“五害”发现不对，刚想反抗，
就被几个士兵推下台去，拉出会场。
随着几声枪响，“五害”被当场击毙。
面对惊愕不已的群众，李道宗用纯正
的官腔宣读了“五害”的罪状以及师
长的处决命令，黄鳌等人也在台下悄
悄到群众中进行了说明，很快，人群
开始安静下来，并拍手称快。

黄鳌设计除“五害”
金阁

在孙中山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
中，1923 年是他亲临战阵最多的一
年。当年2月，孙中山返回广州后，指
挥讨贼军分别在东江、西江、北江和南
路地区与陈炯明、沈鸿英、邓本殷叛军
作战。这其中，孙中山军事斗争的重
点是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叛军。在讨
伐沈鸿英叛军战事还在激烈进行之
际，孙中山已清醒地对军事形势作出
判断：“西江、北江皆不足虑，此后胜负
所关者，仍在东江一着。”

5月19日，孙中山指挥讨贼军各
部反攻博罗，击败叛军杨坤如部，杨
大败退走。孙中山命令各部乘胜追
击，很快包围了惠州城。6 至 7 月
间，讨贼军与陈炯明叛军在惠州等地
激战的同时，多次命令包围惠州城的
滇、桂各军攻城。由于惠州城城墙高
耸坚固，四周山环水绕，地形复杂，
可谓易守难攻，因此滇、桂各军发起
多次进攻，未能突破。

为早日攻克惠州，孙中山不顾危
险，多次亲往前沿阵地慰劳将士、侦
察敌情。9月13日，孙中山又一次前
往惠州城外视察、慰问。此次，他乘
坐大南洋轮船进至梅湖，查看梅湖重
炮阵地。该阵地上有两门刚刚从虎
门要塞运到的重炮。孙中山进入阵地
后，立即指挥炮兵开炮，然后用望远
镜观察。发现炮弹虽然命中了城墙，

但爆炸后也引燃了城墙边的茅棚。于是
马上制止开炮，并告诫左右：这种打
法，打死了老百姓，烧毁了老百姓的房
屋，只有增添老百姓对我们的憎恨，他
们会帮助敌人来打我们。你们千万不要
再开炮乱打，要发动各村乡民组织十字
会，由政府拨一笔款，去购买粮食、物
资以及器材等，救济因战祸而受害的老
百姓。这样既可以挽回人心，也是一件
爱民的策略。

接着，孙中山前往惠州城外的制高
点飞鹅岭视察。上山时，驻军为他准备
了简易轿子。孙中山准备乘轿子上山，
发现山路崎岖，出于体贴抬轿子工人辛
苦，便步行登山。

到达山顶后，军营中的滇、桂军将
校早已等候。由于山上人数众多，被守
城的叛军发现，急调城中大炮向飞鹅岭
上轰击，有几颗炮弹在山前爆炸。众军
官见状，都劝孙中山下山隐蔽，但孙中
山镇定地对众人说：你们看，敌军大炮
的表尺已全用尽，绝不能打到我们所立
的地点。我们还是商量破城的计划吧。
接着又告诉众将校：“为将者能屹立于
战线最危之点，则众心自定。”

孙中山察看完阵地后，又认真询问
了战况，并和众人商议攻城事宜，提出
可调动海军内河舰船及空军共同协助攻
城。一切布置完毕后，孙中山从容下
山，乘船返回梅湖。

孙中山视察惠州前线
赵荫棠

倡议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1934年 7月13日，在中央苏区
瑞金召开了一个红军家属联欢会，有
100多名红属参加。会上，经与会者
充分讨论，通过了评选模范红军家属
的7条条件，号召全县各地立即起来
响应，并建议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把
评选模范红属的条件传达到全县去。
下肖区官山乡的红军家属得到消息后
首先响应，和南郊乡的红军家属代表
一道在提交县委、县政府的倡议书上
签名。

