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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斗争史册上，
涌现了千万个泣鬼神、动天地的年轻的巾帼英雄。她们，曾受旧制度的
压迫最深最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她们一旦觉醒起来，其斗争精

神更持久、更坚韧，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以至自身的彻底解放，
甘愿付出一切。本期刊登的5位女英烈，就是她们中的杰出代表。

——编 者

巾帼英烈，年轻的身影至今栩栩如生

任志贞原名任海棠，1914 年出生
于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任家砭的一
个革命家庭。父亲任广盛早年就跟着
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的谢子长参加革
命，后担任安定县北区党委书记。任志
贞自幼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立志要
成为谢子长和父亲那样的人。

1926 年，年仅 12 岁的任志贞就加
入农民协会宣传队，1928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父亲任广盛不
幸牺牲，这更加激发起她的革命斗志。

1931 年，中共安定县委批准任志
贞转为共产党员，她更名为“志贞”，以
誓永远做党的忠诚战士。当时，中共安
定县委在瓦窑堡的联络站遭到国民党
“进剿”的破坏，党组织研究决定派任志
贞到瓦窑堡担任地下交通员。从此，她
踏上了直接为党的革命事业工作的战
斗征程。

任志贞利用瓦窑堡女校的学生身份
做掩护，主动接近国民党驻军，收集情
报，传递消息。1931年秋，国民党军队
妄图派一个骑兵排，伏击转战到安定的
红军晋西游击队。在获悉这一重要行动
后，任志贞及时将情报送出，使得晋西游
击队不仅避免了伤亡，还取得一举歼灭
敌军一个整建制骑兵排的胜利。

1933年 5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陕
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成立。党组织考虑任
志贞随时面临被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危险
处境，决定派她到红军游击队工作，担任
第一支队一分队政治指导员，使她成为
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女红军。

1933 年秋，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
“围剿”，红一支队主力南下，留下红一
分队继续在陕北活动，以牵制敌军，保
护游击区的群众。任志贞和分队长带
领游击队员们转战在安定、横山、靖边
三县交界处地区，取得了多次胜利，打
击了周边反动势力，扩大了游击区。

随着革命队伍的壮大，国民党当局
越来越恐慌，并组织在安定、延川的驻
军和民团对游击队加紧“围剿”。1933
年 11 月，红一分队转战到延川县的关
庄，计划在此地休整一段时间，不料在

玉盘山被敌重兵包围，任志贞率部奋勇
突出重围，辗转返回安定地区。为了保
存革命火种，上级党组织决定让红一分
队暂时分散隐蔽，待机再起。分队解散
后，任志贞被陕北特委调任到绥德县开
展工作，因叛徒戴宗智出卖，被国民党
瓦窑堡驻军逮捕。

任志贞入狱后，国民党军营长张建
南喜出望外，认为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肯定好对付，决定要在她身上打开突破
口，清理安定县的共产党人。张建南用
花言巧语诱骗任志贞，想获得地下党人
的名单，而她坚定地回答说，想要得到名
单就把我这颗心挖出来看去。穷凶极恶
的匪兵企图用酷刑逼出口供，棍子、鞭
子、烙铁、竹签等各种刑具都用了，任志
贞被打得浑身是血，甚至昏死过好几次，
但她始终严守秘密、坚贞不屈。

任志贞被捕后，党组织曾想过多种
方法营救，但均未能成功。1934 年 2
月，年仅 19岁的任志贞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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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上产幽兰，乔木林中共草
蟠。漫道林深知遇少，寻芳万里几回
看。”这是 1962年 3月 4日朱德元帅重上
井冈山时的赋诗《咏兰》，以此表达对曾
经的革命伴侣伍若兰烈士的怀念之情。

伍若兰，1906 年 3月出生在湖南省
耒阳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6年秋，
伍若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委
员、耒阳县农会妇女部部长。伍若兰积
极投身农民运动，大力宣讲革命道理。

