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常德市委组织部中共常德市委组织部 中共常德市委宣传部中共常德市委宣传部 中共常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常德市委党史研究室

常德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德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常德日常德日报社报社 联合举联合举办办

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党报记者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主题教育专题 2019年11月9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易焕军 胡蓉 美术编辑 李世平

万名英烈何处寻万名英烈何处寻
□本报记者 任民政 葛辉文 侯碧海

□葛辉文

蔡晴川烈士遗址
（蒙泉镇两河口）

感谢石门县委宣传部、石门县委办、
石门县老区办、石门县党研室提供史料支持

王尔琢故居
（磨市镇商溪河）

南乡起义旧址
（夹山镇官渡桥）

走访石门老区，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
就是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被无数先烈的鲜血

浸染；就是眼前这条山路，曾经有万名石门男儿一
去不返。

牺牲，是先烈们选择好的路，他们走得义无反
顾。可是，对这片土地上的亲人留下的伤痛，可能
曾经是很多家庭、很多父母的隐痛，这种痛伴其一
生，也无法消解。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些先烈们抛家舍
子，用生命去赴汤蹈火，为的是什么？

“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
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决

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王尔琢的
家书，替那些牺牲的热血男儿说出了心声。

这是何等豪迈的英雄壮志，又是多么赤诚的初
心情怀！

他们牺牲在追求幸福的路上，甚至连名字都没
有留下，但是，他们的精神不死信念永存。

穿行石门老区，我们的心情又是愉悦的。
青山绿水之间，村庄秀美田园如画，路畅人欢

产业兴旺，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已经摘掉了全国
贫困县的帽子，正在向武陵山片区经济强县奋进。

先烈们天上有知，应该欣慰鲜血没有白流。他
们的后代子孙，如今过上了他们想像不到的好日

子；他们的家乡，如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深入石门老区，我们的心情更是复杂的。
交通虽然比 80 多年前有了飞跃，可和山外的

世界比起来，依然还是瓶颈，制约着这方土地的
发展；贫困帽子虽然已经摘掉，但大山深处很多
农民生活还是缺少保障；人民的物质条件虽然得
到了很大改善，但精神层面的追求还存在很大的
差距。

对于牺牲的烈士们来说，也许有很多方面已
如他们所愿，但作为后辈来讲，幸福还靠奋斗，一
切还须努力。

唯有一代又一代人为了幸福前仆后继，所有
的牺牲才是值得的。

为有牺牲多壮志

血染南乡今犹在血染南乡今犹在
□本报记者 任民政 葛辉文 孙玮怿

走进夹山镇，到处层林尽染，稻熟橘黄，正是一年最好
的时节。在南乡起义策源地——崇秀寺前，“湘鄂边苏区
南乡起义策源地纪念碑”高高耸立。纪念碑上，“南乡起义
烈士永垂不朽”十个红色大字仿佛在静静诉说着那段烽火
岁月。

“纪念碑的题字，是1928年南乡起义领导者、曾任中央
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袁任远亲笔书写的。”石门县夹山镇退
休教师杨群康介绍。南乡是指原磐石、花薮、白洋、蒙泉、
福田五乡。如今，有关南乡起义的故事，通过口口相传的
方式，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流传不息。

1928年年初，中共湘西特委和中共石门县委决定在石
门举行年关暴动。中共石门县委委员袁任远在1927年7
月、8月间潜往南乡，做暴动准备。袁任远以教书为名，暗
地着手恢复党的组织，同时组建了区、乡游击队600多人，
暗地制造刀、矛，伺机起义。5月15日，游击队占领了夏家
巷，夺取了南乡起义的胜利。

南乡起义胜利后，在中共湘西特委、中共石门县委以
及南乡党组织的领导下，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进一步
壮大革命武装，扩大游击区域，恢复和新建农民协会，形成
了以太浮山为中心，东到临澧佘市桥，西至桃源界溪河、慈
利的老棚，纵横100余公里的武装割据局面。

南乡起义遭到了国民党的疯狂围剿。起义队伍终因
寡不敌众而失败。敌人在南乡一带疯狂报复，烧杀抢掠，
疯狂屠杀，烧毁了2000多间房子，杀害共产党员、进步人
士、乡民700多人。

沿着蜿蜒的通村水泥路，采访组一行来到一处小山
坡。“这里叫善人坡，国民党在这里残忍杀害17位烈士后，
老百姓为了表达对国民党的痛恨之情，改叫杀人坡。”78岁

的当地村民张德富与记者一同登上56级台阶，站在南乡起
义殉难烈士墓前。

1928年7月，19名南乡起义游击队员被押解于此，其
中 17 人被枪杀当场死亡，1 人生还，1 人被押往栗山坡杀
害。后来，村民们自发为烈士建起衣冠冢。1986年7月，
中共石门县原官渡桥镇委员会、官渡桥镇人民政府重建。
烈士墓上迁40米至一处山坡上。张德富伸出粗糙的手，缓
缓地抚过烈士墓前的碑文，手指停留在一位叫“张采焕”的
烈士名字旁：“这是我的爷爷，当年参加南乡起义被国民党
残忍杀害，爸爸亲手为爷爷收尸。”

