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运动时期，马
克思主义随新文化、新
知识传入贵州遵义，部
分进步人士较早地接受
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学
校教育等方式，成为马
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和践
行者，虽遭反动势力压
制，依然生生不息。土
地革命时期，随着共产
党人和革命志士不断来
到遵义开展工作，特别
是红军的到来，马克思
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
政治主张迅速植根于遵
义民众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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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三旅镇原破敌迎战友
许纯荣

解放军海陆并进攻克万山群岛
吴小龙

抗战时期一次
民族工业展示的盛会

刘宏

五四运动时期，越来越多的
遵义民众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北
京、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的遵义籍学生
谭星阁、杜叔玑、朱穆伯、庹俊生、
晏平泉等，向家人、亲友、同学邮寄
书信、传单，把五四运动的消息传递
给遵义民众，引起强烈反响。5月19
日，《贵州公报》《铎报》《少年贵州
日报》先后报道了北京爆发五四运动
的情况。6月19日，遵义城部分学生
和市民冲破军警的阻挠，举行集会，
声援五四运动。遵义中学学生收到北
京学生联合会向各界发出的宣言后，
迅速在城区各学校中加以传播，并成
立遵义学生救国联合会，领导学生运
动。23日，遵义全城爆发了声讨帝
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游
行、集会。

7 月 16 日，贵州学联支会正式
成立，得到遵义进步师生的积极响
应，学联分会迅速建立起来。

在遵义学联分会领导下，爱国
青年学生为主体，积极展开反帝反
封建宣传，把反帝爱国斗争从县城
向农村集镇推进。为唤起民众支
持，遵义学联分会组织力量到各地
进行宣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的罪行，痛斥北洋政府的卖国行
径，并带动当地的高年级学生自发
组织起来。不久，由青年学生主导
的遵义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发展成为
由学生、工人、市民等各界人士参
加的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斗争一
直延续到1919年冬。遵义不少爱国
女教师、女学生也直接参加了斗
争，以实际行动向帝国主义和封建
统治发起挑战。遵义女校学生卢夔
凤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不仅在同
学中大声疾呼，反对封建束缚，要
求男女平等，争取婚姻自由，更大
胆领队游行，登台讲演，号召妇女
们走出家门，共赴国难，救亡图存。

五四运动期间，《新青年》《每周
评论》等进步刊物被在外求学的遵义
籍青年邮寄回家乡。这些刊物开阔了
遵义民众的视野，启迪了思维，为马
克思主义在遵义的进一步广泛传播打
下了基础。

省立三中：马克思主义和进
步思想的重要传播基地

五四运动后，一些较早接受进步
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学校教育，致
力于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贵州省
立第三中学(民间称遵义老三中)是当
时遵义的最高学府，是新思想传播的
主要阵地。五四运动后，《向导》等
刊物也开始在该校师生中传播起来。

1925年，遵义中学校易名为黔北
十县联立中学(简称“联中”)，李培荪
(李筱荃)任校长。由遵义籍留京学生
庹俊生等编辑的进步刊物《黔人之
声》源源不断地寄来联中，在师生中广
为传播。随后，学校先后特聘谭星阁、
杜叔玑、庹俊生、朱穆伯、喻君宜等教
师来联中执教。这些教师参加过五四
运动，思想进步，在他们的教导下，学
生的思想有了进一步提高。五卅惨案
的消息传到遵义后，联中师生立即组
织起来，走上街头，高呼口号，谴责帝
国主义的暴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
正义斗争。

1926年秋，联中更名为贵州省立
第三中学，著名教育家黄齐生任校长。
黄齐生早年率贵州学生赴日本留学，
后又组织赴欧洲勤工俭学，接触马克
思主义，并结识了蔡和森、李维汉、徐
特立等人，支持留欧学生革命活动。黄
齐生到任后，大力革新校政，倡导白话
文，宣传新文化，开新学风尚，积极倡
导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包办婚姻。除继
续留任杜叔玑、庹俊生、朱穆伯等教师
外，黄齐生又新聘刘崧生等一批进步
教师执教。黄齐生还亲自授课，向学生
们传播进步思想。他的学生雍文涛后
来回忆说：“‘共产党’一词我第一次是
听黄齐生先生讲的。”

