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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史

红一方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第

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

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中央苏区发

展成为总面积 5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

250 多万的全国最大的苏区。在各根据

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筹备了整

整一年半、五易开幕时间的中华工农兵

苏 维 埃 第 一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终 于 在

1931 年 11 月 7 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这一

天，在江西瑞金隆重开幕。

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部，地处武夷

山脉南段西麓，坐落在赣、闽、粤三省接

壤要冲，山势险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根据中共中央“动员一切力量准备一苏

大会的开幕”和“在可能的条件下，应该

举行一部分红军的阅兵式”的指示，苏区

中央局决定在代表大会开幕当天举行隆

重的阅兵典礼。

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

和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带领当地

人民，在瑞金城北约 6 公里处的叶坪村

开辟会场。这是一个僻静而又美丽的

乡村，高大挺拔的樟树、竹林掩映的农

舍……村子中央还有一块长满小草的

坪坝，如同一个天然的绿茵广场，是红

军举行阅兵式的理想场地。

检阅台搭在草地一侧，正中横梁上

悬挂一块巨幅红布，上面“第一次全国苏

维埃代表大会红军校阅台”17 个大字引

人注目，后幕悬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

像。检阅台两边竖着中国工农红军军

旗，正前方悬挂着两盏汽灯，灯光明亮耀

眼。草坪四周的树枝上，悬挂着一盏盏

大红灯笼。

为防备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红军领

导人特意将阅兵仪式选定在清晨举行，

群众庆祝集会则定在晚上进行。毛泽东

还提议在福建长汀设置一个假会场，以

给敌人造成假象。

11 月 7 日，古朴的瑞金城到处洋溢

着喜庆的气氛。天还没亮，数千群众就

举着火把向叶坪村赶来，远远望去，宛如

一条长龙在山坳里蜿蜒行进。晨雾弥漫

在山野之间，无数面舞动着的红旗在霞

光中更显得鲜艳夺目。

此时，受阅队伍已经列队完毕。排

在前面的是红军第 3 军、第 4 军、第 7 军、

第 12 军和第 3 军团各 1 个建制营，由各

军首长亲自率领；紧随其后的是红军中

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方队，由校长萧劲

光率领；还有瑞金县赤卫队和模范少先

队。官兵身穿整齐的灰布军服，威武地

挺立在广场上。

来自中央苏区及闽西、赣东北、湘

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的红军部队，以

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

国海员总工会等的 610 名正式和列席代

表，还有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农民群众，

都站立在检阅台两侧，整个会场井然有

序。

6 时 30 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项

英、任弼时、邓发、周以栗、叶剑英、张鼎

丞、曾山等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健步进入

会场。

朱德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他操着浓

重的四川方言大声说道：“第一次全国苏

维埃代表大会现在开始！我宣布，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今天正式

成立了！”

话音刚落，广场上就爆发出雷鸣般

的 掌 声 。 人 们 挥 动 着 彩 旗 ，尽 情 地 欢

呼。鞭炮声噼噼啪啪地响起来，手持铜

号的号手们鼓足腮帮，吹起了嘹亮的军

号。红军战士们高兴地举起手中的钢

枪，摘下军帽在头顶上欢快地挥舞。从

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满脸稚气的孩童，无

不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这时，毛泽东挥起右手，指挥红军

战士升旗。人群安静下来，在大家的注

视下，5 面鲜艳的红旗伴随着旭日冉冉

升起。

7 时整，阅兵式正式开始。担任阅

兵总指挥的第 3 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快步

跑到检阅台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

大声说道：“报告总司令、总政委，阅兵总

指挥彭德怀率部队接受检阅，请指示！”

