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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9 月 9 日，一面鲜红的旗帜

在湘赣边界飘扬。“军叫工农革命，旗号

镰刀斧头”。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

一支新型军队正在崛起。这就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一

如何领导与改造这支成员多来自农

民、思想意识有其固有局限性的军队，使

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型人民军队”，成

为摆在毛泽东面前最重要的问题。

当起义遭受挫折，面对战斗失利及

前途渺茫的情况，一些人悲观动摇了。

当时军心涣散，几乎已不战自溃，部队

中逃跑成风。据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

义的赖毅回忆：“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

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

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

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

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

者消极的道路。第 1 营第 1 连的一个排

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

部 逃 跑 了 ，并 且 带 走 了 所 有 武 器 。 那

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

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

去？’这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时，是以攻

打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的，起义军最初

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由

于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

抵抗，损失严重。这时，毛泽东果断改

变 原 有 部 署 ，下 令 各 起 义 部 队 停 止 进

攻，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毛泽东

在 文 家 市 主 持 召 开 前 委 会 议 ，否 定 了

“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把起义

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

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

再图发展。

29 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翻越大

山来到一个万木苍翠、群山环抱的小山

村——永新县三湾村。这时，部队剩下

不足千人，但仍是起义前的编制，出现

官多兵少和枪多人少的现象，不利于作

战。当时追敌已被摆脱，也没有地方反

动武装袭扰，部队在村里住了 5 天。这

是工农革命军自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

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

进 驻 三 湾 村 的 当 晚 ，在 一 间 名 叫

“泰和祥”的杂货铺内，毛泽东主持召开

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总结秋收

起义以来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讨论部

队现状及解决措施，决定对部队进行整

顿和整编，并立即付诸实施。这就是著

名的“三湾改编”。

二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

不足 1000 人的部队缩编成一个团，称工

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第 1 团，团长由陈

浩担任，下辖第 1、第 3 营，还有特务连、

卫 生 队 、军 官 队 、辎 重 队 各 1 个 ，共 有

700 多支枪。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

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首长

不 准 打 骂 士 兵 ，士 兵 有 开 会 说 话 的 自

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

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

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

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

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

组，支部建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

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

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

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改编时，根据自

愿的原则，愿留的则留，不愿留的发给 3

至 5 元的路费。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

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

史上有着重大意义。

30日清早，在三湾枫树坪，毛泽东向

全体指战员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部

队改编的决定，并做动员讲话。据参加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谭政回忆：“毛泽东

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

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

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

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

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

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

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

以当成一百，我们现在这样几百人的队

伍，还怕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挫

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这些话，在部

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的情况下

是很能鼓舞人心的。”

就在这次改编中，毛泽东创造性地

在部队中建立起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

基本制度。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党

委，团、营、连三级均设党代表，由党代

表任党支部或党委书记，负责领导所属

部队党务工作、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

前委还决定，凡属于部队的一切重大问

题，必须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从

而在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确

立了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铁律。

1928年 11月 2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

红 4 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全面地总结

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进一步

阐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得出中国

红色政权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结论。

报告中指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

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

建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

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

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

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

较健全。”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时，题为《井冈山的斗争》。

这次改编还规定：“官长不打士兵，

官 兵 待 遇 平 等 ，士 兵 有 开 会 说 话 的 自

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时任

特务连党代表、支部书记罗荣桓后来回

忆说：“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菜都

是四菜一汤，和士兵待遇悬殊。三湾改

编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

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

样，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

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更加

密切了官兵的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

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如果说生活待遇还仅是一种形式，

毛泽东要求建立健全团、营、连三级士

兵委员会，则具有深刻的内涵。他把士

兵委员会的工作，视为在红军中确立民

主制度，彻底废除旧军队陋习，建立新

型官兵关系的有力武器。

为了保障士兵的这些民主权利，在

连以上单位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

员会的主席和委员均由全体士兵民主

选举产生。官长也参加士兵委员会，也

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官长被选举者在

委员会人数的三分之一以内。士兵委

员会在党代表指导下进行工作，对军官

有监督之权，可以提出批评，甚至有制

裁权。这是亘古以来中国军队从未有

过的新制度。正是这项制度，消除了官

兵之间的隔阂，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军队

官兵对立的关系，开创出人民军队独有

的民主制度，确立了官兵一致、亲密无

间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内部关系。

三

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原

则确立后，军队面貌大为改观。仍旧是

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却列队整齐，目

光炯炯。官兵知道了为谁打仗，懂得了

为谁扛枪。党的战斗堡垒筑在了最基

层，筑在了斗争的最前沿。三湾改编后

正 赶 上 季 节 性 传 染 病 ，部 队 还 整 天 打

仗，吃不饱，住不好，生活十分艰苦，但

大 家 没 有 叫 苦 的 ，也 没 有 发 牢 骚 的 。

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的斗争经验时强

调：“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

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和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从政治上和

