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10月24日，冬日的太阳显得格外暖和。记者一行穿行澧州大地，站在
王家厂水库高矗的大坝上，遥想当年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打土豪、烧契约、分
浮财的“场景”，澧县武装斗争和红色割据拉开了序幕；在大堰垱镇中共澧
县委员会驻地旧址前沉思，白色恐怖下共产党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建
立红色政权又是何等艰难……

澧县，这块多血质土地，一处处矗立的丰碑，一个个红色的故事，
一段段激情的岁月，无不见证着澧县县委县政府、澧县老区办、澧县
党史办、澧县文物局抢救性“挖掘”革命老区的精神财富，为澧县各
项事业腾飞发展找回了力量源泉。

澧县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奋不顾身的高贵品质，勇于牺
牲的革命气慨，有一组数字可以窥斑见豹：1926年9月，贺龙
率领3万北伐军澧州誓师，当时就有3000名左右的澧县优
秀儿女，随队投身革命战场。1935年澧县建立苏维埃政府
后，扩红招收的红军就达6000多人。

澧县人民的付出，为新中国的诞生奉献了光和热，
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肯定。1994年，澧县被认定为
革命根据地；2010年，被认定为湘鄂西苏区县和湘鄂
川黔苏区县；2012年，中国老促会公布澧县为全国
1599个老区县之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红色的基因不仅要传
承下去，更要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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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审核/周丁斌

澧县文庙，始建于宋代，明初迁建于今
址，现存建筑系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二
十四年（1844）重建。文庙建筑为仿古宫
式，盖黄绿色琉璃瓦，脊、翼角饰云龙，花草
琉璃件、柱础、门窗、梁枋及较小物件无处
不精雕细刻人物、飞禽、走兽等图案，精美
绝伦。

文庙建筑自南往北，有头门，半月池，
池上纵骑一座石砌的状元桥，只有中了状
元的人才能经过。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凡夫
俗子都得绕道而行。元代状元郝希贤曾光
宗耀祖过一回，披红挂彩、威风八面被目光
簇拥走过这座桥。自从明朝初年迁建现址
后，这座桥再没有福祉承载一个新科状
元。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个叫周彪的中
学生拿了国际奥赛化学金奖，县政府组织
了盛大的状元踩桥仪式，让冷寂了数百年
之久的文庙热闹了一次。

如今，游人可以随意走过状元桥，但文
庙注定的感染力，仍然让我们回味无穷：如
何穿越思想的沼国？怎样回归精神的家

园？用先进文化武装头脑，找到方法，找准
路径，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1926年7月，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广州
国民政府兴师北伐，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
军第九军第一师（贺龙到常德后才就任第
九军第一师师长）攻占常德，周逸群率领的
北伐军左翼宣传队随后抵常。贺龙曾在周
逸群家里住过，并在那里看过不少红色书
刊。这次见面，双方谈得格外投机，贺龙便
请周逸群出任师政治部主任，支持宣传队
开办师政治讲习所。9月20日，讲习所在
沅澧流域招收的2000多名学员，入驻澧县
文庙，开班授课。5 个月内，培训学员近
3000名。

澧县老促会党史专家、澧县县委组织
部原副部长高守泉说，当时国共合作，贺龙
对各路军阀治军之路分析利弊之后，感觉
旧式方法带部队存在隐患，究竟应该怎么
带队伍呢？通过与周逸群的交谈，觉得共
产党人的主张很对他的“路”，这是讲习所
能够顺利开办的根本原因。

澧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姚大曰等一
批党史专家认为，讲习所的开办，作用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让贺龙找到了改良
军队的新方法，那就是政治思想工作。贴
标语、唱歌曲、守纪律，让相对比较懒散的
队伍突然变得正规起来，战斗力大幅提
升。这批学员毕业后大多任职贺龙带领的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一时间剑锋所指，所
向披靡，成为八一南昌起义主力。

第二，加深了贺龙对共产党主张的了
解和认同，强化了彼此之间的生死关系，贺
龙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著名的政治
家、军事家。讲习所为共产党建立军队或
对国民党军队进行质的改造，提供了现实
经验和蓝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支部建
到连上，与讲习所倡导实施的方法，有异曲
同工之妙。

第三，讲习所在澧县开办期间，指导澧
县建立县女联、共青团澧县特支、县总工
会、县农协、中共澧县部委（后县委），极大
地促进了澧县的工农运动。

毛主席说，没有文
化的军队是一支愚蠢的
军队。今天，人民军队听党
指挥，纪律严明，敢打胜仗，与
党的领导扎根部队基层密不可
分。贺龙诚邀周逸群在文庙开
办政治讲习所，对共产党的军队
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起到了
重要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抚今追昔，讲习所就是红色的
火种，催促澧县儿女踏上革命的征
程，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前仆后继的革
命英烈。1903 年出生于澧县甘溪滩
的游端轩，1927年参加北伐战争，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井冈山五次
反围剿，曾任红十二军军长、福建省军
区参谋长等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奉命留守根据地，1935年4月枪林闯阵，
弹尽粮绝，（常德市志中记载：游端轩
1934年冬壮烈牺牲于瑞金）壮烈牺牲，就
是澧县成千上万优秀儿女的典型代表。

文庙里的求索文庙里的求索
□本报记者 李烨 罗远文 田继舫 覃小平 通讯员 黄莉波

澧县老区办的工作，得到了澧县县委、县政府的鼎力支持。
具有代表性的革命地点、旧址等锁定后，澧县人民政府发文，将它

们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70处重要地点，县政府投入51.6万元，配上文字说明，全部立碑保

