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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
呀么是家乡啊。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
来鱼满舱……”素有“千里洪湖”之称的洪湖，
碧波荡漾，水天一色，像一颗巨大的晶莹夺目
的珍珠，镶嵌在长江的湖群之中。贺龙在洪湖
这块殷红的土地上播下了顽强的革命火种，建
立了不朽的英雄伟业，深印着闪光的足迹，映
照着共产党人为民初心。

南昌起义后，面对白色恐怖的险恶环
境，贺龙毅然放弃了中共中央安排的到前苏
联学习政治和军事的机会，坚决要回湘鄂西
拉队伍搞武装斗争，“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
站起来”。

1928年1月18日，万里长江波涛滚滚，寒
风呼啸。“呜……”随着一声汽笛呜叫，一艘
小轮船缓慢地停靠在湖北省监利县观音洲码
头。不一会儿，一位身材魁悟、口含烟斗、眼戴
墨镜、嘴唇上蓄着八字胡、手拄文明杖的“阔
佬”大摇大摆地从轮船上走了下来。这就是贺
龙，他是奉中共中央指示前往湘鄂边发动武装
起义的。贺龙等人从轮船上下来后，径直朝观
音洲团防哨所走去。团防队长见贺龙他们身
上的打扮，以为是大官来视察，急忙吹哨紧急
集合，十几个团防队员列队欢迎。

贺龙走到团防队长面前，摘下墨镜，劈
头就说：“认得吗？我是贺龙，特来借你的
枪！”

团防队长一听到“贺龙”这个名字，早已吓
得魂飞魄散，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只顾求饶。

就从这次缴来的六支汉阳造、四支驳壳枪
开始，贺龙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在湘鄂边建
立了红四军，队伍发展到 1 万多人，并开辟了
以鹤峰、桑植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

1930年，在周逸群、贺龙为首的鄂西党组
织的领导下，洪湖地区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
游击队、赤卫队三结合的一整套武装体系，在
辽阔的千里洪湖上，与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展开
了有声有色的游击战争。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就是不平坦的，受
“左”倾路线影响，鄂西特委要求贺龙集中进攻
荆州、沙市、汉口等敌人设防坚固的城市，与红
一军团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贺龙、周逸
群从实际出发，坚持先巩固洪湖再逐步向外扩
张。因没有执行冒险主义的指示，受到了批
评。贺龙率部一路打下许多城镇，但由于部队
忙着赶赴长沙，城镇旋得旋失。这时，贺龙偶
然从旧报纸中发现，蒋、冯、阎三方混战已结

束，大批敌军正源源南调，他立即命令部队停
止前进，并亲自向上级汇报，不料不仅没有得
到同意，反而被指定率部二次攻城，结果部队
受到重大损失。

1931 年初，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贺
龙任军长，贺龙耐心说服红三军前委的大多
数同志，打回洪湖去。红三军东进洪湖，增
强了洪湖苏区的力量，大大鼓舞了苏区的广
大人民，深得人心，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贺胡
子”。

然而，贺龙被指责为一贯右倾而被剥夺了

指挥权。贺龙恢复指挥权后，把主力红军、地
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把游击战和运动
战结合起来，在龙王集、王家墩等战斗中，接连
获得出色的重大胜利，歼敌两个旅一个团又六
个营，缴枪5000余支，使红三军主力发展到1.5
万多人。

但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多年来艰辛创
立的洪湖苏区遭到了失败，红军由二万五千人
锐减到一万多人，贺龙率部队从洪湖根据地突
围后，转移到随县大洪山进行休整。随后，经
过七千里艰苦行军，到达湘鄂边，开创了黔东

根据地。
历史虽已远去，中国革命在艰难曲折中不

断探索前进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贺龙在面对
艰难险阻和重大挫折时，始终不忘初心，始终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怀揣革命必胜信念，
树立了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崇高形象和伟大精
神，超越时空，历久弥新，深深烙印在历史的丰
碑上，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
长、研究员）

1924年，周逸群已经28岁，但他还在为自
己未来的定位犹豫不决，是做个文人，还是做
个军人？

他决定从上海到广州去闯荡一下，看能否
做出抉择。当他一路上看到军阀割据的残破
山河，看到衣不蔽体的劳苦大众，他被触动了。

到了广州之后，他写了一首诗给自己的好
友，在诗中，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首诗里
面写到：

