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利新闻 报料热线：0716-3289095 邮箱：535885791@qq.com 03理理 论论2021.12.17 星期五
美术编辑：万 彬

红色文化，是监利的一张名片，红色历史是
我们党在监利的一段辉煌历史。

监利是一块红色的热土，它孕育了湘鄂西革
命风暴，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一、湘鄂西革命的贡献与作用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在洪湖革命根据地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洪湖革命根据地是以监利为
中心的。湘鄂西革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
献，监利也为湘鄂西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湘鄂西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
1.湘鄂西革命创建了八块跨越三省七十余

县的赤色疆域。一是洪湖根据地：它是湘鄂西苏
区中最大的一块根据地，是以周逸群、段德昌等
为代表的鄂西特委带领红六军和洪湖地区人民，
通过武装斗争创建起来的根据地。它是以监利
为中心，发展到包括洪湖、仙桃、潜江、天门、京
山、江陵、石首、公安、华容、南县、安乡、汉阳、汉
川、应城、云梦、孝感等17个县的大部分和一部
分地区。

二是湘鄂边根据地：是以贺龙为主的湘西北
特委、湘西特委和湘鄂西前委，带领红四军和湘
鄂边地区的人民，经过几起几落的艰难斗争，创
建起来的根据地。它以鹤峰、桑植为中心，包括
大庸、慈利、石门、五峰、长阳、恩施、宣恩、建始、
巴东、龙山等县大部分或一部分地区。

三是巴兴归根据地：1929年3月，鄂西特委
第一次扩大会议，将巴东、兴山、秭归3县划为单
独的地区，并建立了 10 个区委和 37 个支部。
1930年5月，成立了巴兴归县苏维埃政府，组建
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十九师，这样以巴东、甘坪
为中心的巴兴归根据地正式形成。

四是鄂北（襄枣宜）根据地：1930年6月，鄂
北特委建立了红九军二十六师，初步形成了鄂北
根据地。10月上旬，豫鄂两特委合并，成立豫鄂
边特委，1931年8月，段德昌率红九师到达襄枣
宜，使鄂北苏区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1 月
中旬，鄂豫边特委直接归属湘鄂西中央分局指
挥，鄂北苏区便成了湘鄂西苏区的一部分。它包
括襄阳、枣阳、宜城、钟祥等县地区。

五是鄂西北根据地：1929 年春，房县李明
铨受鄂北特委委派，回房县建立了中共房县特
区委，并成立了均房游击队。1931 年 3 月下
旬，红二军团转至长阳时，改编为红三军，均房
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军第二纵队。6 月，
红三军占领房县县城，成立了鄂西临时分特
委，柳直荀任分特委书记。9月，鄂西北根据地
已控制均县、房县全部和谷城、保康、竹山的一
部，总面积纵横约 250 公里，先后成立了 3 个
县、20个区、182个乡的苏维埃政府。并产生了
红九军第二十五师。

六是荆当远根据地：荆当远革命根据地，始
于1927年9月瓦仓起义后成立的瓦仓区工农革
命政府，1928年8月，根据鄂西特委指示，成立了
当阳县特支。1929 年 6 月成立当阳县临时县
委。1930年2月，鄂西特委将当阳临时县委改建
为县委。10 月，随着当阳各区农民协会普遍建
立，使荆当江枝边界地区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1931年5月，随着红三军攻克远安县城，湘鄂西
中央分局决定成立中共当阳中心县委，辖 7 个
区、28个乡苏维埃政府。

七是松枝宜根据地：1929年3月，在鄂西特
委的指导下，宜都、枝江两县组建成立一支 120
人的赤卫队，并于5月成立了中共松（滋）枝（江）
宜（都）县委，后因形势的发展而几度撤并。到
1931 年 2 月改为宜都、松枝两县委，共辖 4 个区
委、3个中心支部、22个支部。1931年7月，中共
宜昌道委（隶属湘鄂西临时省委）以枝宜游击队
为基础，组建了鄂西游击第二大队，开辟了以安
福寺地区为中心，包括枝江、松滋部分边界地区
在内纵横五六十里的松枝宜苏区。

八是洞庭湖特区：1931年3月，敌人“围剿”
江南，为了与洪湖苏区相互策应，湘鄂西特委书
记周逸群便成立了洞庭湖特区。它包括华容、南
县、安乡、常德、汉寿、岳阳、湘阴、益阳、沅江等县
部分地区。

