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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9 月 23 日，在秋收起义部队

进军井冈山途中，年轻的总指挥卢德铭

为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消

息传来，毛泽东痛惜不已，他悲愤地大

呼：“还我卢德铭！”

卢德铭，20 岁上战场担任连长，21

岁升任营长兼参谋长，22 岁担任湘赣边

界秋收起义总指挥。毛泽东曾这样评

价他：“德铭同志为革命保留了火种，他

是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他的一生是

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一

四川省宜宾县双石铺狮子湾的茂

林修竹中，有一处四合院式川南民居。

1905 年，卢德铭就出生在这里。

卢德铭 6 岁入私塾读书，14 岁进宜

宾县属白花镇高小。他学习勤奋刻苦，

成绩优异，于 1921 年考入成都公学。中

学期间，卢德铭不仅在学业上有较大长

进，而且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

受到五四新思想的影响，追求光明进步

的思想也逐步萌发。他曾多次对同学

和长兄卢德丰表示：“要想反对列强和

军阀，非用武力不可。”他暗下决心，寻

机学习军事知识，有朝一日戎马疆场，

铲除不平。

1924 年春，卢德铭怀着满腔热血，

千里迢迢奔赴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因

路途遥远，当他赶到广州时，黄埔军校

招生考期已过。在同乡介绍下，卢德铭

有幸见到了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当

场面试合格后，孙中山推荐他进入黄埔

军校第二期辎重兵队学习。卢德铭从

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在黄埔军校，卢德铭如饥似渴地学

习军事本领，刻苦操练。更为幸运的是，

他在这里遇到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卢

德铭革命觉悟提高很快，勇敢地参加了

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光

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

1925 年 2 月，在讨伐广东军阀陈炯

明的东征战役中，卢德铭担任学生军侦

察队长，带领 60 多名学生参战，出色完

成任务。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卢德铭，就

已 经 显 示 出 一 定 的 组 织 指 挥 才 能 。 6

月，卢德铭作为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毕

业，留校任政治部组织科科员。11 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叶挺独立团在广

东肇庆成立，卢德铭调任叶挺独立团第

2 营第 4 连连长。根据党的指示，他率

部在广东西江高要县一带反击地主武

装，帮助地方开展农民运动。

1926 年 5 月，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

军先锋，从广东肇庆、新会挺进湖南。6

月初，卢德铭率部坚守安仁县城以北的

渌田镇，不仅打垮了进攻之敌，还主动

追歼残敌，一直追到攸县城河南岸。叶

挺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一次

干部会议上说：“战功是大家努力得来

的，我们的每次战斗，都是得力于你们，

比如攸县的占领，就是第 4 连连长卢德

铭指挥的，他替我在指挥你们。”

在之后的战斗中，卢德铭的表现依

然出众。7 月 19 日，叶挺独立团在攻克

平江城的战斗中，卢德铭率领第 4 连绕

道敌人背后，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一举

消灭了敌人。8 月 25 日，叶挺独立团在

攻占湖北中伙铺的战斗中，卢德铭率领

第 4 连巧妙地切断了敌人的铁路运输，

保证了团主力出击的胜利。在汀泗桥、

贺胜桥和围攻武昌城的战斗中，卢德铭

英勇顽强，指挥果断，出色完成了战斗

任务，为叶挺独立团荣获“铁军”称号立

下战功。

三

1927 年 6 月底 7 月初，由国民革命

军第 4 军军长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

张发奎，在武昌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二

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卢德铭受中

国共产党的委派担任团长。卢德铭出

任团长前，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聂荣

臻向他传达了党的指示，鼓励他为党掌

握好这支武装。

此 时 此 刻 ，卢 德 铭 清 楚 地 认 识 到

自己肩负责任重大。他对部队的建设

提 出 了 具 体 又 严 格 的 要 求 。 他 常 说 ：

“ 我 是 当 团 长 的 ，我 一 定 把 这 个 团 带

好、训练好、管理好，上下团结得像一

个人。”卢德铭说到做到。他没有官架

子，与士兵同甘共苦，亲密无间，肝胆

相 照 ，警 卫 团 的 官 兵 关 系 因 此 极 为 融

洽 。 同 时 ，严 酷 的 局 势 让 卢 德 铭 始 终

保持警惕。他加强了警卫团的军事训

练，提高部队的技战术水平，并不断扩

大这支队伍的力量。

当时，武汉地区的形势开始恶化，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在 湖 南 制 造 了“马 日 事

