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4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３日 星期日 长 征 副 刊 责任编辑/褚银 梁捷E-mail:jfjbczfk@163.com

第 5204期

“会师”，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非同

寻常的意义。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我

军相对弱小，红军之间的会师常常带来

革命力量的增强，随之带来部队战斗力

的提升和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

在 中 共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编 写 的

《毛泽东传》中，记录着这样一次重要会

师：“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二十三

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

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

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

国 红 军 第 一 方 面 军 ，共 有 兵 力 三 万 多

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这

段表述足见这次会师的重大意义——

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在中国革

命史上赫赫有名的红一方面军，正是从

此时开始迈向新征程。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红军两大军

团的这次会师？他们为何会选择在永和

会师？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对中国革命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在

湖南省浏阳市永和镇，我们的目光停留

在红一方面军成立旧址——李家大屋。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 年夏，国内外形势出现了有利

于中国革命的局面。蒋介石、冯玉祥、

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爆发，战线绵延数

千里。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经过近 3 年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粉碎

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多次“进剿”和“会

剿”，至 1930 年 3 月，已发展壮大至 13 个

军，6.2 万多人。10 多个省的许多分散

的革命根据地也因红军力量的壮大，逐

步发展为连片的苏区。

随着红军和苏区的发展，各地红军

乘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之机，广泛开展攻

势作战，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

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为此，1930 年 4 月，中央军委发布

《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提出红军要“集

中组织，统一指挥”“为适应斗争环境各

军协同动作起见，必须成立军团以上的

统一指挥机关。”此后，全国红军代表会

议在上海召开，明确红军应组建正规兵

团，实行“军以下有师、团、营、连、排、班

的编制，各军都采取三三制的编配法”。

革命形势的恢复和好转，让当时主

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错误认为，革命

高潮已经来临。在 6 月 11 日召开的政

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

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

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

动及集中主力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

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

江”。然而，这个决议因为脱离实际、难

以实现，而不被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

若干年后，朱德在接受美国作家史

沫特莱采访时说：“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

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

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

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

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

6 月 19 日，在闽西汀州，毛泽东和

朱德按照新的编制原则将红 4 军、红 6

军、红 12 军整编为红军第 1 路军（不久

改称红 1 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

任政委；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 1 路军总

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红 1 军团

