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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觉醒 求进步

1903年，季恺出生于江苏如皋一
家望族，他本应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继
承守护者。但在1923年，他考入北平
平民大学法律系，师从中国共产党先
驱之一的李大钊教授。在他的教育、影
响下，季恺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迅速萌
芽。他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24
年，季恺参加了由陈毅领导的国民党
（左派）北京市党部直属的北京平民大
学支部。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大沽口时，
北京各大学进步师生在中共北方区委
领导下，举行“三一八”反帝反封建大
游行。季恺参加游行散发传单，遭到段
祺瑞政府的武装镇压。他目睹了北洋
军阀的残暴，死里逃生。在李大钊等共
产党人的教诲下，季恺反抗黑暗统治，
要求建立民主、自由社会的思想逐步
建立，决心从此投身革命运动。

1926年底，季恺奉命回乡，参与
组建国民党如皋县党部，配合共产党
地下组织发动群众和开明绅士检举土
豪劣绅，迎接北伐革命军进驻如皋。不
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了，国民
党江苏省党部也开始清党。此时，季恺
出任国民党县党部清党三人组领导成
员。他在南京开会时听说，如皋县党部
准备逮捕该县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徐芳
德。他不顾自身安危，立即托人通知其
马上转移，还拿钱出来给徐芳德做路
费。后来，他干脆利用自己的身份，把
中共党员苏德馨、王玉文纳入清党小
组。在中共如皋地下县委书记王盈朝
的秘密领导下，国民党在如皋的清党，
不仅没有清出一个共产党，反过来把
国民党右派清出不少。

1930年2月，红十四军扩建，缺少
大量武器弹药。季恺通过苏北剿共副
总指挥李长江购买步枪几十支，子弹
万余发暗中给红军。还从上海公安局
长沈子云处购得步枪50余支，子弹几
万发，秘密运到如皋再转交红十四军。
不久，季恺又送给红十四军军长何坤
和红十四军第五大队队长周方一份如
皋军用地图，并借给他们一支全新的
手提机枪（即冲锋枪）。何坤军长喜出
望外，如获至宝。

当年4月16日，红十四军在攻打
如皋老户庄时失利，何坤军长不幸中
弹牺牲。敌人打扫战场时捡到了那支
手提机枪。凭着枪身号码，查到季恺和
季藩兄弟俩为红军提供大量武器的线
索，随即将两人逮捕入狱。在狱中，季
恺被开除国民党党籍，钉上了15斤大

铁镣，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上电刑椅，受
尽各种折磨，季恺始终不交代。1934年
春，两人被押解南京，关进中央军人监狱
死牢，眼看要被处决。共产党人叶胥朝等
千方百计营救，几经周折，季恺改判死
缓、后又改成15年，其兄季藩判10年。

巧统战 助东进

1939年，苏北地区日、伪、顽三种力
量并存，形势错综复杂。陈毅审时度势，提
出“联李、孤韩、击敌”的工作方针。季恺通
过中共泰州地下县委书记俞铭璜与陈毅
取得联系，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陈毅
指示他做好李明扬、李长江的统战工作，
就是对他入党的考验。

季恺在泰州地下党俞铭璜的领导下，
利用其“副官”的身份一面搜集情报，一面
掩护同志。多份情报从季恺手中通过秘密
渠道到达粟裕、叶飞司令部。

为了接待来往的地下党同志，季恺
专门安排了一家旅馆，在门上挂起“督察
处来客，任何人不得入内”的牌子。首次
来联系的新四军联络员是陈扬同志。陈
扬进出泰州城很不方便，季恺将自己的
臂章借给他佩戴。有一次，陈扬在进入泰
州时被巡警抓到，送至李明扬处。李长江
训斥季恺：“为何把臂章给共产党戴？”他
说：“我按你的命令和友军新四军接触，
出了事可直接找我，要杀要剐由我担
着！”李长江当时就说：“你真有种！”

为团结中间势力李明扬和李长江联
合抗战，陈毅三进泰州城，创造了统战

“二李”的传奇故事。
1939年8月下旬，陈毅第一次到泰

州，季恺出城到九里沟面粉厂引领入城。
他向陈毅反映：“我老是在这些人中间周
旋，难免同流合污。”陈毅说：“同流可以，
合污不能。”陈毅及其随员三次进泰州城
都有极大危险。季恺把自家在泰州的房
宅搞成“文明旅馆”，陈毅下榻均安排楼
上12号房间。楼下安排卫兵站岗放哨，
他把自己的两支驳壳枪装满子弹，彻夜
不眠，守护陈毅一行人的安全。

