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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瑞金是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也

是全国苏区的文化中心。在这里诞生了

一批特殊的革命“金曲”，其内容主题与

传统的歌曲有所不同，是军民在特定的

历史时期和环境下，为鼓舞人民斗志、发

扬顽强拼搏精神，怀着满腔热情共同创

作的。它们植根于苏区红色土壤，流传

于革命斗争的惊涛骇浪之中，为中国人

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增添了一段特殊

的记忆。

1933 年 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 中 央 政 府 迁 入 中 央 苏 区 后 ，中 央 苏

区以及湘鄂、湘鄂赣、赣东北根据地先

后广泛开展了查田运动。1933 年 2 月 4

日 ，中 央 政 府 首 先 在 瑞 金 叶 坪 乡 开 展

了查田运动的试点。为了配合查田运

动 的 开 展 ，瑞 金 苏 区 军 民 编 创 了 一 系

列 以“ 打 土 豪 、分 田 地 ”为 主 题 的 歌

曲。这些歌曲不仅从不同侧面真实地

描述了当时瑞金苏区劳动人民的生活

情 况 ，揭 露 了 土 豪 劣 绅 和 资 本 家 剥 削

压 迫 劳 动 人 民 的 本 质 ，也 激 发 了 人 们

对 那 些 吃 人 剥 削 制 度 的 憎 恨 ，在 控 诉

中 启 发 工 农 群 众 的 阶 级 觉 悟 ，并 为 其

指 明 斗 争 的 出 路 。《农 民 苦》《五 更 鼓》

等歌曲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痛苦

处境。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唱

着 这 样 的 歌 曲 ，在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下 掀

起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铲除封

建剥削制度的革命斗争。

1933 年 2 月 8 日，为粉碎国民党反

动 派 对 中 央 苏 区 连 续 的 军 事“ 围 剿 ”，

保 卫 土 地 革 命 的 胜 利 果 实 ，巩 固 苏 维

埃 政 权 ，中 共 中 央 发 出“ 创 造 一 百 万

铁 的 红 军 ，来 同 帝 国 主 义 、国 民 党 军

队 作 战 ”的 号 令 。 同 年 5 月 1 日 ，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临 时 中 央 政 府 决 定“ 以

红 五 月 为 扩 大 红 军 的 冲 锋 月 ”，在 中

央 苏 区 发 起 红 五 月 扩 红 运 动 。 随 着

扩 红 运 动 的 深 入 开 展 ，出 于 政 治 宣 传

的 需 要 ，一 大 批 以 参 军 支 前 为 题 材 的

歌曲涌现出来。

据工农剧社演员谢秀英老人回忆，

红军刚到瑞金不久时，群众对红军不太

了解，虽然红军宣传员努力通过口头演

讲、出墙报、发传单的方式宣传“扩红”运

动，但未能收到显著效果。红军宣传队

的文艺干事和工农剧社的演员们每天步

行到各个区、镇、乡、村，利用简陋的道具

搭台支棚，为苏区群众上演自编自演的

以“扩红”为主题的歌舞剧，剧中所唱的

歌曲也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如《送郎当

红军》《红色的五月到了》《火线的号召》

《自愿当红军》《欢送工农当红军》等。这

些歌曲有的是用现成的曲调重新填词，

有的曲调和歌词都是口头创作，还有的

由演员在舞台上即兴唱出。舞台上他们

演得投入，台下群众看得入神，每场演出

都挤满了观众。瑞金地区人民对这种通

俗易懂的文艺宣传方式喜闻乐见，从唱

词和舞台表演中便能了解恶霸地主对农

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通过这些剧目和

歌曲，群众很容易就知道了红军是什么

样的队伍、共产党是要打倒反动官吏和

土豪劣绅的，迅速和红军建立起阶级感

情。

之后，这些歌曲通过广播、演出、传

抄以及口口相传等方式在瑞金甚至全国

流传开来，很多革命歌曲至今仍广为传

唱。这些歌曲具有很强的革命号召力，

不仅在根据地内掀起波澜壮阔的“扩红”

