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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7月 6日，红7军团在江西瑞
金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
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
在江西省德兴县重溪会合，合编为红10军
团继续北上，后组成以方志敏任主席的军
政委员会，随红10军团行动。11月下旬，
红10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由
于兵力过小陷入重围。1935年1月，军团
主力在赣东北的怀玉山地区被国民党军
包围，与10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浴血奋战，
由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方志敏被
俘。面对敌人威逼利诱和生死考验，方志
敏始终坚守革命气节，在狱中写下《可爱
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抒发了高
尚的爱国主义情怀，8月英勇就义。本文
记述了方志敏领导红10军团悲壮的战斗
历程和在狱中英勇斗争的故事。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我们红十军团
与从瑞金北上的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合
编后，在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北
上。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进攻我
华北。但是，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反动派，
却继续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他们从各方面调遣部队对我进行阻击，并
悬赏八万元的巨款，缉索方志敏头颅。

一路上，我们在群众的帮助下，击退
了沿途追击的国民党部队，仅一个多月的
时间，从江西打到长江南岸安徽省的太
平、泾县一带。先遣队势如破竹的行动，
使敌人惊慌起来，他们集中了数倍于我军
的兵力，在太平县的谭家桥一带对我军进
行围攻。激战中，我们受到了很大损失。
志敏同志为保存抗日力量，决定暂回根据
地休整，待机北上。于是他和先遣队的其
他几位负责同志率领部队走在前面，刘畴
西总指挥率领主力随后跟进。

这时，国民党在各个要道口都驻扎
了重兵，我们只得拣那些艰险、曲折、人
烟稀少的小山道走。

离开根据地后，两个多月的行军作
战，部队已是非常疲劳，而现在又是严寒
的农历十二月。许多人的鞋子走破了，手
脚冻得裂了口。饥饿、疲劳的身体，崎岖
难行的山路，单是行军就很困难了，何况
还有敌人在后面追击呢。后卫部队经常
和敌人相隔二三里路，几乎天天有战斗。

大约经过一个月的行军，先头部队
通过了乐（平）常（山）封锁线，进入了赣
东北老根据地。这时主力才到达根据地
的边界德兴地区。敌人很快就追上了他
们。志敏同志为了督促主力迅速通过封
锁线，又返回德兴地区。然而，敌人的主
力已经赶上来了。我们七次企图通过封
锁线，都没有成功。志敏同志不得不把
部队带回玉山、上饶两县边境，想从这里
进入根据地。谁知就在我们通过一个山
谷的那天晚上，又陷入了敌人的重围。

志敏同志带着我们，忍着雨雪饥寒，
冒着枪林弹雨，又连续冲杀了七昼夜。
他想尽了一切办法，企图冲出重围，都没
有成功。后来他把所有的部队组成一个
团，令我任团长，准备最后一次冲过敌人
的封锁线。但是敌人愈来愈多，我们步
步被困，始终冲不过去。最后，志敏同志
决定由我带着部队上怀玉山坚持。从
此，我们就和志敏同志分手了。

上山后的第一天，我们的枪弹已打
尽。敌人一拥而上，我脱身不及，就被
逮捕了。这天正是阴历十二月三十日。

敌人把我关在杭州警备司令部看守
所。在这里，遇见了保卫局局长周群、师
长李树彬、政委张胡天、组织部部长唐植
槐等同志。他们告诉我，志敏同志也被
捕了。听了这消息，心中万分难过。

四天后，敌人把我们送到南昌顾祝
同的行营看守所。李、张、周等同志被
送进了小房间，只有我和唐部长二人被
关在大间里。

一下监，就碰到我们的一个团政委
张文山同志。他告诉我说：志敏同志也
在这里，关在前面的一个小屋子里，到
前面草坪上吃饭时可以看见他。

以后，我每次去吃饭的时候，都有
意走得慢些。一天，果然看见了志敏同
志。他的头发和胡须长得很长了，穿着
一件蓝布棉大衣，腿上戴了一副大铁
镣，目光仍然那样锐敏，态度也仍然那
样镇静。听说他那个小房间，除了一个
单人铺外，还有桌子和凳子，桌上放着
笔砚和纸张。这是敌人想要志敏同志
给他们写反共文章而准备的，然而，志
敏同志却利用了这些东西，在监狱中继
续为党做了许多可贵的工作。

