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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征程中，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其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砥砺前行
中，也留下了一串串红色的革命印记。这些印记，如同茫茫黑夜里的指路灯塔，如同严寒中的暖人篝火，感召和
激励着广大军民团结在党的周围，传承红色血脉，为催生一个崭新的中国而努力奋斗。时值纪念建军 91周年之
际，我们辑录了以下一组回眸早期人民军队几个“第一”的故事，以表达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意。 ——编 者

人民军队在成立之初，并没有自己
的军服。1927 年 8月 1日，南昌起义的
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
民军队的诞生。起义部队大多数穿的
是国民革命军的服装。同年的秋收起
义中，由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
面军警卫团、安源路矿工人，平江、浏阳
农民义勇军等组成的中国工农革命军
穿着各式服装。1928年 5月 4日工农革
命军第四军成立，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
之中，无法大量生产军装，为了保暖只能

有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敌人的军装，
地主的长袍，工人、农民的粗布衣……各
式各样，着装相当混乱。而且大部分战
士的服装已非常破旧，几乎到了衣不遮
体的地步。为了便于作战和管理，统一
服装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毛泽东在部
队整编完成后曾说：“部队是焕然了，但
还没有一新啊！”

当时闽粤边重镇长汀县城人称“小
上海”，物产丰富，富商云集，手工作坊
遍布城乡，有很好的经济基础。1929年
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
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首次入闽，在长岭
寨一举消灭了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
混成旅郭凤鸣部两千余人，解放了长汀
县城。

解放长汀后，红四军在当地开展了
斗地主、打土豪等运动，没收了 10余家
反动豪绅的财产，并向资本千元以上的
商人筹措军饷，很快筹得 5万元。对于
红军来说，这是一笔巨款，如何利用这笔
钱大家意见不一。前委书记毛泽东提
出，利用这些军饷和长汀良好的缝纫、印
染条件，赶制4000套军装，以统一军装。

红四军攻打长汀时，缴获了郭凤鸣
的兵工厂和服装厂，有两千支步枪和几
十挺机关枪都是崭新的，而且是日本造
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家拥有新式
缝纫机（日本货）的工厂。同兵工厂一
样，这家工厂也属于郭凤鸣，专给他的
部队做军装。这个工厂里的工人很快
组建了工会组织，每天工作十二小时，
加班加点为红军制作新军装。在提到
这批缝纫机时，朱德清楚地记得：“这批
机器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以前，

我们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手缝的。”为
购得足够的优质布料，红四军军需处领
导杨至成找到许多布店老板。由于红
军实行买卖公平的政策，不少商家很乐
意为红军筹集军需物资。当时商店没
有灰布，军需处就与染布坊联系，帮助
把布匹染成灰色。

第一套军装到底该如何设计，定什
么样式没有借鉴的经验。最终，在长汀
两个名叫谢日新、戴恒新的裁缝老板的
统一负责下，最终确定了新军装的款式：
帽子为有檐的大八角帽（列宁戴过的八
角帽式样），上缀一颗布质红五星帽徽；
军装为灰蓝色布质，上衣为仿中山装式，
开襟，衣前左右各有 1个口袋，领口佩缀
红领章，领章边缘绣一圈黑边（为纪念列
宁逝世 5周年，缅怀伟人丰功伟绩）；裤
子则为半长的阔腿样式。毛泽东曾作演

讲说：“红军军服领口上的两个红领章代
表两面红旗。”陈毅则对军装的颜色做了
说明：“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色的
群山和辽阔的大地。”

红四军干部战士穿上新军装，个个
精神抖擞。部队在长汀南寨广场举行了
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
受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检阅。朱
德说：“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
红军军装。每一套有一副裹腿和一顶有
红星的军帽。它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
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好无比
了。”这套军装代表着与旧时代的决裂，
象征红色的军队的形象。红四军也将这
个服装厂和个体分散的裁缝连同机器组
织起来，成立了红军临时被服厂，后来成
为中华苏维埃被服厂，而且历尽长征的
艰险，一直迁移到了延安。

第一套红军军装诞生记
■栾振芳

在江西省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
内，有一座炮弹形建筑屹立在宽阔的红
军广场上，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红军烈士
纪念塔。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苏区
军民建造的第一座红军烈士纪念建筑，
其落成之日距今已有 84年。鲜为人知
的是，它的诞生还和钱壮飞有关，他和李
克农、胡底被誉为我党隐蔽战线的“龙潭
三杰”。