变”，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人

和革命干部。为避其锋芒，积蓄革命的

骨干力量，一批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

的共产党人先后来到警卫团。为了保

护这批党的领导骨干，卢德铭把他们组

织起来，编成一个干部连，直属团部。

卢德铭对这批党的领导骨干非常尊重

和关心，经常同他们交谈，征求他们的

意见，注意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

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卫步蒋介石

后尘，在武汉打出反共旗号，公开叛变

国民革命，大肆逮捕并屠杀共产党人和

革命群众，中国革命已处在生死存亡的

危急关头。这迫使共产党人不能不毅

然决然地拿起武器，武装反抗国民党的

血腥屠杀政策。

1927年 8月 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极大地鼓

舞了战斗在血泊中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

人民，更振奋了卢德铭的内心。8月 2日

深夜，尚在武汉的卢德铭接到两份急电，

一份是张发奎发来的，命令警卫团连夜于

九江集结；一份是共产党人周逸群发来

的，要警卫团脱离张发奎前往南昌，参加

南昌起义军。卢德铭当机立断，对张发奎

的电报不予理睬，积极响应南昌发来的电

报，率部星夜启程开赴江西。因敌军重重

设卡，部队只得临时更改路线，在经历了

几多艰难险阻后终未赶上南昌起义。随

之，卢德铭带领部队来到湘鄂赣三省交界

的修水、铜鼓一带活动。在修水县，卢德

铭收编了一支土匪武装，安定了地方秩

序、扩大了革命力量。同时，他按湖北省

委的指示成立了总指挥部，以总指挥的身

份召集农民武装。

与此同时，中共湖南省委于 8 月 30

日召开常委会，讨论湖南秋收暴动的最

后计划。会议确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

件较好的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

发起暴动，决定成立暴动领导机关，由

各军事负责人组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

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9 月 9 日，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担任起义部队总

指挥的卢德铭率警卫团参加。由于起

义一开始就以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为目

标，起义军首战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

集镇，遭到了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

队的抵抗，损失严重。

19 日晚，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里仁

学校召开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

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

和起义部队已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提

出放弃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但是，有

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说不

能为敌一时之猖獗所吓倒，留着长沙不

打，却拖着部队到山里去。

当时，由于部分同志受攻打中心城

市错误思想的影响，对向农村进军的策

略一时接受不了，会场气氛十分紧张。

大家把目光投向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卢德

铭，渴望听听他的意见。这时，卢德铭站

起来，客观地分析了形势，然后神情严肃

地说：“现在敌人正在集中兵力攻打我

们，长沙守敌也早有准备，而我军初次战

斗就损失严重，这是生死存亡的紧急关

头。如果我们再去攻打长沙，就有全军

覆没的危险。反之，如果我们暂时避敌

之精锐，到广大乡村去休养生息，发展力

量，待我身强力壮之时，再举起有力的拳

头去打击敌人，就可以东山再起，从失败

中走向胜利。”卢德铭的发言赢得了热烈

的掌声。由于卢德铭是秋收起义的总指

挥，在部队中有很高威望，他的意见对统

一思想起了重要作用。经过激烈争论，

会议最后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

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农

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

发展。这是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

的新起点。

四

9 月 23 日拂晓，起义军从芦溪出发

南进。因侦察不利，情况不明，当行进

到山口岩时，后卫遭到敌军伏击，仓促

应战。危急时刻，卢德铭挺身而出，将

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亲自率领 1 个连兵

力占领路旁高地，英勇阻击敌人，掩护

后卫部队撤退。敌人一部占领了附近

的一个山头，居高临下，子弹如雨点般

不停地向卢德铭所在阵地扫射。卢德

铭全然不顾，继续指挥战斗，不幸中弹，

壮烈牺牲。敌人撤退后，当地群众含着

热泪将年仅 22 岁的卢德铭以及同时牺

牲的其他 40 多名工农革命军指战员的

尸体就地掩埋。

95 载时光荏苒。9 月的巴蜀大地，

蝉鸣未散，荷香未枯。卢德铭纪念馆内，

翠竹簌簌轻响，仿佛在向世人讲述着卢

德铭那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一生。

卢德铭：秋收起义铸丰碑
■梁懿丹

战 将

卢德铭塑像。 曾晓腾摄

鲜红的八一军旗从诞生之日起，就

为我军注入了灵魂和血脉，成为人民军

队前进道路上的一盏明灯。正如毛泽东

所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

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首次打出了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鲜

