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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8月 1日凌晨 2时，以周恩来

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

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和影响

的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两个

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南昌

城。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 8

月 3 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南下失败后，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

的情况下，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

余部向赣南进军途中，为保存革命火

种，相继在天心圩、大余、上堡，三次对

部队进行整顿、整编和整训，史称“赣

南三整”。

天心圩：整顿思想

10 月 下 旬 ，南 昌 起 义 军 余 部 在 朱

德、陈毅率领下，边打边走，跨过闽赣边

界，经过筠门岭，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

圩。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不仅饥寒交

迫，而且还被失败情绪所笼罩。一些经

不起失败考验的官兵相继不辞而别，有

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离队。

朱德回忆：“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

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

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于是，我

们就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

人大会。”

在 当 时 的 军 人 大 会 上 ，朱 德 说 ：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

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

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

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分析

了革命形势：“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

清楚。1927 年的中国革命，好比 1905

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 1905 年革命失

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

到了 1917 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

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是黑

暗 也 是 暂 时 的 。 中 国 也 会 有 一 个

‘1917 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

有办法。”

当时，有人向朱德提出“我们该怎

么办？”朱德回答：“打游击呀！”有人接

着大声说：“站不住脚哟，反革命天天

跟 在 屁 股 后 头 追 ……”朱 德 解 释 说 ：

“他们总有一天不追的。这些封建军

阀们，他们之间是协调不起来的。等

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

我们就可以发展了。”“失败是成功之

母，我们要接受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

努力干起来，争取胜利。你们愿意革

命的跟我走，我们必须重新把部队编

制一下 ；没有战斗任务和指挥任务的

干 部 ，如 果 不 愿 跟 我 走 ，可 以 向 我 说

明，准予回家。私开小差是很不安全

的。”他还进一步强调说：“我有打胜仗

的经验，也有打败仗的教训，我们这支

小革命部队，以后不与敌人再打硬仗

了，而是巧打智打，并在所到之处与农

民结合，专打地主豪绅。总之我们以

后的情况会慢慢地好起来，目前的困

难是暂时的。”

陈毅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南昌

起义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

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

成功的。

这 次 军 人 大 会 之 后 ，又 有 一 批 革

命意志薄弱的官兵离开队伍。当时聆

听朱德讲话的杨至诚回忆说：“朱德同

志的讲话，既平易，又简单，却讲出了

很深的革命道理。在这革命失败后黑

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极其低落的

时候，他的讲话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使我们看见了未来的光明前途，增强

了我们的革命信念。我们觉得心里开

朗多了。”

陈毅也回忆说：“朱德总司令在最黑

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

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

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

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人们听

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

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的领

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台的。

个别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

很难保持的。”

天心圩整顿，使部队官兵的思想认

识得到统一，革命精神得到振奋，革命意

志更加坚定，扭转了部队中思想混乱、人

心涣散的局面。这次整顿，成为南昌起

义军余部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

大余：建新制度

10 月 底 ，部 队 到 达 赣 粤 边 大 余 地

区。这时，正如朱德所预料，国民党新

军阀各派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继宁

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粤、桂、湘系军

阀之间的混战。朱德利用这一机会，

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党、团组织整顿和

部队整编。

整 顿 和 整 编 之 前 ，朱 德 主 持 召 开

了一次全体军人大会。这时，由于沿

途与敌军作战的损失，加上又有一部

分 官 兵 离 队 ，部 队 只 剩 下 八 九 百 人 。

朱德知道这些官兵都是淘汰泥沙后的

真金，是全军的精华，是宝贵的革命火

种，因而他充满信心地说：“同志们，我

原来是想有两百个人能同生共死，就

能胜利；现在我们有好几百人，我完全

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都不能消

灭我们！”朱德还详细地分析了蒋桂混

战后的局势和这支部队的前途，并着

重强调要保存这支革命的有生力量，

就 应 该 依 靠 农 民 群 众 开 展 斗 争 。 他

说：“现在，我们是在退却，大家都拖得

很苦，但办法还是有的。在这一带活

动的是滇军。滇军，我熟悉，他们和蒋

系、桂系是有矛盾的。我们只要能很

好地掌握这个矛盾，一定能想出办法

来 …… 只 要 大 家 一 条 心 干 革 命 ，胜 利

就是我们的！”

