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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陈列着
一封绝密信函——《周恩来给中共中央
的信——向潮汕进军的问题》。这封信
函为一张 16开信笺，内容用黑色钢笔书
写，信尾附有周恩来的亲笔署名。信函
的内容大致是：南昌起义军在南下行军
途中，周恩来向中央汇报起义军在瑞金
壬田、会昌两役的战斗情况及准备向潮
汕进军、建立工农政权等计划，并请求中
共中央在人员、弹药、经费等方面尽快支
援起义部队。原信未加日期，根据信中
内容大致可推测该信书写时间为 1927
年 9月中上旬。这封信原件存于中央档
案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于 20世纪 80
年代初复制了一份并对外展出。

这封周恩来亲笔书写的密函是如何
从南昌起义军中辗转送达给中央的？送
信人又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为了挽救中
国革命，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
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
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 2万
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
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
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起义后，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分批撤
离南昌。当时正值盛夏时节，行军路途
十分艰险，非战斗减员逐日增多。更为
严峻的是，南昌起义部队进军广东，引起
了国民党方面的震惊和惶恐。1927年 8
月 8 日，“国民党讨共第八路军总指挥
部”在韶关成立，以粤系军阀李济深为总
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下辖中央军、
左路军和右路军。其中，钱大钧率右路
军入赣堵截南昌起义军。很快，起义部
队就在瑞金壬田和会昌等地与钱大钧部
正面遭遇，双方发生激战。虽然起义军
三战三捷，但这支刚刚诞生的人民军队，
作战经验和战术方面都还不成熟，因此
在战斗中自身伤亡也很严重，特别是枪
支弹药等物资更是亟待补充。

1927年 9月初，起义军到达汀州，前
委决定部队暂作休整后再向潮汕进军。
针对部队存在的重重困难，周恩来专程
去信向中央报告《向潮汕进军的问题》，

信中写道：经过瑞金、会昌两役，我军伤
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很多，部队给
养困难。信中急切请求中央及共产国际
尽快补充弹药和经费，并派外交、军事相
关人员前来潮汕支援起义军。

这封信事关起义军存亡，必须尽快
安全送到党中央。派谁去送信呢？这个
人不仅党性要强、意志坚定，而且要灵活
机警、有勇有谋。善于识人的周恩来从
军中挑出了陈宝苻。他在信末写道：“去
人陈宝苻，已发来往川资，望即以回信交
其带来为要。”

周恩来指定的送信人陈宝苻是谁？
他能否完成这一重任？

陈宝苻，又名陈居玺，广西平南县人，
生于 1899 年，1922 年考入北京大学。
1924年 4月，陈宝苻由黄日葵、李国瑄介
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陈宝苻
担任北大第六届党支部书记，直到 1926
年毕业。毕业后，陈宝苻被中共北方区委
派到黄埔军校，随后又被南方区委派回广
西，协助黄日葵同志工作。1927年大革
命失败之际，陈宝苻在李品仙第8军政治
部担任军事股长。在国民党疯狂“清党”
的紧要关头，党组织派人秘密通知陈宝苻
立即离开武汉，前往南昌。

7月28日左右，陈宝苻抵达南昌，住在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工作
是收集全国各地的来信。随后，陈宝苻在
革命委员会中担任宣传委员，并以广西代
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
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见证了南昌
起义政权机构的成立。此后，陈宝苻随起
义部队一路南下，进驻汀州。

到汀州的第二天，周恩来来到陈宝
苻住所，十分郑重而又和蔼地对陈宝苻
说：“陈宝苻同志，现在让你去完成一个
非常重要的任务。送一个密件到上海给
党中央，文件内容是请中央与苏联商议，
运一些武器到汕头来支援我们。我们考
虑来考虑去，没有适合的人送信，最后考
虑你去比较适合。因为你会讲白话、客
家话、普通话，又对上海比较熟悉。相信
你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突然接到这个重任，陈宝苻既激动
又紧张。激动的是，自己能得到党组织
的如此信任；紧张的是，此行一路凶险，
自己不知能否安全把信送达。周恩来向
他叮嘱的三个关键词——“中央、苏联、
武器”让陈宝苻意识到，这封信与起义军