成立后，奉命“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

个江西，以切断长江”。与此同时，担任

新成立的红 3 军团总指挥的彭德怀认

为，攻打武昌是军事冒险主义，不能马

上执行。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先消灭

鄂东南各县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建立

政 权 ，扩 大 红 军 ，为 攻 打 武 汉 做 好 准

备。6 月 13 日，红 3 军团攻打大冶县城，

并乘胜追击，一举攻占黄石港、鄂城，直

接威胁武昌。

文家市大捷

历史，往往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

得更加清晰。

2020 年 8 月，纪念红一方面军成立

90周年暨第六届湘鄂赣苏区历史研讨会

在湖南浏阳举行。与会专家们一致认

为，红一方面军的成立是“水到渠成”。

所 谓“ 水 到 渠 成 ”，既 是“ 顺 势 而

为”，亦是“灵活机动”，归根结底是“实

事求是”。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里，

清晰记录了红 1 军团、红 3 军团会师前

的动态。

红 1军团从汀州向南昌进军时，根据

敌情变化，灵活选择进攻路线。毛泽东、

朱德先是定下“进略樟树，窥袭南昌”的

计划。随后，审时度势，西渡赣江，在 8月

1日当天，派少数部队攻击南昌的牛行车

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

义 3周年。

在撤围南昌转移途中，红 1 军团总

指挥部从搜集到 7 月底 8 月初的报纸上

获悉，长沙已被红 3 军团攻陷。为支援

红 3 军团，并求得打开湘鄂赣边地区的

斗争局面，红 1 军团决定由江西安义、奉

新地区向湖南挺进。

红 3 军团贯彻“会师武汉”的指示

时，同样根据自身实力“避实击虚”，先

是扬言进攻武汉，调开岳阳绝大多数的

守军后，一举攻占岳阳。随后，主动撤

出岳阳，在平江休整改编后，又抓住长

沙守备空虚的战机，在平江、浏阳地区

数十万工农群众支援下，连打 4 个胜仗，

成功攻占长沙并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

府。国民党反动派急忙调兵遣将，动用

数倍于红军的优势兵力抢夺长沙。红 3

军团只得撤出长沙。

湖南军阀何键复据长沙后，立即部

署重兵三路追击红 3 军团。8 月 18 日，

其右路的戴斗垣部突进至湘鄂交界的

文家市、孙家塅一线，公开叫嚷“围歼红

3 军团”“血洗文家市”，并实行惨无人道

的清乡，企图置红 3 军团于死地，进而向

宜（春）、万（载）、萍（乡）红色革命根据

地进攻。

此时，这一孤悬在湘鄂边的敌军，

离红 1 军团所在的万载县黄茅地区仅

30 里地。毛泽东、朱德判断：“此次敌

人深入赤色区，我们赶至他们前面，他

们还不知道，而敌人在屡次失败之后，

消灭此敌是可操胜券的。”红 1 军团连

夜发出奔袭文家市、围歼戴斗垣旅的命

令——黄公略率领的红 3 军从慈化高

升岭正面主攻，红 4 军和红 12 军则分别

从黄茅、桐木出发，担任左右两翼的包

抄任务。

20 日 拂 晓 ，在 当 地 赤 卫 队 的 配 合

下 ，文 家 市 战 斗 正 式 打 响 。 在 主 攻 方

向，红 3 军多次进攻都被守敌重机枪堵

击受挫。第 1 纵队纵队长柯武东手举大

刀，冒死猛冲，击毙敌机枪手，迅速夺取

高升岭、棺材岭敌主阵地。就在柯武东

指挥部队从山上往山下猛打猛冲、乘胜

追击时，不幸腹部中弹，血流如注，肠子

也淌了出来。他将肠子塞进肚里，用绑

带扎住伤口，继续指挥追击，最终因失

血过多，英勇牺牲。

战斗结束后，红军和文家市民众为

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为褒扬英雄的

光 辉 业 绩 ，当 时 的 边 区 苏 维 埃 政 府 决

定，将柯武东战斗过的文家市一带和宜

春市慈化区（今袁州区）更名为武东区。

文家市大捷，红 1 军团一举歼灭敌

第 3 纵队 3 个团又 1 个营及 1 个机枪连，

俘敌 1000 余人，毙伤约 1000 人，毙敌纵

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缴获各种枪 1500

余支（挺），是红 1 军团成立后取得的第

一个重大胜利。这次大捷，也客观上为

红 1 军团、红 3 军团胜利会师组建红一

方面军创造了条件。

地利人和，选择永和

一 条 大 溪 河 ，宛 如 一 条 碧 绿 的 腰

带，从浏阳市永和镇穿镇而过。坐落在

河边 100 多米远的李家大屋，静静地矗

立在那里。

据记载，这幢修建于清朝嘉庆年间

的 大 屋 ，占 地 50 亩 ，共 有 房 间 100 余

间。1930 年 8 月 23 日，这栋当时作为中

共浏阳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县赤卫军

司令部办公处的大屋，迎来了一段永载

史册的红色记忆。

“第一批红军到达永和时天还没有

亮，为了不惊扰百姓，士兵们都睡在马

路上或屋檐下。第二天凌晨村民早起，

才发现到处是红军。”这是当地村民熟

知的红军永和会师的故事。

“ 我 父 亲 原 系 红 军 战 士 ，经 历 过

红 一 方 面 军 成 立 的 大 事 ，他 清 楚 记 得

当 年 毛 泽 东 曾 住 大 屋 西 侧 一 间 厢 房

里 。 当 时 部 队 戒 备 森 严 ，大 门 外 到 处

架 设 机 枪 ，桥 上 也 架 了 机 枪 ，有 好 几

万 人 ，分 散 驻 扎 在 李 家 大 屋 等 地 。 当

年 毛 泽 东 脚 穿 草 鞋 ，头 戴 斗 笠 ，坐 在

该 大 屋 第 二 进 即 中 栋 一 块 天 然 黄 色

卵 石 上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这 是 浏 阳 市

文 物 管 理 局 档 案 中 记 载 的 李 家 大 屋

第 16 代 继 承 人 李 自 民 老 人 对 永 和 会

师的印象。

就 在 这 间 大 屋 里 ，红 1 军 团 、红 3

军 团 前 敌 委 员 会 举 行 联 席 会 议 ，根 据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统 一 军 事 指 挥 的 指 示 ，

