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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史

沧桑岁月里的那道彩虹

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却很少摸
枪。然而有一场战斗，他亲自持枪上了
战场。这场战斗就是大柏地战斗。90年
前的瑞金大柏地战斗，是红4军主力转战
赣南、闽西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战斗，被陈
毅称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
争”。1933年夏天，毛泽东再次经过大柏
地，触景生情，写了《菩萨蛮·大柏地》。

红军下山遇险情

1929 年 2月，一支部队由会昌进入
瑞金。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又黑又
瘦。这就是刚从井冈山上下来，一路遭
到敌人围追堵截的红4军。

井冈山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引起了蒋
介石的恐慌。1929年 1月，湘赣两省国民
党军调集 6个旅 3万余人的兵力向井冈
山发动了第三次“会剿”。为打破敌人的
“会剿”，并解决衣食给养问题，红 4军军
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
率红 4军主力第 28团、第 31团及军部特
务营、独立营3600余人，从井冈山向赣南
进军。红 4军沿赣粤边界的深山老林行
走，风餐露宿，处境十分艰难，沿途还遭
遇敌李文彬旅和刘士毅旅的围追堵截，
屡次陷入险境。

在大余县，与李文彬旅激烈交火时，
红 4军第 28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
后在转移途中牺牲。在安远县孔田镇摆
脱了李文彬旅的夹击后，红 4军连夜向

寻乌转移。在寻乌吉潭圳下村，又遭刘
士毅旅两个团的偷袭，伤亡很大。朱德
的妻子伍若兰受伤被俘（后在赣州英勇
就义）。在福建武平和江西会昌边境的
罗塘，红4军再次遭到刘士毅旅的阻击。

队伍行进到瑞金武阳境内时，抓到
了一个 20多岁、身材结实、形迹可疑的
年轻人。经盘问，得知这个年轻人叫谢
仁鹏，瑞金安治人，是瑞金早期的革命积
极分子、共产党员谢仁鹤的弟弟，曾参加
过国民党军蓝玉田部，因看不惯蓝玉田
部的腐败，与杨斗文（武阳螺石人，是瑞
金早期共产党员）一起携枪跑了出来。
为躲避追杀，他们藏在武阳的山坳里，不
料却与红军队伍巧遇。出于好奇，谢仁
鹏跟着部队走了一会儿，没想到被警惕
的警卫员当作奸细抓了起来。

问清缘由后，毛泽东命人给他松绑，
并请他当红军的向导，谢仁鹏欣然应
允。谢仁鹏对敌情很了解，又熟悉本地
地形，在他的带领下，红 4 军专门走小
路、走捷径。他们经过武阳的连坑，翻山
越岭来到云石山境内，准备从沙洲坝、黄
柏的小路直奔大柏地。而国民党追兵由
于对路况不熟悉，被红 4军远远甩在后
面，拉开了将近半天的路程，为接下来红
4 军在大柏地打伏击战创造了有利条
件。

冒险夺报知敌情

红 4军行至沙洲坝乌石垅时，毛泽
东派一支小分队突入瑞金城内侦察敌情
并收集报纸。贺子珍自告奋勇地要加入
侦察小分队。出于对贺子珍的安全考
虑，朱德不同意。倒是毛泽东了解自己
的妻子，同意让她去了。

朱德命令第 31团第 1营第 2连连长
张宗逊率部突入瑞金县城；第 28团绕过
县城继续向北，在黄柏待命；特务营和独
立营在县城周边策应，待小分队回来再
一起撤离。

当时驻守瑞金县城的是国民党福建
省防军混成第2旅郭风鸣的一个营，本是
土匪出身，被国民党收编，平日里只会欺
压百姓，真正打起仗来贪生怕死。他们
听到探子报告有大队红军朝县城开来，
而且是大名鼎鼎的朱、毛红军，于是惊慌
失措地卷起细软躲到城外去了。

时近傍晚，红军小分队未放一枪就
进入了瑞金县城。贺子珍和张宗逊进到
县邮局，从邮局柜台上、墙角的报纸堆
里，按日期挑了一些报纸捆起来，迅速撤
离。岂料他们刚从邮局出来，就遇到折
返回来的敌人。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朝
贺子珍一行人开枪。张宗逊立即指挥部
队就地散开，边打边退。贺子珍在张宗

