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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枪声连角起，

广州工农兵起义。

红旗飘上越王台，

君是当年好战士。

这首诗是叶剑英元帅 1957 年为广

州起义牺牲烈士张子珍的墓碑所题写

的。诗里，叶帅回首往事，追念烈士，以

雄伟的意象、深沉的情感，把人们带回当

年枪声骤起、红旗飘舞的羊城街头，再现

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成立时那

充满血与火的历史画面。那么，在这些

历史画面背后，作为广州起义的组织者

和领导者之一，叶剑英元帅经历了哪些

艰险时刻，有过哪些非凡之举呢？

一

1927 年 7 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

身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

谋长的叶剑英被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

正式党员。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党

组织为了保密，决定叶剑英暂时不与其

他党员发生联系。

南昌起义爆发后，第二方面军总指

挥张发奎认为叶挺、贺龙率部起事，拉走

了他过半兵力，是“公然叛变”。他奉汪

精卫之命，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准备火速

追赶叶、贺部队。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

他劝张发奎开往广东，以不追叶、贺为上

策。他分析战局，“总指挥”早就想南下

广东，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目前正

是时机，我们原想去广东，桂系李济深是

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贺的队伍到广东

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出兵

相助，我军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

广州；这样比跟着叶、贺的屁股打，两败

俱伤，要胜一筹；假若在此尾追叶、贺，徒

耗兵力，别说不一定追上他们，即使捉

获，我们仍无立足之地，何谈北伐！

叶剑英所说正合张发奎占据广东的

心愿。他当即放弃尾追叶、贺的计划，只

表面上追赶一程。第四军等部追至抚州

之后，即与起义军“嗣忽分途”：叶、贺部

队由闽粤边境直趋潮汕，第四军改由南

雄入粤。这种“追而又舍”的局面，正是

叶剑英向张发奎献计“力主不追”的结

果。这使得南昌起义军摆脱了第四军的

尾追之苦，更重要的是，第四军挥师入

粤，使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叶剑英

兼任团长的第四军教导团借机进入广

州。这是日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发动

广州起义的一个重要条件。

9 月下旬，叶剑英到达广州，秘密与

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黄锦辉取得联

系。黄锦辉交代叶剑英的任务是，要在

张发奎的第四军站住脚跟，掌握敌军动

态；加强对教导团的领导，准备好暴动的

武装；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削弱敌人，

壮大革命力量。自此，叶剑英在党组织

的领导下，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军营垒，秘

密投入了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这时，粤、桂两系军阀争夺广东地

盘的斗争愈演愈烈。汪精卫与张发奎

密谋，乘李济深赴上海之际，以“护党”

名义，于 11 月 17 日发动倒李（济深）、黄

（绍竑）政变。叶剑英看到时机已到，即

命教导团投入战斗，一举攻占了黄绍竑

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缴获大批武器弹

药。随后，将这些武器弹药秘密武装了

部分工人纠察队。

同日，中共中央常委会通过了《广

东工作计划决议案》，正式决定举行广

州起义。中共广东省委的策略是“变军

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号召

工 农 兵 群 众 联 合 起 来 夺 取 广 州 政 权 。

叶剑英得到指示后，冷静观察粤桂各派

势力矛盾变化，等待时机加以利用。

几天后，李济深、黄绍竑组成东西

两路军，准备夹击广州。叶剑英觉察利

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时机已经成熟，便趁

机建议张发奎、黄琪翔集中兵力对付西

路黄绍竑部。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

建议，令黄琪翔率第四军主力开赴西江

一带，进击黄绍竑；其余作战部队也都

悉数调至广州外围，以防进犯之敌。

12 月 7 日，黄琪翔出征前将第四军

后方事务委托给叶剑英。至此，叶剑英

“调虎离山”之计完全实现，广州城内只

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其他少数部队。

这就为共产党人发动广州起义创造了

极好的时机。

二

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是第四军教

导团和警卫团。为保护和培育这两支

革命武装，叶剑英在错综复杂、虎狼环

伺的险恶环境中，机智果敢地与敌巧妙

周旋，其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教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