季恺还给李长江出主意，把欢迎陈
毅的标语写上“欢迎四将军光临泰州”，
红绿大牌子醒目地张贴在泰州城的大
街。标语独具匠心，一语多义。韩德勤对
李明扬、李长江越来越不放心，派了特务
端木贞到李长江处担任政训处长。季恺

又为李长江出主意，把他们放到城外，不
让随便进城。陈毅与“二李”会晤期间，特
工曾强闯李的总部妄图干扰破坏，被李
明扬严加遏制，未能得逞。季恺按照陈毅
指示，积极对“二李”开展统战工作，争取

“二李”让出吴桥、嘶马等村镇作为新四
军挺进纵队北渡的基地；黄桥战役中他
又配合地下党工作，让“二李”保持中立。

1940年5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借道
“二李”防区进驻郭村打击日寇。处于中
间势力的“二李”发生动摇，李长江限新
四军三日内撤出郭村。正在江南率部反

“扫荡”的陈毅，即派挺纵领导陈同生、周
山两人赴泰州与二李谈判。陈同生等人
一到，先由季恺接待。国民党苏北游击第
六纵队司令陈才福带了一群士兵到季恺
处，要缴陈同生等人的枪。季恺当即命令
卫兵把陈才福的枪缴下来，并责斥陈才
福：“我奉李长江司令的命令接待客人，
你奉谁的命令来缴客人的枪？”

这次陈同生去泰州谈判，对李长江
晓以大义。李长江却在韩德勤的再三挑
唆和利益诱惑下，扣押陈同生和周山，并
欲杀害。季恺斡旋说“二军对阵，不斩来
使。何况司令也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这才保全了两位的生命。郭村保卫战胜
利后，二李和新四军言归于好，陈同生和
周山才安全返队。

心向党 志不移

1941年，季恺加入新四军队伍，同
年1月加入共产党。3月，经陈毅提议，
季恺被委任为经济地位极其重要，又是
苏中三分区、三地委、三专署所在地的如
西县首任县长。

季恺模范执行党的统战路线，根据
苏中区党委指示，对旧政权加以利用、改
造，创立新乡制和民意机关，成立如西县

参政会。他的身份和表率团结了工、农、
兵、学、商和知识分子、开明绅士、宗教界
人物，对协助民主政府落实党的各项重
大任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季恺任县长时还兼如西县警卫团团
长，经常率领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打
击日伪。警卫团上升为主力部队，他又成
立了如西县自卫总队，任总队长。

季恺重视教育，开办增设中小学校，
教育经费紧张，动员其兄长季藩全力资
助。季藩担任如西中学董事长，季恺亲任
如西经建实验学校校长，两校为抗战和
根据地建设培养了很多后备力量。这些
青年学生毕业后奔赴抗日前线，以后大
都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才。季恺在
如西县长的任上还接待过成百上千个来
自于沦陷区的青年，帮助他们走上了革
命道路。

1943年，季恺调任苏中第三行政专
员公署财经处处长。他利用各种关系，推
动根据地的猪、麻、油出口，再大量购进
敌占区的军需品和布料。当时兼任三分
区地委书记的叶飞曾对别人谈起季恺做
经济工作的成绩：“有了季恺，三分区干
群吃的是大米，穿的是细布，生活有保
障，斗争无顾虑！”

1944年，江淮银行三支行在如皋农
村建立，季恺兼任行长。为了给根据地吸
收物资、采购军火、医药等大宗物品，也
为排法币、禁伪中储卷，收兑各地军政机
关发行的流通券，经苏中区领导和三分
区专员公署批准，季恺领导印发了 10
元、20元和 50元的大额票据计1000万
元。票面因有他的签名盖章，被称为“季
恺本票”，流通周边 12个县，搞活了经
济，促进了商品流通，深受欢迎。

（本文作者朱莹滢为如皋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戴越敏为无锡
名人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季恺五儿媳）

季恺：

从民主人士到共产党人的统战尖兵
朱莹滢 戴越敏

贺昌是山西省早期青年运动、工
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中共早期的高
级党务工作者，红军高级指挥员和政
治工作者。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年仅 13
岁的贺昌立即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的
洪流中，和学校进步师生一起组织罢
课，声援北京等地的学生运动。1920
年春，贺昌考入太原省立第一中学，在
高君宇的帮助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
义，思想有了很大提高。