钱壮飞，浙江省湖州市人，1919 年
毕业于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26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9 年底打入国民党中
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当时为国民党
最高特务机关），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
的机要秘书。在这个特殊岗位上，他谨
慎机智，不断为党获取大量重要情报。
1931年 4月 25日晚，正独自值班的钱壮
飞一连收到武汉发给徐恩曾的特急密
电六封，他当机立断拆译密电。原来，
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
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要将在上海的
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他知道顾顺
章也了解自己的情况，千钧一发之际，
他不顾个人安危，及时将情况报告给党
中央，冷静地通知中央机关有关同志尽
快撤离。26日早晨，他像平常一样把这
些密电当面交给徐恩曾后，从容不迫地
离开敌营。接到他的情报，周恩来指挥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立刻采取行
动紧急转移，同时，中共江苏省委和共
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也全部转移。钱
壮飞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等地下组织
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随后，他按党
的要求进入中央苏区，历任红一方面军
政治保卫局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
司令部第二局副局长等。1934 年 10月
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
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同年 4 月牺
牲于贵州金沙县。

时间回到 1931年 11月 7日，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
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
告成立。会上，为了寄托对革命先烈的
缅怀崇敬之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
导者们，决定要在赤色首都瑞金建造一
批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让烈士精神光
耀千秋，激励后世。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央
苏区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建设期，建造
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的设想，水到渠成
地被提上临时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

中央苏区军民热烈响应中央政府号
召，迅速掀起为纪念塔募捐的热潮。瑞
金的工农群众首先行动起来，他们除了
捐款建塔外，还义务参加建塔劳动，并把
家中的砖石、木料拿去建塔。

红军烈士纪念塔的设计工作，由时
任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第二局副局长的钱
壮飞担任。他不仅是我党战斗在隐蔽战
线的高手，而且还是个擅长书法和绘画、
工于化装和表演的文艺奇才。当时的
《红色中华》报的刊头出自其手，中革军
委机关报《红星报》上的漫画，也大多为
其手笔。他受命设计红军烈士纪念塔，
也是众望所归。

虽然我们今天不可能见到当年的设
计方案及图纸，但依然可以从解放后复建
的建筑物的外观，窥见钱壮飞设计时的匠
心独运。这便是充分运用红色元素，借助
象征手法，巧妙组合，寓情于景。那炮弹
造型的塔身，宛如直刺苍穹的利剑，宣示
着红军战士和共产党人的大无畏革命精
神。那塔身上镶嵌的密如繁星的卵石，犹
如万千工农子弟聚集于人民军队旗下。
由一块块厚重的红麻条石垒砌的五角星
基座，寓意红军背靠赤色中国，强大无
比。全塔通体的红色，传递着血与火的时
代气息。环绕塔基各面嵌入的十块石碑，
有九块镌刻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赤
色中国的领袖们的题词，体现中国共产党
人对革命先烈及人民群众的赞扬、承诺与
担当。纪念塔下草坪上，一行“踏着先烈
血迹前进”的砖砌大字，直通检阅台前，表
达健在者和后来者的心声。

钱壮飞还设计了围绕纪念塔的一组

纪念建筑物，它们是：纪念牺牲于第三次
反“围剿”战争中的红 3军军长黄公略的
公略亭；纪念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
献身的红 5军团参谋长兼第 14军军长赵
博生的博生堡；以及红军烈士纪念亭、红
军检阅台。

1933 年 8 月 1 日，中央政府在叶坪
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的
开工典礼。与此同时，由钱壮飞设计的
中央政府大礼堂，也在沙洲坝举行了开
工典礼。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红军烈士
纪念塔和其他烈士纪念建筑物，以及中
央政府大礼堂，均于 1934年 1月底竣工
落成。

1934年 2月 2日上午 8时，红军烈士
纪念塔揭幕典礼在叶坪红军广场开始。
全体人员向纪念塔俯首静默三分钟。默
毕，由钱壮飞同志向大家作纪念塔设计
经过的报告。他谈了自己在设计过程中
屡屡被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感动得泪眼模
糊，并从中受益；谈到了红军指战员对建
塔的关心与建议，给他以不少启示；还谈
到了中央领导对他的信任和鼓励，使他
能顺利完成设计任务。

接下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
朱德以及各方面代表也发表了演说，表
示了踏着先烈血迹前进的坚强决心。典
礼接近尾声时，大家合影留念。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红军主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北上抗日。
1939年冬，国民党当局竟将纪念塔及周
围几座纪念建筑拆毁了。听说拆塔时，
叶坪村有位姓欧阳的大妈，偷偷藏起了
一块刻着“烈”字的青石板，并于新中国
成立后交给了瑞金革命纪念馆筹备处。
1955年，瑞金革命纪念馆筹备处报请上
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在红军烈士纪念
塔遗址上按原貌进行修复重建，使其重
现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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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在光辉军史中的“第一”

图为馆藏在秋收起义纪念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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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壮飞烈士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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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建后的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

资料照片图为馆藏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的第一套红军军装。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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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在
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
东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他高瞻远瞩地
提出要高高举起共产党的大旗。于是，
他领导的秋收起义诞生了工农革命军
的第一面军旗。这面旗帜是如何孕育
而生的？首先，要了解由共产党员卢德
铭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
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是在什么样的
情况下到达湘赣边修水的。