校武汉分校，成员是随北伐军到武汉的

黄埔军校部分师生及新学员，内有许多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大革

命失败后，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指

挥唐生智欲借该校到洪山野外演习之

机 ，将 其 秘 密 围 歼 。 叶 剑 英 得 知 消 息

后 ，立 即 请 张 发 奎 出 面 制 止 了 这 一 阴

谋，并顺势将该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

官教导团，有近 3000 人，其中有 100 多

名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并有秘密党

组织，是当时少有的革命武装力量。此

后，教导团又多次遇到被缴械的危险情

势，都是叶剑英出面周旋，加以保护，使

教导团转危为安。

10 月中旬，叶剑英遵照党组织关于

准备好暴动武装的指示，调教导团进驻

广州北校场四标营。为避免疑忌，叶剑

英辞去教导团团长职务。之后，叶剑英

以“老团长”的身份和教导团保持着联

系。在他授意下，教导团成立了“士兵

训练委员会”，根据城区特点，组织各连

进行巷战中的攻击、射击、投弹、爆破、

刺枪和夜战训练。

进入 11 月，党加快了在广州发动起

义的步伐。为了加强起义的武装力量，

黄锦辉交代叶剑英，要设法扩充第四军

警卫团。该团是第四军新编部队，共两

个营，军官成分复杂，只有少数中共地

下党员。叶剑英接到党交给的任务后，

即向张发奎提出广州城防空虚，急需扩

编警卫团的建议。张发奎此时正为工

人“闹事”、驻守广州兵力薄弱大伤脑

筋，便同意了叶剑英的建议。于是，叶

剑英推荐了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担任

警卫团团长，又安排了一批共产党人担

任团领导，并将 300 多名曾参加省港大

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 3 营。此

外，各连的排长和班长也大都由教导团

抽调来的进步学员担任。

通过叶剑英的努力，我党在广州起

义前掌握了教导团、警卫团两支革命武

装，大大增强了中共广东省委发动起义

的信心和决心。12 月 7 日，在秘密召开

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中共广东省委书

记兼起义总指挥张太雷高度评价了教

导团和警卫团这两支武装力量。

三

12 月 7 日，广东省委决定 12 日举行

起义。

就在起义即将发动的关键时刻，一

连串危险发生了。9 日，在上海的汪精

卫获悉共产党准备暴动的情报，连发三

电给陈公博、张发奎等，要其迅速解除

教导团武装。10 日，为工人赤卫队转运

武器的大安米店被敌人侦破，老板被捕

后供出实情。同日，张发奎令黄琪翔部

队从西江前线赶回广州镇压起义。

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冒着风险面

见张发奎，再次担保教导团不会暴动，设

法稳住事态。同时，他将敌人镇压起义的

部署报告给党组织，并暗中通知教导团做

好准备。根据各方面情报，张太雷召开省

委紧急会议，决定提前在11日起义。

11 日凌晨 3 时 30 分，教导团打响了

起 义 第 一 枪 ，震 惊 中 外 的 广 州 起 义 爆

发。起义官兵高举红旗，兵分三路投入

市区战斗。潜伏在市内各地的 3000 余

名工人赤卫队员，向着指定目标发起勇

猛攻击。教导团第 1 营和工人赤卫队第

1 联队很快攻占了公安局。接着，广州

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

叶剑英听到起义的枪声后，迅速赶

到总指挥部，接受工农红军副总指挥的

任 命 ，协 助 总 指 挥 叶 挺 等 共 同 指 挥 战

斗。这时，起义军已经控制了广州大部

分地区，但第四军军部等几个据点的敌

人仍在顽抗。很快，被起义军打得晕头

转向的敌人回过神来，大举反扑，逐渐对

广州形成合围之势。

当晚，总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分析

敌情，叶剑英、叶挺等人建议起义军应

在国民党军大举反扑前主动撤出市区，

以保存革命力量。这一建议得到聂荣

臻 支 持 ，但 因 共 产 国 际 代 表 诺 依 曼 反

对，未被采纳。

随后，叶剑英冒着枪林弹雨，一手提

着驳壳枪，一手拎着子弹袋，在长堤一线

巡视布防，指挥战斗。他还利用战斗空

隙去探视伤员，察看俘虏。12日中午，敌

军向广州制高点观音山发起猛攻。叶

挺、叶剑英令部队火速增援观音山，粉碎

了敌人多次反扑，夺回观音山阵地。

12 日晚，敌军从江门、韶关、石龙等

地陆续赶来，抢占了市内主要据点。总

指挥部被迫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

令。当叶剑英由前线返回总指挥部时，

已是空无一人。几天后，他在工友李运

全帮助下离开广州，前往香港。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 继 南 昌 起 义 、湘 赣 边 界 秋 收 起 义 之

