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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长 征 副 刊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着一

张珍贵的党员登记表。它的主人是共和

国 十 大 元 帅 之 一 、南 昌 起 义 军 总 指

挥 ——贺龙。这份党员登记表为统一

印制的表格，表上详细记载了贺龙的个

人经历，包括姓名、籍贯、婚姻状况、家

庭、社会关系、参加革命斗争情况等。在

“个人信息”中记载着，贺龙曾用名为贺

镇南，籍贯为桑植，已婚，当时年龄 44岁，

职业为军人。“人口”一栏写道：“父母兄

弟均不在。”在“职业经过”一栏，贺龙写

道：“曾担任过营长、团长、旅长、镇守使、

师长、军长等职。”在“参加革命斗争小

史”一栏，贺龙写道：“参加同盟会、参加

1926年北伐、参加南昌暴动，东江失败回

湘鄂西参加苏维埃运动，创立红军。”这

份表格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人员

于 1987年从中央组织部复制而来。

这 份 党 员 登 记 表 的 填 表 时 间 为

1938 年 11 月，证明人为关向应。但表

格中“入党时间”一栏，填写的却是 1927

年，地点瑞金，介绍人为周逸群、谭平

山。那么，贺龙到底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呢？这份党员登记表背后又隐藏着怎

样的故事？

1927 年春夏，革命风云突变。蒋介

石集团突然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7 月 15 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宣

布“分共”，并相继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

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面对国民党反

动派的血腥屠杀和大革命失败的惨痛

教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开展武装

斗 争 和 创 建 人 民 军 队 的 极 端 重 要 性 。

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和

决定发动南昌起义。

1927 年 7 月 20 日，李立三、邓中夏、

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

举行谈话会。鉴于第 2 方面军总指挥张

发奎态度日见右倾，李立三等认为“依

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

能”，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

独立的军事行动”。随后，谭平山找到

正在九江的贺龙，探询贺龙态度。他对

贺龙说：“共产党决定开展独立的军事

行动，希望你率 20 军和我们一致行动。”

贺龙热烈回应：“好！信任我贺龙，我当

然唯命是从。”随后，第 5 方面军总指挥

朱培德、第 4 军军长黄琪翔也来拜访贺

龙，拉拢他跟汪精卫反共，被贺龙顶了

回去。汪精卫见贺龙坚决要跟共产党

走，便授意张发奎向贺龙、叶挺发电报

“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实际上想借机

解除他们的兵权。这事被时任第 4 军参

谋长的共产党员叶剑英探知，他立即秘

密从庐山赶到九江，把事情真相告诉了

贺龙、叶挺。随后，贺龙与叶挺、叶剑英

等人商定：不上庐山，立即移师南昌。

7 月 26 日，贺龙把部队开往南昌准

备参加起义，并将指挥部设在位于南昌

市子固路上的宏道中学（现为南昌起义

贺龙指挥部旧址）。7 月 28 日，周恩来

赶到贺龙指挥部，将中共中央关于南昌

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悉数告知贺龙，并

征求他的意见。贺龙斩钉截铁地表示：

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

样干！于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前敌

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并

派刘伯承前来第 20 军军部协助贺龙拟

定具体作战计划和指挥战斗行动。

然而，南昌起义时贺龙还不是共产

党员。他为什么那么信任共产党？原

来，贺龙对共产党向往已久。贺龙出生

于 湖 南 省 桑 植 县 洪 家 关 一 个 农 民 家

庭。家境艰难的他自小见识了世间冷

暖和百姓疾苦。1917 年，贺龙“两把菜

刀”闹革命，拉起了一支队伍。1921 年 9

月，贺龙第一次接触共产主义思想，他

曾经回忆说：我知道共产党以后，就注

意这个党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贺龙率部参

加北伐战争。1926 年 8 月，国民革命军

总政治部派出以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

长、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宣传队来到贺

龙的部队，受到贺龙热烈欢迎。他虚心

向周逸群请教如何整顿和改造部队、部

队为什么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部队宗

旨是什么等问题。在此期间，贺龙向周

逸群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

当时，中共中央规定，在友军内部不准

吸收高级军官入党。所以周逸群对贺

龙说道：“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

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找你。”