他看见我在门口，微微点了点头，
还没来得及说话，我就被狱卒赶走了。
在草坪上吃饭的时候，志敏同志又从玻
璃窗里用力地看我，好像有话要和我
说。我端着碗朝志敏同志望去，表示已
知道了他的意思，但心里像火烧一样，
一粒饭也咽不下。我痴痴地望着他，想
着如何对付当前的局面。

回去时，又经过志敏同志的门口，
这时刚巧没有人。二人相见，一时不知
说什么好。还是志敏同志先开了口：
“吃饭了没有？”

“没有吃！吃不下！”我愤愤地说。
“不要过分激动，保重身体要紧！”

他和平时一样关怀地说。
志敏同志温和亲切的声音，使我很

快联想到一件事情。
我在贵溪战斗中负伤后，躺在医院

里，脚肿得厉害，一个多月还未消下
去。有一天医生对我说：“你这条腿可
能要锯掉，再肿下去就要影响生命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担心地问。
“没有了，我们已向省委打了报告，

一等批下来就动手术。”
我想，我还年轻，没有腿，怎么作战

呢？难道我就从此不能上战场了吗？我
难过极了，痛苦地等待着报告的批示。
过了几天，报告终于批下来了，上面写
着：“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保住这条
腿。药在根据地买不到，可以到白区去
买，钱由省委报销。”下面是志敏同志的
亲笔签名。

志敏同志，正像他在《清贫》里所写
的，常常经手几百万块钱，但每一分钱都
是用之于革命事业，对自己却非常严格。
志敏同志是闽浙赣边区工农民主政府主
席。有一次，他父母跑来看他，想要点
钱。志敏同志对父母说：“我这个主席是
没有钱的，我经管的钱都是公家的……”
他要求父母和农民一样，种分给他们的一
份土地过活，同时，也不准政府对他的父
母有任何特殊的照顾。但是志敏同志对
革命必须用的钱，却是一点也不吝惜。我
反复阅读着志敏同志所批的报告，几天来
沉重的思想包袱一下子解除了，好像脚已
完全好了似的。事实也是这样，我的脚很
快就痊愈了，不久又重新走上了战场。

就在和志敏同志谈过话的当天晚
上，一个国民党的军事犯递了一张条子
给我。这个军事犯也是关在我们大间
里的，是一个青年学生。他被派去服侍
方志敏同志，每天早出晚归。据先入狱
的同志介绍，这个青年比较热情，喜欢
与政治犯接近。我打开字条一看，上面

写着：“这次被捕有多少干部？请你将
他们的名字告诉我。”

我看出了是志敏同志的字迹，多么
高兴呀！志敏同志的指示，使我又重新
活跃起来。当晚我就写了一个条子，向
他报告了最后几天的战斗经过和被捕
干部的名字。

第二天，军事犯又带来第二个条子：
“请你告诉我，哪些人坚决，哪些人怕死。
你应很好地向这些干部进行教育，在敌人
面前一定要顽强，怕死是没有用的。”

另外，他还带来一元多钱给我们买
菜吃。

第二个条子使我更加感动。在这样
恶劣的环境里，志敏同志却一刻也没有
忘怀崇高的革命事业和他亲爱的同志
们，他不顾一切困难，寻找一切机会对同
志进行教育。同样身为囚徒，他却把自
己仅有的一点钱给我们买菜吃。为了使
志敏同志很快了解情况，我写条子告诉
他：“同志们都很坚决，都很顽强！”

