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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瞿家湾保卫战

1931年6月9日，监沔两县地主团防武装500余众，
趁红九师西进江陵，收复三官殿、沙岗、普济观、郝穴等
地之机，乘船偷袭湘鄂西首府瞿家湾。 留守机关在游
击队、赤卫队掩护下，迅速转移到花子墩地区，敌人扑了
个空。

当晚，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企图以少部兵力进
攻子贝渊，钳制游击队、赤卫队，用大部兵力从瞿家湾
背后下湖，包围花子墩，全歼留守的军政人员，并烧毁
瞿家湾。留守瞿家湾的负责人彭国材将计就计，决定
首先集中主力吃掉进犯子贝渊之敌，然后在花子墩布
下疑兵，迫使敌人船队钻进设在子贝渊河口附近的伏
击圈。

翌日，50多名匪徒进入子贝渊河口，埋伏在芦苇丛
中的赤卫队员向敌人投出一排手榴弹，10多个敌人应声
倒下。敌人立即用机枪向芦林开火，背后却响起了排铳，
又有 10 多名敌人毙命。敌人吓破了胆，抱头逃窜。这
时，冲锋号吹响了，赤卫队在激昂的号声中跃出芦林，把
敌人团团围住，近身肉搏，全歼进犯之敌。

子贝渊河口战斗打响的同时，敌主力乘船包围了
花子墩。匪徒拼命地打机枪，扔手榴弹，枪声、爆炸声
响成一片，整个墩子硝烟弥漫。匪徒们冲上墩子，发
现墩上空无一人，心知中计，赶忙回撤，但已经晚了。
敌人来路两侧的芦苇丛中，红旗招展，军号此起彼
伏。敌人以为红军主力赶到，急忙掉转船头，向子贝
渊逃窜。敌先头 5 条船只撞在赤卫队预先埋在水下
的暗桩上，有的翻沉，有的撞损，水道一下子被堵塞，
20 多余条船进退不得，只好依托船体顽抗。彭国材
一声令下，隐蔽在河道两旁的游击队、赤卫队员跃出
芦林杀向敌船。

战斗胜利结束，共消灭敌人24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
190多支，子弹数千发，成功保卫了瞿家湾。

在百里洪湖上，活跃着一支由渔（猎）民组
成的水上群众武装。他们配置了上百只铳船、
上百杆抬铳、猎枪，游弋在洪湖沿岸的傅家湾、
张家坊、周何湾、瞿家湾水面上，担负着湖上反

“清剿”和打击湖匪等任务，保护渔（猎）民捕鱼
和猎鸭生产。这支水上群众武装，就是闻名遐
迩的“洪湖水上赤卫队”。

1930年3月，国民党军第六十六师1个营
驻扎在小沙口，营长谢宗武前去卫口大湖霸谢
宗堂家祝寿。谢宗武带着1个排，配备1挺花
机关枪，乘船而行。张家坊渔猎自卫队（又名
水上游击队）队长朱炳松决定伏击这股敌人。
游击队在河道两边芦林中浇上鱼油，在河道里
安放捕鱼的滚钩，静候敌人到来。不久，敌船
进入伏击圈，游击队立即放火焚烧两岸芦林。
但见大火熊熊，热浪滚滚，狭窄的河道被两股
大火互相夹击。敌人只好弃船下水，结果一个
个被滚钩钩住，挣脱不得。在游击队枪口下，
敌人只好乖乖地交枪投降。这一仗，缴获长枪
36支，花机关枪1挺。由于游击队不会使用花
机关枪，于是留下谢宗武当教官（后释放回新
堤）。敌师长刘茂思得知营长被俘，命令驻防
峰口的第五团团长杨光昭率部去张家坊营
救。杨光昭到小沙口后，不敢贸然行动，只派
了几个士兵化装成到湖里打草的农民，观察张
家坊动静。

刘茂思见杨光昭久不行动，便亲自赶来督
战。4月5日晨，杨光昭率1个营，分乘17艘大
木船，成扇形向张家坊驶来。埋伏在芦林中的
水上赤卫队早就做好了迎敌准备。当敌先头