逊等人掩护下，抱着报纸骑马往回返。
此时，毛泽东、朱德、陈毅正在距黄

柏圩五华里的松林里休息，等待贺子珍
他们回来。猛然听到县城方向传来枪
声，陈毅登上土坡向远处一望，发现几十
个敌人正在追赶策马而来的贺子珍等
人。他立即带领 30余人直扑敌军，张宗
逊也带领小分队返身杀入敌阵，一举将
敌人击溃。

贺子珍在黄柏圩追上军部，将一大
捆报纸递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和朱
德查阅报纸，得知一路尾追而来的是国
民党军刘士毅旅第 29 团和第 30 团，约
2000余人。

顺应军心打伏击

红 4军行进到大柏地境内时，已是 2
月 9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这时，军部
命令部队往宁都方向开拔。

当红 4军担任前卫开路的第 31团第
3营走到瑞金黄柏圩、隘前一带时，敌人
刘士毅旅、肖致平团等“追剿”军也到了
瑞金境内，两者相差不过 3个多小时路
程，情势很危急。行军休息时,前卫第 31
团的一些战士围拢到第 3营党代表罗荣
桓面前，说：“天天被敌人撵着跑，这都年
三十了，还要往哪里走？党代表，向上级
反映反映，打一仗吧！不打掉敌人的嚣
张气焰，我们休想安生。”

罗荣桓同营长陈正春商量后，跟军
部反映了战士们的意见，向上级请战。
听了罗荣桓等人的汇报，毛泽东、朱德立
即召开前委紧急扩大会议，顺应军心，果
断作出决定：此仗必打，以振军威。因为
他们心中有数：大柏地距瑞金城北 30公
里，其南端从隘前、麻子坳到大柏地，是
一条南北走向长约 6公里的峡谷。两旁
山高林密，一条曲径绕行谷底，直通宁
都，是打伏击的极好场所。

王家祠里定妙计

随后，毛泽东在王家祠主持召开会
议，决定利用大柏地有利于伏击的地形，
诱敌深入，歼灭尾追之敌。红 4军营以
上干部齐集王家祠内的军部，大家听说
要与刘士毅大干一场，都很激动。

毛泽东先向大家介绍了敌情，然后
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大家的战斗热
情被充分调动起来。

朱德介绍了作战思路：从黄柏的龙
角山进入大柏地圩镇，是一条两边群山
对峙的地形，整个地方叫麻子坳。圩镇
前面的村庄叫杏坑（即前村），这里稍为
宽阔，是个设伏的好地点。这次要打他
个伏击、歼灭战。

参谋长朱云卿详细讲解了战斗部
署：第 28团第 2营为前哨营，在杏坑附近
占领有利地形，掩护主力红军在大柏地
的安全展开，然后撤至大柏地附近担任
军预备队；第 28团第 1营从右翼向敌侧
后迂回，断敌退路；第 28团第 3营在牛寮
坑东侧高地占领阵地，担任正面阻击任
务；第 31团及军部特务营担任向敌右翼
侧击的任务。

将士鏖战壮军威

2 月 10日下午两时左右，追敌刘士
毅旅先头部队在黄柏与大柏地的界山龙
角山同我军接上了火。第 2营营长萧克
和营党代表胡世俭命部队故意将行李摆
放在路边，与敌人打一阵，退一阵，佯装
败退，将敌人引入杏坑附近麻子坳红军
布下的“口袋”。

但敌人似乎识破我军计谋，追了不
远，旋即后退到县城。侦察员向毛泽东、朱
德报告，朱德分析敌人怕中计，生怕跟我们
打山仗、打夜仗，估计明早敌人主力会全线
追来。毛泽东随即命萧克继续在龙角山设
伏，并命侦察人员深入县城附近监视敌人
主力动向，一有情况，马上回报。红军主力
除制高点留少数部队外，其他人下山休息，
明天天亮前进入伏击阵地。