1928年 1月，朱德、陈毅率领的中国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开到湖南。部队进
入耒阳后，协助建立耒阳县苏维埃革命
政府，伍若兰当选为县妇女联合会主
席。她工作作风泼辣，组织能力出色，
文化知识广博，深得朱德的赞赏和喜
爱。经县委同志介绍，伍若兰同朱德结
为夫妻，并随朱德奔赴井冈山。朱德率
领的湘南起义队伍与毛泽东率领的秋
收起义队伍在砻市胜利会师后，组成工

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
任党代表，伍若兰被任命为军部宣传队
队长。

伍若兰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宣传员，
而且有着“双枪女将”的美名。古代的
女将射箭可百步穿杨，而女红军伍若
兰，左右手打枪能百步穿孔。6月，伍若
兰随部队在永新的七溪岭，参加抗击湘
赣两省之敌“会剿”井冈山的战斗，当时
国民党军用七八挺机枪作掩护，占领了
笠月亭下面的风车口，直接威胁到红四
军军部指挥所的安全。在这紧要关头，

朱德一跃而起,跳出战壕,端着机关枪向
敌群猛烈扫射，伍若兰怒睁双眼，手持
双枪，也跃出掩体，战士们紧随其后，向
国民党军发起猛烈冲击，一举夺回了风
车口。

12月，国民党军又调集湘赣粤三省
18个团的兵力，加紧策划对井冈山的第
三次“会剿”。为保存实力，红四军决定
留少数力量坚守井冈山，朱德、毛泽东
率领红四军主力，踏上转战赣南闽西的
征程。

1929 年 2月，指战员们冒着严寒进

至江西的项山。队伍的长途行军转战，
饥寒交迫、人困马乏，落定后大家很快
进入了梦乡。次日清晨，正在熟睡的部
队，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部的一个团偷
袭包围。朱德率警卫排同敌展开激战，
伍若兰为保护毛泽东和朱德等军首长
的安全，带一部分战士从敌侧翼进行突
击，将火力引向自己。毛泽东和朱德等
脱离了危险，伍若兰却陷入国民党军重
围之中，因弹尽负伤后被俘，被押往赣
州。刑讯前,国民党反动派想引诱伍若
兰同朱德脱离关系，让她说出红军的下
落。伍若兰坚定地说：“要我同朱德脱
离关系，除非赣江水倒流！红军永远在
人民心里！”见软的不行，打手们就对她
动用了绳子吊、杠子压、灌辣椒水等种
种酷刑。面对严刑拷打，伍若兰宁死不
屈，忍着伤痛高呼：“红军一定会胜利！
革命一定会成功！”穷凶极恶的刽子手
们百般无奈下，于 2月 12日将年仅 23岁
的伍若兰杀害。

井冈山上不凋兰
■解海南

吴富莲 1912 年出生于福建省上杭
县水口区官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
幼给人做童养媳，受尽压迫。1930年投
身革命后，工作积极泼辣，爱憎分明，进
步很快，不久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妇女干部。

1934年 10月，吴富莲随红一方面军
从江西出发，参加长征，时任红军野战医
院政治处干事。1935年 8月，红一、红四
方面军在川北会师后，根据形势需要，部
分红一方面军干部调入红四方面军工作，
革命经验愈加成熟的吴富莲被任命为红
四方面军妇女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

1936年 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
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胜利会师，经过体
检合格的 1300余名女红军，整编组成妇
女抗日先锋团，众望所归的吴富莲被任命
为政治委员。10月下旬，妇女团奉命随西
路军西渡黄河，准备实现中革军委制订的
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下旬，西路军进驻永
昌、山丹，并建立了地方苏维埃政权。吴
富莲带领全团官兵，积极做群众工作。

12月底，妇女团随西路军总部直属
队进驻临泽县城，她们全部投入到发动群
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紧张工作和激烈的
守城战斗中。红军女战士们走家串户，向