废书学剑走羊城，只为黎元苦匪兵。
斩伐相争廿四史，岂无白刃可亡秦？
于是，这一年 10 月，他“废书学剑”，投笔

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
1925年，军校国民部选举第二届执行委员

时，周逸群当选，被推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
区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参与组织
和领导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任常务委员。

也就在学校，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早
期党员之一。

1926年参加了北伐战争，8月任国民革命
军第九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

当时的师长，也就是名满天下、赫赫有名
的贺龙。

从此，与师长并肩战斗，结下深厚的友
谊。在早期历史上，贺龙和周逸群的名字，永
远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贺龙当时还不是共
产党员，但心中向往革命，渴望直接与党接触，
周逸群的到来，使他喜出望外。

他们一起南征北战，到1927年，贺龙作为
总指挥，他们一起参加南昌起义。起义之后，
在他的介绍下，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

也正是在1927年，出身在贵州的周逸群，
与洪湖这个地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一年，按照中央安排，他与贺龙一起，要
到湘西去组建部队，途中接受湖北省委的邀

请，来到洪湖地区领导年关暴动。而后，又因
为在湘西遭遇挫折，周逸群再次返回洪湖，从
那时起，以洪湖为中心，组建赤卫队，扎根在洪
湖。

刚到洪湖地区时，很多人对能否在河湖
港汊地区打游击抱有怀疑态度，因为当时我
们党的绝大多数根据地都身处山区，对于能
否在河湖港汊地区打游击，没有现成的经验
可以学。

但是，周逸群在经过认真调研之后，最后
力排众议，认为在以洪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开展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行的，他给出了三条
理由：

第一，洪湖地处江汉平原，战略地位十分
重要。这一带河湖港汊，峦如蛛网，纵横交错，
有无数茂密的芦苇荡。野草丛生的地理环境
是可资御敌的天然屏障，复杂的水路和陆路，
迫使强敌不敢贸然深入。

第二，洪湖人说：“宁靠大湖，不靠大户”，
洪湖地区土地肥沃，良田万顷，盛产稻、棉等农
产品，湖区盛产鱼、莲等野生动植物，经济上便
于供给，具有比较牢固的后方基地。

第三，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中，大多数是生
长在水网地带的农民，或为渔民，或为猎手，风
里来，雨里去，熟悉水性地势，具有高超的泅水
本领和驾船技术。他们和广大农民群众有着
天然联系，可以实行寓兵于农的人山政策，“埋
伏在群众之中，看清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袭
击敌人的后方”。

就这样，在上世纪1930年左右，中国革命
的最低潮，周逸群扎根洪湖，历经千辛万苦，与
贺龙一起组建了红二军团，创建了湘鄂西革命
根据地。

毛主席曾这样评价洪湖地区的游击战争：
“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

都是河湖港汊地区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
根据地的证据。”

而且，在不断的革命斗争和游击战争实践
中，周逸群这个黄埔军校的高材生，还总结出
了洪湖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敌来我飞，敌去
我归，（敌）人多则跑，（敌）人少则搞。”

这十六个字，和后来毛泽东主席的十六字
诀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比毛主席的十六字诀
早了七八年。

周逸群以自己卓绝的智慧和人品，赢得了
洪湖老百姓的真心拥护。如今，在洪湖还流传
着周逸群的这样一个故事：

1931年，周逸群决定南下湖南，开辟洞庭
湖特区。洞庭湖与洪湖毗连，方圆八百里，湖
塘众多，土地肥沃，如能拓展，更有利于游击队
灵活机动袭击敌人。

周逸群在决定启程前往洞庭湖时，却病倒
了，高烧40℃，当年的监沔县委书记李铁青劝
他休息，等好些了再去。他却回过头地对李铁
青说：

“你是铁匠出身，知道铁有多硬，钢有多
坚，我们共产党员，就要像铁一样硬，像钢一样
坚呀！”

他说：“只要我一天活着，我就一天不停止
工作。”

这句话说得如此坚定，他的脚步也是毅然
决然。

可是，谁都没想到，建成洞庭湖特区之后，
在返回洪湖途中，他遭受敌人伏击，壮烈牺牲。

周逸群牺牲时，年仅35岁。
周逸群牺牲之后，让苏区军民悲痛万分。

而且引发了争议：周逸群等人的行踪，国民党
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呢？

当时，就有人指出党内出了叛徒，不然解
释不通，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出这个内奸是谁。