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是

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

重要开端。

1957 年，罗荣桓元帅在《秋收起义

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写道：“三湾改

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

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

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这个

根本性问题，那么，这支部队就不会有

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

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

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

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

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

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

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历史，在三湾拐弯。

三湾，见证我军新生
■褚 银

记 史

1941 年七八月间，新四军第 6 师第

16 旅在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率领

下，接连打下蒲干、西旸、郭庄庙、直溪

桥等 28 个日伪据点，给日伪军以重创。

日军一时无力重建被摧毁的据点，随即

集中优势兵力奔袭塘马村，企图攻击第

16 旅旅部和苏南党政机关。

塘马村，位于溧阳县城西北约 15 公

里的一片丘陵地带，有百余户人家。这

里北距日军侵占的溧武路、南距国民党

军驻地都只有一二十公里，是第 16 旅旅

部所在地。在塘马村及周围的村庄里，

还驻扎着苏南党政机关，以及医院、被

服厂、修械所等后方单位。第 16 旅旅部

特务连、第 48 团第 2 营等战斗部队 500

余人在这里负责警卫。

11 月 28 日拂晓，日军第 15 师团调

集步、骑、炮兵 3000余人，伪军 800余人，

坦克 10 余辆，自句容、天王寺、金坛、薛

埠一线，分东北、西北、西南三个方向，在

大雾掩护下长途奔袭，直逼塘马村。

当时，塘马村正在召开苏南抗日根

据地各县党政军干部会议。第 16 旅所

辖的第 46、第 47 团都远离塘马，党政军

干部虽有 1000 余人，但战斗人员不足

300 人，情势岌岌可危。苏南党政军领

导机关能否安全转移，直接关系着苏南

地区能否继续坚持抗日斗争，也将对华

中战局产生重大影响。旅长罗忠毅、政

委廖海涛果断命令部队进行反击。

经半小时激战，第 48 团第 2 营第 4

连毙伤日军数十人。第 2 营营长黄兰弟

判断邵笪里是敌主攻方向，在步兵之后，

骑兵和坦克定会接踵而来。他随即率

第 5 连向第 4 连方向增援。20 分钟后，

百余日军骑兵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向第 4

连阵地直冲过来。黄营长沉着指挥，率

两个连官兵集中火力将敌骑兵打退。

上午 8 时许，旅领导在塘马村刘家

祠堂召开紧急会议，研判形势并作出部

署：第 48 团第 2 营在西、团特务连在南、

旅 部 特 务 连 在 东 北 ，继 续 抗 击 尾 随 日

军，由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王直负责率

领旅部及苏南党政机关转移，并从第 48

团第 2 营第 6 连抽调 2 个排掩护机关撤

退。旅长罗忠毅和政委廖海涛留下来

指挥部队阻击日军。

9 时许，日军集中兵力向塘马东南

1.5 公里的王家庄进攻。旅部特务连和

第 48 团第 2 营（欠第 6 连 2 个排）集中收

拢到王家庄，形成“拳头”猛击并拖住敌

人，以掩护机关人员继续向东转移。此

时，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多路合

击、轮番进攻。我第 4、第 5 连连长先后

牺牲，战士伤亡也非常大。

这时，日军又一次猛冲上来。旅长

罗忠毅振臂高呼：“共产党员、青年团员

站出来，同志们，跟敌人拼了！”几十名重

伤 员 奋 力 拿 起 武 器 与 日 军 白 刃 格 斗 。

此时，罗忠毅身边只剩 6 名战士，战场形

势异常危急。警卫班长建议突围，但罗

忠毅说：“机关还没到达安全地点，必须

坚守到天黑。”当日军再次进攻时，罗忠

毅不幸中弹倒在血泊之中。这更加激

起第 16旅官兵血战到底的满腔怒火。

战斗激烈进行着，而此时，驻守溧

阳的国民党军却突然后撤让开阵地，致

使日军直逼王家庄前沿阵地。第 16 旅

陷入四面被围的境地。政委廖海涛临

危 不 惧 ，指 挥 部 队 继 续 顽 强 抗 击 。 突

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腹部，鲜血瞬间

染红了军装。此时，随队的医务人员已

全部牺牲，无人会包扎抢救。廖海涛把

