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年投笔从戎，立志反清

1902年，季雨霖有感于庚子之
变，毅然放弃科考，邀约一批好友
投笔从戎，来到武昌城湖北新军当
兵。由于他肯吃苦，悟性高，人缘
好，不久，被提拔为前锋营哨长，
后被保送到将弁学堂深造。在军校
期间，他在学兵中组织自治会，秘
密宣传反清革命思想。毕业后，季
雨霖被派任湖北新军第十六协第三
十一标第三营督队官。

任职期间，季雨霖和刘静庵、
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了反清秘密团
体——科学补习所。1906年3月，刘
静庵与季雨霖等党人将日知会改组
为秘密革命团体。刘静庵被推为总
干事，季雨霖、张难先是主要成
员，并动员新军官兵和学界人士近
千人参加日知会。1907年 1月，季
雨霖因密谋响应萍浏醴起义被捕入
狱，后经黎元洪等保释，辗转四
川、河北、辽宁、黑龙江等地继续
从事反清工作。

指挥保卫武汉三镇，授命招讨荆门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季雨
霖回到武昌。参加武昌革命军政
府，被委任为标统(团长)，统率数千
新兵参加汉口保卫战。季雨霖身先
士卒，率部三次击退清军的进攻。
在前线作战时，季雨霖不幸被流弹
击中，经十数日治疗，伤口方愈
合，于是改任军政府一等军事顾问。

阳夏争夺战展开时，武昌革命
军政府为了巩固后方，并侧击南援
清军，决定打通安襄(安陆、襄阳)、
荆宜(荆门、宜昌)，乘势收复安陆、
襄阳、郧阳三府和荆门州。于是特

委派季雨霖为安襄郧荆招讨使，同
时指派张难先等革命志士为招讨使
顾问，率部出征。

招讨使部组建时，鄂军都督府
将安襄郧荆三府一州及所辖各县知
事的木质铜镶新官印均交给季雨
霖，让他在沿途克复州县后任命新
官员。本来，季雨霖准备带领一个
团和一个炮兵连起程，并放饷十万
元。只是当时各地战事吃紧，军政
府拨给季雨霖的只有一营兵马。

11月20日，季雨霖率部誓师出
征，溯汉江北伐，24日到达沔阳县
城仙桃镇。次日，季雨霖便定下安
民计划与整军方略，宣布了八项政
策：一是安士绅，抚百姓；二是集
溃军，缴枪械；三是禁民间私藏军
火；四是招降、不准滥杀满人；五
是剿土匪；六是禁勒派军饷；七是
严拿冒名招谣；八是官票与民票一
律通用。同时开展收抚地方独立势
力和其他散兵游勇、整顿地方治安
的工作。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季雨
霖接受张难先的建议，与各路民军
进行联络，先后收编了李亚东、梁
钟汉、刘英等地方起义部队。季雨
霖得以此三方面的武装力量为其基
本队伍，加上兼并的其他零散武
装，使部队很快发展到8个营。

为了策应武昌方面的革命军，
季雨霖决定先光复襄阳，进而攻占
新野、南阳，直捣洛阳、郑州，以
遏制清军南援。为筹措招讨军的军
饷，季雨霖派人回荆门，以乡谊之
情向殷商富户筹集捐款。荆门商民
慷慨解囊，乐捐巨资。

沙洋镇光复后，季雨霖将招讨
使行辕随即进驻该镇。这时，荆
门、潜江一带土匪乘乱蜂起，民众
深受其害。季雨霖得知情况后，每
到一地，便派部队清剿，接连剿灭

了多支土匪，民心大快。
在驻节沙洋期间，季雨霖得悉

汉江官堤年年溃决，人民生命财产
屡遭洪水灾害的情况后，深为痛
心。于是他召集各界人士开会，决
定重修沙洋汉江官堤，指派专人组
建堤工局，向沙洋、沙市商界募捐
筹款，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将沙洋堤
整修一新，堤身高出水面3米多，不
仅结束了周边5县的水患，还使5县
农田受益。五县民众为纪念季公德
政，特地在沙洋垭坝堤修建了季公
祠，后将全长近15公里的沙洋堤改
名为“季公堤”。

兵锋所指，迅速平定三府一州

季雨霖在巩固沙洋根据地的同
时，分别修书至驻守安陆的清军将
领，促成了张楚材等人反正。正要
继续用兵之际，忽然接到宜昌革命
党人的求援来电。原来，宜昌革命
党人先后光复了宜昌、沙市、当阳
和荆门州后，在围攻荆州城时遭到
清军的拼命抵抗。季雨霖当即决定
西援攻打荆州；另派高仲和率领先
锋队北上，攻打钟祥、宜城、襄樊。

12月14日，季雨霖率部迅速抵
达沙市，进逼荆州城，派人规劝清
军出降。清军守将见大军兵临城
下，便开城投降。季雨霖率部进驻
荆州城，收缴清军枪械，出榜安
民，并委派李亚东为荆州知府。