八十年代时，有一种说法，说当时领导湘
鄂西苏区的夏曦是害死周逸群的主谋，他当时
正在进行肃反，据说非常嫉妒周逸群在苏区的
崇高威望。

但是，争论归争论，谁也找不到实质有力
的证据，所以至今没有定论，周逸群牺牲之谜，
可能永远要沉没在历史的湖底了。

我们仅仅知道的是，周逸群的牺牲，对当
时整个苏区、整个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国
革命都是极大的损失，短暂的年华，卓著的功
勋，他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很多年之后，贺龙屡屡回忆起这位良师益
友，无数次泪流满面。

当年，他为了一个美好的梦想出发，来到
洪湖，历经千辛万苦，创建了湘鄂西苏区革命
根据地，创建了红二军团，使洪湖成为天下扬
名的湘鄂西苏区首府、红二方面军摇篮、洪湖
赤卫队故乡。

遥忆当年，他初见到烟波浩渺的百里洪
湖，就曾经深情地说：“我虽生在贵州铜仁山
区，但一到荆江两岸，就爱上了洪湖水乡，等革
命胜利后，我一定要回来和大家一起，把洪湖
建成聚宝湖。”

转眼建党百年，我们的国家已经站起来、
富起来，正在强起来。我们的洪湖也正在成为
真正的聚宝湖，可我们的洪湖赤子周逸群，没
有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没有等到聚宝湖建
成的那一天。

如今，我们都在学党史，都在问初心。
初心在哪里？
我想，就在波澜壮阔、沉默如斯的历史里，

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付出了青春、热血、乃至生
命的那些先辈，是他们让我们抵达到了今天，
是他们，让我们有机会去无限接近我们所期待
的明天。

“等革命胜利后，我要回来和大家一起，把洪湖建成聚宝湖”
□ 崔 巍

贺龙三进洪湖映照共产党人为民初心
□ 彭 玮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程宝泓创作的《贺龙在洪湖苏区》

攻打沔阳县城

漫步在瞿家湾的老街上，触摸着两旁脊背曲瓦、翘
角飞檐的徽式屋宇，90多年前的历史烟云扑面而来。这
里坐落着当时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湘鄂西省委会、湘
鄂西省军委会、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等39处革命旧址，
诞生了天下皆知的“洪湖赤卫队”，一曲《洪湖水浪打浪》
更是家喻户晓。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贺龙、周逸群、段德
昌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创建了以洪湖苏区为中心的湘鄂
西革命根据地，洪湖岸边的瞿家湾正是湘鄂西苏区首府
所在地。毛泽东同志曾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
题》中写到：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
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
证据。洪湖的地理条件、交通条件、生态条件，为在游击
战争中建立根据地提供了天然优势。

当地有言，“宁靠大湖不靠大户”，意思是湖里物
产丰富可以自给自足，无需向大户人家伸手，这衬托
出洪湖人民自立自强、勇于斗争的品格。湘鄂西苏
区走出了 67 位开国将帅，洪湖地区为革命牺牲了十
万余人，“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战胜每一
个困难”的“洪湖精神”，是当时对洪湖苏区做出突
出贡献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总结。“洪湖精神”
是在危急关头万众一心共同书写的，凝练的词语承
载着无悔、牺牲和付出，它不只是一部分人的精神面
貌，而是在一方水土升腾起的浩然之气。“洪湖精
神”连通中国革命的精神血脉，它的光亮，穿越时空
隧道，把人的意志、人的信念、人的理想中所蕴藏的
力量，凝结为宝贵财富，传之后人。

踏上新征程，依然会有雪山沼泽、浅滩暗礁，但闪亮
的精神赋予我们攻坚克难的勇气、开拓未来的底气。回
望历史问初心，品悟精神向前进，我们还要鼓起信仰的
风帆，为接续不断的事业执着追求、笃定实干，还要传承
不屈的意志，挺立起精神的脊梁，去克服一个又一个困
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还要不怕苦、不畏难，用厚实
臂膀扛起如山责任，让前行的脚步更加有力。