船只驶近时，张家坊游击队的机关枪响了，船
上10多个敌兵应声倒下。跟在后面的敌船见
先头船只被袭击，又听见哒哒的机关枪声，顿

时乱了阵脚，慌乱中有6艘木船驶进水道两侧
芦林，进退不得。埋伏在芦林中的水上赤卫队
铳船立即向前，队长瞿生炳一声令下，几十杆

抬铳同时开火，铺天盖地的铁子子把6艘船上
的敌兵打的鬼哭狼嚎，杨光昭忙令所剩10艘
木船后撤，逃之夭夭。水上赤卫队声威大震。

洪湖水上赤卫队歼敌

洪湖苏区广大乡、村，普遍建立了赤色俱
乐部，中心市镇的俱乐部还设有图书馆、讲演
所、戏台、阅报室、棋室。俱乐部规模有大有
小，活动有多有少，是群众文化活动和娱乐的
场地，也是政策法令和时事新闻的宣传阵地。
谢觉哉在《回忆洪湖苏区》一文中写道：“俱乐
部，这是洪湖苏区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场地，
每个村、乡都有俱乐部（在部队叫列宁室），生
产之余，在俱乐部里唱歌、讲故事、猜谜语……
进行各种有益活动。”

唱歌是洪湖苏区群众最喜爱的文娱活动
之一。苏维埃政府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无论
开什么会，都要先唱歌，而且，还经常举行唱歌
比赛：村村比、乡乡比，谁都不服输。洪湖苏区
的新民歌，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歌词内容丰
富、朴实，易学易唱，有强烈的号召力。周逸群
在戎马倥偬中撰写了许多歌词，其中一首借用

《苏武牧羊》小调，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工农，世
界主人翁，我们的血汗，几乎要流尽。衣与食、
住与行，我们所造成。权位与幸福，倒归寄生
虫。世界创造者，反作穷罪人。封建制度、资
本主义，一律要铲平。”正如谢觉哉所说：“特别
是唱新民歌，一传十、十传百，党的政策和鼓动
口号通过新民歌很快地传到每个人的心里。”

新剧社是苏维埃政府倡导的一种演新戏
的业余演出团体，要求各区建立一个新剧社
（因某种原因，有的区未建立），每个剧社人员
视情而定，开办费由政府津贴。新剧社根据斗
争形势和当地实际，自编自演。有的剧本则由
省、县文委会发给。如省文委编写的《活捉张
辉瓒》，在峰口峰乐剧场演出，深受群众欢迎，
场场座无虚席。不少领导干部，如周逸群、邓
中夏、熊瑾玎（省文化教育部部长）乐于文艺创
作和登台表演。此外，新剧社还上演不少传统

剧目。
苏维埃政府在中心集镇设立演讲社，要求

“每日须规定明了政治和了解‘主义’的同志演
讲一次”。凡重大纪念日，如“二七惨案”“五一
国际劳动节”“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广州暴
动日”，苏区都要举行群众集会，散发宣传大
纲，进行通俗演讲和化装演讲。化装演讲是根
据演讲的内容，化装成不同的人，边讲边做动
作，绘声绘色，听众十分踊跃。不少党政领导
人亲自参加这种化装演讲，湘鄂西特委书记周
逸群就先后在峰口、沙口进行演讲。

苏区文艺工作者，还利用花鼓戏、三棒鼓、
敲碟子、打莲花闹、道情、渔鼓、高跷、龙灯、采
莲船、皮影戏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游艺
形式及各种韵文、小词，配以新调，热情颂扬共
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歌唱革命斗争的胜利，讴
歌工农翻身的幸福生活。峰口皮影剧社根据

红军攻克峰口的战例，编写“打峰口”的剧本，
受到观众好评。

每逢大的传统节日和县、区召开祝捷大
会，都要组织盛大庆祝活动。一般有龙灯、龙
舟、采莲船、舞狮等表演。特别是放河灯和提
灯会，群众更喜爱。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洪
湖苏区群众都要放河灯。河灯系彩纸扎成，形
似荷花，灯中装油纸芯和传单，灯上写有标语
口号，放灯时敲锣打鼓，唱起放灯歌。一盏盏
河灯飘浮在水面上，顺风飘向白区，宣传党的
主张，扩大苏区影响。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成
立时，洪湖沿岸灯火一片，数千名红军战士和
人民群众，手提形似莲花、鱼虾、花蓝、金瓜、青
蛙、镰刀斧头等花灯，灯上书写“热烈庆祝湘鄂
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等标语口号，有如灯的
海洋。直到第二天清晨，方告结束。类似这样
的提灯会，洪湖苏区中心市镇时有举行。