1927年，蒋介石勾结四川军阀
制造三三一惨案。消息传到遵义后，
黄齐生不顾反动派的威胁，在学校集
会上宣读共产党对三三一惨案发表的
抗议宣言，指斥蒋介石的罪行。省立
三中学生组织三三一救援会，黄齐生
也给予明确支持。黄齐生的进步行
动为封建反动势力所不容，1927年
秋，贵州省主席周西成以黄齐生“宣
传共产，主张自由恋爱”为所谓罪
名，发布通缉令，欲加迫害，黄齐生

被迫离开遵义。
由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具有新

思想教师的启迪，不少遵义学子相继
到革命气息浓厚的大城市继续求学、
追求真理。他们在求学的过程中接受
了马克思主义，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他们回到遵义后担任文化教育
职务，使遵义的进步青年更加系统性
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20世纪30
年代，在中共党员、教师余正邦等的
努力下，省立三中成为传播马克思主
义的重要阵地。

余正邦，遵义茅坡人，1927年秋
考入北平中国大学，1930年春在北平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留北平的贵州
同乡创办《贵州青年》杂志，寄回家乡
遵义，宣传革命思想。1933年，余正邦
回到遵义，受聘于省立三中任教。在他
的积极倡导下，校方同意在各班增设
语体文一科，并由他亲自担任主讲。他
选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作品为
教材进行授课，还指导学生写白话文，
开展作文竞赛；指导组织学生会，出版
会刊，颇受学生欢迎。执教期间，余正
邦团结了省立三中图书馆管理员谢树
中和罗俸宽、李小侠等进步学生，成立
了读书会，为他们讲解《唯物史观
ABC》《政治经济学入门》等书籍，并结
合时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讲述共产
党人的革命斗争事迹。余正邦在省立
三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扩
大了马克思主义在遵义的传播。在他
的影响下，一批进步青年学生走上革
命的道路。

共产党员来遵义秘密开展
宣传教育活动

1931 年 5 月，遵义籍中共党员
周守如(又名周济)回到遵义，在遵义
县城组建起“三八女子职业社”，招
收部分女青年入社，不久便结识了省
立三中进步学生。周守如向女青年和
进步青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共产党的主张，为日后革命活动的进
一步开展打下了思想基础。

此后，又有中共党员段雪笙从北
平回到家乡赤水，领导当地进步青年
组织读书会，建立文学团体“流波社”，
创办进步刊物，并以此为阵地，团结一
批进步青年，结合九一八事变后国内

外政治形势，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知识，传播中共的抗日救亡主张。

1933年秋，中共党员曾慕琴秘密
来到遵义，结识了谢树中和省立三中进
步学生罗俸宽等，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
产党的情况与斗争经验。1934年曾慕
琴返回四川后，仍然和谢树中、罗俸宽
等保持联络。

1934 年 5 月，中共党员周司和等
到遵义开展革命活动。周司和首先认识
了李小侠，经介绍后，又结识了谢树
中、罗俸宽等人。周司和在与这批进步
青年接触的过程中，发现遵义有一定的
革命基础，便和刘家国、翁乾盛组织了
临时党小组，就地开展活动。

周司和经罗俸宽介绍认识了何恩
余。何恩余已在余正邦、周守如、曾慕
琴的影响下成立了遵义三中学生文艺研
究会。为了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周司
和等决定以文艺研究会为基础成立了反
日反帝同盟，总部设在遵义。1934年
底，红军进入贵州的消息传到遵义，周
司和将反日反帝同盟改成红军之友协
会，积极准备迎接红军的到来。

此外，很多进步青年还通过开办书
店的方式，秘密出售马克思主义书籍和
进步作家的作品，对马克思主义在遵义
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红军在遵义公开宣传马克思
主义和共产党人的主张

红军来到遵义地区期间，采取书写
标语、文艺演出、街头演讲、教唱革命
歌曲、组织群众大会、开展军民联欢等
多种形式向群众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理
念和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号召群众开
展武装斗争。这是遵义地区在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最为广泛深入地开展的马克思
主义传播运动，对遵义地区人民群众的
觉醒和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壮大都产生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1935年1月7日，中
央红军先头部队进入遵义城后，周司和
带领红军之友协会成员前往接头。红军
总政治部进驻遵义城后，红军之友协会
更名为红军之友社，配合中央红军在遵
义民众中积极开展宣传活动，使遵义民
众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红军的
了解。

（作者单位：贵州省遵义市政协文
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遵义的传播
闻实为

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后，广东各解放区人民武装为迎接解
放军入粤作战，主动出击，给予广东
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