次日凌晨，大雾、细雨，能见度极
低。上午 9时左右，敌人全部钻进了红
军设的伏击圈。敌人进至杏坑北侧时，

红军开始反击。第 28团第 3营由右翼迂
回，第 31 团第 3 营由左翼攻击。10 时
许，敌人继续向大柏地前进。这时，第
28 团第 2 营加入战斗，从正面攻击敌
人。第 28团第 3营迂回到杏坑南侧的茶
亭岽，歼灭了敌军指挥所，截断了敌人的
退路。朱德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红军
将士们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但是红军
毕竟子弹少，沿途又有损无补，火力薄
弱，逐渐出现僵持局面。

生死存亡关头，朱德指挥伏在半山
坡作为总预备队的独立营和直属队向山
下猛冲。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拿起
一把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
身边的警卫排长受伤了，毛泽东仍奋不
顾身地向前冲。朱、毛深知，红 4军生死
存亡，在此一举。红军以泰山压顶之势
扑向敌人，于正午时分全歼被围之敌，俘
敌 800余人，缴枪 800余支。可以说，大
柏地战斗是红 4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
场战斗。

荣光背后，离不开烈士们的牺牲。
一些年轻的红军战士为了大柏地战斗的
胜利，长眠在这片土地。因时间紧迫，红
军匆匆打扫完战场，雇请当地百姓一起
埋葬战士遗体。看到有些战死的红军衣
衫破烂，没有穿鞋，老百姓跑回家里找来
一些衣物、草鞋，为他们穿上。因为当时
条件简陋，所以连一个墓碑也未立，为了
便于日后辨认，他们在墓前放了些青砖，
刻上一个五角星，以示纪念。

不朽诗篇美名扬

大柏地一战，是红4军主力下井冈山
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沉重地打击了敌
人，使红4军摆脱了一路被敌人尾追的困
局，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赢得了民心，
为之后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创立革命根
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毅于当年 9
月 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高度评价
道：“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
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
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
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1933年夏，已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再一次
来到大柏地。

这天午后，恰雨过天晴，一挂彩虹高
悬天上，群山苍翠欲滴。毛泽东环顾四
周，摸着路边农舍墙上的累累弹孔，忆起
当年红军在这里拼死打伏击的场面，心潮
澎湃，诗兴盎然，吟成《菩萨蛮·大柏地》一
词：“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毛泽东持枪上战场的大柏地战斗
■钟燕林

慕名来到郭昌、董祖安夫妇家采
访，客厅的墙上，是两个人的结婚照，拍
摄时间是 1956年 1月 17日，旁边还有董
祖安当女坦克手的照片。

董祖安，曾是新中国第一批女坦克
手。郭昌，曾经担任中国兵器工业北京
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 618 工厂副厂
长，从学着怎么“修坦克”，到参与设计
了新中国第一台履带式装甲车，见证着
一代又一代新型装甲车下线。

在郭昌、董祖安家中的柜子里，摆
着一台台装甲车的模型。2019 年国庆
节期间，郭昌度过了 89岁的生日，他笑
着说，两人是因为“坦克”结缘。而让他
们更加感慨的是，70年来新中国国防工

业建设，尤其是坦克、装甲车事业，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修理到制造的发展历
程。今年的国庆阅兵仪式，郭昌、董祖
安守着电视机看了好几遍。当一辆辆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制造”的坦
克、装甲车在阅兵仪式中出现，董祖安
说：“我真的太激动了！国家越来越强
大了！”

1952年国庆节，董祖安和战友们驾
驶着坦克，在沈阳参加国庆阅兵。

董祖安原是上海“国棉十一厂”的

纺织女工。作为家中的独生女，她当年
决定和青工们一起响应国家号召参军，
成为解放军的一员。1952年，东北长春
“装甲兵技术部”决定开办“新中国第一
个女坦克手培训班”，董祖安等 11人被
派去学习“开坦克”。
“当时很多东西都不懂，我们都是

工人出身，哪懂得什么是坦克呀。”董祖
安回忆，“当时我们这群文化程度不高、
从未干过技术工作的女工，面对复杂的
坦克构造、技术理论和驾驶要领，确实
难度太大，加上女孩子体力也比较差，
单是掌握操纵杆就要20公斤的拉力。”