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年仅 28岁的陈
宝苻向周恩来保证，一定尽快把信送到
中央，不负党对他的信任和嘱托。

随后，周恩来指示陈宝苻化装成商
人，亲手交给他二百块中交票大洋，作路
费和购置服装之用。周恩来又仔细交代
了接头地点、方法。密信是周恩来用蘸
了药水的钢笔书写的，阅读时须用矾水
毛笔轻扫后方可显现。他交代陈宝苻把
密件藏在上衣口袋里，与解手用的草纸
混在一起。第二天，陈宝苻打点行装启
程出发，随身携带一支使用多年的外国
自来水笔，一路坐船来到上杭。

谁知刚一下船，陈宝苻就在关卡处被
国民党特务拦下。特务们遍身搜查，搜出
了他身上的那支自来水笔。特务不怀好意
地问：“你是干什么的？”陈宝苻说：“我是经
商的，准备到香港去，我叔父在香港是商
人。”可对方并不相信，笃定他带着水笔一
定是共产党的侦探，叫他从实招来。“笔是
用来记事的。”陈宝苻不动声色地答道。

特务冷笑了几声，喝令把他关押起来，
当晚就对陈宝苻进行严刑拷打。特务们用
一个米升筒把陈宝苻的左掌盖上，在指缝

里插上五根筷子，用力一夹，一股鲜血顿时
从米升筒缝里渗了出来，钻心的疼痛让他
浑身颤抖。但陈宝苻咬紧牙关，打死也不
承认自己是侦探，一口咬定只是个商人。

特务们无可奈何，用客家话说碰到
了个“死硬分子”。陈宝苻一听他们讲的
是客家话，便立刻用客家话对他们说：
“我确实是商人，在店里当店员兼会计，
那支自来水笔是记账用的。”敌人一听，
冷不防冒出来一个老乡，没有口供和证
据，再用刑，大抵还是结不了案。于是，
他们中止审讯，把陈宝苻押回监察室。

第二天早上，两个士兵押着陈宝苻
走出牢门，虚张声势地说：“拉出去枪
毙。”陈宝苻心想：信恐怕是送不到了，人
在信在，人亡信毁。陈宝苻做好了就义
准备……可刚走出大门口，两个士兵突
然扬起巴掌，“啪啪啪”打在陈宝苻脸上，
恶狠狠地骂了一通，随后就把他放走了。

脱险后，陈宝苻顾不上累累伤痕，立
即搭乘轮船去汕头。到汕头后发现，敌
人听闻南昌起义军将进驻汕头，已乱作
一团。陈宝苻在汕头等了一天，才坐上
一艘英国太古公司的小轮船前往上海。

上船后，风雨交加，船只能沿着海岸边缓
慢航行，最后用了六天六夜才到上海。

因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一到上海，
陈宝苻立即前往接头地点——黄浦江边
的报关行。入门后，陈宝苻对坐在最靠
前面写字台的人，用暗语问道：“某某先
生在吗？”那人一听，张口就骂了一句。
陈宝苻一听，知道事情不妙，转身快步走
出大门。报关行里面捕房的特务听见有
人说话，跟着追了出来。陈宝苻急中生
智，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一辆黄包车旁
边。一上车，他便叫车夫加快速度跑。
转弯地方，他迅速换乘另一辆黄包车，这
才安全逃脱。

此时，上海已陷入白色恐怖中，共产
党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无奈之下，
陈宝苻只好在上海先住下来，再另想其
他办法联系党组织。半个月后，陈宝苻
遇到一个同乡，谈话中慢慢了解到对方
也是共产党员，并知道一些地下党组织
的活动情况。在确定这个同乡是可靠的
同志后，陈宝苻对他说：“我手里有一封
密信要送到党中央，请你帮忙联系。”这
个同乡很快联系到上海沪南区委书记陈