一方水土熔铸闪亮精神
□ 湖北日报评论员 程曼诗

1927年10月初，熊传藻带领30多名青壮猎民与李
恭熙、李铁青、彭国材等人会合。李恭熙召集洪湖西北、
周何湾、张家坊、蔡杨湾4个党支部负责人开会，会上熊
传藻传达鄂中南部特委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和计划，彭
国材介绍戴家场暴动及农民协会恢复的有关情况。会
议决定成立洪湖水上革命委员会，由熊传藻任主席，刘
崇龙任副主席，决定把分散在浦尾湾、三龙墩、船头嘴3
处的渔民自卫队组建成洪湖水上暴动红队总队，由李恭
熙任总指挥，李铁青任总队长，彭国材任副总队长，发动
洪湖水上暴动。总队下辖3个大队，一大队由李铁青兼
任队长，李恭阶任副队长；二大队由彭国材兼任队长，戴
华林任副队长；三大队由朱炳松任队长，张勤方任副队
长。决定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公历10月4日）“祭铳猎
鸭首日”开始，首先在周何湾发动暴动。

周何湾，是周家湾、何家湾的统称，地处监沔两县交
界处的沔西南地区，是洪湖西北岸伸向湖中的一块陆
地。境内居住百十户人家，多以捕鱼为生。大革命失败
后，湖霸周传简在国民党反动派支持下卷土重来，当上
了剅口团防局团董。他凭借反动武装和土豪劣绅势力，
大肆镇压革命群众，疯狂进行反攻倒算。

10月4日傍晚，红一大队在李铁青率领下，以领铳
（猎鸭的火枪）为名，潮水般涌进湖霸周传简的宅院。周
传简见势不妙，忙拔枪威胁。李铁青一跃上前，抓住周
传简的衣领，夺下手枪。暴动队见势一涌而上，迅速夺
取团丁枪支。周传简的弟弟、团防队长周传阳试图反
抗，被李恭阶一枪击毙，接着当场处决了周传简。随后，
红一大队奔袭剅口，将大土豪陈宝光的宅院团团围住，
陈宝光的“常练队”胡乱放了几枪，各自散去。暴动队冲
进大院，乱枪击毙陈宝光兄弟3人。红二大队在彭国材
率领下，乘船奔袭桐梓湖和蚌湖“常练队”，镇压了大湖
霸汤光汉和劣绅董家亭、戴金保及瞿声威兄弟3人，解救
被关押的渔农民47人。红三大队在朱炳松率领下，将大
湖霸张泽厚的宅院围住。由于院墙太高，暴动队多次攻
击受挫，副大队长张勤方指挥放火烧门，张泽厚见势不
妙，钻进地道逃走，“保湖队”30多人缴枪投降。红三大
队打开张家粮仓，把500石稻谷分给贫苦农渔民。接着，
红三大队奔袭沔阳税务局设在柳口、潭子河的两个税
卡，缴枪6支，没收税款2300块银元。土地湖渔民群起
响应，烧毁湖霸李文甲的土炮楼，缴获土炮3尊和大抬铳
20杆。一夜之间，暴动队横扫大湖80余里，百里洪湖为
之震动。

10月8日，熊传藻在船头嘴召开洪湖水上革命委员
会扩大会议，讨论研究行动计划和发展方向等重大问
题。会议决定，根据鄂中南部特委“以洪湖为中心，沿湖
出没无常地杀戮土豪劣绅，破坏税收机关和交通警备机
关”的计划，继续暴动，占领瞿家湾、吴家新场、杨家嘴、
张家大口、李家帐、麻田口，把洪湖东西南北基本联成一
片。会后，熊传藻、李恭熙、李铁青、彭国材率领洪湖水
上暴动红队总队，在洪湖沿岸举行了较大规模的暴动。

10月下旬，彭国材率领红二大队，趁夜暗袭击了吴
家新场敌“常练队”，缴枪7支，击毙大地主吴以礼和土劣
董文朝、吴继子等人，并在吴家新场、彭家湾、蔡杨湾开
仓分粮，发动群众。红一大队副队长李恭阶，带队潜入
瞿家湾，在大地主瞿禹九“保商队”副队长、地下党员瞿
声斌配合下，一举端掉“保商队”，缴获抬统50杆、长枪5
支，并放火焚烧瞿禹九房屋，烧死瞿禹九。第二天上午，
成立瞿家湾抬铳队，瞿声斌任队长。