他接到这个条子很高兴，接着又来
了第三个指示：“我们几个负责人：方
（志敏）、刘（畴西）、王（如痴）、曹（仰
山）、周（群）、李（树彬）、张（胡天）等，已
准备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敌人一定要
杀死我们的。你们（指坐大牢的）不一
定死，但要准备坐牢。在监狱中要学习
列宁同志的榜样，为党工作，坚持斗争，
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

我万分感动地读着上面的字句，反
复地背诵着。志敏同志是这样勇敢地面
对着他即将到来的最后的日子！在监狱
里，他所耿耿不能释怀的，就是党的事业、
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事业；他最痛心的是
他将失去为党工作的机会。因此，在这残
存的日子里，他不顾一切利用着每一分
钟，写文章、写秘密信、写自己工作的经验
教训、写向全国人民和全党同志告别的遗
书。他了解同狱同志的情况，向他们进行
共产党员的气节教育……同时也积极地
准备着越狱的行动。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志敏同志用
自己“鲜血”写成的指示，感激志敏同志
对我的了解与信任，郑重地接受了这一
庄严的任务。于是我默默地提着那沉
重的笔，给志敏同志写了第三次回信：
“亲爱的志敏同志，感谢你在这样

的环境里，对我的了解与信任。请你放
心，你的指示我一定坚决执行！”

对志敏同志的监禁一天天严密起
来，从此就没有字条来了。敌人运用了
种种威胁、利诱的手段。听说蒋介石和
他的私人秘书曾来和志敏同志谈判，顾
祝同也曾以同学的名义想软化、说降
他，可是这一切卑鄙的伎俩，所得的回
答只不过是志敏同志给他们的痛骂：
“你们这些凶恶的强盗、汉奸、卖国贼、
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有什么资格来和我
谈判，我与你们是势不两立的。”在敌人
面前，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共
产党员伟大的英雄气概。

不久，判决书下来了，正如志敏同志
的判断，我们大牢里的同志，除我一人判
无期徒刑外，其余都判了一年、三年、五
年、八年、十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判决
后就把我们转到南昌军人监狱。从此，
我们就和志敏同志最后分别了。

到军人监狱不久，看守所又转来一
个犯人。据他说，方、刘等首长已英勇牺
牲了。刘、王、曹、周、李、张等首长是被
敌人公开杀害的。牺牲时大家高呼：“共
产党万岁！”“打倒万恶的国民党政府！”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志敏同志
是在下沙窝被他们秘密杀害的。敌人是
多么卑鄙啊！他们害怕人民起来反抗，
就偷偷摸摸地把志敏同志杀害了。

我知道他们英勇就义的消息后，心

中万分悲痛，组织了几个可靠的同志，
在监狱里秘密地举行了追悼会，介绍了
志敏等同志的生平事迹，并传达了志敏
同志在狱中的指示。在这个会议上，我
们都宣誓要继承志敏等同志的革命精
神，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

为了执行志敏同志的指示，我们开
始组织“十兄弟”，主要是为了争取国民
党军事犯参加群众性斗争，通过斗争来
考验和了解他们。经过一年多来的考
察了解，我和曾如清、何秉才等同志，在
监狱里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并发展了在
敌人面前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入党。抗
日战争爆发时，我们已是一个拥有三十
余名党员的支部了。八路军办事处成
立后，我们通过出狱的刘冲山同志和办
事处取得了联系，经过数次的交涉，国
民党不得不释放我们。我们终于实现
了志敏同志的遗志，重新踏上了抗日斗
争的最前线，回到了党的怀抱。

出来时，不仅有我们自己的同志，
而且还有在我们影响下的国民党监狱
里的逃兵和看守，他们也参加了我们的
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斗争的战场。

志敏同志虽然与我们永别了，可是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在逝世前，给全
党同志写的遗书里的一段话：
“……同志们：越狱恐怕不可能（主