“我的外公、舅舅都参加了南乡起义。外公还因此牺
牲。”74岁的周友林说，外公周道明是游击队侦查员，被国民
党杀害于临澧县，尸首无归。舅舅周才桂先后参与创建了
姚家桥党支部和夹山党支部。1928年正月，周才桂任中共
石门南乡二区委员会宣传委员。南乡起义失败后，周才桂
率领部分游击队员突出重围，拟投桃花山革命根据地未果，
只得出家当和尚避开官兵追杀，直到1935年才返回家乡。

站在烈士墓前眺望，起伏的群山，缓缓流淌的溪水，丰
收在即的农田，一派安宁详和的乡村秋景。“这一片是战争
最激烈的地方。”周友林语气有些沉重，“西周村一带有20
多户家庭被残忍杀绝。解放后，追认烈士37人。可以说，
西周村家家户户都是烈士的后人。”

“先辈们用鲜血、牺牲换来的幸福生活，他们不应该被
历史遗忘。南乡起义的故事如果没有被好好记录，就真要
淹没在历史中了。”周友林告诉记者，从1974年起，他开始
着手记录舅舅口述的南乡起义故事，收集南乡起义历史。
1975年，形成了近4万字的册子。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本
册子只能被周友林当成“宝贝”悉心保管。

2011 年，志同道合的杨
群康、周友林、张德富，以及夹山
镇另一位退休老人夏德松组成寻
访组，自费前往江西、湖北、湖南三省
的革命老区，追寻当年南乡起义先烈的足
迹。这一寻，就是近10年。四位老人也成了南
乡起义民间研究专家。

在收集了大量真实史料的基础上，杨群康以周友林
记录的南乡起义历史册子为蓝本，提笔写成了 25 万字
的《揭秘石门南乡起义》初稿。“书上提到的 286 位人
物，均有名有姓有地址，都是多年来我们从党史、族谱、
知情老人等处一一考证而来。”杨群康说。

“现在这本书已经基本定稿，由于资金等原因，一
直未能出版。我们几个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有生
之年看到这本书出版，填补石门南乡起义无完整记载的空
白，用这本书寄托我们对先烈的怀念。”站在烈士墓前，杨
群康说出了老人们的心愿。

采访快要结束时，夹山镇文化站站长钟克宏向记者
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汉丰村村民朱泽友、朱泽和多次到
县党史办联系，汇报革命遗址论证建设情况。2013 年
春，县政府拨出专款，硬化连接烈士墓前的红色通道 1.3
公里，扩建并硬化了纪念碑广场。村里在外打工的年轻
人聚集在革命遗址，听长辈讲述了革命先烈的故事，接
受了一场红色文化的洗礼。大家表示，哪怕占田拆屋，
都要全力支持建好湘鄂边苏区南乡起义策源地纪念设
施。为了给工程腾出空地，村民主动扛起锄头，移走自家
园地里枝头挂满果实的橘树700多棵，没有一户人家提出
过补偿要求。

一 封 家 书 写 初 心一 封 家 书 写 初 心
□本报记者 杨力菲 侯碧海

10月24日8时，从石门县城出发，沿着蜿蜒
的山路，记者驱车近2个小时，终于来到磨市镇王
官桥村王尔琢烈士故居。

刚下车，记者便看到一位头戴黑色礼帽，穿着
讲究的老先生早已等候多时。经村支书介绍，眼
前这位老先生叫王泽清，今年78岁，是一名退休
老师。听说记者要探访王尔琢烈士故居，老先生

也专程从石门县城赶了过来。
王尔琢烈士故居是一个四合小院。从外

看，土黄色的外墙顶 上 错 落 有 致 地 铺 满 了 青
瓦。走到门口，可以看到毛主席题写的挽联：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
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
到胜利方始休！”

王尔琢出生在当地的富裕人家，从小接受教
育，18岁进入长沙湖南高等工业学校。1924年，考
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底，经周恩来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随后，王尔琢参与北伐战争，参
与领导了湘南起义，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作出了重大贡献。1928 年，在江西省
崇义县思顺圩被叛徒袁崇全杀害，牺

牲时年仅25岁。2009年，王尔琢被
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
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凤翠母女此次来汉，未能
见 上 一 面 ，心 中 定 是 十 分 难
受。她娘家父母双亡，儿又远
在千里之外，望大人把她当做
亲生女儿看待，见她如见儿一
样。儿何尝不思念着骨肉的团