洪湖苏区群众性文化活动

《洪湖赤卫队》剧照。

1932年1月22日至30日，根据中央分局
决定，湘鄂西省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瞿家
湾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 127 人，代表 2.2
万多名党员（包括军队中党员 2563 人）。大
会主席团由杨光华、杨成林、万涛、崔琪、贺
龙、夏曦等9人组成。

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来，夏曦顽固
地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和政策，致使
苏区的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失误，许多代表
希望通过“四大”改变这种状况。22 日下
午，夏曦作了长达 6 个小时的政治报告。讨
论时，代表们对夏曦到湘鄂西苏区半年多的
工作，提出尖锐、严厉的批评。主要内容是
1931 年 11 月省委扩大会上提出的红九师北
上、江南苏区失守和红三军向襄北发展的责
任问题。其中，万涛、潘家辰等人对夏曦错
误的批评意见得到与会代表的认同和支
持。公开对夏曦的错误提出批评的代表有
70 多人，支持夏曦的仅 3 票。然而，夏曦从

“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出发，
极力否定万涛、潘家辰等人的正确意见，处
境十分孤立。

1月 24 日，省委派到中央汇报工作的尉
士筠，偕同中央派来参加湘鄂西中央分局领
导工作的关向应到达后，会议发生大逆转。
原来中央听了尉士筠汇报后，从“左”倾冒险
主义和宗派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万涛等人
的意见，决定给夏曦以更有力的支持。为
此，派关向应来湘鄂西，参加中央分局领导，

并担任红三军政治委员。尉士筠在中央
“左”倾路线的压力下，也改变了原来所持观
点，极力为夏曦辩护，指责万涛、潘家辰等
人。接着，关向应向大会传达中央指示，把
万涛、潘家辰等人对夏曦工作中一系列错误
所提出的批评意见，说成是“反国际、反中央
正确路线”，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
活动”等等。

1 月 25 日，会场气氛大不相同了，反对
目标转移到万涛、潘家辰身上。在中央“左”
倾结论下，临时省委的杨光华、崔琪、彭之玉
等人都作了拥护中央指示和夏曦报告的发
言，大多数代表慑于中央的结论，不再批评
夏曦，有一部分人转而与夏曦一道反对万
涛、潘家辰。于是，大会接受了夏曦所作政
治报告的错误结论，肯定中央分局成立以来
执行的错误政策是“真正的国际路线的转
变”，所取得的成绩是所谓“纠正立三路线”的
成就，指责万涛、潘家辰等人是“党内右倾机
会主义者”“立三主义者”“邓中夏的信徒”，其
中一部分人是“阶级敌人”，一部分人是“对布
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没有正确的了解的人”；
说万涛等人一是为了改变中央分局和省委
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助长军事冒险行动；
二是要团结一部分“反党分子”，“利用中央
分局的部分错误，作复仇的斗争”，“企图使
临时省委和中央分局对立，动摇党对红军
的领导”，“完全是反党活动”等等。结论充
分认定中央分局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全盘否定周逸群、贺
龙等所代表的正确方向。这样，大多数人
的不同意见，被夏曦等少数人在破坏党内
民主的情况下，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和声势
压下去了。

接着，大会通过了充斥“左”倾冒险错
误内容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土地经济及
财政问题决议案》以及《职工运动决议案》
等文件。这些文件，会后经过中央分局批
准实施。

《政治任务决议案》错误估计政治形
势，认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转变
到有利于工农方面了”，“扩大苏区，将零碎
苏区联系成整个苏区”、“争取一、二个重要
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
胜利，是放在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
的议事日程了”。决议案规定湘鄂西苏区
的发展方向必须是向汉水流域发展，与鄂
豫皖打成一片，以造成包围武汉、长沙、岳
州的形势。大会后湘鄂西苏区的各项工
作，尤其是红三军的行动，完全是按照这个
错误方针进行的。

《关于土地经济及财政问题决议案》要
求继续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

“彻底平分一切土地”的“左”倾政策，继续
否定原湘鄂西特委领导的土地革命。决议
说，湘鄂西土地平均分配还没有完成，富农
土地只是没收了出租的一部分，其他部分
还没有动，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是富农路

线的残余”。
《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规定了过高的职

工运动，要求“各级工会必须派遣自己的积极
分子去领导广大灾民到白区去，为着夺取地主
资产阶级的粮食而斗争”。省总工会“以最大
努力建立武汉、宜昌、沙市、岳州、长沙、平汉
路、武长路、应城盐矿、长阳煤矿及汉长、汉宜
轮船工人……的职工运动”。强调这是湘鄂西
苏区工会最巨大的任务。