要无外援），那时只有慷慨就义了！我
们不能完成的工作责任，只有加到同志
们的肩上了。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
志们！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这
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去了为党努力的
机会。你们要认识，你们能够为党工
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我和
刘、王等同志都是敌人刀口下的人了，
是再也得不到为党、为革命工作的机会
了，这是无可奈何的。我能丢弃一切，
惟革命事业，却耿耿在怀，不能丢却。
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
经常记起你们多年在一起奋斗的战友
之惨死，振起奋勇的精神，将死敌的日
本帝国主义赶走吧！将万恶的国民党
统治赶快推翻吧……”

同志们！让我们经常记住烈士们
的遗嘱吧！把他们的鲜血化为我们工
作与斗争的力量，使共产主义的鲜花早
日盛开，以此来告慰烈士们的英灵。

乔信明 出生于1909年，湖北大冶

人。文中身份为红10军团第87团政治

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空

军后勤部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1963年逝世。

背负着方志敏同志的遗志前进
■乔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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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青藏高原上的高山还处
于“雪季”。早晨推开窗户，刺骨清冷
的雪风迎面袭来。雪线之下，是苍黄
的山与土，营区内零星一小片红柳白
杨间，夹杂着几棵小树苗，像我们这般
站了几个月军姿，就出落成一棵棵令
人赏心悦目的小苗苗。班长指着连队
门口那棵一米多高、花团锦簇的桃树
乐滋滋地说，前年它还只是筷子般高
的桃树苗呢。

早饭后，班长领着我们全班，一身
迷彩服、整齐穿戴装具，准备执行巡逻
任务，黝黑的脸庞上瞬间便镀满了高
原的朝霞。不过，每天的巡逻，倒是更
像一支减压剂。这中间，我的睫毛和
眸子都在剪辑、定格与记录着每份过
往的美好。

这是一片被自然伟力和历史流年
共同雕凿的空间与结构。沿路早已空
无一人的掩体战壕，孤零零地掩映在树
丛与荒草之间。风雨变换、日月轮转，
早已将一些鲜艳灵动的色彩与印迹斑
驳殆尽，只剩下一丝奇异、沉默。在稀
疏凌乱的杂草中，那条难以行走的土石
小路上，落满了我们几双作战靴整齐而
铿锵砸地的声响，路边偶尔掠过一只惊
慌奔跑的小野狗，或是惊起一只振翅而
飞的大乌鸦。

脚下这些大道小径，曾也回荡萦绕
着我们这般年纪和这身戎装的巡逻战士
的欢声笑语。在这些曾经遍布他们往昔
足迹的巡逻路上，我更加直观、透彻地感
悟着从指缝中无声溜走的似水流年。

在我们经过的悬崖下方几公里处，远
远隐约可见尘土飞扬、荒无人烟的219国
道，像一条巨蟒向前无限延伸。

在巡逻路上，相比偶尔碰见的几
个零散的牧民和他们的牦牛骏马羊
群，那一抹抹充满青春、灵动，鲜活、跳
跃的山花，便是我们眼中不期而遇的
惊喜。

我们绕过一道山脊，在那瓦蓝的碧
空和皑皑雪山、苍黄连绵的山脉间，阳光
在一树鲜红欲流的杜鹃花丛后，形成了
一道彩虹般绚烂的光环，一如路边五彩
的经幡一样美丽。西藏除了顽强的格桑
花、红柳、蒲公英、龙胆花以外，杜鹃花也
常见，而且还是植株高大、花朵艳丽硕大
的高山杜鹃，或红或紫或粉或黄。杜鹃
花又名映山红，单位举办歌咏比赛时，我
们连队唱的就是改编后的《映山红》：“映
山红哟映山红，英雄儿女哟血染红”。

巡逻路上，我们沿着向阳的山坡，细
心捡拾着一种叫地柏崖的枝条和一些完
整的牦牛粪，一并带回营区晒干后，都是
上好的燃料。

到了晌午，我们全班蹲坐在朝阳的

路边，掏出挎包里的干粮，就着军用水壶
里的温白开水，大快朵颐这“饕餮盛宴”。

班长很感慨地说起一位他新兵时班
里的老兵。他退伍前半个月，还坚持奔
走在巡逻的前沿。记得那天黄昏归队途
中，当大伙趁着暮色过山间独木桥时，老
兵不慎踩滑，被湍流刺骨的溪水冲击撞
到一块巨大的岩石上。