1949年5月，在中共粤赣湘边区
党委的领导下，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
经过周密准备，发起了攻打龙川县老
隆镇的战斗。当时，国民党广东当局
为确保这一地区，派保安第四师和民
团分驻龙川县内和周边地区，并命令
国民党一九六师驻防河源，新编广东
保安第十三团驻防东江上游地区，一
旦发生战事，可以随时互相接应；因
老隆镇是东江上游的重镇，其军事地
位十分重要，特派保四师副师长彭健
龙带700余人驻防。

针对敌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
署，粤赣湘边纵队组成解放老隆战斗
指挥部，制定了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
相结合的作战方案。

粤赣湘边纵队决定由东江第二支
队政委钟俊贤写信给保十三团团长曾
天节，并派曾的同乡进行联络，力劝

他认清形势，主动起义。曾天节马上
给予答复，表达了他希望脱离国民
党、投向人民的意向。双方经过会
谈，对起义时间、步骤、起义后部队
改编等问题达成一致。5月10日，曾
天节召开动员全团官兵起义大会，得
到绝大多数官兵的支持与拥护。曾天
节率部起义后，立即按照纵队指挥部
部署，带领其主力进驻与老隆仅距
20里的国民党龙川县政府所在地佗
城，并以运粮为名派部队进入老隆
镇，为里应外合做准备。

13日，在党组织的授意下，曾
天节约老隆守敌头目彭健龙到佗城商
谈，力劝彭参加起义。彭健龙假意答
应，以“联络部队”为由逃回老隆，
立即发电报给广州，密报“曾团长变
节投共”。国民党广州当局一面命令
彭健龙死守待援，一面急令各部火速
救援老隆。

让敌人没有料到的是，其往来电
报均被起义部队截获并迅速报告了边
纵指挥部。指挥部当机立断，立即对

敌人采取果断行动，具体部署是：二
支队司令员郑群率部分指战员及起义
部队一部，消灭老隆守敌；二支队独
立一大队会同地方民兵，扼守老隆东
南方向；二支队“云南队”及曾天节
部的搜索连占据毗邻老隆之北的乌石
坝高地，戒备和截击由和平东水沿江
而下给老隆解围之敌；二支队四团集
结于老隆西北，伺机打击该方向援
敌；六团、七团向老隆靠拢配合行
动。

14日一早，边纵东江二支队主
力在起义部队的配合下，包围了盘踞
在老隆寨顶的守敌，并发出通牒，限
令他们中午以前放下武器投降。与此
同时，二支队独立二大队在起义队伍
的接应下，迅速进入佗城，俘虏了该
城全部守敌，在国民党龙川县府楼上
升起了红旗。

中午12时，二支队在劝说无效
的情况下，炮击彭健龙指挥部，解放
老隆的战斗打响。彭健龙被击伤，但
仍然执迷不悟，以为可以凭险待援，

拒不投降。
此时，国民党军一个团从东水沿江

直下，企图救援老隆，在下午2时许抵
达乌石坝时，遭到二支队“云南队”与
起义部队搜索连的迎头痛击。敌人多次
发起冲锋均被击退，在被击毙100多人
后仓皇撤退，中途又遭追击，200余人
被俘虏。与此同时，驻河源的国民党一
九六师也向老隆派出增援部队，途中被
边纵指挥部部署的部队截击打垮。彭健
龙在得到援军覆灭的消息后，于15日
晨率部打白旗投降。

值得一提的是，老隆战斗打响后，在
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由国民党高级将
领吴奇伟领衔，联合李洁之、曾天节、肖
文、魏鉴贤、魏汉新、蓝举初、张苏奎联名
签署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发起起义；15日，又发出以曾天节领衔
率保十三团全体官兵向毛主席、朱总司
令的致敬电。这两则电文通过新华社通
告全国军民。6月22日，毛泽东、朱德通
过新华社电讯，致电吴奇伟、李洁之、曾
天节等起义将领，表示欢迎他们加入人
民解放军行列，并勉励他们“遵守人民解
放军制度，改造部队，与人民解放军整个
力量协同一致，为解放广东全省而奋
斗”。7月1日，奉粤赣湘边区党委命令，
保十三团起义部队等改编为边纵第四支
队；由曾天节任司令员，郑群任政委，下
辖3个团和直属营、连、队、处、所等，人
数6000人。

粤赣湘边纵队解放老隆之战
贾晓明

1946年 6月，蒋介石撕毁国共双方
达成的《停战协定》，挑起内战，调集30
余万人的兵力，对解放军中原军区发起
大规模进攻。解放军中原军区遵照中共
中央命令，果断进行突围。