接着，陈毅开始对部队中的党、团

员进行重新登记，成立党支部，并把一

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加强党在

基层的工作。1937 年，朱德回忆此次

整顿时说，“把干部弄成教导队，组织

了党的支部，建立了连的指导员、政治

部、支 部 书 记 ……”后 来 ，朱 德 又 回 忆

道：“那时党员比较多，把党的组织加

以整顿以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就依

靠他们去巩固队伍。”

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部队也

进行了整编。为了利于指挥和作战，

“军、师、团”建制被取消，部队改编为 1

个纵队，下辖 7 个步兵连和 1 个迫击炮

连、1 个重机枪连。部队采用“国民革命

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纵队司令，陈

毅任纵队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

长。整编期间，还有一批钨矿工人参了

军，扩充了力量。朱德回忆：“我们占领

了江西西南部的钨城大余，休息一个星

期，进行整编，号召农民和钨矿工人志

愿参军。北伐时，原铁军第 4 军在这里

还留下一个运输站，存有几百套被服和

其他军需品。站上负责人把物资都交

给我们，而且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还有

几百名工人和农民参了军。”

通过这次整顿和整编，这支部队在

党的领导下，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

为改观，已成为一个团结稳固的战斗集

体。正如朱德所说，正是由于加强了党

对军队的全面领导，“部队走向统一团结

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

我们的同志个个像只老虎，我们的队伍

经过千锤百炼，现在已经成为一支坚不

可摧的钢铁部队”。

上堡：整纪整训

11 月初，朱德、陈毅率部来到赣南

崇义县西南的上堡地区。这里是一片

绵亘不绝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

在这里，朱德、陈毅继续对部队进行整

训，主要是整顿纪律和整训部队。

当 时 ，部 队 奉 命 深 入 农 村 发 动 群

众。朱德和陈毅采取有力措施整顿旧

军队中的不良制度和作风；明确规定募

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只有没收

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官兵必须服从

命令听指挥，不得侵犯工农群众的利

益。同时，部队还开展了新的游击战术

的军事训练。

朱 德 从 南 昌 起 义 失 败 的 教 训 中 ，

深 刻 认 识 到 游 击 战 的 重 要 性 。 他 提

出 ，在 今 后 的 武 装 斗 争 中 ，必 须 思 考

“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

打游击战”的“新战术问题”。由朱德

口述，部队编写了新的训练教材，提出

了诸如“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

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

骚扰敌”等战术原则。据朱德的回忆，

当时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

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朱德精心讲

授了第一课。课后，他将学兵带到训

练场，把全队分为两个连，进行对抗演

习，并亲自担任进攻连连长，组织士兵

按照新的队形练习动作。在以后的训

练中，朱德经常到训练场亲自指挥、讲

解和示范。

通 过 这 次 整 训 ，部 队 有 了 铁 的 纪

律，步调一致了；学会了新的游击战战

术，增强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生存和

发展的本领。部队根据朱德的指示，在

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

的地域，开展游击战争，实行了从正规

战向游击战的转变。

历史证明“赣南三整”的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在建军史上占有重要的地

位。经过整编、整训，南昌起义军余部

保存了一批经受过严峻考验、具有坚定

革命意志的骨干力量，作战形式上也开

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为日后的发

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影响深远的“赣南三整”
■庹 平

记 史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陈

列着一份 1933 年 8 月 1 日中央革命军

事 委 员 会（简 称“中 革 军 委 ”）颁 发 的

《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为竖排铅印版，

长 21.8 厘米、宽 19.5 厘米，毛边纸质，

呈灰褐色。

1954 年，瑞金革命纪念馆筹备处

从当地群众手中将其征集入馆。2020

年，江西省革命文物巡回鉴定小组鉴

定其为一级文物。这份誓词是八一建

军节诞生和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

重要历史见证，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

一次正式颁布的革命军人誓词。

1933 年 6 月 30 日，中革军委决定，

以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

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在 7月 11日批准了该决定。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革军委的指