当地老百姓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动
员老百姓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吴富莲利
用她在闽粤赣苏区通过发动妇女进而发
动群众的经验，召集妇女群众大会，动员
妇女把跑出去的男人叫回来，参加劳动生
产，参加革命活动。

不久，西路军遭到西北军阀马步青
和马步芳部队的顽强抵抗和反扑，战斗
异常残酷激烈。敌军把水井填了，把粮
食搜光了，妄图困死、饿死西路军指战
员。吴富莲和团长王泉媛白天指挥战士
们配合参战，抢救伤病员，运送弹药和食
物；晚上站岗放哨担任警戒，还要到村外

的冰河上挖冰，背回来化水。国民党军
就守在冰河对岸，每次破冰都冒着极大
的生命危险。

1937年 3月中旬，遭受严重损失的西
路军余部近 3000人，被数十倍的国民党
军围困于祁连雪山之中，为掩护主力突
围，妇女团女扮男装，改用番号，接替阵
地。主力突围之后，妇女团又与敌苦战了
两天，1000多名女战士此时幸存者仅300
人。吴富莲带领女战士与敌在祁连山中
周旋了好几个昼夜，最后冲出重围，躲进
深山。几个月的艰苦磨难，吴富莲患上了
严重的肺结核病，瘦得皮包骨头，行动困
难。麦子拔节的时候，搜山的国民党士兵
发现了她，把她押到武威，先是以利禄相
诱，继而又用马刀逼她投降。吴富莲既
不为利禄所动，更不以死为憾。她大义
凛然地说：“作为一个革命者，牺牲是早
就料到的！”在武威阴暗潮湿的牢房中，吴
富莲遭受着非人的摧残和疾病的折磨。
十几天后，这位优秀的红军女干部吞针自
杀，以死抗争，牺牲时年仅25岁。

莲花，长眠在河西走廊
■王金霞

李美群出生于江西兴国县城南门
一户贫苦农家。1928年 12月，17岁的
李美群参加了兴国暴动，她和姐妹们
一起拿起刀枪闹革命。在后来的革命
斗争中，她与坝南村的缝衣工人钟延
章结为伴侣，双双参加革命。钟延章
被选为乡雇农工会委员长并担任农民
赤卫队队长，李美群则当选为乡妇女
赤卫队中队长。1929年冬天，李美群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 6
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0 年 12 月，第一次反“围剿”
开始后，李美群连续经历了五次反
“围剿”。她的丈夫钟延章在第三次反
“围剿”战争中不幸牺牲。她闻讯悲痛
万分，强忍悲痛，擦干眼泪，继续战
斗。其间，李美群多次发动妇女筹集
经费，率领乡妇女赤卫队组织妇女担
任秘密交通员，为红军运送弹药、物
资，到医院驻地照顾伤员，缝补洗
刷；带领队员化装侦察，在煤油桶内
燃放鞭炮对敌干扰，得到红军前线总

指挥部的通令嘉奖。
1931 年 6 月，李美群调任中共兴

国县委妇女部长。次年 4月，又任少
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几个月后她又
调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她全身心投
入革命斗争工作，在工作中与省委组
织部干部倪志善相爱结婚。此时，中
央号召扩大红军。李美群不仅代表新
婚丈夫报了名，还回到家里，动员前
夫的哥哥和自己唯一的弟弟参加了红
军，李美群荣获了省委“送夫当红军
光荣”银质五角星奖章。兴国广大群
众都知道她送夫当红军、劝弟上前线
的动人事迹。因此，她走到哪里，哪
里的扩红工作就搞得轰轰烈烈。李美
群因为成绩突出，当选为江西省苏维
埃第二届执行委员。

1934年 1月，李美群回到坝南村生
下女儿的第三天，即赶赴瑞金沙洲坝参
加第二次全苏大会。会后，正值第五次
反“围剿”的前夕，中央苏区形势万分危
急。李美群回到宁都，即投入紧张的反