随后，季雨霖下令全军北上钟
祥、襄阳。1912 年 1 月 6 日，季雨
霖率部刚到达安陆府治钟祥城郊，
便得到报告说，反正的安陆府守将
张楚材买通全明汉叛变革命，并勾
结驻襄阳清军守将张国荃，准备夹
击招讨军。

季雨霖临危不乱，派李廉方、

曹进同与张楚材谈判，晓以大义。张
楚材假意应酬，开城相迎，暗地里却
下令全明汉抢劫招讨军的军饷，企图
制造混乱，乘机举事。季雨霖早有准
备，当即派胡玉珍前往敌营，擒获了
全明汉。张楚材吓得仓皇逃走，其部
众纷纷归降。

1月8日，武昌军政府将原有湖北
新军8个协扩编为8个镇。季雨霖的招
讨军编为民军第八镇，季雨霖为第八
镇统制。其间，季雨霖率官兵齐集汉
神庙，举行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典礼。
会上，季雨霖发表演说，鼓励民军将
士“戮力同心，北扫幽燕，以光复祖
国为唯一之目的，死生所不暇顾”。

三路北征，挺进中原

在平定安陆叛乱前后，驻襄阳的
清军将领张国荃见大势已去，便驱逐清
廷官吏，宣布“独立”。季雨霖立即派
人前往谈判，希望张国荃归顺武昌军政
府。经两日的急行军，季雨霖到达襄
阳，张国荃宣告反正，出城百里相迎，
季雨霖率部进驻城区，襄阳光复。

当时，随州、枣阳虽已光复，但
土匪横行，民众不堪忍受，纷纷向季
雨霖求助。季雨霖委梁钟汉为府知
事。乘出师北征之际，授计部下，伏
兵伺机刺杀了李秀昂，收编其众。同
时，季雨霖又派出多支清剿队，很快
消灭了匪霸陈流山等。

襄阳光复后，安襄郧荆三府一州
及所属各县先后平定。季雨霖正准备
出师继续北征，忽然得到民众指控驻
扎在樊城的李秀昂纵容部下欺压百
姓、图谋不轨的消息。季雨霖随即派
人伏兵刺杀了李秀昂，并收编其众，
军心大振。

1月28日，季雨霖率部北上攻打
河南，先印发语体文告示，号召南阳
各地及时反正，并分别通电宜昌、重
庆、成都、陕西各地革命军“切取联
络，以会师中原，直捣黄龙”。季雨
霖将全部兵马编为三个纵队：中锋一
路，由新店铺沿白河直扑新野；左翼
一路，由老河口直攻邓州，占领河南
省南部地带；右翼一路，绕枣阳出击
唐县，以接应新野；同时约定三路大
军在南阳会师。三路大军势如破竹，
唐县、邓州不战而下，新野也于激战
后被攻克。

正当季雨霖指挥三路大军挺进中
原、取得节节胜利之际，适逢南北议
和告成，清帝宣告退位。季雨霖接到
黎元洪命令后，随即率军返抵襄阳，
安排好各项公务后，于 3月 10日出
发，经水路于17日抵达沙洋。据统
计，此次季雨霖领导的北征，历时
125天，征程 180多公里，攻克府、
县、市、镇32座，招集、扩充兵力
计陆军11376人，水师824人，实为
军事史上的壮举。不久，季雨霖接到
黎元洪电令，将第八镇的武装部队就
地分驻汉江沿岸各处，季雨霖于 25
日仅带几名随员返回武昌，到都督府
复命，受到军政府很高的赞誉和优厚
的慰劳。

（作者为武汉市文史研究者）

季雨霖：

以一营兵力连克数十城的革命军招讨使
裴高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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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 1 月，根据中共安源市委
指示，地下党员贺庆仁以农运专员的
身份在上栗市策动斑竹山起义；同
时，中共上栗区委积极发展革命力
量，在基层建立了南源、秋江、山
背、渌塘、榉溪等五个支部，党员发
展到80余人。

贺庆仁等召开了区党部扩大会
议。经研究，会议决定于当年小年节发
动起义，并制定了具体起义计划：腊月
24日傍晚，派地下党员以小年慰问为
由，携带大批烈酒肉食送给国民党驻万
寿宫靖卫队，将他们灌醉，达到以麻痹
敌人的目的；在迥龙庵办宴丰盛的犬羊
席由黄征泮等出面，单独邀请万寿宫靖
卫队队长赴宴，“共庆小年节”，并准备
在席间将敌人头目擒获；由曾赤率领各
党支部组成的赤卫队于在普安山里集
结、隐蔽，准备于当日深夜攻打万寿宫
靖卫队。

腊月24日当晚，靖卫队队长带着
几个保镖受邀赴宴。酒足饭饱后，黄
征泮等人陪着他打麻将，另一位同志
站在他背后，假装观战，发现靖卫队
队长需要什么牌，就暗示三人。就这
样，靖卫队队长赢了又赢，乐得手舞
足蹈、得意忘形。牌玩到将近二更，
黄征泮见靖卫队队长带来的保镖人数
众多，且都带着枪，还不喝酒，而己
方人数少，突袭不易得手，便假装有
事回家，让其他同志继续缠住队长等
人，又说怕路上遇到巡逻时麻烦，向
队长“讨口令”。队长正在兴头，想也
没想，便随口说出了口令。黄征泮得