热潮，也真实记录了那段光辉历史。如

今，当人们再次唱起这些革命“金曲”，还

是会被它们蕴含的革命思想、真挚感情

和时代精神所感染。

土地革命时期，临时中央政府努力

践行妇女解放事业与土地革命斗争相统

一的思想，鼓励苏区妇女打破陋习、砸碎

封建统治的锁链。广大苏区妇女将剪

发、放脚当作反封建的实际行动，并编创

了大量以此为题材的歌曲，如《小剪发》，

“革命高潮大家要剪发，我和你们青年

们，切切要做到。剪头发样样好，事事功

效高，免得头发乱又长，做事受干扰。”还

有《放脚歌》《妇女解放歌》等等。这些歌

曲积极鼓励苏区妇女剪掉髻子，放开小

脚，以和男性平等的姿态投入到革命事

业中去。

中央苏区的革命歌曲不仅洋溢着

“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气概，而且包

含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鲜明的革命性内

容，一方面揭露了地主土豪剥削压迫穷

苦百姓的滔滔罪行；另一方面讴歌革命

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建立，赞扬共产党领

导下的人民革命。一首首充满哲理和激

情的革命歌曲，不仅宣传了党的方针政

策，唤醒了劳苦工农革命暴动，打土豪、

分田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还鼓舞了红

军的战斗意志，在发展苏区生产、推行移

风易俗等方面都发挥了政治宣传和鼓动

作用。

中央苏区的革命“金曲”
■李若铭 唐幼珣 李冬生

随着火药、火器技术的迅速发展，

明代的建军思想也发生转变，开始组

建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与此

同时，明军其他部队也开始大面积配

置火器，体制编制由此发生很大变化。

组建神机营

明永乐年间，朱棣正式下令在京

师组建神机营。他将驻扎京城的军队

分为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

营。《明史》记载了当时组建神机营的

基本情况：

“又因得都督谭广马五千匹，置营

名五千下，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

队官军。坐营内臣、武臣各一，其下四

司 ，各 把 司 官 二 。 此 神 机 营 之 部 分

也。居常，五军肄营阵，三千肄巡哨，

神机肄火器。”