聚？儿何尝不眷念着家庭的亲
密？但烈士殷红的血迹，燃烧起儿

的满腔怒火，乱葬岗
上孤儿寡母的哭声，
斩断了儿的万缕归
思。为了让千千万
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
上好日子，为了让白
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
乐天年，儿已以身许
国，革命不成功立誓
不回家。”这是王尔
琢写给父亲的最后
一封家书，一字一句
读来，感人至深。

1926 年 1 月，王
尔琢与郑凤翠新婚
仅相守26天，就匆匆分别。2月，郑凤翠发现自己
怀孕，千里跑到武汉去找王尔琢。在武汉苦等半
年，郑凤翠也没有见到王尔琢。这封家书写于
1927年，当时王尔琢正参与筹备南昌起义。

王泽清告诉我们，王尔琢的这份家国情怀无
形中也影响了郑凤翠。王尔琢牺牲后，郑凤翠不
得不担起照顾家庭的重担。公公建议给家里请
个长工，帮助打理农活。郑凤翠断然拒绝，她说，
丈夫临走时交待过，不能剥削穷人，这每天两升
谷钱的长工，我们宁肯地里荒芜也不能再请了。
山地不种了，郑凤翠征得公公同意后，变卖田地
补充家用。

走出王尔琢烈士故居，村支书告诉记者，一
年前，这里还是几堵土墙和一片荒草。如今，这里
不仅成了红色旅游的景点，更成为了石门重点打
造的党性教育基地，当更多后人来到这里，读到这
封家书时，会更深刻地理解什么叫“初心”。

晴 川 历 历 耀 军 魂晴 川 历 历 耀 军 魂
□本报记者 杨力菲 侯碧海

“爷爷去世得太早了，家人对他印象都不深。”77岁
的蔡玉翠没有见过爷爷，只听终身未再嫁的奶奶讲过一
些故事。10月23日，记者在蔡晴川从小长大的地方石门
县蒙泉镇两河口村，见到了蔡晴川的孙女蔡玉翠。

蔡晴川又名蔡代柳，字涔泉，石门县立高小毕业。
1925年，蔡晴川考入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
业后，蔡晴川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
独立团排长、连长。1927年8月1日，蔡晴川参加南昌起
义，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师第七十三团代理团长。1927年
10月，蔡晴川在三河坝战役中牺牲，年仅24岁。

“听奶奶说，爷爷在三河坝死得很壮烈。”蔡玉翠告
诉记者，南昌起义失败后，为掩护大部队南下广东建
立革命根据地，起义军副军长朱德率领 4000 名勇士，
于广东大埔县（茶阳）梅江、梅谭河、汀江三河交会处，
狙击国民党 2 万余人追击部队。战役打了3天，战况十
分惨烈。

10月3日，三河坝战役的第三天，狙击任务完成，朱
德下令撤退，留200人断后。“留下的人活着的机会很小，
父子同军的儿子离开，兄弟同军的兄长留下……”朱德话
刚落音，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第三营营长蔡晴川第一个

申请留下，带领200名勇士死战笔枝尾山。战斗从下午
打到凌晨，蔡晴川从山脚退到山顶，子弹打光了，身中数
枪的蔡晴川最后按下了引爆器。

2017 年，这一幕感人的画面被电影《建军大业》重
现，蔡晴川在影片中英武的形象、视死如归的精神让石门
人引以为傲。

三河坝战役对中国建军史具有非凡的意义。参加南
昌起义的萧克将军评价说：“没有三河坝战役，就没有后
来的井冈山会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将会重写。2
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
800名精英。”蔡晴川用生命保留下来的星星之火，最后
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临行前，蔡玉翠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陈旧斑驳的革
命烈士证明书，上面印着“1983年国家民政部颁发”。她
说，这份荣誉是爷爷用生命换来的，是蔡家的传家宝。值
得欣慰的是，和平年代里，后代们都奋发努力，如今，重孙
辈有三个是研究生，爷爷天上有知，一定会开心。

图为王尔琢写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

蔡晴川烈士的孙女
蔡玉翠和孙女婿冯泉斋
向记者展示 1983 年
民政部颁发的革命

烈士证明书。

图为三位义务
收集南乡起义历史
资料的见证人。

记者在王尔琢故居听
王泽清老人讲革命故事。

王尔琢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刘颂 摄

石门烈士陵园
（石门县城）

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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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暖阳下，青山环抱之中，走进石门县城以东
的烈士陵园，一切显得如此静好。如果不是中间高
高耸立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提醒，我们
就像走进了一处旅游观光地。