第 2 营营长黄兰弟喊来，忍着剧痛向他

当面交代：“部队由你指挥，拼死突围，

到溧水找第 46 团……”说完，他怀着对

部队和战友的不舍闭上了眼睛。王家

庄战斗持续了近 6 个小时，打退日军 10

余轮攻击，为党政机关安全转移争取到

了宝贵的时间。

当时，转移的机关队伍向东疾进，

刚过西阳村和陆甲，就遭到甓桥之敌的

炮击。日军分两股由甓桥西北出动，向

我侧后迂回。负责掩护的第 48 团特务

连在西阳村掩护阻击，由于地形不利，

敌众我寡，连队伤亡较大。后方机关撤

到 陆 甲 附 近 ，又 遭 遇 200 余 名 日 军 袭

击。第 6 连两个排奉命反击，掩护机关

继续转移。

15 时许，第 2 营第 6 连、团特务连担

负掩护任务的官兵，与后方机关在戴家

桥、清水渎附近汇合，临时组建成一个

守备连，坚守戴家桥。不久，日军向戴

家桥进攻。我军官兵拼死抵抗，连续打

退敌人 3 次进攻，致敌伤亡惨重，为下一

步突围赢得了时间。

当晚 23 时许，我苏南党政军机关千

余人在旅参谋长王胜、旅政治部组织科

科长王直两名同志率领下，从日伪结合

部间隙中成功突围，进入金坛、溧阳边

黄金山地区，次日晚安全到达溧水县白

马桥一带，与第 46 团会师。

塘马战斗，新四军第 16 旅以 270 余

名指战员牺牲为代价，毙敌 500 余人，粉

碎了日军摧毁第 16 旅旅部和苏南党政

领导机关的企图，掩护苏南党政机关千

余人突出重围，为我党我军保存了一大

批骨干力量。

塘马战斗—

一次壮烈的突围战
■郭 强

战 例

1941年，第 16旅在苏南溧阳县塘马进行刺杀比赛。 资料图片

在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馆

展厅，珍藏着一枚石章复制品，它的

原件由肖正纲烈士在狱中亲手磨

制 ，内 容 是“ 自 珍 自 爱 ，再 接 再 励

（厉）”。

肖正纲，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华

容县新河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

华容农民运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

争和万里长征，历任新四军后方留守

处主任、军需科长，新四军驻桂林办

事处主任和驻重庆办事处主任。

1941 年，“皖南事变”爆发，肖

正纲在随新四军军部北移至茂林时

遇敌主力部队袭击。激战 7 个昼夜

后，部队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肖正

纲被俘入狱，被关押于江西上饶周

田村集中营。入狱后，肖正纲化名

为肖余生，被编入“军官大队”第 4

中队 1 区队 3 班。

这座由国民党军统特务设立的

法西斯式集中营规模庞大，由七峰

岩、周田村、茅家岭、李村和石塘等

处组成，号称人间地狱。敌特分子

为了让被捕的人变节不择手段，先

是企图通过政治诱骗“感化”被囚

者，未达目的，便强迫他们每天干苦

工，并通过各种重刑、毒刑对其施以

肉体上的折磨，直至将其迫害致死。

肖正纲所在的周田村是个苦工

营，几百名囚犯被关在有铁丝网的围

墙之内，每日进行高强度的劳作，还

要遭受无休止的精神折磨。肖正纲

深知自己不能坐以待毙，便决定筹划

建立秘密党组织，积极开展党员的思

想工作，带领大家站稳立场，坚持共

产党人的气节。他常对大家说：“现

在是短兵相接的时刻，要提高警惕、

擦亮眼睛，随时识破敌人的阴谋 。”

有一次，他趁上山劳作的时候

精心挑选了一块石头，亲手磨制了

一枚石章赠予难友，鼓励其保持革

命气节，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这枚

石章不仅激励狱友重拾奋战到底的

决心，更是肖正纲狱中斗争精神的

真实写照。

1941 年 7 月，因变节分子的揭

发，敌特掌握了肖正纲的真实身份，

先是对他轮番劝降，而后采用木刑

将他打得几度晕厥，但他始终闭口

不言。8 月，肖正纲被押遣至被称

为“狱中之狱”的茅家岭。反动派们

将 10 种酷刑在肖正纲身上试了个

遍。受尽折磨的肖正纲左眼失明、

全身是伤，却依旧铁骨铮铮，将石章

上的八字勉励诠释得淋漓尽致，始

终捍卫着共产党人的气节。

次年，日军沿浙赣路发起新一

轮进攻，上饶集中营的囚犯被迫徒步

转移至福建，肖正纲也在转移队伍

中。6月 17日，队伍行至崇安县赤石

镇，6中队秘密党支部成功组织赤石

暴动逃跑。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反动

派决定对没有逃跑的“顽固分子”施

以血腥镇压。19 日，肖正纲等多名

革命志士在虎山庙被残忍杀害。

肖正纲牺牲后，他磨制的这枚

石章几经辗转到了他的儿子肖克武

手中。多年后，石章不幸遗失，下落

不明。

1979 年，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

纪念馆新建后开馆。专家们根据幸

存者的描述，复刻还原了这枚石章，

将其置于四号展厅。志士虽已陨落，

但石章铭刻的“自珍自爱，再接再厉”

的精神品格得以永久流传。

狱
中
的
星
星
之
火

■
张
佳
慧

郭
冬
明

珍藏在上饶集中营烈士纪念

馆的石章（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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