夜从四面八方奔涌过来，把他们吞
噬。四周隐约传来狗熊和野狼的嚎叫
声，令人神经高度紧张，加之高原缺氧，
所有人的胸口都像压着一块巨大的磨
盘。山间温度已经骤然降到零度以下，
众人额前的冷汗和手脚沾水的部位，都
逐渐结成冰碴。高寒缺氧和极度疲劳，
甚至让部分战士都产生了幻觉。当老
兵被众人奋力救起放置在岸边时，战栗
的老兵说，他恍惚觉得眼前有白影在晃
动跳窜，赶紧猛咬自己的舌尖，直到满
腔咸腥味的鲜血溢出嘴角，自己才清醒
过来。

听到这里，一个战友的眼泪，落到他
手里一直紧紧握住的咸鸭蛋上——早餐
桌上带出来的。一路上，我们都七嘴八
舌地调侃他，如果再握紧一些，只怕今晚
都会孵出一只盐水鸭了。他说，他舍不
得吃，准备给沿路村里的牧民家的小孙
子边巴带去。

返回的途中，我拔起一株两尺左右、
顶端缀着几枚花骨朵儿的小杜鹃花，准
备带回连队种下。

映

山

红

■
黄
自
宏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正西偏南的艳阳
■王久辛

正西偏南的艳阳 毒

且尖利 可以直接刺穿皮肤

把暗红的魔爪的爪印子

镀烙在我裸露的所有的皮肤上

不给人留面子 眼睑 鼻子

脖梗 包括耳轮子的背面

统统给你镀烙一层暗红 所以

我恨它 包括歌唱过它的歌王

那个帕瓦罗蒂 我也恨

他高亢的歌声刺穿过我的心

像他的太阳 在我的身心

镀烙下了魔爪的爪印子 使得我

遇见任何艰难险阻 都足趾向前

正西偏南的艳阳 毒

下午十五点至十六点的毒日头

是三伏中的每一天的 每一分

每一秒钟 最毒的 毒日头

连长说 夏练三伏 这个正西

偏南的艳阳 就成了我们班的

班战术 参训战友 共同的磨刀石

我恨这个三伏天 恨这块石头

它把我和我的战友 变成了黝黑瓷实

坚硬敦厚的石柱子 我则在回忆中

把它想象成了 浪漫的日光浴

正西偏南的艳阳 毒

于今为烈 我开始频繁地梦见

侦察连单杠上大回环后倒立的英姿

开始思念曝晒中流过的汗水 连长

古铜色的脸 和他口令一样

利落干练的气质 嗯 他有着

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力量空前

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

变成了我的筋 成为了我的骨

是我永远骄傲的魂魄

决不向任何艰难困苦屈服的精神

它给英雄 以钢筋铁骨

它给勇士 以不朽的辉煌

彩霞满天
■李永立

凌晨读党史，越读越厚重

感觉到夜色中有许多明亮的东西，比如

枪刺

点燃天上的星星

这时，我的血液中奔突一个人的名字

在江淮驰骋

他的名字比刺刀锋利

敌人的铁蹄，践踏在母亲的胸脯上

有一些带着火的诗句

在泛黄的纸张燃烧

我听到战马咴咴

掠过死亡和黑暗的土地

读党史，读一个人的37年

他生命中的风华岁月

带着崇敬朝觐一场又一场

殊死的战斗

所到之处，彭雪枫的名字是刺刀

扎向敌人的胸膛

凌晨读党史，我目光如炬

——彩霞满天，拂晓

一个中国军人

用死亡的手指扣住了1944年9月11日

把黎明的序曲轻轻拨响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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