这些地区都是在湘鄂西特委及以后成立的
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
统一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而形成的一个整体。
它地处华中腹地，威逼武汉、长沙等重要城市，及
东西南北水陆交通要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
位。它与鄂豫皖、中央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互
为犄角，为积蓄、发展中国革命力量，牵制敌人，
策应配合各小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
作用。

2.湘鄂西革命孕育了一支夺取中国革命胜
利的红军主力。1932年10月，洪湖根据地第四
次反“围剿”失败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主力（红
八师、红九师）与夏曦率领的从洪湖突围出来的
红七师，在随县的大小洪山一带会合。然后转战
7000里，于1932年12月撤至湘鄂边，恢复了湘鄂
边苏区。1933年11月，湘鄂边苏区再度丧失，红
三军向湘鄂川黔边发展，于1934年7月，开辟了
黔东根据地。1934年10月25日，红三军与任弼
时、王震领导的从湘赣突围的红六军团在贵州印
江的木黄会师，组成红二六军团。随后挺进湘
西，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1935年11月19日，

红二六军团主力1.7万余人，开始长征。1936年
7月初，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经
中央批准，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二军
（起初为红一方面军红九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
军第二方面军。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贺龙、
任弼时的带领下，在甘肃隆德境内的将台堡（今
属宁夏西吉县）与邓小平、左权、聂荣臻率领的红
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了伟大长征。红二方面
军成为我党领导的三大红军主力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以第二方面军为主体，组成
了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全军将士8227
人，开赴抗日前线后发展到8.5万人。解放战争
时期，以120师为主体，组成了西北野战军（第一
野战军），湘鄂西的红二军团，编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野战军在彭德
怀司令员的率领下进行了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
北的战争。第一野战军的部分将士在贺龙率领
下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参加了解放成都和
重庆的战争。从湘鄂西走出来的红军将士，为五
星红旗的高高飘扬，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3.湘鄂西革命成长了一批领导中国革命斗
争的高级将领。党的八七会议后，先后有贺龙、
周逸群、段德昌、崔琪、万涛、柳直荀、邓中夏、关
向应、许光达、孙德清、鲁易、谢觉哉、潘家辰、贺
炳炎，还有夏曦等高级领导干部、革命家、军事
家，共30多人，他们为开辟发展湘鄂西革命根据
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革命走向成功，作出
了巨大贡献。

1955年授衔的元帅有贺龙，大将有许光达，
上将有贺炳炎，中将有黄新廷、杨秀山、王尚云、
成钧、顿星云、廖汉生，少将有谭友林、周长庚、史
可全、王绍南、魏国运、薛少卿、杨嘉瑞、朱绍田等
40多人。谢觉哉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内务
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钱瑛任中央监察部部
长、党组书记，贺彪任国家卫生部部长、解放军总
后勤部副部长，宋一平任武汉市委书记、全国政
协副主席。

还有一些红军高级将领，有的在战场上牺
牲，有的被当作“改组派”杀害。湘鄂西特委书
记、红二军团政委周逸群，在岳阳贾家凉亭阵亡，
红七师政委鲁易在洪湖战斗中牺牲，红四军师长
贺锦斋在石门泥沙战斗中牺牲。先后任红六军
军长的孙德清、段德昌，还有红三军政治部主任
柳直荀、红三军政委万涛、红七师师长王一鸣、红
七师政委彭之玉、红八师师长段玉林等革命先
烈，在肃反中被当作“改组派”杀害。据不完全统
计：从1928年至1936年9月，红二军团中牺牲的
团级以上干部就有179人。

4.湘鄂西革命首创了平原河湖港汊游击战
争的成功典范。湘鄂西苏区不仅在湘西的丘陵
山区、鄂西北的大山深处，广泛开展武装斗争，建
立了湘鄂边、鄂西北、巴兴归等革命根据地，而且
是河湖港汊地带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
首创地。这是湘鄂西苏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也
是监利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湘鄂西苏区的首府，有两年多的时间在洪湖
地区，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监利。洪湖地处江汉
平原东南部，南临长江，北依汉水，总面积近1000
平方公里，素有“千里洪湖”之称。而监利地处洪
湖西岸，是河湖港汊地带的中心。境内有白鹭
湖、沙湖、白滟湖、桐梓湖等大小湖泊不计其数。
连绵不绝的莲藕，比比皆是的菱角、鸡头米，是游
击队的天然粮仓。河湖港汊纵横交错，湖内芦苇
丛生，荷叶成林，蒿草成排，人称第二个“水泊梁
山”。开展以监利为中心的河湖港汊地带的游击
战争，并形成根据地，不仅有很好的地理环境，而
且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1928年夏初，周逸群从湘西北返回洪湖组建
鄂西特委，带领洪湖地区广大军民，开始在河湖
港汊展开游击战争，总结出符合洪湖地区特点的
游击战术，如“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
少则搞”等，这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创造的游击战
术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在开展河湖港汊的游
击战争中，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敌人屡次派重兵