护。碑的标准较高，并计划在条件适合的地方，兴建广场、人行走廊
等，发展成为红色教育基地。

以70处重点保护单位为主体，出版《澧县老区》画册和《澧县革命
老区发展简史》，这是澧县献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最好礼物。

澧县老区办目前正紧锣密鼓做着三件大事。其一，出版老区
诗歌集，为革命老区唱赞歌；其二，在老区杂志上刊登澧县老区
专集，大约10万字，推介澧县老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第三，
完成澧县老区史的编纂。

澧县老区办这批德高望重的老干
部向记者坦言：他们的最大心愿，就
是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为澧县
革命传统教育建好阵地，打好
基础，提供平台。他们说，希望
自己的努力能够取得成效，获
得国家相关部门的认可，给这
块红色土壤更多的支持，让老
区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

（李烨 覃小平）

最大的心愿

2016年，中央电视台《少年红军》节目，有一位
受访老红军满口澧县腔，他就是出生于澧县城头
山镇新联村的肖林达。今年7月，姚大曰会长带人
前往他天津家里拜访时，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却
在5月份和家乡人民永别，成为最大的遗憾。

肖林达加入革命队伍很有戏剧性。1935年6
月，年仅13岁的肖林达，一心想当兵，缠着跟着哥
哥到红二方面军位于澧县的招兵站报名（其哥当
时带了7人），却因年龄太小被拒绝。正当他走到
一边生闷气时，见到一位好像是当官的红军，走上
前就问他当兵要不要，想不到这个红军就是王震，
一个“要”字让肖林达蹦了三尺高。

肖林达1939年3月入党，曾任八路军359旅司
令部机要译电员、359 旅 718 团政治处主任等职，
参加了中原突围、进军大西北等战役，1955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

丁玲是肖林达的干妈。肖林达与妻子在新疆
相识相爱，其妻是八千湘女上天山中的一员。

（李烨 罗远文）

最大的遗憾

挖掘整理澧县革命历史，由于年代久远，
物是人非，千难万难。查找珍贵史料的过程
中，也给这批老专家带来过最大的惊喜。

近几年，这批老同志不辞辛劳，跑到公
安、洪湖、南县、来凤、监利、延安、西安、北
京、天津等地，在党史办找资料相互印证，在
纪念馆拍照查找线索，查找与贺龙、任弼时、萧
克等有关的书目、书名，从中找出有关澧县革
命的记载，甚至在旧书报摊上也有重大发现。

一次，澧县老区办在网上搜索时，发现
了《红二方面军战史》一书，附4本资料汇编，
这是总参根据中央指示整理出版的。这些
资料包括贺龙向中央、周逸群向中央等的往
来信件、电报记录等，其中涉及澧县的史料
比较丰富。譬如，红二方面军与中央重新联
系上后（一度失联），上报的第一件事就是攻
下澧州，澧县有6000人参加红军，支持14万
块银元和其它大量设备等。

今年，姚大曰等人前往中国老区建设促
进会杂志社，查找资料时突然欣喜若狂，国
家早就认定了澧县是革命老区县啊，而澧县
还以为自己不是正积极争取呢。

（李烨 田继舫）

最大的惊喜

1935年8月28日，红二、六军
团攻占澧州后，贺龙（后右）、任弼时
（后左）、王震（前左）、关向应（前右）
在澧县苏维埃政府（原城北天主教
堂）门前合影。（图片来自中国人民
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

澧县老区办的工作人员在农民暴动
遗址前讲述当年农民暴动的革命故事。

覃小平 摄

◀ 澧县老区办、党史办的同志
在古井旁边向记者讲述当年红军取
水、用水的故事。 罗远文 摄

1935年9月，红二、六军团领导
人在澧县苏维埃政府（原城北天主
教堂）门前合影。左起：贺龙、李达、
关向应、任弼时，坐者为王震。（图片
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
集）

坟前的沉思
澧县老区行，有一处没有进入主体文

章，那就是游玉圃烈士。
站在游玉圃烈士坟前，我整理倒地的

花篮后，不由自主的微闭眼睛，思绪万
千。

游玉圃（1889——1940.7），字安楚，
化名刘复酌。澧州中学堂毕业后，又到
武汉求学。先后任澧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团成员、中共澧县六区区委委员、澧县工
委书记（县委书记）等职，因叛徒告密，

1940 年 7 月 5 日被捕，受尽老虎凳、炮烙、
竹尖插指等酷刑，始终保守党的秘密，7
月 17 日在澧县桃花滩英勇就义。游玉
圃，就是沅澧大地上像刘胡兰、江姐一
样的共产党人。

1958 年，游玉圃故居所在地更
名为玉圃大队（村），这是对英雄
最好的慰藉。

吃水不忘挖井人。今
天的美好，源自英雄的
付出，请记住他们，
向他们看齐。

最近几年，澧县姚大曰、杜修岳、高守泉、刘敦秋、刘大发等一
批老干部、老党员、老专家，一心赴在还原历史真相，弘扬红色基
因，锁定革命地点、寻访烈士后人、出版老区书刊的征途上，其过
程有遗憾、有欣喜、有心愿。澧县县委书记廖可元说，全县广大共
产党员、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学习党史、军史和老区革命
史，真正让红色基因植根于澧州大地，并一代代传承下去。

□罗远文
澧县重要革命遗址、
烈士纪念设施

传承红色基因之路传承红色基因之路 澧县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暴动遗址
（王家厂）

感谢澧县老促会、澧县党研室、澧县民政局提供史料支持

中共澧县委员会
驻地遗址（大堰垱）

国民革命军第九军
第一师政治讲习所
旧址（县城文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