会 议 决 定 成 立 红 军 第 一 方 面 军（简 称

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

任总政委，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

任副总政委。

“地利人和，选择永和。”在熟知浏

阳革命史的现任浏阳市委宣传部常务

副 部 长 张 之 俭 看 来 ，红 一 方 面 军 这 样

一 支 英 雄 部 队 在 浏 阳 永 和 镇 成 立 ，绝

非偶然。

从地理环境看，永和镇往东可突至

湘赣边大围山的深山里，往西可进攻浏

阳、长沙，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当时，

浏阳良好的群众基础、组织基础，也为

红一方面军成立和发展提供相对优越

的环境。尽管地处偏僻山区，浏阳很早

就处在革命斗争的前沿，共产党员、人

民群众和革命青年久经斗争洗礼，有着

很高的革命热情。

与此同时，红 1 军团、红 3 军团本身

也都与浏阳有着紧密的联系。红 1 军团

的前身之一就是从浏阳走出去的湘赣

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红 3 军团所属的红

5 军、红 8 军、红 16 军均在湘鄂赣边成

立，官兵中的浏阳子弟也不少。

红一方面军在永和成立后，中共浏

阳县委根据毛泽东“补充军实”的指示，

选送了一批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及革命

群众参加了红一方面军。

唐亮、孔石泉、张翼翔、饶子健、张

藩、石敬平、江文、黄曹龙、李信、黎东

汉、苏鳌、何志远、黄霖、曾涤、杨世明、

戴文彬，如今的李家大屋里，专门展陈

着当年在此地加入红一方面军的 16 位

浏阳籍开国将军。开国上将唐亮生前

常对子女说：“和我一起参军的人有二

百 多 个 ，但 看 到 胜 利 的 就 只 有 二 三 个

了 。 牺 牲 的 同 志 中 有 很 多 比 我 能 力

强，我们活下来的人只有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

红一方面军的重要贡献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决定第二次攻

打长沙。毛泽东于 1930 年 9 月 17 日在

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为指挥一、三两个

军团起见，已由一、三两军团前委联席

会议决定组织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

公开组织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

部。”可见红一方面军的成立，是根据战

争形势的需要，为便于指挥而自发落实

中央军委“集中组织，统一指挥”指示组

成的。

时任红 1 军团参谋处处长、后来担

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郭化若回忆道：

“永和会师后，一、三军团统一指挥的问

题解决了。战略上集中兵力，这是红军

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中的一大问题。

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后来粉碎敌人一、

二、三、四次‘围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 党 史 专 家 陈 晋 看 来 ，红 一 方 面

军 的 成 立 ，模 范 地 执 行 了 党 的 建 军

治 军 原 则 ，使 古 田 会 议 中 有 关 人 民

军 队 的 性 质 、宗 旨 和 作 风 等 方 面 的

要 求 ，在 红 军 中 得 以 普 遍 遵 循 和 创

造 性 实 践 。

此后，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

红 一 方 面 军 南 征 北 战 ，使 得 中 央 苏 区

持续巩固和扩大。同时，“朱毛红军的

经验”被推广到全国各地苏区，极大地

促进了其他许多根据地与红军的建设

和 发 展 。 长 征 中 ，作 为 三 大 主 力 之 一

的红一方面军成为捍卫党中央的钢铁

长城。1936 年 2 月至 7 月，红一方面军

又先后取得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的胜

利，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

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

北 奠 定 了 基 础 。 在 烽 火 连 天 的 岁 月

里，红一方面军几经整合，其种子部队

在各个战场始终发挥着主力军和中流

砥 柱 的 作 用 ，为 中 国 革 命 事 业 作 出 重

大贡献。

在 1981 年 党 的 十 一 届 六 中 全 会

通 过 的《关 于 建 国 以 来 党 的 若 干 历 史

问 题 的 决 议》中 ，对 红 一 方 面 军 作 了

这 样 的 评 价 ：“ 在 土 地 革 命 战 争 中 ，

毛 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

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

要的作用。”