这些规定，都是为了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
胜利这一总任务提出来的。它的贯彻，无疑给
湘鄂西苏区的各项工作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的
损失，以至整个苏区的丧失。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湘鄂西省委，委员
19 人。委员有杨光华、杨成林、崔琪、周小
康、段德昌、彭之玉、万涛、贺龙、夏曦等 19
人，候补委员有张宗理、蓝育才、张孝桂等 6
人，监察委员有刘革非、马武、鲁易、侯蔚文
等9人。

1 月 29 日，省委召开第一次全体执委会
议，进行分工。杨光华、杨成林、万涛、崔琪、少
共书记等5人为常委，杨光华任书记，万涛任
宣传部长，杨成林任组织部长，马武任政治保
卫局局长，张孝桂任妇委书记，其余同志担任
红军及地方工作。

湘鄂西党的“四大”召开后，王明“左”倾
错误路线在湘鄂西苏区全面贯彻执行，造成
灾难性后果，是湘鄂西苏区丧失的主要原因
之一。

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会召开

1931年6月，蒋介石在武汉成立“豫鄂皖三
省剿匪司令部”，调集63万兵力，组成左、中、右
三路军，对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根据地发动
大规模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其中左路军由
湖北省主席何成浚任司令官，徐源泉为副司令
官兼总指挥。划归左路军指挥的有洪湖地区全
部鄂军、敌长江上游“剿匪”代总指挥王陵基指
挥的川军，以及新增加的国民党第十三师万耀
煌部，共10万余众，锋芒直指洪湖苏区。

8 月 10 日，徐源泉调整兵力部署，将担任
“围剿”任务的军队编成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包
括鄂军第三十四师、四十一师、四十四师，独立
三十七旅、三十八旅，第十军特务团及新三旅主
力等，统由王陵基指挥。其余襄南驻军及在华
容一带的湘军第十九师，一律担任堵截任务，江
面上则派舰艇巡逻，阻止红军南渡。

这时，夏曦为了取得粮食等物资，以便在洪
湖苏区作战，命令红九师在熊口、莲花寺一线御
敌，七、八两师进攻沙市、江陵和草市。

8月13日晨，红七师攻入沙市街头后，遭敌

阻击。下午，敌3个团从岑河口、资福寺、鸦角
庙赶来增援，再战不利，红七师撤至龙湾、熊口
一带。红八师攻入草市，歼敌 500 多人，获枪
200多支，随即向荆州逼进，以阻止敌人向沙市
增援，相机夺取荆州，但因敌据城固守，被迫与
敌隔护城河对峙。这种对敌人设防城市进攻是
没有把握的，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但红三军付
出了巨大代价，“借粮”目的也未达到。贺龙、段
德昌等人提出红三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在
运动中消灭敌人，但夏曦顽固地坚持己见，决定
兵分两路，“两个拳头打人”：调红七师和警卫师
一个团固守洪湖苏区，以阵地战阻击敌人；令红
八师、红九师和警卫师另一个团，由贺龙、关向
应率领，到襄北牵制敌人。

于是，红七师和警卫师一个团由夏曦指挥，
继续实行分兵堵口，阵地设防。在强敌压迫下，
节节败退。不几天，敌人就占领了白庙以西、东
荆河以北地区。随即从白庙、施家港、北口等地
同时强渡东荆河南进。为了阻止敌人继续南
犯，沔阳县委集中县、区游击队千余人枪，整编

成沔阳独立营，奉命在东荆河南岸构筑防御工
事“死守”，苦战七天，付出了惨重代价。

8月24日，敌占领峰口、府场，沔阳县委、县
苏维埃政府撤至沔东南郑道湖、下丰岸、坝潭等
湖区隐蔽。9月2日，敌占领刘家场、三官殿，逼
近中央分局和省委所在地瞿家湾。而此时，夏
曦对单纯防御、固守作战屡遭失败的错误策略
毫无醒悟，仍然坚持分兵把守，命令七师第十九
团、二十一团固守福田寺、太平桥，二十团守柳
关，沔阳独立营分兵固守新河口、小沙口、李家
口。9月3日，敌人以4个旅分三路夹击红七师，
下午，瞿家湾、小沙口、柳关相继失守。二十团
伤亡惨重，全团仅剩下一个多营兵力。在保卫
洪湖苏区的战斗中，红七师损失非常严重，师政
委鲁易及3名团长、1名团政委血洒洪湖，壮烈
牺牲。