1920年 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
青年团成立，高君宇和王振翼、贺昌等
成为山西第一批青年团员。他们召开
了第一次会议，正式确定了太原社会
主义青年团的任务是：继承五四运动
的光荣传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反对
帝国主义，努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学唱《国际歌》，并确定团的纪律为，服
从组织纪律，绝对保守秘密，每周开一
次小组会。

贺昌入团后，更加积极地从事革
命活动。1922年5月1日，为纪念劳动
节，贺昌负责编辑出版了《太原社会主
义青年团五一特刊》。“五一特刊”介绍
了全国各地工人斗争的情况，明确指
出：“只有实现世界革命，无产阶级掌
握了政权，那时，全世界劳动人民才能
得到真正的解放。”6月，太原团组织
根据团的一大通过的团章规定，选举
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

会(7月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
方团执行委员会)，年仅17岁的贺昌被
推选为太原团地委书记。经过贺昌等卓
有成效的工作，9月，太原团组织有了较
大的发展，团员由8人发展到41人，并
建立了7个团支部。

同年10月，贺昌被增补为团中央执
行委员，11月至12月间返回太原指导山
西青年运动，成为团中央驻外委员和5位
执委中最年轻的一位，并于12月24日当
选为太原团地委第二届执委会书记，领
导了太原正太铁路工人12月的总同盟
罢工斗争。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
罢工爆发，贺昌领导太原铁路工人积极
响应，有力声援了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

通过贺昌和团地委其他成员的共同
努力，太原团组织不断发展壮大。1923
年7月，贺昌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8月，他赴南京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所领导的
太原地区团的工作受到会议的称赞。会
议决议中指出:太原是唯一与中央有密
切关系的地方团组织。

贺昌等的积极工作，推动了太原革
命运动的发展，但也越来越引起阎锡山
当局的不安。团中央考虑到他的安全和
工作的需要，决定调他到上海团中央工
作，并送他到上海大学学习。在上海大学
期间，贺昌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还结识了瞿秋白和张太雷、邓中夏等中
共领导人。

贺昌领导山西早期青年运动、工人运动
金 阁

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
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合，组建
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
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

9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
军进驻萍乡安源古矿边的张家湾小山
村休整。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司令
部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向毛泽东、朱
德建议：部队准备攻打吉安城，该城城
墙坚固，没有爆破可不行。安源路矿工
人中有很多人懂得爆破技术，把这些
同志发动起来，对红军的攻坚作战定
会起到巨大的帮助。郭化若的建议被
毛泽东、朱德接受。郭化若随即通过党
的地方组织找到安源煤矿的工会，请
他们动员懂爆破技术的工人同志参加
红军。

在工会的动员下，148名矿工、木
工、铁匠、电工、篾匠，挑着一百担炸药
参加了红军。其中60多名爆破工人被
编为爆破队，由杨明任党代表兼队长，
王耀南任副队长。

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打吉安
城，爆破队积极投入了运炸药和挖坑
道爆破的战斗，为顺利攻克吉安城作
出了贡献。

10月 7日下午2时，在吉安城盐
桥附近后街杨家坪，召开了中国工农
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成立大会。以
萍乡安源煤矿工人为骨干，创建了红
军第一个工兵连。

毛泽东亲自检阅了这支部队，并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工兵连
指战员要“甘做革命骏马，驮着革命走
向成功”。朱德亲自授予部队中国工农

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战旗。
工兵连成立后，随即投入了紧张的

战斗。当时，设备简单、条件很差、装备十
分简陋。架桥工具主要是竹竿和麻绳；爆
破用自己制作的雷管和黑色炸药；土工
作业使用的是铁锹、十字镐、锯子和砍柴
刀。虽然设备极其简陋，但工兵连战士的
革命热情十分高涨。他们除了爆破以外，
还担负起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轰炸碉
堡，挖防空洞等艰巨任务。10月底，工兵
连“将三五只小船并为一排，置于码头
边。先用树枝和粗绳将这排船的桅杆绑
住，再在码头用索拉紧；然后又将三五只
小船并为一排，与码头那边的那排船逐
渐靠拢”，“以此类推，将一排排船衔接固
定，同时抛下一个个铁锚，然后将店门、
木板铺上，铺设成平整的桥面”，仅用24
小时，就架设了一座200米长、2.5米宽
的牢固浮桥。这一天是1930年11月1
日，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工兵连架
设的第一座工兵桥的竣工日。当天深夜，
红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走过了这座工
兵桥。第二天天还没亮，工兵连便拆除了
浮桥，并将船只和其他架桥材料全部归
还给了当地群众。