学习驾驶坦克的时候，董祖安还不
到 20岁。身材娇小的她，不仅要拉得动
操纵杆，还要将重几十公斤的电瓶搬上
搬下，在车外爬上爬下，在车内钻来钻
去，更要学习坦克火炮和高射机枪的安
装与操作维护。

谈起当年训练时的刻苦，董祖安对
每个细节都记忆犹新：“为什么要身材
娇小的女孩子？因为车内空间非常
小。拉动操纵杆吃力时，还会把头顶在
车厢顶上借力。”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和
训练，董祖安和战友们都能够自如驾驭
那重达30多吨的坦克了。

如今，董祖安还保存着当年训练时
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董祖安和“搭档”
坐在坦克上的合照，“现在失去联系了，
很想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郭昌说：“我是学造船、修船的，后
来怎么跑到装甲部队来了呢？说起来
很有机缘。”郭昌原籍广东佛山，1930年
在香港出生，8 岁跟随父亲到上海念

书。后来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学习发动
机专业。

1951 年，郭昌正在“美制大型登陆
舰”上修理“主机”，厂里收到一封电报，
因为急需修理坦克的技术人员，郭昌被
调到北京。“当时领导问我，你会修坦克
吗？我摇摇头。”

就像董祖安开始以娇小的身材“挑
战”30吨的坦克，好学自信的郭昌也开
始了在坦克、装甲车领域的积极学习之
旅。从技术员、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到
副厂长。

今年国庆节期间，央视财经频道
报道了郭昌所在的中国兵器工业北
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这里专门
研制生产装甲车辆。70 年过去，这家
企业已经从简陋的兵器维修厂发展
壮大，拥有了研发生产世界一流装甲
车的实力。我国某型履带式装甲车
就产自这里。该型装甲车，能实现全
天候作战，其机动性、火力、防护性能
和网络信息等综合性能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

在郭昌、董祖安家客厅的柜子里，
摆放着两排“宝贝”——坦克、装甲车的
模型。每一个模型上都标注着型号与
生产厂家，对每一台坦克、装甲车的来
历与参加阅兵的光荣历史，郭昌都如数
家珍。董祖安保存的一叠证书中，有一
张就是她完成国庆阅兵任务获颁的“一
等功”证书。“现在都是全自动，我们那
个时候可没有自动的，都是手动。”在郭
昌详细介绍每一辆坦克、装甲车时，董
祖安也笑了起来。

郭昌、董祖安夫妇—

情系坦克装甲车
■路漫漫 游曼妮

军史珍闻

发掘，历史深处的精彩

1951年9月，洪水过后，美国在朝鲜出
动大批飞机对我方铁路干线及交通枢纽轮
番狂轰滥炸，实施所谓“绞杀战”，妄图切断
志愿军运输线。1951年9月至12月的4个
月里，美机在铁路上投掷炸弹6.35万枚，对
新安洲、价川、西浦“三角地区”实施重点轰
炸，破坏铁路3000多处。铁道兵团抢修部
队调整部署，集中兵力，随炸随修，加之高
炮部队密切配合，有力地打击了美机的嚣
张气焰，抢修速度加快，粉碎了美军对“三

角地区”的封锁。1952年 1月至6月，美军
又采取“炸两头”的战术，拦截志愿军物资
来路和去路。铁道兵团重新调整部署，加
强重点地段的抢修兵力，采取抢建迂回线
和便线便桥等办法，开辟多条通道。同时，
加强现场防护，组织部队白天作业，提高抢
修速度等，从而粉碎了美机“炸两头”的战
术，取得了反“绞杀战”斗争的胜利。

京义线“317”公里地段，是西线铁路
的咽喉，美机在这一地段扔下炸弹3000余
枚。担负抢修任务的铁道兵团第2师指战
员提出：“有我们在，就有钢铁运输线！”

图为陈列在铁道兵纪念馆的抢修部

队不顾定时炸弹爆炸的危险坚持抢修铁

路的照片。

志愿军铁道兵在定时炸弹爆炸时抢修铁路
■赵其红

图文军史馆

在无声中感受历史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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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柏地战斗纪念馆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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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昌、董祖安夫妇在家中客厅留影。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