朱德和毛泽东分别回礼。接着，朱德用

雄浑的声音发出号令：“阅兵开始！”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一队队英姿勃

发的红军战士，扛着从战场上缴获的各

种武器，精神抖擞，步伐矫健；一列列赤

卫队和少先队员身着列宁装，挂着红飘

带，手持大刀，肩扛梭镖，健步行进。在

红旗引领下，他们分四路纵队，高喊着

“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中国共产

党万岁！”的口号，沐浴着万丈霞光，迈着

铿锵的步伐，由南向北，整齐地通过检阅

台并行注目礼。朱德、毛泽东等在总参

谋长叶剑英的陪同下，骑马检阅了受阅

部队。他们面带笑容，频频向这支人民

武装挥手致意。

“红军万岁！”“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共产党万岁！”

这时，广场上的群众也情不自禁地

跟着高呼起来。欢呼声汇成一股激动人

心的暖流，荡漾在每个人的心里。

3 年前，红军第 4 军与第 5 军曾在新

城举行会师。1928 年 12 月上旬，平江起

义组成的第 5 军主力在彭德怀、滕代远

率领下，由湘鄂赣边区转战至井冈山，

与第 4 军会合，两军在新城西门外的稻

田边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当时，主

席台搭得比较简陋，走上去的人一多，

就把台子压垮了。台下有人说，刚会师

就坍塌，不吉利。朱德说：“同志们，不

要紧，刚才台子垮了，但是，我们又立刻

把它搭好了，无产阶级的台是永远垮不

了的。”大家一起鼓掌，热烈的情绪又升

腾起来。

时过境迁，短短几年，中国工农红军

已发展成为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英雄

力量。毛泽东抬手指向主席台，对着身

边的朱德说：“你看，我们今天果真搭了

一个更大的台子，检阅各路英雄好汉！”

太阳爬上山头的时候，阅兵典礼圆

满结束。人们按预定方案，迅速疏散，检

阅台也披上了防空伪装。不一会儿，十

几架国民党军轰炸机低空飞来。他们盘

旋几圈，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目标，胡乱地

向瑞金县城及近郊扔下一些炸弹，然后

扬长而去。在福建长汀，他们发现了设

在那里的“一苏大会”假会场，又是投弹

轰炸，又是低空扫射，直到把假会场打得

面目全非才离去。

阅兵结束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正式拉开帷幕。这次大会历

时 14 天，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

大会作报告并题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

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

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大会选出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等 63 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

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成立。大会在红军阅兵广场举行隆重

的授旗和颁奖典礼。大会主席团宣布：

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 1 军、第 2 军、第 3

军、第 4 军、第 6 军、第 7 军、第 10 军、第

12 军、第 16 军和第 3 军团以奖旗；授予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方志敏等 8 人以