第 一 次 国 共 合 作 破 裂 之 际 ，中 国

革命陷入低潮。共产党员面临着被国

民党反动派四处追杀的危险境地。贺

龙 战 功 赫 赫 且 手 握 重 兵 ，成 为 当 时 各

方 争 相 拉 拢 的 对 象 。 蒋 介 石 甚 至 许

诺，只要贺龙在武汉举兵，事成之日委

任 他 为 军 长 兼 武 汉 卫 戍 司 令 ，外 加 汉

阳兵工厂和一笔丰厚的酬金。一边是

国 民 党 的 高 官 厚 禄 ，另 一 边 是 共 产 党

的前途未卜。在这个人生和信仰的分

岔路口，贺龙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所

走的道路，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

才是真正的革命道路。他果断作出了

人生的重大抉择——率部参加南昌起

义，铁心跟着共产党走。彭真曾谈道：

贺 龙 在 与 共 产 党 人 长 期 接 触 中 ，接 受

了马列主义。他在复杂的社会现象面

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一

个 一 个 党 派 作 比 较 ，一 个 一 个 领 袖 人

物作比较；由表及里，他从现象看到本

质，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

有 共 产 党 人 才 不 计 较 个 人 名 誉 地 位 ，

不 顾 个 人 安 危 ，于 是 他 把 个 人 命 运 同

党紧密联系在一起。

1927 年 7 月 30 日 ，在 南 昌 起 义 即

将 打 响 的 前 夕 ，贺 龙 在 军 部 召 开 团 以

上军官会议并发表讲话。他说道：“国

民 党 已 经 叛 变 了 革 命 ，国 民 党 已 经 死

了 ；我 们 今 天 要 重 新 树 立 起 革 命 的 旗

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根据

共 产 党 的 命 令 ，我 决 定 带 部 队 举 行 起

义！”抉择是需要勇气的。在共产党最

困难的时候，身为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

军 长 的 贺 龙 却 下 定 决 心 跟 共 产 党 走 ，

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城头的一声

枪响宣告了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

也 成 为 贺 龙 革 命 生 涯 的 重 要 分 水 岭 。

1927 年 9 月，南昌起义部队行至瑞金绵

江中学时，在一间教室里，由周恩来主

持，举行了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介绍人

是周逸群和谭平山。中共前委书记周

恩来在宣誓仪式上讲道：“组织上对贺

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

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军长很

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

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贺龙

是个好同志！”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

等也讲了话，赞扬贺龙反对军阀和帝国

主义列强、支持工农群众的出色表现，

以及在革命危急关头毅然挺身而出，率

部 参 加 南 昌 起 义 的 大 无 畏 革 命 精 神 。

贺龙入党后，被编入周恩来、刘伯承等

参加的中央特别小组。

1959 年 1 月，贺龙在参观南昌八一

起义纪念馆时，曾深情地回忆道：“有人

说我要求入党几百次，那是假的，但十几

次总是有的。因为我是军阀，所以入党

特别难，党要考验我，始终没有批准我的

要求。早在周逸群带宣传队伍到我们部

队工作时，有一次我去找他，发现他正在

一个房间里主持入党宣誓仪式。宣誓入

党的都是我的部下，事后我对他说，‘老

周啊，门不要关得那么死嘛，也让我进去

嘛！’”贺龙多年的入党心愿终于在 1927

年如愿以偿。

入党是一生的追求，入党是永恒的

信念。在此后的革命岁月里，无论身处

何种环境、面对何种情势，贺龙对党忠

诚的政治品质始终未曾动摇。在这张

党员登记表上，有一些细节至今读来仍

令人动容，如在填写“现金、房屋等各多

少”时，贺龙写道：“什么都没有了”。贺

龙 用 实 际 行 动 为 部 队 官 兵 作 出 表 率 。

南昌起义后，贺龙将随身携带的清康熙

年间的绿地五彩牡丹凤鸟纹长颈瓶、青

花蝠云纹瓷笔洗等珍贵物品全部赠送

给宏道中学校长刘屏庚。一方面是因

南昌起义期间他曾借宿刘校长家中，以

此表达谢意。另一方面是贺龙决心摆

脱 过 往 生 活 ，抛 弃 锦 衣 玉 食 的 生 活 作

风，选择与士兵同甘共苦，成为一名无

产阶级革命战士。这份表格从细微处

记录了贺龙的革命风范，不愧为共产党

员的楷模。

如今，这张承载着贺龙入党初心的

党员登记表，虽已字迹模糊，却无声地

诉说着贺龙对党忠诚、一心向党的坚定

信念。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即将走过

100 年的光辉历程，正是因为有无数个

像贺龙一样的优秀共产党员，义无反顾

地加入党的行列，光荣地书写下“绝对

忠诚”的光辉篇章，我们党才能在历经

风雨洗礼之后依然赓续绵延，我们党的

各项事业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见证初心的党员登记表
■刘小花

会师，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进程

中，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可以说，革

命队伍会师一次，革命力量就增强一

次。

1940 年 7 月，新四军奉命渡江，开

辟苏北根据地。在取得黄桥决战胜利

后，部队继续挥师北上。与此同时，八

路军黄克诚部从淮海地区南下。10 月

10 日，新四军与八路军在盐城、东台

间的白驹镇狮子口胜利会师。狮子口胜

利会师把华中、华北地区两大根据地连

接起来，使中华民族抗战迎来崭新局

面。

战略上相互呼应