在随后的战斗中，工兵连指战员出
色地完成了架桥修路、构建工事、设置障
碍等工作，为红军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此
外，他们还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用布把
炸药、铁片和雷管捆扎起来，制造一种

“新式手雷”供红军战士使用，在反“围
剿”战斗中痛击敌人，狠狠打击了国民党
军的嚣张气焰，以至于一些国民党军将
领把“围剿”的失败归结于“红军掌握了
新式武器”。

从安源走出来的红军工兵连
吴昌荣

1921 年 10 月 8 日，广州革命政
府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北伐方案，
做出了出师北伐、统一中国的决议。
10 月 15 日，孙中山离开广州，率领
由粤、赣、滇、黔各军组成的北伐军3
万人，经梧州前往桂林，决定第二年
春从桂林出师，经湖南北伐。10 月
17日，孙中山到达梧州，电召驱逐了
桂系军阀陆荣廷、驻守南宁的陈炯
明到梧州议事。陈炯明为巩固自己
的权势与地位，与滇、湘各省军阀勾
结，借口“保境息民”，反对兴师北
伐，企图搞“联省自治”，因此拒绝到
梧州面见孙中山。孙中山于 25 日亲
赴南宁会见陈，要求他抽调所部 40
个营参加北伐，并由广东负责供应
北伐军所需军饷弹药。但陈炯明始
终不作表态，孙中山返回梧州，仍由
桂江北上桂林。

11月14日，孙中山的随员及先

头部队离开梧州，赴桂林组织大本营，
准备北伐。先头部队达2000多人，征用
140余艘大小船舶，浩浩荡荡沿抚河北
上。15 日、孙中山率胡汉民、许崇智等
乘“特备电船”离开梧州，沿抚河急驶
而上，约下午6时与先头部队会合。

11 月的抚河已是枯水季节，到倒
水渡口后不能再用电船，只能改乘帆
船。抚河上礁石很多，又是逆水行舟，
一不小心就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在昭
平新涌滩就有船因触礁沉没，船上人
物皆落水。每当遇险的消息传来，孙中
山立即登上船头，亲自指挥救援。因为
船队是溯江而上，过浅滩时需要由纤
夫牵引前行，每逢此时，孙中山便带着
船上随行人员下船，在岸上步行，并说
这样“可以帮助纤夫减轻重量”。

孙中山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行
军，却依然谈笑风生，充满乐观主义精
神，一路上生活多有不方便之处，但孙
中山总是带头一一克服。由于当时孙
中山指挥粤军驱逐桂系军阀不久，桂
系残部有不少落草为寇，靠打劫为生，
抚河沿岸也经常有土匪、溃兵出没。为
保护孙中山的安全，船队出发前，参军

处已派粤军第十一团第一营前往昭
平、平乐，阳朔一带肃清沿途的溃兵、
游勇和土匪，又派孙中山的警卫团在
前后保护，但土匪骚扰的事情仍有发
生。因此，参军处一般会把宿营地点
安排在船上。随行人员较多，孙中山
就拉着胡汉民、陈少白就挤在一起
休息。

行船期间，如果沿岸没有集镇、村
庄，孙中山等就在船上用事先购买的
粮食、肉菜自己做饭、买到什么就吃什
么。为了鼓舞士气，孙中山还经常和随
行人员畅谈一路上看到的景色，让大
家要多看看沿岸“渔舟错杂，鸬鹚满
滩，斜阳倒映水上，幻作片片金鳞”的

“绝好画图”，并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补
偿了这次旅行的冗长乏味”。

孙中山利用沿途停船休息时间，
换上布鞋，拄着一根树枝，带着两个卫
士下船，到附近村庄、集镇视察民情，

“详询稻谷收成如何，生活如何等等”，
并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向群众宣传革
命。当听到群众谈及土匪溃兵问题时，
孙中山一面布置当地官员和驻军剿匪
以安定民生，一面召农民组织起来自

卫，维护自己利益。回到船上，他不顾
疲劳，接见前来拜会的地方官员和各
界代表，听取陈情，帮助解决问题，制
定沿途各县的“善后方针”。

孙中山沿途经过昭平、平乐、阳朔
三县县城和良丰，都受到当地民众的
热烈欢迎。每到一处，孙中山就发表演
说，阐述三民主义的真谛，宣传北伐的
目的是“救全国国民脱离官僚专制，使
民国为国民所有，民国为国民所治，民
国为国民所享”；号召民众“群起而共
负国民之责任”。此外，孙中山通过沿
途对广西的自然条件、经济资源的分
布以及社会状况的了解，在各地的演
说中，对如何发展交通，如何开发途经
各地的经济、改善民生提出了不少精
辟见解。