“围剿”，都只能望湖兴叹。湘鄂西苏区的党组
织，从洪湖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出发，开展河湖
港汊地带的游击战争并形成根据地，这是中国共
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伟大创造。毛
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此
给予了高度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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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监利在湘鄂西革命中的重大作用
1.监利是连接湘西鄂西的战略要地。监利

县城紧靠长江，是连接湘鄂两省的枢纽和桥梁，
也是国民党军阻塞我湘鄂西苏区南北通道的最
大据点。攻下监利县城后，就打通了连接湘鄂两
省的通道，使大江南江北融为一体，湘西鄂西连
成一片。由于监利县城在湘鄂西革命斗争中所
处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国民党总是派重兵
把守，攻打监利县城十分艰难。

1928年2月18日，贺龙、周逸群领导了荆江
两岸年关暴动后，率领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及
监利农军第一次攻打监利县城，结果失败。1930
年7月13日，新组建的红二军团浩浩荡荡开赴监
利，第二次攻打监利县城，又没有成功。1930年
9月22日拂晓，红二军团在监利、石首、华容等县
10 万农军的配合下，第三次向监利县城发起了

总攻。经过一整天的激战，共歼敌2000多人，捕
捉大小土豪劣绅100余人。23日，红军继续肃清
各处残敌，解放了监利全境。

监利城的解放，在红二军团战史上写下了光
辉的一页。攻下了监利县城，就使洪湖苏区与湘
鄂边苏区和洞庭湖特区连成一片，湘鄂西根据地
由此形成。

2.监利是领导湘鄂西革命的指挥中心。
1930年9月，红二军团攻克监利县城后，随着湘
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联县政府在监利县城的成立，
监利便成了湘鄂西革命的军事指挥中心。湘鄂
西特委、湘鄂西联县政府和湘鄂西中央分局、湘
鄂西临时省委机关先后迁驻监利，并在监利成功
地指挥了洪湖地区的三次反“围剿”斗争。

1930年冬，蒋介石任命徐源泉，指挥4个师
又7个旅，向洪湖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
剿”。敌人“围剿”的重点，是江北洪湖西岸的峰
口、瞿家湾、柳关、剅口等地。由于红二军团南
征，内部空虚，根据地损失惨重，兵工厂、医院、被
服厂均被焚毁，群众伤亡达1万余人。面对敌人
的残酷“围剿”，以周逸群为首的湘鄂西特委，组
织各县赤卫队和群众，成立了赤色警卫军、赤色
教导军和赤色守备军。并将赤色警卫军分设江
左和江右两个指挥部，同时，又将红二军团的一
部分伤病员和在杨林市战斗中被敌隔断后回到
洪湖的部队约1000余人，组成新六军，在长江南
北两岸打击敌人。11月中旬，湘鄂西特委、联县
政府由监利县城迁往石首调弦口。

1931年3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敌人进攻的重点是江南的调弦口特委机关、医院
和兵工厂等地。湘鄂西特委和联县政府机关又
从江南的调弦口迁至桥市克塘村。段德昌领导
独立团取得桥市保卫战的胜利后，随即攻克了朱
河、柳关、瞿家湾、周老嘴、新沟嘴等地，粉碎了敌
人的第二次“围剿”，收复了洪湖失地。洪湖失地
收复后，湘鄂西中央分局、特委和联县政府机关
迁到了监利瞿家湾（今属洪湖市）。

1931 年 7 月，蒋介石趁我洪湖地区发大水
之际，调集 24 个团的兵力，发动了第三次“围
剿”。当时由于瞿家湾被淹，湘鄂西中央分局、
临时省委和联县政府机关迁驻周老嘴。在外有
强敌压境，内有洪涝灾害的严峻形势下，以崔琪
为首的湘鄂西临时省委采取“重点打击，各个击
破”的战术，充分发动群众，很快粉碎了敌人的
第三次“围剿”。