扼守新河口、小沙口的沔阳独立营二连，英
勇顽强击沉了敌军两艘汽艇，以劣势装备打退
国民党正规军一次又一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
奉命退入洪湖隐蔽。

敌人进入洪湖沿岸地区后，疯狂地破坏和
烧杀。洪湖苏区党政机关、红军医院、被服厂、
兵工厂等因未作撤退和转移准备，全部被敌人
捣毁和焚烧，损失惨重。敌人所到之处，尸横遍
野，房舍焚尽，财物劫空，实行灭绝人性的“烧
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9月7日，敌人占领朱河。夏曦带领红七师
余部西入江陵沙岗。这时，枪不满千，无力继续
与敌人作战。原计划八、九两师到襄北牵制敌
人，亦因川军郭勋部8个团和鄂军第十三师、四
十四师前堵后追，未能渡襄河北上，而活动于
荆、当地区，到9月才转移到钟祥、京山以北的
大洪山一带，未起到牵制进攻洪湖苏区之敌的
作用。夏曦的“两个拳头打人”，结果是一个拳
头精疲力尽，另一个拳头难有作为。

红七师在沙岗地区集中后，敌人随之扑
来。夏曦见沙岗不能守，遂令七师北上，与八、
九两师会合。

隐蔽在郑道湖、下丰岸、坝潭一带的沔阳县
区干部和独立营千余人枪，依托湖区分散的台

墩和茂密芦林，白天潜伏，夜间上岸，与敌人捉
迷藏，伺机袭击小股零星敌人，在湖中坚持了七
个昼夜的斗争后，县委将独立营与县区干部合
编为沔阳独立团，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鞠训仁
率领，乘敌不意，冲出重围，日夜兼程，于9月中
旬赶到沙岗。湘鄂边苏区失守后，湘鄂边特委
率独立团及地方机关撤离苏区，向洪湖转移，于
9月中旬，与夏曦率领的中央分局机关和部分地
方武装在沙岗会合。夏曦将以上仅存的地方武
装与湘鄂边独立团合编为独立师，由湘鄂边独
立团团长王炳南任师长、芦冬生任政委。

10月上旬，夏曦带独立师向西突围，与红三
军主力会合于随县大洪山一带。洪湖苏区内其
余零星武装，一股700多人，编成独立营，在崔
琪率领下，突围过长江，转移到华容东山一带，
在东山战斗中，崔琪饮弹身亡，队伍被打散；另
一股200多人，在杨光华率领下，突围到江陵长
湖一带，坚持斗争，不久杨光华赴上海寻找中
央，队伍解散。至此，洪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斗争完全失败，洪湖苏区丧失。

1938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
厅六处机关人员和抗敌演剧队、电影放映队在处长田汉
和中共三厅支部书记冯乃超率领下，从武汉乘“风向”轮
向长沙转移，途中停歇新堤。

中共新堤支部、新堤战时乡村促进会、新堤抗日后援
会在“民乐”戏院举行欢迎大会。会后，抗敌演剧四队主
演了话剧《血战卢沟桥》和《大家一条心》。田汉连夜赶写
了歌词《新堤真正好》和《团结起来和鬼子拼》，用沔阳小
曲谱曲，教小学师生演唱。

《团结起来和鬼子拼》歌词：
太阳偏了西，光芒照大旗，一帆风顺到新堤。
新堤真正好，赛过神仙岛，鱼虾谷米吃也吃不了。
可恨鬼子兵，起了大野心，想把我中华一口吞！
先占东三省，后把全国侵，杀人放火又奸淫。
攻进广州城，武汉正吃紧，危在旦夕化灰尘！
新堤同胞们，万众齐一心，团结起来和鬼子拼！
收复我中华，完全靠大家，男女老少起来吧，
起来把敌杀！
9 月 24 日，抗敌演剧四队继续在“民乐”剧院演出

《放下你的鞭子》《难民曲》《打鬼子去》等话剧，抗敌演剧
一队、九队的队员在大街和码头举行化装表演。化装表
演结束后，范元甄、任光等人分头教市民唱歌曲《新堤真
正好》，田汉用沔阳小曲教学校师生演唱《团结起来和鬼
子拼》。

抗敌演剧队的到来，进一步激发了新堤人民的爱国
救亡热情。

抗敌演剧队来新堤

（湖北日报记者 陈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