津浦路以东、黄海以西、陇海路以

南、长江以北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

之地。它临江濒海，全国东西、南北方

向两条铁路大动脉从该地区贯穿而过。

1940 年 1 月 19 日，中共中央对新

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提出：华中是我

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

可以发展，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威胁

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

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地发展

华中力量。3 月 16 日，毛泽东复电彭德

怀：“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

因李品仙现在派队向雪枫（注：指彭雪

枫）、胡服（注：指刘少奇）两区压迫，蒋

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

军联系。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

时不争，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三四四

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

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

入 苏 北 ， 使 八 路 军 、 新 四 军 打 成 一

片。”把华中、华北根据地连接起来，

将进一步巩固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军事战

略上的呼应关系，这就是华北八路军南

下、苏南新四军北上的缘由。

陈毅、粟裕率部北上

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

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目标，新

四军在扬中岛建立起“开辟苏北”的

跳 板 和 桥 头 堡 后 ， 根 据 敌 我 力 量 对

比，陈毅亲自三进泰州与鲁苏皖边区

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部谈判，达成

互相谅解、共同抗日的协议。而国民

党顽固派韩德勤深惧新四军与八路军

会师，制定了先歼灭新四军、再对付

南 下 八 路 军 的 “ 先 南 后 北 ” 方 针 。

1940 年 10 月 1 日，韩德勤调集兵力 3 万

余人进攻黄桥。当时，新四军仅 7000

余 人 ， 其 中 战 斗 人 员 5000 余 人 。 陈

毅 、 粟 裕 精 心 制 定 了 “ 以 黄 桥 为 轴

心，诱敌深入，断其后路，在运动中

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5 日，新四军

苏北指挥部下辖的第 1 纵队首先攻击敌

军主力第 89 军军部，各纵队旋即紧缩

包围，奋勇冲杀。第 89 军主力于当晚

被歼。6 日，第 2 纵队又追歼该军余部

于 营 溪 ， 乘 胜 攻 占 海 安 、 东 台 等 地 。

韩德勤率残部向兴化溃败。新四军取

得黄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苏北抗日

根据地的坚实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

的新局面，对打击顽固派、争取中间

势力和局面好转具有重要意义。

“黄桥烧饼千万千哎，千万个烧饼

送前线哎，保卫黄桥总动员哎，苏北

换了新局面。同志们呀加油干，一仗

打到东海边……”这是当时流传于苏

中抗日根据地的 《黄桥烧饼歌》，歌中

所讲述的正是黄桥决战。新四军进驻

黄桥后，军纪严明、爱护百姓，迅速

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谎言。黄

桥民众很快走出怀疑观望，开始真心

实 意 地 拥 护 援 助 新 四 军 。 10 月 4 日 ，

黄桥决战进入高潮。黄桥镇群众纷纷

行动起来，全镇 13 家磨坊、66 家烧饼

店和 80 辆小车通宵忙碌。群众冒着生

命危险，穿过敌人火力封锁，把大批

黄桥烧饼送上前线。

八路军挥师南下

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指

示下，1939 年 7 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

第 1 大队南下，进入泗阳、睢宁、宿县

开展抗日活动。1940 年 5 月，根据中央

军委命令，八路军第 2 纵队政委黄克诚

率第 344 旅和新编第 2 旅主力共 1.2 万余

人南下豫皖苏边区，于 6 月 20 日到达涡

阳县新兴集，与新四军第 6 支队会师。

7 月，这两支队伍合编为八路军第 4 纵

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

8 月 16 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将淮

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中共领导的抗

日武装，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 5 纵队，

归中原局指挥，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

委。其后，第 5 纵队向东挺进，打退日

伪军多次进犯，并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

攻进行了自卫还击，协同地方党组织开

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南下过程中，始终坚持“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当地老百姓的