从中可以看出，神机营设提督内

臣 、武 臣 和 掌 号 头 官 各 两 名 ，下 辖 中

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军，军以

下设司。除此之外，还有五千下营，主

要掌管火器操练和随驾护卫马队。所

谓“神机肄火器”，指的是神机营大量

配备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火器，诸如盏

口炮、将军炮、手把铳、神枪、快枪、单

飞神火箭、神机箭等先进火器。在当

时，神机营被视为一支战略打击部队，

受皇帝的直接指挥和调遣，可在重大

战争中发挥作用。

神机营确实曾在战场上发挥重要

作用。永乐八年（公元 1410 年），朱棣

亲征漠北的战役中，神机营就奉命随

队 出 征 ，并 在 蒙 古 战 场 上 重 创 敌 军 。

永乐二十年（公元 1422 年）3 月，朱棣指

挥第三次漠北之战，神机营的突然出

击 也 令 蒙 古 军“ 大 溃 ，死 伤 不 可 数

计”。因为战功卓著，神机营此后越发

受到重视。

在军队建设中，神机营起到了示

范和标杆作用，推动了火器更加普遍

地装备部队。水兵、骑兵等各个兵种，

都开始配置火器，寻求冷兵器和火器

的最佳配置。明代战船也已经大量配

备火器。郑和下西洋的战船就携带大

量火器用以自卫，这渐渐成为一种趋

势。随着抗倭形势的发展，战船配置

的火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断

加强。这种结合，以戚继光的军队为

最具代表性。

合理配置冷热兵器

除火器外，神机营也配备各种长

短冷兵器。这得自正统年间明军将领

顾兴祖的建议。当时顾兴祖担任“总

操神机营”，他认为火器会受到雨雪天

气等意外因素的影响，如果部队只配

备火器，一旦在恶劣气候条件下遭遇

敌 军 ，很 有 可 能 会“ 枪 铳 火 器 仓 卒 难

用，无他兵器可以拒抗”，故此他请求

“每队前后添设刀牌”。明英宗采纳了

顾兴祖的建议。此后，神机营的装备

更讲究冷热搭配，但仍以各种火器作

为主战武器。

戚 继 光 的 步 兵 营 共 有 官 兵 2700

人 ，其 中 配 置 鸟 铳 的 士 兵 为 1080 人 ，

如果再加上火箭手，使用火器的士兵

达 到 编 制 总 数 的 一 半 。 骑 兵 营 编 制

也 为 2700 人 ，其 中 各 种 鸟 铳 手 、快 枪

手 、火 箭 手 相 加 ，也 接 近 一 半 。 水 兵

营 中 ，火 器 的 配 置 比 例 更 高 ，超 过

50%。战船上，除冷兵器外，更是大量

配置大发熕（舰首炮）、佛郎机、火炮、

鸟铳等各型火器。至于车营，更可视

为专业的火器部队，是对明代前期神

机营的发展。

车兵重新崛起

火器的迅速发展，让车兵呈现重

新崛起之势。车兵盛行于我国商周时

期，但在秦汉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为

骑兵、步兵和水师等兵种所替代。这

一状况在明代发生了改变。戚继光的

车 营 共 有 士 兵 2604 名 ，配 有 炮 车 128

辆，佛郎机炮 256 门。除机动性强的炮

车外，车营还配有鸟铳手 512 名，佛郎

机手 768 名。不难看出，火器手的人数

也占据了车营的一半以上，其他的则

为军官和必备的勤杂人员。

在火器技术快速发展的明代，有

识之士先后建议朝廷恢复车兵。正统

十二年（公元 1447 年），总兵官朱冕建

议“ 用 火 车 备 战 ，自 是 言 车 战 者 相

继”。其中所谓“火车”，实则是配置了

火器的战车。明代最新设计的战车，

可视为现代装甲车的“鼻祖”，已与先

秦 时 期 的 战 车 大 不 相 同 。 景 泰 元 年

（公元 1450 年），明军将领郭登继续建

议建造战车。他提倡建造的战车名叫

“偏箱车”，希望达到“遇贼来攻，势有

可乘，则开壁出战；势或未便，则坚壁

固守。外用常车，载大小各样将军铳”

的效果。这种设计理念与现代装甲车

的作战效果相类，不仅将车身作为护

卫工具和运载工具，而且要装载必备

的火器，适时打击敌人。此外，战车上

还装载一些必要的冷兵器，但主要配

备的是火器，力求各种装备完美结合，

从而使这种“装甲车”最大程度发挥战

斗力。从天顺六年（公元 1462 年）到万

历三年（公元 1575 年），明代每年建造

战车达数千辆。

总之，火器技术的发展、各种先进

火器的陆续发明，深刻影响了明代建

军思想，加快推动了明代军队编制体

制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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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23 日，中