示和决定，红军各部队、苏区各级政府

和广大群众积极准备开展八一建军纪

念日活动。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

加强全国军事指挥和军事建设，中革

军委从前方迁至瑞金，精心组织筹备

纪念日的各种活动。

此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加紧筹划对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为鼓舞红

军士气，加强打破敌人“围剿”的信心和

决心，中革军委在纪念日活动中安排了

宣誓仪式，并着手宣誓词的编撰工作。

7 月 27 日，中革军委颁发了《中国

工农红军誓词》。28 日，中革军委发布

训令指出：“本委员会制定中国工农红

军誓词，以备‘八一’纪念日及最近期间

内诸新成立红军部队举行宣誓之用。

各级指挥员务须先负责详细讲解，使每

一个红色军人都能彻底了解和遵守为

要。”同时，中革军委还印制了大量誓词

发放给苏区军民，进行广泛宣传。

8 月 1 日，中革军委在叶坪竹马岗

举行盛大的“八一”阅兵典礼，紧接着

进行宣誓仪式。全体官兵跟着朱德总

司令齐声庄严宣誓：“（一）我们是工农

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

我们光荣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

底。（二）我们是红色军人，要保证自己

和同志们绝对遵守和服从苏维埃的一

切法令，并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做模

范，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爱护工农的利

益和自己的武器，使他不遭损害和窃

夺。（三）我们是苏维埃柱石，誓以我们

血与肉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土地

革命，推翻国民党，保障苏维埃，打倒

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武装保卫苏

维 埃 ，完 成 革 命 ，为 社 会 主 义 前 途 斗

争。（四）现在敌人正在大举进攻，我们

要团结一致，拿我们刺刀和枪炮与敌

决一死战，拿我们头颅与热血换得苏

维埃新中国。（五）我们为着阶级利益

遵守革命纪律，服从上级命令，如若违

犯和不忠实甘受革命纪律制裁愿听同

志指斥。谨誓。”随后，还进行了颁发

奖章、授旗典礼及分列式。

《中国工农红军誓词》充分体现了

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宗旨以及党、苏

维埃政府和苏区人民对军人的基本要

求，表明了红军的政治态度和阶级立

场、义务使命和组织纪律、忠于职守的

革命精神和英勇不屈的革命气节。

我军历史上首次颁发的红军誓词
■罗 敏

在古田会议纪念馆展厅里，陈列

着一块珍贵的牌匾。该牌匾为青莲色

漆木板，用行书横式阳刻有“苎园乡苏

维埃政府”字样，古铜色漆描字。经过

岁月的洗礼，如今牌匾油漆已脱落，色

彩斑驳，但它却是苎园人民在苏维埃

政府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拥军支前

的有力见证，对研究闽西苏区政权建

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苎园村是上杭古田镇西北方向的

一个村落，与连城县庙前镇接壤。土

地革命时期，苎园村属上杭北四区管

辖。1928 年 11 月底，福建省委候补书

记罗明在上杭苏家坡主持召开北四区

党员会议，传达党的“六大”精神。会

上，时任闽西红 7 军第 19 师第 58 团团

长傅柏翠汇报了北四区武装斗争取得

的一系列胜利；罗明充分肯定了北四

区的武装斗争形势，传达了同闽西特

委商定的闽西斗争的总策略，指示要

尽快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并先行组

编一个小型的骨干武装队伍，暂定名

为红军教导队。

遵照指示，傅柏翠领导北四区人

民逐步实施闽西斗争的总策略，从现

有武装部队中挑选能坚持斗争的 30 余

名青壮年组编教导队，并施以教育和

训练。这支红军教导队在傅柏翠亲自

率领下，经过几次战斗的锻炼，逐渐成

长壮大，后来成为红军第 59 团编入红

4 军第 4 纵队的骨干力量。