中共瑞金县委、县政府很快对该
倡议书作出了回应，决定在当年8月
1日召开全县红军家属代表大会。为
开好这次会议，进行了如下布置：

（一） 首先在区一级召集会议，
充分讨论；在党内外大规模动员起
来，使每个同志都了解代表大会的
意义。

（二） 以乡为单位召集红属联欢
会，每乡选出两名代表，区一级红属
每区选出一名代表，出席全县红属代
表大会。所选代表应是对工作最积极
的红军家属。

（三） 在每个会议上做广泛的宣
传鼓动，并组织宣传队到乡村宣传，
以造成群众热烈的拥护。

（四） 发动广大群众募捐蔬菜、
米等物品，庆祝 （支持） 代表大会。

（五） 发动群众及俱乐部欢迎代
表到区、到县，沿途高呼口号。各团
体赠送彩联等祝贺大会。

瑞金各地、各单位认真贯彻执行
县委、县政府的上述部署，除选举代
表等外，还着重开展了以“创造模范
红军家属”为主题的宣传工作，并派
人到九堡区三河、清溪等5个乡进行
宣传工作，短短5天就取得了不少成
绩：在三河乡红属妇女会上，14名
红属妇女当场报名加入耕田队；由她
们再去各村动员，结果全乡有劳动能
力的红属基本上加入了耕田队，并很
快投身于秋收劳动；她们的行动又带
动了全乡群众一致加入耕田队。此
外，该乡红属妇女还踊跃加入赤少
队、消灭文盲协会及识字班。有的妇
女还在剪下长发后，把头上戴的首饰
捐赠给红军……

随后，瑞金全县各区乡相继召集
了红属联欢会，会上通过了南郊乡红
军家属所提出的倡议，选举了出席全

县红属代表大会的代表。瑞金全县红军
家属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大多数区乡的
红属已经开始了诸如给前线的亲人写一
封信、每人做一双草鞋送给前方将士、
借粮食给红军指战员等活动。

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及中华苏维埃
临时中央政府，对大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和支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博古对
瑞金县红属代表大会十分关心。他写信
给大会，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以最热
烈的敬礼，祝贺大会成功。

瑞金县红属代表大会召开

8月1日清晨7时，出席瑞金县红
属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在大埠桥红场
参加八一阅兵典礼。受阅部队为军委直
属队、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
步兵学校、特科学校、新编师、补充
团、独立团、国家政治保卫队、中央机
关赤少队、瑞金模范营等，连同各机关
团体参加者，共 2 万余人。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阅
兵典礼，并对红军表示敬意与慰问，朱
德主持宣誓和授旗。整场阅兵声威极
盛，红属代表情绪高昂。

下午1时，瑞金县红军家属第一次
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到会代表250人左
右，其中党团员占了大半数，女性多于
男性。大会首先听取了筹备会代表所作
的大会筹备经过的报告，选举了主持大
会的主席团、名誉主席团。

主席团宣布继续开会后，中共中央
与中革军委代表朱德向大会致辞。中央
政府代表瞿秋白，瑞金县委、县政府，
红军大学，福建代表团，江西代表团的
代表也相继在会上致辞。开幕式在通过
大会议程和各种章程后结束。

8月2日上午，大会及小组会讨论
博古给大会的信，并酝酿了以大会名义
给博古复信的内容，交由执笔者完成。
下午是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像过去所
有的报告和演说一样，毛主席的这一次
的报告也是非常之通俗，和有趣的。他
用了很浅显的话（并且杂有土音）说明

了目前国民党政治的动摇崩毁，苏维埃
红军的巩固与扩大”，并高度赞扬瑞金
红属要做模范的想法，鼓励大家努力去
做。毛泽东的报告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
回应，爆发出阵阵掌声。在讨论毛泽东
的报告时，代表们当场表示要多做草
鞋、多借谷，以实际行动支援红军。

大会第三天，在听取瑞金县县委关
于形势与任务，县政府关于“优红工
作”的报告后，讨论各区的提案，并议
决了多个重要决定或提议、提案：要在
当年8月15日以前，完成秋收借谷计
划；不要免除红军家属的土地税；全苏
区在 9 月以前做 10 万双草鞋慰劳红
军；评选模范红军家属的七大条件及模
范的机关红军家属的九大条件等。大会
还通过了给博古的回信、给前方红色战
士电、给全苏区红军家属电。