与此同时，熊传藻在洪湖南岸的挖沟子召开杨嘴、
傅家湾、曹家门地下党支部负责人会议，决定当晚举
事。晚10时许，朱炳松、张勤方带领红三大队乘船到达
挖沟子，与董世寿、傅忠启率领的傅家湾抬统队会合。
在熊传藻统一指挥下，暴动队包围杨嘴大湖霸杨文斋宅
院。朱炳松下令3尊土炮同时开火，炸开了杨家大铁门，
队员们蜂拥而入，杨家30多名“保湖队”队员见势不妙，
丢枪逃命，杨文斋无奈，自刎毙命。红三大队一鼓作气，
乘胜攻下李家帐、文家新嘴、麻田口。傅家湾抬统队进
攻张家大口、洋圻湖和蔡家河，消灭湖霸、湖匪80余人，
镇压湖霸、湖匪李如彬、文武全、宋水鬼、“小禾”、张定水
等人。

洪湖水上暴动的胜利，基本上把洪湖沿岸联成了一
片。至1928年春，在1100平方公里的洪湖湖区，恢复了
80多个村（墩台）的农渔民协会，普遍建立了渔民自卫队
组织，初步开创了洪湖水上游击根据地。

（来源《党旗耀水乡》）

洪湖水上大暴动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偷袭峰口后，国民
党沔阳县政府和土豪劣绅惶惶不可终日，
急欲扑灭革命烈火，四处抓捕共产党员和
秋暴骨干分子，袭击农民暴动队伍。1927
年10月中旬，娄敏修、卢先瑚和革命群众数
十人被抓捕，关押在沔城监狱。

这期间，新军阀内部爆发“宁汉战争”，
以桂系军阀为主的“西征军”自苏、皖溯江
西上，攻入湖北，盘踞在武汉的唐生智集团
败退湖南。在新军阀混战，政局有利于革
命的形势下，10 月底，中共长江局和湖北
省委作出在农村继续举行大规模暴动的
决定。据此，鄂中南部特委和沔阳县委决

定攻打沔城，营救被捕同志，扩大秋收暴
动成果。

沔城是国民党沔阳县政府所在地，城
池坚固，有护城河、土城、砖城防护，易守
难攻。11 月 3 日，邓赤中在白庙陈墨香家
主持召开各暴动区负责人会议，决定一面
派人进城侦察敌情，一面分头组织暴动队
伍。汊河石杨湾共产党员杨世朝住在姑
父吴益山家里，以卖油条、烧饼作掩护，侦
察敌兵分布、伪县长住所、监牢位置和进
出城路线。11 月下旬，进城侦察敌情的
郭还珍报告，“城内驻军早已调走，县警备
大队出发未归，城内兵力空虚。”于是，鄂

中南部特委和沔阳县委在曹市葫芦坝王
晓香家中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攻城具体方
案。会议决定，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为攻
城主力，由肖仁鹄率领；从全县四个暴动
区各抽调五六十名精干暴动队员，埋伏在
沔城四周配合；胡幼松、彭国材率苗得月、
刘显松（刘黑牯）、胡慎之等 7 人潜入沔城
作内应；攻城行动由肖仁鹄、邓赤中统一
指挥。

12 月 4 日拂晓，城头升火，发出攻城
信号。潜伏在城内的暴动队员打开城门，
第四军与暴动队伍 300 多人蜂拥而进，分
兵三路：邓赤中、胡幼松率一路直奔监狱，

救出娄敏修、卢先瑚等 20 多名共产党员
以及 80 多名无辜的群众；李良贵、谭翰藻
率一路直捣县府，冲进伪县长胡宝瑔、改
组委员刘楚玉家里，当场击毙胡宝瑔、刘
楚玉和县衙总务股长。廖林基率一路夺
取县府铜印，纵火焚烧县衙门和城内 5 户
大豪绅的房子。

攻城劫牢大获全胜，计缴获长短枪
27 支、子弹 2000 发、银洋 1 万余块，沉重
打击了国民党沔阳当局，极大地震惊了
鄂中地区敌人，进一步扩大了党在洪湖
的政治影响。

（来源《党旗耀水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