奖章。在随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上，按苏维埃组织法规定，选举毛泽东为

人民委员会主席。从此，“毛主席”这个

称谓不胫而走，成为传遍大江南北、世代

受人敬仰的不朽称号。

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阅兵
■章世森

1931年 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在瑞金检阅红军。 资料图片

1932 年 3 月，成立不到 5 个月的中

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安徽省六安县

苏家埠地区对国民党军围点打援，取得

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空前的大胜利——苏

家埠大捷。

苏家埠是安徽省西部的一个大镇。

当徐向前指挥红军在河南境内围攻固始

之际，皖西国民党军第 46 师（辖第 136、

第 137、第 138 旅）、第 55 师第 163 旅和警

备第 1、第 2 旅共 12 个团占领苏家埠、青

山店一带，并以苏家埠为枢纽，沿淠河东

岸构成一线防御，企图阻止红军向东发

展。此外，敌第 55 师另 2 个旅、第 57 师、

第 7 师部署在合肥、潜山、蚌埠一带，准

备向红军发动攻势。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方面军

总部的军事会议上，根据皖西国民党军

防区辽阔、兵力薄弱，其淠河一线敌人后

方有很大空隙、利于攻歼等情况，决定发

起苏家埠战役。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

的掩护下，红军主力渡过淠河，从侧后分

割包围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等据点，

运用“围点打援”战术，吸引六安、霍山，

以及合肥、蚌埠方面的援敌，在陡拔河布

下“口袋阵”，将援敌歼灭。

3 月 18 日，徐向前率方面军总指挥

部和第 10、第 11 师由固始向皖西地区挺

进。在独山镇与第 73 师和霍山独立团

会合后，于 21 日晚突然由青山店以西的

两河口渡过淠河。22 日拂晓，第 73 师第

218 团和霍山独立团开始向青山店守敌

发起攻击，迅速攻占青山店以东的古楼

山和以南的刘家老庄，对青山店形成包

围之势。

与此同时，第 10 师和第 11 师绕过青

山 店 ，经 红 石 桥 向 芮 草 洼 方 向 急 速 前

进。22 日 7 时，第 10 师先头部队第 29 团

在芮草洼以南地区，与从苏家埠匆忙来

援的敌第 136 旅第 272 团和第 138 旅第

275 团遭遇。红军官兵随即迅速抢占大

花尖高地，拦住敌人去路。国民党军多

次冲击红军阵地未能得逞。此时，红四

方面军第 28 团和第 30 团赶到，迅速向国

民党军左翼迂回包抄，国民党军随即阵

脚大乱、仓皇后撤。红军部队乘胜追击，

歼灭其 1 个营，敌残余逃回苏家埠。根

据战前部署，第 10 师包围苏家埠，第 11

师继续向北发展，直逼六安城郊。据守

韩摆渡和马家庵的敌人深恐遭到围歼，

仓皇逃入六安城。

23 日，苏家埠被围后，国民党军第

46 师师长岳盛瑄以第 137 旅和警备第 2

旅各 1 个团反扑，企图与苏家埠之敌取

得联系。当这股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越

过韩摆渡时，早已在对岸埋伏的红军第

11 师第 31 团和第 10 师第 29 团，从敌两

翼对其发起夹击，歼灭其一部。溃散的

国民党军分别逃至韩摆渡和苏家埠城

内。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迅即命令第

11 师第 32 团和六安独立团将韩摆渡之

敌团团围住。至此，据守苏家埠、青山店

和韩摆渡的敌人被红军完全分割包围。

完成分割包围之后，红四方面军指挥员

采取围而不攻的作战计划，以吸引六安、

霍山之敌来援。同时，担任围困任务的

部队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昼

夜修筑交通壕、掩体、盖沟、碉堡等工事。

3 月 31 日，位于六安、霍山的国民党

军同时向苏家埠等据点出援，企图对红

军南北夹击，以解救被围部队。当天，敌