后 ，对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的 又 一 次 英 勇 反

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

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

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无比英

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

舞。参加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

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

顽强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

部分。

广州起义中的叶剑英
■金立昕

1939 年 1 月 21 日凌晨，新四军第 2

支队第 3 团在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的带领

下冲进官陡门伪军据点，从开始攻击到

结束战斗用时 8 分钟，连同清扫战场也

不过 20 分钟。此次战斗在敌人心脏地

带上演“虎口拔牙”，狠狠地打击了日伪

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抗战信心

和斗志。

新 四 军 挺 进 苏 南 后 ，日 军 在 苏 南

地 区 以 交 通 网 为 基 础 构 筑 封 锁 线 ，在

封 锁 线 内 又 建 立 了 众 多 据 点 ，企 图 以

此来压缩新四军的活动范围。日军的

封 锁 线 和 据 点 构 成 了 棋 盘 式 布 局 ，而

官 陡 门 据 点 就 处 在 棋 盘 中 心 位 置 ，粟

裕 称 其“ 恰 恰 和 象 棋 盘 中 心 卒 前 面 的

渡河点一样”。

官 陡 门 位 于 安 徽 芜 湖 东 北 郊 ，是

一个小镇，东西街道不过百米，南北方

向 上 扁 担 河 穿 镇 而 过 ，一 座 百 米 长 的

小 木 桥 连 接 河 两 岸 ，小 镇 四 周 河 网 密

布，沟汊纵横，地形险要。距离官陡门

不到 3 公里处有一座日军机场，有日军

重 兵 驻 守 ；而 官 陡 门 作 为 日 军 守 卫 机

场外围的重要军事据点，也驻守有 300

多名伪军。

为加强官陡门据点的防御，日军沿

河两岸修筑防御工事，设置多层铁丝网、

障碍物和掩体战壕。官陡门南面 4 公里

的永安桥、北面 5 公里的年陡门也均有

日伪军据点。遇有紧急情况，半小时之

内，各方守敌就能驰援。此外，从附近机

场起飞的敌机不到两分钟就可以飞临官

陡门，进行低空扫射、轰炸。

为打破日军的分割、封锁和分区“扫

荡”，争取战场的主动权，新四军第 2支队

副司令员粟裕经过充分酝酿和周密筹划，

决定率第 2 支队第 3 团远程奔袭，直插敌

人的心脏地带，一举拔掉官陡门据点。

为打好这一仗，早在 1939 年 1 月初，

粟裕就派侦察员摸清了官陡门地形和敌

人兵力部署，并进行了几次夜间战斗、白

刃战、河川战、街市战演习，做好了充分

的战前准备。

18日清晨，粟裕对参战的第 3团官兵

做了简短动员，继而率部从宣城狸头桥出

发，沿着丹阳湖东岸冒雨迂回向北行进 25

公里，而后停止行动，隐蔽休整宿营。19

日下午，粟裕组织部队悄悄上船，隐蔽向

西渡过丹阳湖。21 点，部队弃船翻过堤

坝，改乘预先准备好的船，继续沿内河向

西行进。3个小时后，部队秘密行进到第

二个预定集结地点——距官陡门约 40公

里的一个村庄。部队决定在此处进行隐

蔽集结，等到 20日夜继续西进。

20 日中午，粟裕召集排以上骨干，

逐一分配作战任务，要求大家在 20 分钟

内 完 全 解 决 战 斗 ，并 迅 速 集 结 准 备 撤

退。傍晚，粟裕下令进攻官陡门。部队

冒着凛冽的寒风继续向西疾进，于 20 时

到达青山和黄池两据点间的亭头镇。

按照战前部署，粟裕派兵从南、北

两面向青山和黄池的敌人据点隐蔽前

进，以阻击增援之敌，保护部队回撤时

的安全和攻击部队的侧翼安全；攻击部

队则继续在夜色掩护下长途奔袭，直逼

官陡门。

21 日凌晨 2 点，部队行至离官陡门

不到 10 公里时，遇到一条河。由于担心

渡船已被敌人封锁，粟裕当机立断，命令

部队多绕 5 公里的距离，走陆路。

为 了 把 绕 路 的 时 间 抢 回 来 ，粟 裕

命 令 部 队 发 扬 勇 敢 战 斗 、不 怕 疲 劳 的

作风，跑步急行军，必须赶在天亮前发

起 攻 击 。 部 队 借 着 夜 幕 疾 进 ，巧 妙 地

绕 过 敌 据 点 ，终 于 在 21 日 凌 晨 4 点 赶

到距官陡门约 2 公里的王石桥，占领了

冲击阵地。

按照作战计划和任务部署，攻击部

队分成两部分展开：粟裕率主力沿扁担

河西岸北进，另一部则沿河东岸北进，

对官陡门据点形成包围夹击之势。部