公栩。陈宝苻在北大读书时就认识陈公
栩。很快，陈公栩亲自来到陈宝苻住处
取信。互讲了暗号后，陈宝苻放心地把
信交给陈公栩，请他帮忙转交给党中央。

不久，陈宝苻在报纸上得知起义部队
在潮汕地区遭到敌优势兵力围剿，起义失
败，余部已撤出汕头。他无法回到起义部
队中，只得继续待在上海。随后，他辗转
多地，在中国共产党地下活动场所从事教
育教学工作。1979年 12月，南昌八一起
义纪念馆工作人员辗转联系并采访到陈
宝苻同志，他对当年惊险传密函一事还记
忆犹新，激动地讲述了当年的那段历史。

如今，这封绝密信函静静地躺在展
柜中，薄薄的信纸上那密密麻麻的字迹，
不仅见证了人民军队创建之初所经历的
艰难险阻，更反映了共产党人忠诚担当、
坚定无畏的理想信念。

一 封 军 事 绝 密 信 函
■刘小花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 129师在
山西省潞城县东北部神头岭地区，巧妙
利用地形，灵活运用战术手段，“吸敌打
援”伏击日军，歼灭日军辎重部队近千
人，阻滞了侵入晋东南日军的“九路围
攻”。这场战斗，是我军继平型关伏击
战、广阳伏击战之后进行的又一次较大
规模的伏击战——神头岭战斗。

1938 年初，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
为打击与削弱侵入晋东南和占领长治
的敌人，并策应晋西的八路军第 115
师主力和晋西北的八路军第 120 师作
战，以牵制向黄河防线进攻的日军，八
路军第 129 师将主力部队向南转。3
月上旬，八路军第 129 师部队在邯长
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集结，寻机
歼敌。

邯长大道东起河北省邯郸，横穿太
行山区，沿线依次为武安、涉县、黎城和
潞城日军据点，均有重兵把守，武安有
敌 1500 余人，涉县有敌 400 余人，黎城
有骑兵 1000余人，潞城有敌 2000余人；
西与山西省长治至临汾公路相衔接，是
连接同蒲、平汉铁路，晋西、晋南日军取
得后勤补给的重要交通线。

八路军第 129师师长刘伯承，根据
“敌一处受袭，他处之敌必然出援”的规
律，并结合黎城、潞城之间有浊漳河相
隔，便于阻断交通，以及神头岭附近地
形复杂、便于设伏的判断，与八路军第
129师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共同
制定作战方案，决心“攻其所必救”，袭
击黎城，吸引潞城之敌出援，于潞河村
与微子镇之间神头岭地区伏击歼灭该
敌，并相机打击由涉县出援之敌。具体
作战部署是：以第 769团一部袭击黎城，

吸引长治、涉县日军来援；以该团主力
置于黎城东北之东黄须、西黄须，伏击
由涉县来援之敌；以陈赓旅长、王新亭
政治委员指挥第 386 旅辖第 771 团、第
772团及补充团于神头岭设伏，伏击由
潞城来援之敌。

受领任务后，第 386旅旅长陈赓率
部至神头村附近勘察地形，发现部队现
有的由国民党军绘制下发的地图与实
地不符。公路两侧并不是图中所绘制
的山沟，而是地势略高于公路的山梁，
山梁宽度有一两百米，没有任何遮蔽
物，只有些国民党军废弃的简单工事。
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沟对面是申家
山；山梁西部是手头村，住了几十户人
家，再往西便是微子镇、潞城。这样的
地形，实在不利于隐蔽，不适合伏击。
但陈赓还是决定利用国民党军的旧工
事，在神头岭打一场伏击战。陈赓说：
“地形是死的，人是活的。想吃肉，还怕
找不到一个杀猪的地方？”

1938年 3月 16日 4时，按照作战部
署，第 769团第 1营袭入黎城城关，与黎
城日军进行激烈巷战。在歼敌 100余人
后，第 1营立即撤出城外转至乔家庄南