现 在 ，在 湖 南 省 浏 阳 市 永 和 镇 李

家大屋的前坪上，有一座“永和会师”

雕 塑—— 毛 泽 东 、朱 德 、彭 德 怀 、滕 代

远 四 人 并 肩 站 立 ，目 光 坚 毅 。 他 们 的

身后，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军旗。

永和会师：红一方面军从这里走来
■杨 韬 栗振宇

1949 年 4 月，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

师全面发起渡江战役之前，第三野战军

第 9 兵团第 30 军第 90 师奉渡江战役总

前委命令，在安徽和县长江北岸的西梁

山，率先打响渡江战役第一枪，牵制了敌

人数万兵力，打乱了国民党军队长江防

御计划，为我军横渡长江创造了有利条

件，在我军战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从 1948 年 9 月 12 日至 1949 年 1 月

31 日，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 154 万余人。但

国民党当局不甘心失败，一面展开“和平

攻势”，玩弄和谈骗局，以便争取喘息时

间伺机反扑；一面积极部署所谓“千里江

防”，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

军渡江。

为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粉碎国民

党划江而治的阴谋，党中央明确提出“打

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号召将

革命进行到底。1949 年 2 月至 3 月，中

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

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

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 100 万人，统归

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

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

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指挥。根

据总前委命令，1949 年 3 月底，第 90 师

万余人进抵安徽和县西梁山北边的白渡

桥待命，揭开了渡江战役序幕。

西梁山海拔 88 米，是长江中下游在

长江北岸的唯一制高点，与芜湖的东梁

山夹江对峙，合称为天门山。浩浩长江

在这里鬼斧神工般劈山而过，形成西梁

山三面临江、只有西北角与陆地接壤的

独特地貌，地势十分险要。当年李白游

历此地后留下“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

流至此回”的千古名句，这里自古便是兵

家必争之地。

战役发起前，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

邓小平主持制定并报中央军委批准的《京

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指出：为迷惑敌人，

扰乱敌江防部署，第三野战军第 9兵团以

积极的动作攻击裕溪口、西梁山两地。西

梁山可于 2 日或 3 日内夺取；裕溪口不拟

迅速夺取，仅给予包围。以上均对芜湖和

当涂之敌起吸引主力之作用。

由此可看出，为迷惑敌人、打乱敌人

的防御部署，减轻我军渡江真正突破口

处的敌防守兵力，中央军委决定采取声

东击西战略，由第三野战军第 9 兵团第

30 军第 90 师率先攻打西梁山，想方设法

让敌人产生错觉，牵制国民党军的兵力

与火力，为我军主力部队渡江创造有利

条件。根据敌军的防守配备，我军研究

部署决定：以第 269 团担任主攻，第 268

团担任佯攻，同时第 270 团为师预备队，

计划两三天内攻下西梁山。

1949 年 4 月 7 日上午，第 90 师发布

进 攻 西 梁 山 战 斗 命 令 。 当 天 黄 昏 ，各

团 从 驻 地 出 发 进 入 预 设 阵 地 ，排 除 进

攻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并攻占外围阵地

后 ，迅 速 挖 建 通 道 、防 空 洞 、排 除 地

雷 。 8 日 凌 晨 3 时 ，在 担 任 主 攻 的 第

269 团官兵的奋力拼杀下，国民党军很

快 溃 不 成 军 ，纷 纷 向 大 陀 山 主 峰 逃

窜 。 我 军 顺 利 夺 取 小 陀 山 、卧 龙 岗 阵

地 ，官 兵 在 巩 固 阵 地 后 随 即 向 大 陀 山

主峰发起冲锋。国民党军凭借主峰有