6月27日，三五九旅部队从湖北省
礼山县宣化店地区突破国民党军的包
围，又经过90余次的浴血奋战，终于粉碎
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向陕甘宁边区挺进。

为了接应三五九旅，陕甘宁晋绥联
防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派出新编
第四旅为左翼兵团，向长武、彬县一线出
击；警备第三旅为右翼兵团，向镇原、泾
川方向出击。中共镇原县委和陕甘宁边
区镇原县政府遵照上级指示，积极行动
起来，一面派出民兵配合警三旅作战，一
面组织群众筹集了大批物资，做好迎接、
慰问归来子弟兵的一切准备。

当得到三五九旅进入陇县地区的消
息后，警三旅首长审时度势，迅速制定了

“以太平镇至南义井为第一线突破口，向
敌占区屯字镇、肖金镇发展，随后迅速沿
屯肖公路扩大突破口，取得与三五九旅
的直接联系，迎接该部安全进入解放
区”的作战方案。

按照部署，警三旅五团二营在合水
游击队的配合下，于8月26日2时40分
向南义井守敌发动夜袭，战至拂晓，歼敌
大半。接到南义井据点的求援后，驻宁县
敌人慌忙出动增援，二营及合水游击队

随即主动撤离战场，并诱使敌人追击，将
敌人牢牢牵制于南义井一带。

与此同时，五团一营、三营向太平镇
守敌发起进攻，并调动驻镇原县城的国民
党军前来增援。援敌走到太平镇西五里的
狼口崾岘时，突然遭到警三旅七团的阻
击，战至27日夜，始终无法前进一步。太平
镇守敌见待援无望，害怕被歼，只得连夜
弃城突围出逃，五团立即乘机夺取太平
镇，并追歼逃敌。28日，五团一营部分战士
乘胜向太平镇外围的敌人据点发起攻击，
将敌击溃。在得到五团夺取太平镇的消息
后，七团立即沿屯肖公路出击，将敌击溃，
并迅速夺取了屯字镇。至此，警三旅在敌
人防线上撕开了“豁口”，为三五九旅的归
来“扫清”了道路。

此时，三五九旅部队已进至泾川玉
都一带。得到消息，七团侦察分队立即出
发，于 28 日晚上赶到泾川的玉都和荔
堡，和三五九旅先遣部队接上了头。29
日下午，警三旅在屯肖公路上和三五九
旅胜利会师。两支部队的指战员相互拥
抱，有的战士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中共镇原县委工作组率领镇原群众
及时赶到，为胜利归来的同志们送上热
气腾腾的饭菜和开水，并安排担架救助
伤病员。当晚，三五九旅在屯字镇宿营。
工作组率领镇原群众为三五九旅指战员
安排住宿，警戒站岗，让回家的战士们睡
了个安稳的好觉。

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国民党军残
部退踞广东省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企
图以此为基地封锁珠江，并对大陆东南
沿海进行袭扰。

解放军十五兵团根据中共中央军委
和中南军区关于解放万山群岛的指示，
迅速拟定了夺取万山群岛的计划。为了
加强渡海登岛作战的统一指挥，成立了
由步兵、炮兵部队和舰艇部队指挥员组
成的联合指挥部。考虑到万山群岛各岛
之间距离较近，加之敌舰艇较多，海上作
战力量较强，守敌海陆火力对我航渡和
攻岛夺岛作战行动威胁较大，指挥部制
定了“奔袭军舰，逐岛攻击，依岛攻岛，稳
步推进”的作战方案，并部署各参战部队
迅速完成各项准备工作。

5月25日凌晨，战斗打响。解放军江
防部队的作战舰艇、民船组成的火力舰
队和登陆运输船队从珠海县唐家湾隐蔽
出航，悄悄驶向万山群岛国民党海军舰
艇泊地。凌晨4时，担任掩护任务的“解
放”号炮艇，发扬解放军善于夜战近战的
优势，对锚地内国民党军舰发起突袭。排
水量只有28吨的“解放”号发炮命中满
载排水量1520吨的国民党舰队旗舰“太
和”号和满载排水量 4080 吨的登陆舰