队贴着堤坝隐蔽前进，在距官陡门据点

几百米时，突击队派出尖兵进行攻击前

的侦察。

根 据 侦 察 员 报 告 的 情 况 ，粟 裕 果

断 发 出 行 动 命 令 。 突 击 队 匍 匐 前 进 ，

逐 渐 向 官 陡 门 据 点 靠 近 ，第 二 梯 队 紧

随其后。当突击队运动到距敌不到 30

米的铁丝网前，正拉开障碍物时，触响

了 警 铃 。 粟 裕 命 令 部 队 立 刻 发 起 进

攻。不到 2 分钟，攻击部队就顺利突破

铁 丝 网 和 其 他 障 碍 物 ，冲 了 进 去 。 还

在睡梦中的伪军大部分来不及抵抗就

被解决了。

这时，河东岸也响起了枪声。趁敌

人惊慌失措之际，粟裕指挥部队冲向河

边，快速夺取小木桥，然后过河协助东岸

部队，一举攻占了伪军司令部。战斗仅

用 8 分钟，连同清扫战场共用 20 分钟。

等周围据点的敌人反应过来时，粟裕已

率领部队安全回撤。

奇袭官陡门，新四军大获全胜，以轻

伤两人的代价，歼敌 200 余人、俘敌 57

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挫

败了日伪军对芜湖、当涂等地实施分割、

封锁的计划。粟裕所写的战斗报道《芜

湖近郊的奇袭》，发表在 1939 年 10 月 7

日的《新华日报》上，后被收入《新四军在

茅山》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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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 10 月下旬，日军华北方面

军纠集 2 万余人，对晋察冀根据地北岳

区进行大规模“扫荡”。11 月 3 日，日军

独立混成第 2 旅团一部 500 余人，在河

北涞源县雁宿崖被八路军部队全歼。4

日，日军独立混成第 2 旅团旅团长阿部

规秀中将率 1500 余人出动，企图寻找我

主力实施报复。

在我军一部诱击下 ，6 日黄昏 ，日

军 进 犯 至 黄 土 岭 、上 庄 子 一 带 。 此

时，晋察冀军区决定集中第 1、第 2、第

3、第 25 团 ，以 及 游 击 第 3 支 队 和 第

120 师 特 务 团 等 部 ，依 托 有 利 地 形 伏

击日军。

7 日晨，日军发现处境不妙，开始谨

慎地向东开进。中午时分，日军先头部

队接近黄土岭以东之寨坨，大部逶迤于

上庄子一线。我军果断发起合击，日军

数次突围均告失败。不久，阿部规秀将

指挥所移至寨坨附近小高地上的一个

四合院内。

激战中，在寨坨西南 793 高地指挥

战斗的第 1 团团长陈正湘用望远镜观

察 发 现 ，一 群 穿 黄 呢 子 大 衣 的 日 本 军

官，站在一座独立院落平坝前，正用望

远镜朝山头瞭望。陈正湘判定小院可

能是日军指挥所，立即将配属于第 1 团

的 军 分 区 迫 击 炮 连 调 上 来 ，对 敌 实 施

炮 击 。 炮 兵 连 到 达 团 指 挥 所 后 ，目 测

判 断 目 标 在 迫 击 炮 有 效 射 程 内 。 随

后，迫击炮手调整方向，瞄准目标。

随着一声令下，4 发炮弹呼啸着飞

向 目 标 点 ，爆 炸 声 在 群 山 中 回 响 。 日

军突遭重创，乱作一团。此战后，驻蒙

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在给日本陆军大

臣畑俊六的报告中称：“突然敌人的迫

击炮弹在数步之间落下、炸裂，部队长

（指阿部规秀）腹部及两腿的十几处负

致命重伤……终于在负伤后仅仅三小

时 余 ，即 七 日 晚 九 时 五 十 分 …… 最 终

战死。”

是夜，日军连续十余次突击，均被

我 军 逼 退 。 8 日 晨 ，日 军 欲 从 司 各 庄

方 向 突 围 ，虽 未 得 逞 ，但 我 军 亦 未 能

将其全歼。中午时分，援敌 1200 余人

接 近 黄 土 岭 ，我 军 遂 撤 出 战 斗 。 此

战，我军共歼敌 900 余人，并缴获大量

军用物资。

为表彰第 1 军分区炮兵连的卓著

战绩，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授予

该连“黄土岭功臣炮连”光荣称号。军

区 颁 发 的 嘉 奖 令 称 ：“ 在 黄 土 岭 战 斗

中，第 1 军分区炮兵连充分发挥了炮兵

的 作 用 ，给 予 敌 人 以 极 大 的 杀 伤 和 威

胁，以准确的射击命中敌首，使敌人失

去 指 挥 ，致 全 线 动 摇 而 陷 于 极 端 混 乱

状 态 中 ，并 密 切 配 合 步 兵 获 得 黄 土 岭

的胜利。”

“黄土岭功臣炮连”战旗—

炮吼雷霆壮军威
■田 航 蒲 元

广
州
起
义
（
油
画
）
。

资
料
图
片

官陡门大捷纪念馆展厅内景。 韦祥祥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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