第 55 师第 163 旅、警备第 2 旅 1 个团和第

137 旅第 273 团共 4 个团兵力在飞机掩

护下，由六安倾巢出动南下解围。在国

民党军第 46 师师长岳盛瑄的亲自督战

下，敌先头部队一度突破第 11 师防御，

进至苏家埠以北的凉水井和桂家老坟一

带。紧要关头，红四方面军总预备队第

29 团投入战斗，第 11 师第 31、第 33 团从

敌 人 西 面 与 第 29 团 对 进 ，形 成 钳 形 攻

势，一举歼灭敌第 273 团，并俘获团长陈

培根。其余国民党军分头逃窜，督战的

岳盛瑄带着第 163 旅仓皇逃回六安。同

日，敌警备第 1 旅从霍山出发向北前来

增援，进至霍山以北十里铺时，遭到早已

埋伏好的红军第 73 师迎头痛击，国民党

军无心恋战、一触即溃。青山店被围的

国民党军待援无望，妄图突围，结果大部

被红军歼灭。4 月 4 日，岳盛瑄率第 46

师师部和第 163 旅 1 个团退守到六安以

东的金家桥，只留下 1 个团据守六安。

随着围城时间越来越长，苏家埠和

韩摆渡守敌粮食紧缺。前来空投粮食和

药品的敌机，在红军火力扫射下，不敢接

近苏家埠上空，很多时候将物资胡乱投

下，结果多数都落到红军在城外的阵地

上，守敌逐步陷入恐慌绝望之中。围困

过程中，红军有组织地对守敌开展政治

攻势。被困月余后，国民党军士兵不堪

饥饿，又被红军的政治攻势所打动，很多

士兵携带武器向红军投降。

国民党军第 46师师长岳盛瑄接到被

困部属的频频诉苦却又无计可施，只好

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求救，

乞求他能施以援手。但面对红军的强大

攻势，陈调元只能向蒋介石不断发送求

救电报。此时，红四方面军休整待机，继

续监视六安和霍山的敌人。方面军首长

判断，敌人后续如果再行增援，极有可能

来自合肥方向。因此，预先制定了打击

合肥援敌的方案，并进行了战场准备。

4 月下旬，蒋介石任命第 7 师师长厉

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 15 个团约

2 万人兵力，分左右两路从合肥等地出

发大举增援，企图一举解除苏家埠和韩

摆渡之围。红四方面军总部对敌情作出

判断：援敌数量虽然众多，但劳师袭远，

建制杂乱，行动难以统一指挥，利于我各

个击破。红军以逸待劳，又有广大人民

群众的支援和配合，具备在运动中歼灭

来援之敌的有利条件。

5 月 1 日，担负诱敌任务的红四方面

军第 73 师第 218 团 1 个营与敌在陡拔河

以东接触，边打边撤。2 日拂晓，红军第

73师发动猛击，歼灭已过河的敌先头部队

第 7 师第 19 旅大部。尚未过河的国民党

军见先头部队失利，慌忙抢占老牛口、婆

山岭高地，企图凭借险要地势顽抗。此

时，红军第 11师主力和第 10师主力、第 73

师一部经过迂回包抄对敌形成包围之

势。徐向前随即发出总攻击令，红军向敌

猛烈穿插、分割、围歼。至下午 3时，第 73

师第 217团渡过陡拔河，迅猛插入国民党

军纵深，一举捣毁敌人的总指挥部。

与此同时，第 10 师、第 11 师主力也

迅速攻占婆山岭、老牛口等高地，将敌人

退路切断。至此，国民党军 10 多个团全

部 被 包 围 于 陡 拔 河 岸 边 。 战 至 下 午 5

时，敌 2 万援军除了少数漏网之外，大部

被歼灭。

援敌被歼使苏家埠、韩摆渡的国民

党军彻底陷入绝望。在红军强大军事压

力和政治攻势下，5 月 8 日下午，国民党

军守敌全部缴械投降。至此，历时 48 天

的苏家埠战役胜利结束。红四方面军共

歼国民党军 3 万余人，生俘敌总指挥厉

式鼎及旅长 5 人、团长 12 人和其他营以

下官兵 1.8 万余人，缴步枪 1.5 万余支、机

枪 250 挺、各种炮 44 门、电台 5 部，击落

敌机 1 架，解放了淠河以东广大地区。

此役创造了鄂豫皖红军创建以来规模最

大、缴获最多、代价最小、战果最大的一

次空前大捷。5 月 23 日，中华苏维埃临

时中央政府发贺电称，这次胜利“给予全

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以无

限的兴奋，更加强了苏维埃红军对于革

命运动的领导”。

苏 家 埠 大 捷
■谢 浩 倪江德

战 例

1933 年 6 月，红一方面军红 3 军团

在江西乐安大湖坪进行整编，由军团直

辖第 4、第 5、第 6 师。其中，第 4 师下辖

第 10、第 11、第 12 团。

7月，红 12团随师入闽作战，先后参