“中海”号，两舰迅速燃起大火。
解放军“桂山”号登陆舰也赶到战

场，用猛烈的炮火进行轰击。经过一个多
小时的激战，国民党军舰4艘中弹起火、
1艘炮艇被击沉。

在“解放”艇和“桂山”舰与敌激战的
同时，解放军“先锋一号”“奋斗”两艇在
牛头岛以东海域与敌两艘炮艇遭遇。仅

装备有13毫米口径机枪的“先锋一号”
木壳炮艇趁敌艇用识别信号查问之际，
全速迫近敌二十五号炮艇，突然开火，舰
上指战员随即向敌艇投掷手榴弹，击毙
包括敌艇长在内的大批敌人。在压制敌
人火力后，“先锋一号”指战员越上敌艇，
很快将其缴获。另一艘敌人炮艇见无法
逃脱，便企图依仗吨位优势，撞沉解放军
的“奋斗”艇，“奋斗”艇及时规避后接连
发炮，将这艘敌艇击沉。随后赶到的解放
军登陆队乘势登陆青洲岛、三角岛。5月
27日清晨，解放军登陆部队夺取乘胜攻
占敌舰锚地，解放军炮兵也击伤国民党
军舰3艘。激战至6月5日，解放军相继攻
占大小万山岛、白沥岛、横洲岛等岛屿。

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命令多艘敌舰
从台湾起航增援。增援敌舰到达后，连日
在外海游弋，炮击解放军已占各岛和输
送船队。27日，在查明敌舰艇活动航线
后，解放军江防部队舰艇借助夜幕隐蔽
驶抵三门岛海湾，设下伏兵，与三门岛岛
上炮兵部队密切配合，准备迎击敌舰艇。
当敌人舰艇10艘驶入伏击圈后，解放军
海陆同时出击，激战5小时，击沉、击伤
敌舰8艘，赢得了战斗胜利。国民党海军
自三门岛海战失败后仓皇遁去，解放军
登陆部队乘胜占领外伶仃岛、担杆岛，8
月4日又攻克直湾、北尖和庙湾等岛，8
月7日，整个战役胜利结束。

万山群岛的解放，打破了国民党军
对珠江口的海上封锁，对于巩固华南海
防、保证海上渔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并为解放军日后的陆
海联合作战提供了宝贵经验。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为持续
支持抗战，保证军需供给，充实后方生产
力量，位于我国东部的工矿企业纷纷内
迁，几经辗转，陆续来到四川、湖南、桂林
等地。

1938年4月，为解决内迁到重庆的
工矿企业的安置问题，帮助各厂迅速恢
复生产，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公选颜
耀秋、庞赞臣为正副主任委员，吴蕴初、
马雄冠、胡西园等为执行委员。在迁川工
厂联合会的不懈努力下，迁川各厂纷纷
克服困难，迅速恢复生产。

1942年元旦，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
庆渝中区牛角沱生生花园举办了为期
15天的“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担任这
次展览会主任委员的是我国著名实业
家、发明家胡西园，委员包括刘鸿生、吴
蕴初、颜耀秋、李烛尘、胡厥文等工商界
知名人士。展览会吸引了200多家企业
参展，展出了49大类千余种产品，“大至
煤铁矿产、炼铁轧钢、机器电器、造船造
纸，小至皮革、罐头、肥皂、牙刷”，“举凡
国计民生所需之物，无不具备”。展览会
上展出的产品，如上海机器厂生产的“高
田灌浇用抽水机”、新民机器厂的“万能
刨床”、合作五金厂的电镀设备，还有渝
鑫钢铁厂出产的各种钢材等，代表了当
时我国机器工业的最高水准，令人惊叹

的是，这些产品都是各厂以极为简陋的
机器设备生产出来的。用胡西园的话来
说，这场展览会是“迁川工厂经过四五年
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才取得的成绩，也
是对迁川工厂生产能力的一次大检阅”。

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召开之时，距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正值日寇
侵略气焰极度嚣张、抗战步入最艰苦岁
月之际。可以说，这场展览会不仅充分展
示了内迁工厂克服重重苦难作出的卓越
贡献和我国民族工业的雄厚实力，更起
到了坚定必胜信念、鼓舞军民士气的作
用。

展览会在15天里吸引各界观众逾
12万人，可谓盛况空前。自国民政府主
席林森以下军政要员和主要盟国驻华使
节、各界知名人士纷纷亲临现场参观祝
贺，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
武更是不止一次前往参观，并题词勉励。
周恩来参观后发表感言说，“民族的生机
在此”，“人民应以投资民族工业、服务民
族工业、使用国货为荣”。《新华日报》发
表文章指出：“这个出品展览会就是厂家
和职员工人四年来奋斗的成果，就是他
们用血汗滋培出来的好花。”中外媒体也
纷纷拿出版面，对这次展览会进行重点
报道，并发表评论，称赞展览会为抗战中
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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