侧。涉县的日军有数百人乘汽车向黎
城增援，在东黄须、西黄须与第 769团主
力接触，日军稍做抵抗便窜回涉县。5
时许，第 771团特务连烧毁黎城西南赵
店镇浊漳河上的木桥，切断了神头岭、
黎城之间的交通。8时 30分，潞城日军
来援之敌乘两辆汽车扑来，因木桥被
毁，被阻于河边。日军的主力部队于 9
时到达神头村附近集结，并派骑兵在我
军设伏地区搜索。

9时 30分，日军继续沿这条南北走
向的大道前进，待完全进入我军三面设
伏形如口袋的伏击地区后，第 386旅旅
长陈赓、政委王新亭当即指挥第 386旅
伏击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向其发起攻
击。第 771团于神头岭北侧迎头截击敌
人，第 772团、补充团从公路两侧对日军
实施夹击，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与日军
展开激烈的战斗。敌人的建制被我军
打乱，失去了统一指挥，重兵器和骑兵
均受地形限制，难以发挥作用。经过两
小时激战，进入神头岭的日军除了后尾
的 100余人逃脱外，全部被歼灭。13时
后，潞城、黎城的日军虽又连续增援，但
都被阻援部队击退。第二天，潞城的日

军 1000 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经过 1小
时的炮击后，再次进入神头村，但我军
部队已先行转移。此次战斗，共毙伤日
军 1500 余人，俘敌 8人，击毙与缴获骡
马 600余匹，缴获长短枪 550余支，我军
伤亡 240余人。

神头岭战斗，是“吸敌打援”歼灭敌
援军的典型战例，也在日军中引起极大
震动。一名从战地侥幸逃脱的日本《东
奥日报》随军记者，写了一篇名为《脱险
记》的通讯，称神头岭之战是八路军的
“典型游击战术”。这次战斗，是八路军
第 129师坚决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
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
针，是由红军时期的正规战向抗日游击
战争转变中获得重大胜利的几次战斗
之一。我军准确掌握敌情，适时定下伏
击歼敌于运动中的正确决心：注重现地
勘察，巧妙利用地形，正确选择伏击阵
地，进行严密伪装；同时，周密部署和使
用兵力，采取三面伏击，形成“口袋”，因
而收到了隐蔽突然、出敌不意、速战速
决之效。

1938 年 5 月初，朱德、彭德怀请刘
伯承介绍八路军第 129师同日军作战的
经验时，刘伯承提道：“我们的战术：一
是以优势兵力寻找敌人弱点打，就是伏
击、袭击未备战或少备战之敌求得消灭
之……”

八路军第 129师在正太铁路、邯长
路上连续取得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
铺战斗的胜利，不仅有力地打击和钳制
了日军，提高了抗日军民粉碎日军“九
路围攻”的信心，而且同八路军第 115师
主力在晋西的蒲县、大宁间，以及八路
军第 120 师在晋西北的神池、五寨、保
德、偏关地区的作战相策应，有力地钳
制了日军向晋南、晋西国民党军的进
攻，配合了正面战场在黄河西岸和南岸
的防御。

邯长大道“吸敌打援”
■陈 升

1934年 11月，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部
队抵达湖南省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当时
红军处境非常艰难，饥寒交迫。由于不
知道来的是什么队伍，不明真相的当地
群众闻讯后急忙赶着家畜、扛着稻谷，向
偏僻的山谷逃去。为了消除老百姓的疑
虑，红军在村宗祠旁搭棚宿营，并严令各
连队不得在农户家借宿，更不得私拿农
户一钱一物。