利地形及水面、空中交叉优势火力，向

我军阵地轮番轰炸和疯狂反扑。我军

遂 与 敌 人 作 殊 死 拼 夺 ，并 击 退 敌 军 一

次次疯狂进攻，战斗异常激烈，逐渐进

入胶着状态。11 日，第 270 团团长朱慕

萍 奉 命 赶 到 担 任 主 攻 作 战 的 第 269 团

第 3 营 阵 地 亲 自 指 挥 ，不 幸 被 炮 弹 击

中，壮烈牺牲。天黑前，我军攻击部队

一 切 就 绪 ，正 准 备 向 西 梁 山 发 起 总 攻

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因国共谈判达

成临时协议停战 8 天，我军暂停进攻，

全 部 撤 回 原 驻 地 待 命 ，西 梁 山 战 斗 至

此结束。

西梁山战斗从表面上看，并未全歼

国民党军，也未实现战术上的全面胜利，

但给敌人制造了错觉，使敌人更加重视

与加强这一带的防御，诱使敌军尽数调

防部队到东西梁山等地区，从而有效地

削弱了芜湖以西的江防力量，这为中路

人民解放军顺利渡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

条件，达到了预定目的。

短短数天的西梁山战斗是一场极

其惨烈的大血战，包括第 270 团团长朱

慕 萍 在 内 的 约 1500 名 官 兵 英 勇 牺 牲 ，

倒 在 了 黎 明 前 夜 ，用 自 己 的 鲜 血 和 生

命换来了渡江战役的胜利和整个江南

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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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10 月 ，第 38 军 第 114 师 第

342 团第 1 营（现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

队机动一大队）奉命入朝参战。作战中，

该部如猛虎下山、所向披靡，圆满完成预

定防御任务，配合东线兄弟部队取得横

城反突击胜利。

1951年 1月，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打

响。第 342 团第 1 营负责坚守极为重要

的战略防御要点——350.3高地。高地三

面受敌，防守难度极大。团领导向营长

曹玉海和教导员方新下达命令：“你们一

定要坚守高地到 12 日下午 3 时，掩护师

二线部队占领阵地，实现上级节节抗击

敌人的战术企图。”

领受任务后，第 1 营进入阵地。曹

玉海和方新组织小分队机动出击，打退

敌人一次次进攻。经过连日苦战，部队

伤亡严重，弹药不足。2 月 11 日晚，曹玉

海在前沿阵地带领党员宣誓，誓与阵地

共存亡。

12日拂晓，美骑兵第 1师的 1个团在

飞机、坦克和火炮配合下，向第 1 营主阵

地 350.3高地发动疯狂进攻。曹玉海亲自

指挥 3 连坚守阵地。当时，部队伤亡惨

重，全连仅剩 27人，弹药紧缺。曹玉海同

战士们一连打退敌多次进攻。在敌人发

起新一轮进攻时，曹玉海带头冲向敌人，

壮烈牺牲，年仅 28岁。

战士们看到营长牺牲后，高呼着“为

营长报仇”的口号，扑向敌人。教导员方

新左腿被炸伤，仍坚守在阵地上。不久，

方新被敌军包围。他打完所有弹药，抱

起一枚拔掉引信的迫击炮弹，与敌军同

归于尽。敌人进攻又一次被打退。坚守

主峰的第 1 营 3 连，最后只剩下两名身负

重伤的同志。

12 日 16 时 30 分，第 342 团第 1 营奉

命撤离 350.3 高地，随全团转移至上、下

樊 川 里 一 线 继 续 抗 击 敌 人 ，350.3 高 地

防御战斗至此结束。经过 7 昼夜血战，

第 342 团 第 1 营 以 近 乎 全 营 伤 亡 的 代

价 ，打 退 敌 军 多 次 疯 狂 进 攻 ，歼 敌 680

多名。

战后，第 1 营被志愿军总部记集体

一等功，授予“攻守兼备”战旗一面，并被

第 38 军授予“英雄部队”荣誉称号。

70 多年来，在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

感召下，“攻守兼备”英雄部队官兵始终

崇尚荣誉，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他们

在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不怕苦、不畏

难、勇攻坚、冲在前，圆满完成上级赋予

的各项任务。

“攻守兼备”战旗─
英雄部队美名传

■宋春江 周 静

记 史

矗立在湖南省浏阳市永和镇李家大屋前坪的“永和会师”雕塑。 黎 浩供图

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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