拥护。黄桥决战打响后，八路军第 5 纵

队遵照中原局的电令，主力东进南下，

迅速突破敌军设在盐河、旧黄河的防

线，连克佃湖、东沟、益林等城镇，直

下苏北重镇盐城，从战略上形成对韩德

勤顽军南北夹击之势，有力配合了新四

军黄桥战役的开展，也为打通两军会师

的通道创造了条件。

胜利大会师

1940 年 10 月 10 日，新四军北上先

头部队第 2 纵队第 6 团与八路军第 5 纵

队南下先头部队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

镇狮子口实现会师。在一片稻田旁，整

个部队欢腾起来，“向新四军老大哥敬

礼”“向八路军老大哥敬礼”的口号响

彻云霄。新四军战士叙说黄桥战役的胜

利，八路军战士畅谈平型关大战和南下

战况。随后，两军一起来到白云山联欢

会会场。双方代表互致欢迎词，共唱新

四军、八路军军歌。

10 月 15 日，陈毅特地从海安赶往

盐城慰问八路军指战员。黄克诚闻讯

后 ， 从 东 沟 第 5 纵 队 司 令 部 赶 到 盐 城

相迎。这是两人自井冈山分手之后首

次相逢。陈毅写下诗作：“十年征战几

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

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12 月，在新

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从海安移驻

盐城的文庙庆祝大会上，陈毅朗诵了

这首诗。八路军第 5 纵第 3 支队司令员

张爱萍聆听后，欣然提笔写道：“忆昔

聆教几多回，抗日江淮旧属归。新四

军与八路军，兄弟共举红旗飞。”这两

首诗一唱一和，表现了新四军和八路

军这两支共产党领导下的兄弟部队之

间的深厚战斗友谊。

八路军、新四军狮子口会师，标志

着中共中央关于“开辟苏北、发展华

中”根据地战略目标的实现，展现了华

中抗战蓬勃发展的前景。

狮
子
口
会
师

■
庄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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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夏 季 ，为 配 合 西 南 军 区 尽

快 解 放 西 藏 ，依 据 中 央 军 委 和 毛 主

席 的 指 示 精 神 ，西 北 军 区 决 定 从 新

疆 军 区 独 立 骑 兵 师 第 1 团 抽 调 130 多

名 官 兵 组 成“ 进 藏 先 遣 连（现 南 疆 军

区 某 合 成 团 合 成 1 营 装 甲 步 兵 1

连）”，在 总 指 挥 兼 党 代 表 李 狄 三 的

带 领 下 ，从 新 疆 于 田 县 出 发 ，挺 进 西

藏 阿 里 地 区 。

入藏路上，严酷的考验接踵而至，

冰雹伴着风雪席卷而来，气温低至零下

40 摄氏度。很多官兵患了雪盲症，睁不

开眼睛，只得靠拽着马和牦牛的尾巴艰

难行军。

出 征 后 不 久 ，连 队 到 达 新 疆 与 西

藏交界处的界山达坂。此时 ，连队已

人 困 马 乏 、筋 疲 力 尽 ，不 少 官 兵 出 现

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关键时刻 ，连队

24 名 党 员 站 了 出 来 。 他 们 在 自 身 患

病 的 情 况 下 ，一 人 负 责 一 个 重 病 号 ，

艰 难 地 翻 过 了 界 山 达 坂 。 时 任 党 代

表 李 狄 三 说 ：“ 共 产 党 员 就 是 在 党 最

困难的时候 ，向党要副担子挑在肩上

的人。”

翻 过 界 山 达 坂 ，连 队 官 兵 跋 涉

1300 多里，到达藏北阿里境内，并在阿

里改则地区的两水泉建立了第一个转

运留守据点。入冬后 ，由于补给物资

运送困难 ，先遣连官兵开始靠吃马料

度日。没有住的地方 ，官兵就在冰天

雪地里住地窝子。在自然环境极度恶

劣的情况下 ，先遣连官兵在阿里建起

第一座军营。

由于长期生活战斗在高寒缺氧的

藏北地区，连队很多官兵得了严重的高

原病。1951 年 1 月 7 日，蒙古族战士巴

利祥子因病牺牲，成为连队第一个献身

藏北高原的战士。临终前，他对副连长

彭青云说：“我不想死啊，阿里还没有解

放，党交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不

甘心啊！”

1951 年春节前，连队几乎每天都有

人去世。共产党员曹家喜临终前把身

上仅有的 4 块银圆掏出来交了党费；李

狄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坚决拒绝注射

盘尼西林，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连

队党员始终抱有一个坚定信念：哪怕只

剩下一个人，只要有一口气在，也要把

五星红旗插上藏北高原！

1951 年 春 节 ，先 遣 连 给 山 下 的 首

长和战友们发了一封春节贺电。王震

将军看完后 ，含泪连夜起草了给先遣

连 的 请 功 报 告 。 报 告 中 写 道 ：“ 进 藏

先遣英雄连自进入藏北地区后 ，经历

了长征以来最大之苦难 ，表现出最高

的 英 雄 主 义 之 气 概 。”1951 年 8 月 3

日 ，阿里首府噶大克升起了鲜艳的五

星红旗。

在历时 1 年多的挺进和驻守的时

间里，先遣连先后有 63 人牺牲。为表

彰先遣连的功绩，西北军区于 1951 年 1

月发布命令，授予该连“进藏先遣英雄

连”荣誉称号，追授李狄三同志“人民功

臣”荣誉称号，同时为全连每名官兵记

大功一次。

“进藏先遣英雄连”战旗——

严酷考验下的坚定信念
■唐 帅 窦 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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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八路军挥师南下，挺进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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