1928 年 12 月后，北四区整个区域

连成一片，党的组织及农会、少先队、

儿童团等群众团体陆续恢复。受北四

区影响的相邻各区乡：北五区的古田

荣屋、赖坊；北二区的白砂、朋背；连城

县 下 南 区 的 丰 头 、庙 前 ；龙 岩 县 的 于

庐、大河坑等地农民的革命热情被充

分调动，逐步发展成秘密的革命组织，

为后来的武装暴动，及进行土地革命

打下一定基础。

1929 年 3 月 ，红 4 军 主 力 首 次 入

闽，在长汀的长岭寨击溃国民党福建

省防军第 2 混成旅，歼敌 2000 余人，乘

胜攻占了长汀，给了闽西群众极大的

鼓 舞 ，推 动 了 闽 西 革 命 形 势 的 发 展 。

上杭各区乡党组织和农会由秘密活动

转向公开斗争，北四区各乡先后成立

了苏维埃政府。3 月下旬，苎园人民在

张氏宗祠门前大坪宣布成立乡苏维埃

政府，推举随傅柏翠参加过蛟洋暴动

的张耀轩为主席。苏维埃政府办公地

点就设在张氏宗祠。

5 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 4 军二

次入闽，策动工农武装暴动，开辟闽西

革命根据地。20 日清晨，红 4 军主力

进抵汀江渡口水口后，毛泽东、朱德派

前委委员宋裕和先行出发，将一封信

送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告知红 4

军正向闽西纵深区域进发，特委须做

好策应准备，并令其于 22 日赶到上杭

蛟洋，商讨击退尾追入闽的赣军李文

彬部之计；另一封信送闽西地方武装

负责人曾省吾等，要他们在 5 月 21 日

赶到连城庙前，商量行动计划。

21 日 晚 ，毛 泽 东 、朱 德 在 庙 前 孔

清祠接见应约前来与红 4 军联系的闽

西 地 方 武 装 负 责 人 曾 省 吾 、傅 柏 翠

等，在听取他们汇报关于杭、永、岩等

闽 西 几 个 县 的 革 命 斗 争 形 势 和 有 关

敌人的情况后，决定红 4 军暂时不去

攻打长汀，而要乘敌不备，袭取龙岩，

再 见 机 行 动 ；还 指 示 曾 省 吾 、傅 柏 翠

做好后方敌情侦察和协同作战工作，

蛟洋的地方武装须在苎园、烂石峡阻

击尾追红 4 军之赣军李文彬部，拖住

敌 人 ，待 攻 克 龙 岩 后 ，再 将 李 文 彬 部

引到永定歼灭之。

当天夜里，傅柏翠和曾省吾赶回

苎园，星夜组织教导队、苏维埃政府负

责人开展工作。5 月 22 日，红 4 军经连

城县庙前镇首次进入苎园村，苎园因

此也成为“红 4 军入杭第一村”。此时，

红军教导队已全副武装，发动当地群

众 300 多人，扬旗列队，夹道欢迎红军。

看到如此热闹的场面，红 4 军指战

员士气旺盛，迈着整齐的步伐，不断向

欢迎队伍致谢。毛泽东没有骑马，他

同指战员一样，身背米袋和雨伞走在

队伍中，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朱德

在欢迎队伍前跳下马，踏上田埂向群

众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鼓励大家加

强团结，坚持斗争。部队作短暂停顿

后，加快步伐继续向古田方向前进。

红 4 军的到来，揭开了苎园人民投

身伟大革命事业的序幕。此后，在苏

维埃政府的带领下，苎园人民开展了

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古

田会议前后，乡苏维埃政府还组织群

众积极开展生产支前，支援和配合红

军作战。

1964 至 1965 年间，在苎园贫农社

员张上纯家，有人偶然发现天花板上

放 置 的 一 块 门 扇 ，其 上 依 稀 有 字 迹 。

经擦拭辨认，原来是一块刻有“苎园乡

苏维埃政府”字样的木牌匾。随后，这

块珍贵的牌匾被收入古田会议纪念馆

保管，现为国家二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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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纪念馆陈列的上杭县“苎园乡苏维埃政府”木刻横匾。 资料图片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抵达江西大余后，在这里整编部队和整顿部队的党、团组织。

图片源自《朱德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