与了泉上、朋口等战斗。9月，蒋介石调

集 50 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规模空前

的第五次“围剿”。28日，中央苏区东北

门户黎川失守。红 4 师奉命夺回黎川，

星夜兼程由福建北上。10 月 6 日，敌我

两军在黎川飞鸢遭遇，红 12团与兄弟部

队一道向敌猛攻，敌军两个团溃退至洵

口。7日，红 4师向固守洵口之敌发起进

攻，以红 12团为主攻，战况异常激烈，通

信员、司号员、卫生员等均投入战斗，第

2 营第 6 连战至仅余 10 人。此役，我军

全歼敌 3 个团（欠 1 个营）、俘敌旅长葛

钟山以下官兵 1100 余人。此后，红 12

团又先后在硝石、资溪桥、浒湾、八角亭

等地与敌展开激战。12月 12日，红军集

中 3 个师在团村一带设伏，担任主攻任

务的红 12 团一举突入敌阵，敌军大乱，

我军各部乘势将其击溃。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重兵大

举入闽，闽西苏区和红 34 师亦受到威

胁 。 为 此 ，红 3 军 团 再 度 进 入 福 建 。

1934 年 1 月 10 日，红 3 军团奉命袭取闽

中重镇沙县。沙县城高墙厚，城东、城南

两面临河，为天然屏障，城北是丘陵，便

于集中火力封锁，西门外地势较缓，但挖

掘有两米多宽的护城壕。守敌为国民党

军新编第 52 师主力一部及地主武装若

干，共 2000 余人。此前红 7 军团曾连续

向沙县发起攻击，均未取得突破。

12 日，红 3 军团强攻沙县县城，亦

未能取得突破。军团首长遂改变策略，

决定以坑道作业迫近城墙实施爆破。

15 日，蒋介石嫡系第 4 师由延平增援沙

县，并抢先占据了沙县东北青洲附近有

利地形。负责打援的红 4 师于当日上

午抵达青洲马铺，向敌侧背实施迂回攻

击，经激烈战斗，歼敌 200 余人。此外，

该师还与兄弟部队一同攻取了位于尤

溪的国民党军新编第 52 师兵工厂，缴

获大量武器装备。在这一系列作战中，

红 12 团全程随师作战，为阻敌援军于

沙县外围、确保攻城部队安全，及改善

红军火力作出贡献。

25 日，红 3 军团向沙县发起总攻。

5 时 25 分，爆破成功，沙县西门城墙被

炸开 20 多米的缺口，红 4 师突击部队乘

机攻入城内。顽敌不甘被歼，向红军发

起疯狂反扑。城墙上的残敌一面封锁

红 12 团第 2 营的前进道路，一面向第 2

营侧后实施迂回反击；第 3 营也陷入苦

战，营长朱福生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指

挥战斗，官兵无一动摇退缩。危急关

头，红 12 团全体指战员奋不顾身、浴血

厮杀，终于压制住敌之反扑，成功掩护

其他部队向城内纵深发展。经过激烈

巷战，我军最终全歼守敌，沙县城外沙

溪南岸碉堡内的敌军也尽数投降。红

色的旗帜在沙县城头高高飘扬。

此战，共毙伤敌军 700 多人，俘敌

1300多人，缴获炮 8门、各种枪支 1500多

支、子弹 10.8 万发、炮弹 2 万多发，以及

大量食盐、粮食、布匹等物资。这些物资

对缓解苏区经济困难起了重要作用。

沙县攻坚战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

福建苏区，威胁了蒋系军阀入闽的侧翼

与后路，提振了苏区军民反“围剿”的信

心。时值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瑞金召开，为表彰红 12 团在历次战

斗中的突出战绩，大会授予红 12 团“模

范红十二团”光荣称号。

在后来的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中，该团始终保持勇猛顽强的战斗作

风，屡立战功。进入新时代，第 80 集团

军某旅官兵高举“模范红十二团”战旗，

秉承“红心向党、敢打胜仗、守纪如山、

勇当模范”的精神，多次完成重大任务，

用实际行动继续书写着红军传人的使

命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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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出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