8月 3日晚 9时，瑞金县红军家属
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共中央局余长生致
闭幕词后胜利结束。

苏区各地纷纷响应

1934 年 8 月 8 日出版的 《红色中
华》报全文刊发了瑞金县红属代表大会
给全苏区红军家属的通电，并号召“全
苏区的红军家属们，迅速响应瑞金红军
家属”。同期《红色中华》报还刊发了该
报记者对瑞金县红属代表大会代表的访
问记。被采访的代表叫张天太，福建永
定合溪区人，1929年参加暴动后即加入
中国共产党。1931年冬，与儿子张绿红
一起来瑞金。张天太被安排在中央劳动
部工作。张绿红先参加工会工作，并主
动加入红军，经训练后被分配到福建军
区工作，担任教导团第二营第七连指导
员。张天太认识到，自己是红属代表，
又在苏区机关工作，应该率先担负起执
行红属代表大会决议条文的责任。因
此，他不仅尽心尽力为革命事业工作，

“节衣缩食为着红军和前线”，而且写信
给正在前方的儿子，嘱咐他“要求今年
不发红军公谷，把省下来的公谷充裕战
费”。张天太表示：由于日程安排原因，

他的这个想法因未能在红属代表大会上
提出，希望能通过《红色中华》报发表
出来，“以求各地红军家属的回答”。另
一方面，张绿红也写信给父亲，鼓励父
亲继续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

几乎与此同时，瑞金九堡区的红军
家属代表在全县红属代表大会上提出：
要比大会决定的在8月15日前完成秋
收借谷任务，再提前5天，到8月10日
完成任务。山下乡的红军家属一马当
先，红属王立娇借谷65担，张祥云借
谷10担，钟同君借谷35担。她们的行
动极大地激发了该乡群众的热情，结果
全乡在两天内即完成并超过了借谷400
担的原定计划。谢村、洋角、坝溪三乡
受了山下乡的影响，也在两天内完成了
借谷计划。其他各乡也纷纷表示：努力
争取早日完成借谷计划。

受瑞金县红属代表大会的鼓舞，兴
国、兆征两县分别于8月25日至27日
召开了全县红属代表大会，会期均为两
天半。两县的红属代表大会都讨论了当
时的政治形势及其任务的报告，除完全
赞同并号召全县红属做到瑞金红属代表
大会所提出的七个条件外，又另外制定
出了一些条件。

随后，兴国、兆征两县，还有此
前开过红属代表大会的西江县的红属
代表，均迅速展开了竞赛，比谁为红
军多做草鞋、多借谷、多捐钱。胜利
县红属代表大会于 8月 29日开幕，到
会代表 200 多人中多数是红军指战员
的家人。大会传达了瑞金县红属代表
大会的各项决议后，代表们非常振
奋，踊跃发言，纷纷要求多做草鞋、
多晒菜干、退还经济建设公债、供给
红军被毯等；还要继续做好扩红动
员、收集粮食、收集银器、熬硝盐等
工作……很多红属还主动报名，参加
警戒、放哨、抬担架、后勤运输等支
前活动，并组织文艺小分队，到红军
驻地进行慰问演出，鼓舞士气。由
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模范红属运动，
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央苏区。
（作者系江西省瑞金市党史办原副主任）

中央苏区模范红军家属运动
曹春荣

1934 年 7 月中旬的一天，
在中央苏区瑞金城市区南郊
乡召开的一场红军家属联欢
会上，各位红军家属就“亲人
上前线，我们怎么办”的话题
展开讨论，最后形成评选“模
范红属”的七项条件。联欢会
还向中共瑞金县委、县政府建
议，召开全县红军家属代表大
会。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模
范红属运动迅速在中央苏区
开展起来……

《红色中华》关于瑞金红军家属代表大会开幕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