3.监利是保障红二军团的辎重后方。湘鄂
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在周老嘴成立后，省委机
构工会、共青团、妇委和政府机构司法、经济、文
化教育等部门以及军委机构相继在监利设立。
贺龙根据湘鄂西红军迅猛发展的形势，作出了

“要把洪湖西岸建成红二军团战略后方”的指
示。此后，红二军团在剅口、周河湾、柳关、桥市、
分盐等地先后扩建和创建了洪湖军政学校、中国
工农红军军事学校第二分校（第一分校在井冈
山）、湘鄂西省委党校。还兴建了洪湖后方医院、
洪湖兵工厂、红军被服厂、湘鄂西造币厂和金库、
红二军团后方留守处、湘鄂西无线电台、湘鄂西
邮务总局和湘鄂西船队等配套机构和基础设施，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后方机构群。

除此以外，在周老嘴有红军面粉厂，在柳关
有红军粮食仓库，在张家场有新兵训练营等。这
些机构的建立，为红二军团的后勤保障，发挥了
重要作用。

4.监利是开展反“围剿”斗争的前沿阵地。
1932 年 6 月，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发
展，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蒋介石并
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再次调集十余万大军，组
成左路军，向我洪湖地区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的
军事“围剿”。

8月11日，敌左路军占领襄北、荆南和潜江
后，开始东西并进，全力围攻以监利为中心的
洪湖地区。夏曦仍继续执行“左”倾军事路线，
采用“两个拳头打击敌人”的办法，分兵两路，
一面令红七师和警卫师的一个团固守洪湖，用
阵地战阻击敌人；一面令八、九两师及警卫师
的另一团深入襄北、牵制敌人。红七师和警卫
师一团及各县警卫团在夏曦的指挥下，由进攻
战略变为消极防御，洪湖苏区在敌人的重兵压
迫下相继失守。8 月 31 日，新沟嘴、杨林关阵
地被突破，红七师政委鲁易在战斗中牺牲；9月
2 日，敌人占领刘家场、三官殿等地；9 月 3 日，
柳关、小沙口阵地被突破，瞿家湾随之失守。9
月 4 日，红七师主力开始向江陵方向转移，最
后在大洪山一带与贺龙率领的红八师、红九师
会合后，一起转移到湘鄂边。9 月 7 日，朱河被
敌占领。9 月 10 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崔琪率
湘鄂西省和监利县党政后勤机关2000 余人，在
姜炳炎领导的监利警卫团的掩护下，从剅口出
发向江南突围，最后转移到洞庭湖区。1932 年
10月，洪湖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

红军撤离根据地后，反动势力卷土重来，苏
区老百姓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柳关、剅口失
守后，落入敌手的红军伤病员5000 多人惨遭杀
害，根据地牺牲的干部群众有1.3万余人，被烧毁
的房屋有3000多栋。就连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夏
斗寅也承认：“国军收复洪湖后，因还乡团的报
复，农渔民死者约三分之一，沿湖西北纵横数十
里无人烟。”面对白色恐怖，民众并没有屈服。当

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哪怕白军再猖狂，烧我
房、抢我粮，一颗红心拿不走，头断血流不投降。”
监利人民为湘鄂西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

二、湘鄂西革命的精神与力量

党的八七会议后，湘鄂西军民在以贺龙、周
逸群、段德昌、崔琪等为代表的党组织领导下，与
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
争，不仅创建了湘鄂西红色苏区，而且创造了湘
鄂西红色文化，孕育了湘鄂西革命精神。这是一
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红色文化资源，是我们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之源和力量之源。

1.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
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是湘鄂西苏区精神的

灵魂，也是湘鄂西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
战胜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强大精神支柱。

陈步云是大革命时期第一任监利县委书
记。1929年2月7日，陈步云在剅口黄桥召开群
众大会，由于叛徒告密，驻扎在朱河的敌营长陈
启良带兵冲进会场。大喊：“你们谁是共产党的
头子陈步云，不交出陈步云，我就用机枪扫死你
们。”见没人回音，气急败坏的陈启良从人群中抓
出一个叫匡升启的农民说：“你没听见吗？”随即
从身上抽出一把尖刀，凶残地割除了匡升启的两
只耳朵。过了一会，陈启良又说：“最后给你们三
分钟，不交出陈步云，我就开枪了。”说完便下令
将机关枪瞄准了在场的群众。在这关键时刻，陈
步云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大声说：“不要开枪，我
就是陈步云！”群众得救了，陈步云却落入了敌人
的魔掌。陈启良先是设宴劝说：“我们都是陈家
人，只要你交出县委名单，我保你荣华富贵。”陈
步云回答说：“你是我陈家的败类。我姓的是马
列主义，要我投降，除非江水倒流，日出西山！”陈
启良没有办法，只好将他押往监利县城。监狱
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陈步云毫不畏惧。最
后，敌人将陈步云的老母和妻儿抓来监狱探视。
陈步云拉着他母亲的手说：“娘啊，我从小没有了
父亲，是你含辛茹苦抚养我长大，儿为了革命，不
能在母亲的身边尽孝了。儿死后，娘只要给儿子
做一件列宁服就行了。反动派欠下的血债，是一
定要偿还的，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请你们在
我坟头上放一挂鞭炮。”他总是坚信中国革命是
一定会成功的。1929年3月22日，陈步云被敌人
杀害在监利县城的罗汉寺。年仅 30 岁的陈步
云，抱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就这样走完了他光辉
的一生。