大革命失败后，到处都是白色恐
怖。卢德铭的警卫团，湖北省通城、崇
阳一带的农军，湖南省平江工农义勇
军，浏阳工农义勇军等几股武装力量，
在原地呆不下去，奉命前往南昌参加
起义，途中受挫没能赶上起义大部队
不得不返回，在修水、铜鼓一带不期而
遇。

为得到部队下一步行动的指示，卢
德铭等同志离队去找党中央。与党中
央接上头后，卢德铭便派了身边的一个
参谋送回一封信，传达党中央的决定，

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
第一军第一师。并指示准备好秋收起
义工农革命军的旗子、领章、袖章、印章
等。

8月 12 日，警卫团到达修水，没多
久就召开了修水会议，警卫团和平江工
农义勇军两部负责同志一致认为军事
统一刻不容缓，将分散的力量组织在一
起，建立一个师。对外，为麻痹敌人，暂
取名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在内部，取名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将警卫团
改为第一团，浏阳苏先俊部改为第三
团，平江余贲民部分别补进这两个团，
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进入
修水县城的通城、崇阳农民武装，编入
师部特务连。

浏阳部负责人没有参加修水会议，
但是，修水会议决定组织的第一师，却
包括了浏阳部队。那么浏阳部负责人
苏先俊是否同意呢？因此，当浏阳部折
回铜鼓后，8月下旬，三部负责人及营以
上干部在修水的山口镇召开会议，一起

研究统一编队的问题。
此地与铜鼓县大塅毗邻，距离修水

和铜鼓两县的县城都是 60华里。据中
共修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撰的《修水
人民革命史》记载：山口会议气氛热烈，
会场贴有“世界大同”“工农革命军第一
军第一师建军编师”的会标和标语口
号，会议决定将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编
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确定了
师、团长的任命；为充实第三团力量，从
第一团调第三营部分武装和平江工农
义勇队一部由伍中豪率领补充第三团；
研究布置了攻打平浏两路的暴动计
划。山口会议旗帜鲜明地打出了“工农
革命军”的大旗，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
起义作了军事上的准备。

九月初，毛泽东到达安源前线，与
修水、铜鼓方面的部队取得了联系，并
在张家湾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安源会议，
将安源革命力量及周边县的农民武装
编为第二团，确定了三个团起义后攻打
长沙的进军路线。

山口会议后，余洒度师长把军旗设
计的任务下达给了钟文璋、陈树华、何
长工、杨立三等人。这四人的职务分别
是师参谋长，师部参谋处长、参谋，副
官。一天夜里，他们在修水县城商会会
馆设计军旗，这里是师部所在地。既没
有米尺、三角板、圆规等绘图工具，又没
有可以借鉴的资料，几个人集思广益，
起初提的方案，都不满意。后来，何长
工根据自己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见过
苏联红军军旗的旗样，提出了设计方
案。大家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推
敲，终于在凌晨设计成功了。

军旗的样式：旗底为红色，象征革
命；旗中央是白色的五角星，代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五角星内镶嵌交叉的黑
色镰刀和斧头，表示受苦受难的工农大
众紧密团结起来；旗面左侧靠旗杆一侧
有一条十厘米宽白布条，上面竖写着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黑色字样
的番号。这面庄严威武军旗的完整含

义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

第一面军旗的主要设计者是何长
工，陈树华、钟文璋负领导责任，杨立三
是事务性工作的帮助者。1988年 1月 9
日，新华社电、人民日报刊载《何长工同
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一文中指出：
“是他，1927年参加了秋收起义，并亲自
设计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

军旗样式设计好以后，修水党组
织协助部队完成缝制工作。裁缝出身
的班长张令彬等人购买了布匹，县总
工会委员长徐光华请来了裁缝和会针
线的妇女。修水县城内的许多裁缝师
傅主动请缨，义务承担军旗的缝制任
务，有的布店老板无偿献出红布料。
参加赶制军旗的人多达 40 余人，每位
背后都有令人感动的故事。一位姓樊
的师傅看到军旗上有工农字样和镰刀
斧头的图案，很激动，表示就是不吃饭
不睡觉也要按时完成任务。梁幼陶师
傅既参与了军旗的制作，也和其他的
裁缝一起制作了红领巾、红袖章。直
到 1989 年他 83 岁去世时，还一直保留
着制作军旗用的剪刀；他常说：“剪刀
就是裁缝的饭碗，这把剪刀还含有特
别的意义，说明我也曾经为共产党作
出过贡献。”女裁缝朱菊英师傅，她将
部队付给的 10 块铜板工钱一直珍藏
着；1977年，秋收起义纪念馆在修水建
立时，朱菊英的后代捐赠了 7块铜板给
纪念馆。

经过人民群众几天几夜的紧张赶
制，100面崭新的军旗缝制完成，同时还
缝制了 1000多条红领巾、红袖章等，以
备起义时用。

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和组织下，秋
收起义第一枪于 9月 9日在修水打响。
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中写
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由
此，一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在
艰难困苦中奋勇战斗，并昂首阔步前
进，直到今天。

谁设计了第一面军旗
■杨勤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