几天后，老百姓发现这支部队与以
前国民党的部队大不相同，于是陆续返
回瑶寨。经过慢慢地接触，老百姓了解
到这是一支自己的队伍。官亨村村民胡
四德得知红军缺粮严重，便与族人商讨
如何帮助红军渡过难关。在胡四德的发
动下，各家各户将辛苦筹集的大量物资
送到红三军团司务长叶祖令的手中，包
括 105担稻谷、3头猪、12只鸡。在后来
的延寿阻击战中，当地群众还自告奋勇
地为红军带路，救治伤员。根据通常做
法，红军向群众借粮借物，本应按时归还
实物或者等额付款。但就在红军撤出延
寿准备向西转移时，叶祖令找到胡四德，
讲明红军的经费十分困难，一时拿不出
钱给村民。叶祖令对照红军所收的全部
物资写下一张借据，盖上自己的印章，然
后郑重地交给胡四德，并承诺道，“等革
命胜利的时候，可以拿着这张借据去找
党和政府兑换。”持借据的胡四德为了提
防国民党打击报复，将借条悄悄藏在屋
子的墙洞中，此后几十年中从未透露半
点风声，甚至连自己的儿孙都未告知。

1996年春天，胡四德的孙子胡运海
在翻新家中灶台时，偶然发现墙洞里藏
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里面有一张发
黄的毛边纸。这张纸长 28.5 厘米，宽
26.5厘米，边缘部分已被蛀虫噬掉，正文
是几行工整的毛笔字：

借据

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壹佰零伍

担，牲猪叁头重量伍佰零叁斤，鸡壹拾贰

只重量肆拾贰斤。此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

具借人叶祖令（印章）

公原（元）一九三四年冬

胡运海将此事上报后，引起了汝城

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党史专家对
此进行了考证，得出结论：“此为历史原
物。”写借据的叶祖令同志隶属于中国工
农红军第三军团，于 1934年 12月在贵州
省石阡县作战时英勇牺牲，时年28岁。

虽然叶祖令和胡四德都早已离世，但
不影响这张借据的效力。汝城县政府决
定如数兑现，按时价折款，于 1997年 5月
向胡运海支付了1.5万元。虽然此借据以
胡四德名义所立，但绝大部分物资由同村
乡亲所筹集，所以胡运海又将其中的
13930元捐给村里修建学校。这张借据如
今珍藏在汝城县档案馆，静静地向后人诉
说着长征途中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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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头岭伏击战中，八路军进入设伏地区。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李东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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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信》原文：

中原兄：

一、八月五日在南昌送汉之报告，收

阅否？自此遂无法传递消息。报中所载

多属造谣，兄等自亦无从取信。

二、现革会及十一、二十两军均抵汀

州、瑞金之线，八月二十六在瑞金城外三

十里与钱大钧部二十师战，获全胜。三

十在会昌城外合（和）钱大钧率领之全部

共九团人战，击溃其全军。九月二号七

军黄旭初、伍廷扬（飏）、华某三部共五团

来攻会昌，复击退之。总瑞金、会昌两

役，我军伤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

亦多，本来沿途行军，因山路崎岖，给养

困难，落伍逃亡重病之士兵，为数极多，

经此两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

乏，实成为入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

三、军情除报载（确否难断）外，余亦无

所闻矣。只知钱大钧败后集其残部向寻

邬、武平一带遁去，与我军由汀杭入粤者成

平行线。七军战败之五团或亦将追钱大钧

之踵而入粤。汕头闻何辑五手中只一团一

营，而何应钦则助以两团由甬开汕。此外

李济琛（深）可用至东江之兵力不出两师，

再多恐亦抽调不动。近闻黄琪翔有率兵回

粤消息，报载已至吉安，不知确否？

四、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

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

州为佳，否则，在潮、汕须一月余之整顿，

子弹兵员之补充乃是最急。

五、政治上革会之组织已见报纸，其

分部办事行军期中亦未停止。

六、我们现向中兄要求数事：

1.我军如已取得潮汕，望即由上海

派一得力人来接头。

2.革会至汕头后，当以国民政府名

义办事，外交缺人，请派太雷前来主持。

3.子弹及机关枪缺乏，请电知国际

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十

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

4.兵员之补充，需大量招募费，请向

国际商借香港票或沪票四十万，此款如

借得，请先集中于上海为要。

5.如汕头攻下，请派得力人员尤其

是军事人员前来工作为要。

6.望电知粤省委另召东江潮汕工农

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

7.去人陈宝苻，已发来往川资，望即

以回信交其带来为要。

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