“围剿”斗争之中。10月中旬，国民党军
进攻兴国县城，她利用支前参战的间
隙，刚回到家里看望孩子，即接到少共
省委要她立即返回省委驻地宁都，接受
新的战斗任务的命令。这时她已经得
到第二个丈夫倪志善在前线牺牲的消
息，孩子是烈士的遗孤。李美群把未满
月的女儿包好，含着眼泪交给了婆婆。
婆婆为难地说：“女呀，我自己的老命都
不晓得早晚，怎么养得大你的女儿？”李
美群哽咽着说：“妈，您老人家带不了就
替我送给别人吧，不过，要把她送给革
命同志的家庭。”说完，跨上了少共省委
送来的骏马扬鞭而去。今天，江西兴国
革命烈士纪念馆内陈列的塑像“马前托
孤”表现的正是这一感人情景。

马蹄声在浓浓的夜色中渐渐远
去。李美群一去没有复返，红军长征
后她率领游击队上山，坚持斗争到弹
尽粮绝。她被捕后，在狱中铁骨铮
铮，宁死不屈。1936年春，黑牢和病
魔吞噬了年仅25岁的李美群。

催人泪下的“马前托孤”
■汤玉英

1933 年 8月的一天深夜，在白色恐
怖笼罩下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洒满
革命者鲜血的新县箭厂河乡油榨村，一
个年仅 16岁的花季女孩儿，一位已为革
命事业战斗了数个春秋的女共产党员，
被丧心病狂的土匪活埋在荒山野岭
上。她，就是大别山英雄儿女的出色代
表——肖国清烈士。

1917年杜鹃花盛开的日子，肖国清
出生在新县箭厂河乡油榨村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1926年，箭厂河乡开始打土豪
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还建起了供穷人
家孩子上学的学校。第二年，10岁的肖
国清背着书包进了列宁小学。以前过的
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如今不仅
有饭吃，还能进学堂读书，鲜明的对比让
小小年纪的肖国清对红军和红色政权产
生了由衷的热爱之情。

肖国清天生有一副好嗓子，走在上
学放学的路上，经常情不自禁地唱起在
学校学到的革命歌曲。当地苏维埃政府
的人员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找到她，动
员她参加革命队伍，做一名革命宣传

员。肖国清愉快地答应了。从此，她一
面继续在列宁小学读书，一面当宣传员，
后来当上了村里的儿童团团长，不久又
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2 年，肖国清从列宁小学毕业，
担任本乡的共青团书记，后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她走村串户，向农民宣
传革命道理，动员群众起来闹革命。她
巧妙地修改歌词，用歌声向游击队传递
信息，使游击队一次次化险为夷。她利
用自己年纪小不易被敌人怀疑的优势，
乔装打扮，深入敌营，侦察敌情，为游击
队送情报。

由于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
败，1932 年 10月，其主力撤离鄂豫皖根
据地。清乡团趁机反扑回来，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一次战斗中，肖国清为掩护
群众撤离，不幸落入清乡团手中。清乡
团团长易本应原以为让这个小姑娘屈服
易如反掌，先是巧言利诱，说如果肖国清
能提供游击队和共产党员的情况，并在
自首书上签字，就放了她。没想到肖国
清对此嗤之以鼻。见软的不行，匪徒们

就来硬的——罪恶的皮鞭在肖国清身上
留下道道血痕，通红的烙铁烫伤了她的胳
膊，尖利的竹签一根根扎进她的手指，乌
黑的秀发连同头皮被一片片撕下……肖
国清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她始终紧咬
牙关，宁死不屈。易本应气急败坏，作出
了一个残忍的决定。

夜幕下，山峦垂首，山风呜咽。面对
匪徒们事先挖好的大坑，肖国清毫不畏
惧，高昂地唱着国际歌，跳进了大坑。带
着血腥味的黄土慢慢没过肖国清伤痕累
累的身躯，但她那令刽子手们心惊胆战
的歌声穿过山林，穿透黑暗，在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的上空久久回响！

歌声回响大别山
■唐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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