红旗帜，由此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这一新的革命道路。在这

面旗帜的光辉指引下，一支崭新的人民

军队横空出世，汇聚成“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的红色铁流。

八 七 会 议 后 ，已 被 国 民 党 通 缉 的

毛泽东自告奋勇，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

份从武汉返回长沙，部署秋收暴动。

秋收暴动究竟举什么旗帜？是像

南昌起义那样继续打国民革命军的旗

号 ，还 是 亮 出 共 产 党 自 己 的 旗 号 ？

1927 年 8 月 20 日 ，毛 泽 东 以 中 共 湖 南

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信中提出：

“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

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出的国民党

旗子相对。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

旗 子 ，只 有 共 产 党 的 旗 子 才 是 人 民 的

旗子。”

9 月初，毛泽东赶到江西萍乡安源，

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

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决定

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并

对 起 义 部 队 的 番 号 、旗 帜 作 了 统 一 规

定。根据前敌委员会的指示，制作军旗

的任务落在师部参谋何长工、参谋处处

长陈树华和副官杨立三身上。

受 领 任 务 后 ，他 们 首 先 要 解 决 的

便 是 军 旗 样 式 问 题 。 同 以 往 的 旧 军

队 不 同 ，军 旗 要 充 分 体 现 这 是 一 支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让 工 农 大 众 翻 身 的

新 型 革 命 军 队 。 曾 在 法 国 勤 工 俭 学

的 何 长 工 提 出 模 仿 苏 联 红 军 军 旗 的

大 概 样 式 来 设 计 军 旗 。 经 过 一 番 讨

论 ，三 人 最 终 确 定 了 设 计 方 案 ：旗 底

为 红 色 ，象 征 革 命 事 业 ；旗 中 央 的 五

星 代 表 中 国 共 产 党 ，五 星 内 的 镰 刀 斧

头 代 表 工 农 ；在 旗 左 边 白 涵 管 上 书 写

“ 工 农 革 命 军 第 一 军 第 一 师 ”的 番

号 。 整 面 旗 帜 寓 意 着 ，工 农 革 命 军 第

1 军 第 1 师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下 的 工

农革命武装。

在军旗制作过程中，还有一些鲜为

人知的细节：军旗上的五角星由何长工

利用折纸画图完成，他在法国留学期间

曾 学 过 几 何 知 识 ；军 旗 白 涵 管 上 的 字

样 ，则 出 自 书 法 水 平 较 高 的 杨 立 三 之

手。

军旗样式确定后，师部决定立即批

量赶制。在修水县城的一家祠堂里，师

部找来几十名裁缝，通宵达旦地连续缝

剪一个星期，终于赶在起义之前抢制出

100 面军旗。

9 月 9 日，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

收起义按原定日期爆发。这天凌晨，在

修水县城紫花墩举行的秋收起义誓师

大会上，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正式飘

扬起来。

如今，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被珍

藏在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静静地诉

说 着 当 年 那 段 风 云 激 荡 的 革 命 岁 月 。

它生动昭示着，我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

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
■高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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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后的第 6 天，为了审查和

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

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

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时任中

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接到参加会议

的通知，因忙于南昌起义善后工作，无

法出席。8 月 15 日前后，八七会议的文

件传到江西，汪泽楷立即组织学习贯

彻，并按会议精神要求，紧锣密鼓地组

织江西的秋收起义工作。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发表了“须知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

后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湖南领导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首先在江西省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发

动：9 月 9 日，工农革命军第 1 团从修水

出发，向湖南平江长寿街进军；10 日，

工农革命军第 2 团从安源出发，次日攻

打萍乡不克，改攻老关获胜，进而一举

夺取醴陵县城；11 日，工农革命军第 3

团自铜鼓出发，当日挺进白沙镇，首战

告捷。对于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

秋收起义，江西省委没有采取置身事

外、袖手旁观的态度，而是想方设法予

以帮助。

9 月的一天，汪泽楷得知毛泽东率

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铜鼓的消

息后，立即派出秘密交通员进行联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联系江西省委。

据时任浏阳工农义勇队第 4 团队团部

书记宋任穷回忆：“要派人去南昌向江

西省委请示我们的行动，其他同志去不

了，团党委的组织委员张启龙同志找我

谈话，说决定派我去。”

随后，宋任穷和江西省委交通员几

经周折来到南昌市，向汪泽楷书记汇报

了浏阳工农义勇队的情况。汪泽楷听

完汇报后对宋任穷说：“你另有重要任

务，先不要回义勇队，赶快去莲花一带

追寻毛泽东率领的起义部队。”