12 月 4 日，孙中山结束了历时 20
天的行程，抵达桂林，开始了北伐的准
备工作。当孙中山在桂林准备北伐时，
陈炯明与北洋军阀进一步勾结，进行
多方面的破坏活动，指使湖南督军赵恒
惕拒绝北伐军过境。在此情况下，孙中
山决定回师广东，震慑陈炯明，然后改
道江西北伐。当孙中山乘船离开桂林，
沿水路返回梧州时，两岸站满了自发组
织起来、手持“欢送孙先生”的纸旗的农
民。当孙中山的船经过时，他们敲锣击
鼓，吹响号角，并大声欢呼“欢送孙总
统”“欢送孙先生”的口号。孙中山非常
感动，走出船舱，站在船边摘下帽子，频
频向两岸举手示意答谢。

孙中山从梧州到桂林的20天
贾晓明

1941年4月中旬，新四军第二师
为打破日军修筑江苏、安徽两省边界
仪征到天长的公路以扩展占领区的企
图，以第四、第五旅及津浦路东联防司
令部独立第四团各一部，对天长、六
合、仪征、扬州地区的日伪军据点展开
攻击，以巩固与发展淮南津浦路东抗
日根据地，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掩护
麦收。接到命令后，第四旅十二团和兄
弟部队一道迅速开赴该地区，执行打
击日伪军据点的任务。

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第十二团
转移至金牛山地区待机。宿营时，第十
二团按照第二师副师长罗炳辉发明的

“梅花桩战术”，部队驻地按梅花桩式
进行了配置：团部位于金牛山南面的
大陈庄、钱洼一带，第一营驻车篷庄、
和尚庄一带，向移居集、谢家集方向警
戒，并控制樊家集通向大陈庄的道路；
第二营驻乌山西南一带，向八百桥方
向警戒；第三营驻厉马庄等地，向樊家
集方向警戒。以备在敌人来犯时，对敌
人实施多点打击。

日伪军连遭第十二团打击后，企
图进行报复。16日夜，扬州日伪军出
动700余人，乘汽车赶至谢家集。

17日晨，敌人分两路从田间小路
向第十二团团部驻地金牛山以南陈庄
和第三营驻地厉马庄实施突袭。但很
快被十二团的流动巡逻哨兵发现，并
迅速鸣枪报警。第十二团领导听到枪

声，立即进行了分工:团长去指挥一营，
团政委去指挥二营，参谋长组织团直属
队转移后，即去三营指挥战斗。立即命令
各部投入战斗。此时，日军依仗其火力优
势，占领了制高点五里墩。十二团第三营
依托金牛山阵地顽强抗击，连续3次反
击，终于将高地夺回。与此同时，十二团各
部密切配合，对包围大陈庄的敌人实行反
击，在实施正面进攻的同时，派出部队迂
回到日军侧后，消灭其重武器阵地，使其
正面部队失去火力支援。十二团很快夺回
了丁岗和大陈庄等地，将敌人逐步压缩于
背对尹家河的大陈庄东南洼地里。敌人企
图夺路后撤，被十二团多面包围，经过一
个多小时的搏杀，日伪军大部就歼。就在
此时，第十二团部分战士弹药出现不足，
攻势减缓，日伪军残部见状，于当日中午
侥幸逃出包围，仓皇向谢家集溃退。

此战，第十二团共计毙伤日军 200
余人（其中尉官、佐官各1名）、伪军300
余人，生俘日军2人、伪军30余人；缴获
重机枪4挺、轻机枪5挺、步枪40支、掷
弹筒2具、炮弹（含毒气弹）数箱及其他
军用物资一批。

18日，驻仪征城内日军派人同第十
二团谈判，要求准其收回战场上的日军
尸体，第十二团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当即
允诺，但提出指定的时间、地点，又提出
不准日军携带武器、要打白旗为标志等
条件，日军无奈，只得一一照办，于第二
天派车高举白旗，将尸体运走。

金牛山反袭击战：梅花桩战术显威力
赵荫棠

粟裕评价他是“对新四军

东进有特殊贡献的人”，叶飞

赞扬他是“把一切交给党安排

的人”，陈毅举荐他为如西县

县 长 …… 从 被 统 战 的 民 主 人

士，到坚强的共产党人，他一

腔 赤 诚 ，一 路 坎 坷 ，一 生 传

奇 ！他 就 是“ 铁 心 向 党 、志 坚

不移”的统战尖兵——季恺。

◀

季恺

◀
委
任
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