“生我是娘，教我是党，为革命，砍头只当风
吹帽，为了党，洒尽鲜血心欢畅。”现代歌剧《洪湖
赤卫队》中的韩母探监一曲戏，就是根据流传在
洪湖西岸的“母亲哭坟”的唱词和唱腔改编的，陈
步云就是剧中韩英的原型之一。

2.锲而不舍的求实作风
锲而不舍的求实作风，是湘鄂西苏区精神的

精髓。以贺龙、周逸群、段德昌、崔琪等为代表的
湘鄂西党组织，在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艰难
历程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本本
主义”，为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不停地同“左”倾
冒险主义错误路线作斗争，以致流血牺牲，用自
己的生命铸就了求真务实的苏区精神。

1930年9月10日，中央派邓中夏来到了洪湖
根据地。邓中夏曾当选为党的第二届、第五届中
央委员，第三届、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党的八七
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中夏
来到洪湖，表明了中央对洪湖地区的重视。邓中
夏来到监利后，在周老嘴传达了中央关于红二军
团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指示。为了巩固洪
湖根据地，周逸群、贺龙煞费苦心地说服了邓中
夏，要求红二军团在渡江南征之前，先攻下监利
县域。

为什么要先攻下监利县城呢？这是因为刚
刚建立的洪湖根据地还不稳固，一旦主力红军远
离苏区，敌人将乘隙而入，洪湖苏区将毁于一
旦。打下监利县城后，洪湖苏区就成了稳固的后
方，红二军团一旦攻打长沙失败，就可以很快退
回洪湖；如果不打下监利县城，一旦进攻长沙失
败，红军将受到监利县城与长沙敌人的南北夹
击，进退两难，甚至导致全军覆没。

红二军团攻下监利县城后，乘胜追击，一连
占领了沔阳、潜江、石首、公安、华容、南县等 7
座县城，使湘鄂西苏区上抵沙市近郊，下抵仙
桃，北至天门，南至安乡，纵横千余里，造成整个
赤色疆域。

然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对根
据地的危害，随着夏曦的到来，其影响也越来越
大。他全然不顾苏区的实际情况，强力推行先打
大城市的主张，使红军主力远离洪湖，造成根据
地内部空虚，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同时放弃了
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根本不考虑敌强我弱的客
观现实，坚持打大战，打恶战，强打硬拼，使红军
损失惨重，最后丧失了洪湖苏区。

湘鄂西苏区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
求是，根据地就发展；什么时候违背实事求是，根
据地就丧失。湘鄂西苏区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
是先烈们用鲜血凝成，是我们党始终保持旺盛的
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关键所在。

3.忠贞不渝的为民情怀
忠贞不渝的为民情操，是湘鄂西苏区精神的

实质。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
业的那片赤诚，是他们在强敌面前临危不惧，在
生死关头宁死不屈的思想基础，是中国革命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从危难走向胜利的本质所在。

段德昌是我党杰出的军事将领。红三军退
出洪湖，转战湘鄂边后，段德昌根据自己多年的
在湖区组织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洪湖地区有较
好的群众基础的有利条件，提出了要“打回洪湖，
再图发展”的主张，却被夏曦加上了“分裂红军”
的罪名，1933年5月1日，在第三次“肃反”时，他
被当作“改组派”杀害在恩施巴东金果苹的江家
村。牺牲前，段德昌沉痛而坚定地对红军战士
说：“共产党员砍脑壳也要讲真话。要不忘记共
产党，不忘记拯救洪湖苏区的人民……我相信中
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历史一定会对此作出公正的
结论。”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对共
产主义事业的一片忠诚！