为安全起见，汪泽楷用药水写了一

封信交给宋任穷，要他亲自转交毛泽东。

1974 年，宋任穷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参观时回忆：“他口头对我讲，‘宁冈县

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其他的

事，信上都写了’。”

汪泽楷的老家湖南醴陵离井冈山

不远，他曾对井冈山一带做过调查：罗

霄山脉北段离政治都会太近，易受反动

势力骚扰；中段地势较好，可攻可守，离

大都会较远，没有地方民团，敌人的统

治力量薄弱；南段虽好，但党的群众基

础较弱。他在密信中对部队退到什么

地方、落脚点在哪里等问题，都提出了

重要意见。

当时，江西、湖南边界各县的党组

织几乎都遭到破坏，剩下为数很少的共

产党员也都转入地下斗争。但宁冈有

两支农民武装：一支是驻在井冈山北麓

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另一支是驻在茨

坪和大小五井等处的王佐部。两支部

队各有一百五六十人，为当地贫苦农

民，且在大革命中受过党的教育，倾向

共产党。他们平时劫富济贫，很少侵犯

乡民利益，在当地有着不小的影响。

细心的汪泽楷担心路上关卡重重，

对宋任穷叮嘱道：“此信十分重要，路上

钱少了不行，一定要多带上钱保证尽快

将信亲手交给毛泽东！”随即，他让工作

人员把 100 块银圆作为路费交给宋任

穷。宋任穷回忆：“让我带 100 个‘袁大

头 ’作 路 费 ，把 我 吓 着 了 ，太 重 ，太 危

险。那人说，无论如何你要带 60 块银

圆，没有就会行动不方便。”出于安全考

虑，汪泽楷还让省委交通员一同前往。

尽管宋任穷不知道信的具体内容，

但深知此信的分量。为了确保安全，他

到街上买了一些纸，将省委的密信夹在

其中。随后，宋任穷怀揣密信和 60 块

银圆跟交通员出发了。宋任穷回忆：

“当时把密信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

要，走不了一会儿就下意识地摸摸自己

内衣里用草纸夹藏的密信。”

宋任穷一路追寻，到 9 月中旬才赶

上部队。到部队后，他得知浏阳工农义

勇队党代表潘心源从安源接毛泽东到

铜鼓，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

委员会，领导驻修水、安源、铜鼓一带的

工农革命武装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

团，举行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原浏阳

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一部编成工农革

命军第 1 军第 1 师第 3 团。随后，宋任

穷赶到师部，见到了毛泽东。

宋任穷回忆：“我走进毛泽东住处

的时候，他健步迎上来，亲切地拉着我

的手。毛泽东身材修长，一身布衣布

裤，目光炯炯，镇定自若，细心地听我的

汇报。我把省委书记汪泽楷的密信交

给毛泽东，并作了汇报，把剩下的银圆，

包 括 途 中 吃 饭 时 的 零 找 钱 统 统 交 给

毛 泽东。”毛泽东听完汇报、看完密信

后，仰天沉思了一会儿，操着浓重的湖

南口音对宋任穷讲：“你一路辛苦了，你

的任务完成了，回团部休息去吧。”

关于罗霄山脉中段的情况，在安源

张家湾召开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

事会议上，毛泽东就听赣西农民自卫军

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谈

到过。攻占莲花县后，毛泽东在莲花县

城召开的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上又听说

井冈山确有两支地方武装，现在又得江

西省委密信的证实。此时，一个全新的

战略计划在毛泽东的脑海中形成了。

按照文家市会议决定，工农革命军

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

找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经

过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最终选定了位

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

地区作为部队的立足点。

27 日，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县城出

发，向永新县方向前进。29 日，工农革

命军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进行

了改编，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

础。会后，毛泽东写信联系袁文才及宁

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并派三湾村一农

民将信送到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

10 月 3 日，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 第 1 团 离 开 三 湾 向 宁 冈 古 城 前 进 。

当晚，毛泽东在古城文昌宫主持召开有

宁冈县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

议。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初步总

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

训，着重讨论了“安家”和开展游击活动

的问题。会议进一步了解了井冈山地

区的情况，确定对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

装——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采取

团结、改造方针，尽快在茅坪设立后方

留守处和部队医院。部队随即在井冈

山周围开展游击战争。

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

队上井冈山，揭开了我党工作重心从城

市向乡村转移的伟大序幕，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革命斗争开始农村包围城市、最

后夺取城市的历史性起点，代表了中国

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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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率部向井冈山进军（油画）。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