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为打乱国民党对

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部署，集中

红 四 方 面 军 主 力 和 黄 安 独 立 团 共 8 个

团，主动对国民党军第 69 师设防的坚固

据点黄安（今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实施

进攻作战，取得了红四方面军成立以来

的第一次大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我军

于 1931 年 4 月缴获的一架国民党空军轰

炸机初次参加作战，黄安战役也由此成

为红军首次有飞机支援的攻城战。

乘敌未稳，决意拔点。 1931 年 11

月，蒋介石集结国民党军 15 个师于豫东

南、鄂东和皖西地区，企图对鄂豫皖苏

区发动第三次“围剿”。11 月 7 日，中国

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

立，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决心抓住

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高涨、国民党内

部矛盾加剧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首

先发起黄安战役，以打乱国民党军的第

三次“围剿”部署，并巩固和扩大苏区。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

昌浩分析认为，黄安位置突出孤立、守

敌 战 力 不 强 、县 城 附 近 地 盘 均 由 我 控

制、“围剿”国民党军防守分散，于是决

定集中第 10 师 30 团 、第 11 师 、第 12 师

及黄安独立团等共 8 个团的兵力，采取

“牵制一部、扫清据点、围城打援、攻歼

夺占”的战法，实施“外线出击”的进攻

策略，以拔除黄安这个向鄂豫皖苏区中

心楔进来的据点。

肃清外围，断敌交通。 11 月 10 日

晚，红四方面军以第 12 师、第 10 师 30 团

为主力，在黄安赤卫军的配合下，向黄

安外围敌据点发起攻击，迅速夺控黄安

城西徐家、东王家等前出据点，并迅速

构建阻敌部署，多次击退城内及外围守

敌的增援。第 11 师和黄安独立团在麻

城赤卫军的配合下，对配属国民党军第

69 师的第 30 师 207 团展开攻击，先后在

放牛山、三里店、豹龙山等地击溃宋埠

敌第 30 师、歧亭敌第 33 师、麻城敌第 31

师和黄安守敌第 69 师的增援兵力，夺占

黄 安 城 南 的 桃 花 店 和 城 西 南 的 高 桥

河。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第 10 师的 2

个团和第 73 师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有

效牵制了国民党军豫东南、皖西地区的

各 4 个师，使敌不能对黄安实施有效增

援。激战至 20 日，红四方面军肃清了黄

安县城外围全部据点，切断了黄安与宋

埠、麻城、歧亭之间的交通线，对黄安形

成了包围之势。

紧缩合围，诱打援敌。 11 月 21 日

起，红四方面军指挥第 12 师和黄安独立

团加紧压缩对黄安守敌的包围，第 11 师

和黄麻赤卫军在黄安以南附近地域构筑

了数道阵地以阻敌援军。22 日至 23 日，

黄安守敌为改变被围处境，企图向南出

击、重占桃花店、打通与宋埠的联系。红

四方面军第 12 师和黄安独立团采取“正

面迎击、翼侧出击、三面合击”的战法，连

续两次击退守敌，将其逼回城内。战至

27 日，围城部队攻占了黄安东关、西关，

并抵近北关。由于城东北的课子山敌据

点工事坚固难克，我军多次强攻无果，遂

就地构筑工事加强围困。

12 月 7 日至 9 日，驻宋埠之敌第 30

师集中 2 个旅共 4 个团自宋埠北援，红四

方面军第 11 师采取“边打边撤、节节阻

击、诱敌深入、迂回包抄”的战法，将援敌

引诱至嶂山预设伏击阵地，随后乘敌立

足未稳之际，分别从两翼对敌发起猛烈

攻击，一举全歼敌先头团，余敌溃逃。12

月 18 日至 20 日，红四方面军集中第 11

师主力、第 10 师 30 团和黄麻赤卫军采取

了“正面突击、两翼包抄、分割围歼”的战

法。在我军阵地几乎被敌突破的情况

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亲自带总

部手枪营赶到前线支援，急令打援部队

全线反击。经激烈血战，我军在黄安城

南嶂山地域击溃了由宋埠、歧亭增援的

敌第 33 师、第 31 师共 8 个团的猛攻。

空地协同，总攻歼敌。在红四方面

军的重兵围困和强有力政治攻势下，黄

安守敌已弹尽粮绝、待援无望、军心动

摇，又见援敌被我多次击溃，部分官兵跳

城投降。

12 月 22 日 10 时，红四方面军政治

委员陈昌浩乘坐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列

宁号”飞临黄安上空，在炸弹和传单支援

下，黄安独立团和赤卫军乘敌慌乱攻占

黄安城东北制高点课子山，歼灭国民党

守军 1 个营的大部。

22 日 22 时，红四方面军发起总攻，

总指挥徐向前率领第 12 师第 35 团从黄

安城西北角突然袭击，迅速突破城垣，守

军 5000 余人仓皇从城西突围，被政治委

员陈昌浩率领的第 11 师、第 12 师主力全

歼于城西南郊倒水河两岸。23 日，敌第

69 师师长赵冠英在化装逃往河口镇的

途中被赤卫军俘获。

黄安战役中，红四方面军指挥员注

重发挥我军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在紧

盯敌人弱点的同时，积极创造战机，谋势

布局，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进

而获取了战役的胜势。

黄安战役的胜利，得益于红四方面

军充分利用根据地，有“先夺外围、长期

围困、逐步弱敌、创造条件、寻机全歼”战

役方针的正确指导。部队灵活运用吸点

打援、分割围歼、诱敌深入、迂回包抄等

机动战法，我军官兵充分发挥英勇顽强、

不畏牺牲、敢打硬仗、善打恶战的优良战

斗作风，人民群众也踊跃参战、积极支

前，大力支援和配合。

黄安战役历时 43 天，红四方面军共

歼灭国民党军 1.5 万余人，活捉敌第 69

师 师 长 赵 冠 英 ，缴 获 长 短 枪 7000 余 支

（挺）、迫击炮 10 余门、电台 1 部。此役致

使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

剿”胎死腹中，使黄安、麻城、歧亭、孝感

等县的苏区连成一片，丰富了红军围城

打援的作战经验。

鄂豫皖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

后，红军决定撤离根据地。为免“列宁

号”再次落入敌人手中，红军决定将其拆

卸、分散掩埋在山沟中。“列宁号”在我军

的历史上可谓昙花一现，但它却催生了

我军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局、进行了第一

次空中侦察和空中运输，留下了一段令

人难忘的历史。

黄安飞起“列宁号”
红军首次有飞机支援的攻城作战

■肖 杰 薛闫兴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明清兵学明清兵学

《《送郎当红军送郎当红军》》曲谱曲谱

神机营神机营

““列宁列宁””号飞机号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