1931年3月，敌人“围剿”江南，数万群众被
迫向江北转移，敌人逼近了渡口，形势十分危
急。为了掩护群众，周逸群主动留在队后阻击敌
人，不幸在岳阳王家屋场英勇牺牲。广大人民群
众认识到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都愿意跟着
共产党闹革命。这就是我们党之所以走向成功
的关键所在。

4.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
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是湘鄂西苏区精神的

特征。湘鄂西苏区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但
所经历的曲折坎坷，艰辛苦痛，是常人难以想象
的。正是这些艰难困苦，锤炼了他们的革命精
神，磨砺了他们的战斗意志。

洪湖苏区丧失后，我们红军的革命意志没有
因此而衰退，他们在枪林弹雨中，突破了敌人的
围追堵截；在巴山蜀水间，完成了艰难的长途跋
涉；在“左”倾危害下，顶住了残酷的“肃反”压力，
硬是凭着一种顽强的革命意志，终于完成了7000
多里的战略大转移，被史界誉为“小长征”。

红军撤离洪湖苏区后，省妇委书记张孝贵，
与留守的10余人转入白滟湖坚持地下斗争，她
得知崔琪遇难后，决计前往洞庭湖区。她女扮男
装，在经过鄢铺敌哨时被抓捕。临刑前，她微笑
地对乡亲们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们的事业是正
义的，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为革命牺牲是值得
的。”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
念和坚强决心！谢觉哉在他的一篇日记中是这
样写的：洪湖苏区几位妇女——如张孝贵等同
志，她们的言语行动，与《虹》中女人相同，她们不
怕死，她们心里没有“投降”字样。（《虹》是英国著
名作家劳伦斯的长篇小说）

在革命事业处于低潮的时候，苏区广大军民
并没有被艰险的局势所吓倒，没有向险恶的环境
低头。无论遇上多么深重的苦难，多么残酷的现
实，他们依然坚定不移地把革命的旗帜扛在肩
头，一直向前，走向陕北，走向全中国。

5.宁死不屈的献身精神
宁死不屈的献身精神，是湘鄂西苏区精神的

核心。在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
多少舍生取义的英雄豪杰，他们为着共同的理想
和信念，或保家卫国，血染沙场；或临危不惧，慷
慨赴难。他们的浩然正气，彪炳史册，光照千
秋。正是有着这样的无数国魂，不断激励着人们
不屈不挠的斗志，鼓舞中华民族征服千难万险，
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

湘鄂西苏区的革命斗争所表现出来的大无
畏的英雄气概，正是民族精神中至刚至大气节的
体现。崔琪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杰出的领导人
之一，曾先后任监利县委书记、监利中心县委书
记、湘鄂西临时省委书记、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
主席。在洞庭湖区的游击战争中，他面对敌军大
兵压境，镇定自若，指挥洞庭湖游击队，顽强抵
抗，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十分惨
烈，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激战中，崔琪
不幸中弹倒下。他牺牲时，年仅33岁。就这样，
崔琪用他那短暂的一生，书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
刚毅与豪迈。

有一位红军的妻子，被敌人抓去后打得遍
体鳞伤，面对敌人的拷问，她慷慨陈词：“要脑
袋你就取，奴家怎能对你把头低，湖东湖西去
打听，谁不知道我是红军妻”。周老嘴早期中
共党员、乡农民运动骨干王诗恒烈士，他被国
民党团防局抓去后，遭到严刑拷打，他誓死不
屈。绑赴刑场时，他面无惧色，高呼了一首绝
命诗：“不怕你的屠刀快，砍头莫过五尺矮，老
子死后二十年，又是英雄再重来。”这首英勇悲
壮的就义歌，慷慨激昂，威震敌胆。这气壮山
河、气贯长虹的呐喊，这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
气概，叫刽子手们心惊胆寒。

湘鄂西苏区的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
用生命和鲜血凝结而成的苏区精神，至今仍闪
烁着真理的光芒。我们要缅怀先烈的丰功伟
绩，弘扬苏区的伟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用革命先烈那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锲而
不舍的求实作风，忠贞不渝的为民情怀，坚忍
不拔的革命意志，宁死不屈的牺牲精神，来滋
养我们的心灵，陶怡我们的情操，提振我们的
精神，鼓舞我们的斗志，为促进革命老区发展，
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监利市湘鄂西苏区历史研究会
会长）

湘鄂西苏区的历史地位与精神力量
□ 冯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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