“石门烈士陵园是全省第一批烈士纪念设施重点
建设单位，是目前湘西北规模最大的烈士陵园。现
在已入园有名可查的红军烈士就有 2115 名。”陵园管
理处主任伍黎向我们介绍，烈士陵园里在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牺牲的红军占 90%，不过这些烈士中绝大部
分除了一个名字，没有留下任何遗物。去年重新办
理烈士证书时，只有 500 多人还有后人。

“党报记者老区行”采访组走进石门，一个数据
让我们震惊！石门曾经是红军兵源的重要来源地，
万余名石门儿女参加了红军。仅红二、六军团集结
石门整训期间（1935 年 9 月至 11 月上旬），就有 5000
多名石门人参加红军，并组建了石慈、官铺、石门三
个独立团。曾任石门县委书记、鹤峰县委书记、鹤
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湘鄂边特委秘书、红二军团独
立团政治部主任等职的伍伯显在《湘鄂西红军游击
纪略》中回忆道：“石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斗争中，前
后牺牲共产党员干部 100 余人，农民 1500 余人，参加
红军战死有上万人。”

“有名可查的安葬在石门红军烈士陵园的红军
烈士有 2115 名。洪湖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烈
士墙刻有石门籍烈士姓名 1010 人，遵义红军烈士陵
园红军英烈墙刻有石门籍烈士姓名 310 人。”石门县

委办公室室务会成员张吉全告诉我们，他在担任县
委党史办主任时，先后到过洪湖、遵义、慈利、井冈山
等地的纪念馆，能查找到的名单有 3500 多人。去年
在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时，相关部门负责人也震惊
了：一个县的红军烈士人数之多，全国少见。

万名英烈何处寻？青山处处埋忠骨。
1928 年 5 月，南乡起义后成立了石门红军——湘

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1929 年 8 月，石门县苏维埃
政府成立后，组建了游击大队和赤卫大队。全县还
成立了 20 支区乡游击队，拥有队员 1500 多人。在湘
鄂川黔苏区时期，石门老区革命武装属湘鄂川黔省
军区大庸军分区管辖。25 个区乡建立了 80 支游击
队，拥有队员 8000 余人。石门工农武装配合红军进
行了渫阳之战（红四军参谋长黄鳌牺牲）、泥沙之战
（红四军师长贺锦斋牺牲）、土地垭歇凤岩分水岭之
战、白沙渡瓜子峪之战（县赤卫大队长陈昆山牺牲）、
夹山之战、贺家台南北镇之战等战斗。1935 年 11 月
上旬，红二、六军团离开石门开始长征。

石门苏区向红军及湘鄂西苏区、湘鄂川黔苏区输
送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和骨干：如陈寿山（红六军
副军长）、覃甦（红八师师长）、覃正格（红九师副师
长）、吴协仲（贺龙警卫团政委）等；如龙在前、陈奇
谟、刘植吾、吴天锡、易法琛、贾国湘、杨万柳、盛联
熊、伍伯显、陈寿山等担任五峰、鹤峰、长阳苏区的党
政军主要负责人；龙在前还曾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四军特派员、湘鄂边五县联县政府代主席、湘鄂川黔

省政府肃反委员等职。
在一次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在长征被围追堵截

的前行途中，这些石门儿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却来
不及给家乡亲人传递一个音讯，留下一句遗言，更不
用说为父母尽孝了。

“虽然这些英烈牺牲了，可在石门，有关红军的
故事留传得很多，子孙后代们一直用各种形式纪
念他们。”石门老区办主任涂志颜说，在全县有 15
个乡镇都建有烈士纪念碑，有很多最初都是当地
群众自发建起来的。在南北镇薛家村，全国脱贫
攻坚模范王新法生前带领全村人，在六塔山建的

“山河圆”，就是为了纪念在当地牺牲的 68 名无名
红军。

张吉全说起一个细节，多年前他在井冈山参观
时，和时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肖邮华交谈，说到
自己是湖南石门人时，肖邮华非常激动，说起了很多
关于王尔琢的故事，因为是王尔琢的家乡人，他受到
了热情的礼遇。而早在 2006 年，崇义县人民政府在
思顺圩虎形岭上修建了“王尔琢烈士陵园”。“当时就
觉得作为后人，我们有愧，享受了他们打下来的江
山，却遗忘了他们。”

如今，石门县城的澧阳大道旁，王尔琢的雕塑静
静伫立，微笑地注目着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这位
25 岁牺牲在井冈山的石门小伙子，在家乡人民的心
里，依然英姿勃发，就像 83 年前春天的那个早晨，他
刚刚离开石门时一样年轻。

石门南乡起义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朱德、王尔琢领导的湘南起义，
贺龙领导的桑植起义，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湖南省5大农民起义。2011年，石门南乡起义入选新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包括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
武装起义86起，石门南乡起义排第41位。

采访团一行来到石门烈士陵园祭奠英烈。 刘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