到口令后，急速赶到普安山，将口令告
诉了等候在那里的赤卫队。曾赤率领赤
卫队立即出发，迅速向万寿宫包抄过
去。当赤卫队前进至石板滩桥边时，遇
到靖卫队岗哨。哨兵大叫“口令”，赤卫
队员一面从容回答，一面迅速走到哨兵
面前，趁敌人松懈，突然冲上去，将敌
人哨兵制服。

赤卫队员随后快步冲到万寿宫门
口，早有做内应的同志打开院门。由内
应的同志带路，赤卫队员首先冲入的靖
卫队士兵的营房中。营房中的敌人有的
还在饮酒打牌作乐，多数早已烂醉如
泥，倒地大睡。赤卫队员从容把营房门
口架子上的枪取下，在一片“不许动”

“举起手来”的呐喊声中，营房中的敌人
纷纷举手投降。与此同时，另一支赤卫
队也冲进了靖卫队“长官”营房。里面
的敌人在分队长的指挥下负隅顽抗。赤
卫队员见状，立即集中射击，很快击毙
了敌人分队长，并顺势将气灯打掉，营
房里顿时一片黑暗。里面的敌人不敢恋
战，纷纷跳窗逃跑，被埋伏在外面的赤
卫队消灭了好几个，其余的家伙乖乖
投降。

这次战斗，赤卫队击毙敌分队长以
下 9人，共缴获敌人步枪 50余支，手枪
数支，还缴获了一批子弹、装备和粮
食。这次夜袭万寿宫的胜利为创建上栗
斑竹山红色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此次胜利后不久，经上栗区委会议
决定，赤卫队进驻斑竹山，并随之成立
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二团，由曾赤
任团长，贺庆仁任政委。

赤卫队巧施“连环计”
吴昌荣

吴长琦（1880-1930）字静廷，号
肖韩，安徽庐江人，其父吴良儒原本是
淮军将领吴长庆麾下，吴长庆去世后，
吴良儒由张之洞奏请清廷“改留湖北督
标”。吴长琦遂跟随其父由广东来到湖
北武汉。

吴肖韩自幼聪慧，崇尚侠义，稍
长，他就读新学，追求进步，与湖北革
命党人关系密切，尤其与孙武私交深
厚。革命团体共进会湖北总部成立后，
吴肖韩和妻子汪玉随即加入，成为该会
的首批会员。吴肖韩夫妇更是将自己在
磨街的寓所作为共进会在武昌城内的联
络点，革命党人曾多次在其寓所秘密集
会，“朝夕密谈，筹划革命事宜”。吴肖
韩夫妇每有聚会必参与其中，为革命献
计献策。他们家境虽然不佳，有时靠汪
玉做针线活来维持生活，但夫妇二人对
于来往的革命党人总是热情接待，供给
日常生活所需。革命活动招待经费严重
匮缺时，吴夫妇俩慷慨相助，不惜典当
家中的衣服和首饰。对此革命党人深为
敬佩，称吴肖韩夫妇是“能牺牲小我，
顾全革命，遇到困难，总一身当之”。

1909年，焦达峰、黄复生等革命
党人从湖南、四川到武汉联络起义事
宜，都由吴肖韩夫妇负责接待并掩护。
同年11月，孙武应共进会任命的广东
大都督聂荆的邀请，前往梧州参加温德

臣、刘玉山领导的起义，吴肖韩主动要求
一同前往。孙武考虑汪玉是女性有所不
便，汪玉得知后向再三请求，并表明自己
准备“舍生取义”的信念，终得同意。吴
肖韩夫妇和孙武到达广州后，却得到广西
起义失败的消息。经研究，共进会和文学
社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
域，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进行策
划、鼓动，准备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
吴肖韩夫妇遂返回武昌，协助共进会重整
旗鼓，并将工作重点放在发展新军参加革
命上。在吴肖韩夫妇的积极联络、动员
下，很多士兵和会党成员纷纷加入了革
命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孙武
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邀请吴肖韩任军
务部调查。汪玉也积极奔走，组织武昌妇
女以不同方式在各自的岗位上参与战斗，
支持革命，保卫胜利的果实。武昌首义胜
利后，孙武考虑到吴肖韩、汪玉革命前多
次变卖家中物品来支持革命的功绩，派人
送去300银元。吴肖韩、汪玉坚决不收，
并说：支持革命是我应尽的职责，今日革
命成功，我贡献极少，伸手拿钱于心
不安。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
果实。吴肖韩随即辞去了袁世凯授予的四
等嘉禾章和湖北都督府参议职务，和汪玉
弃政经商，从此淡出仕途。

武昌首义中的吴肖韩、汪玉夫妇
夏冬波

1940年9月，华北日军为达到分
割八路军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目的，企
图将经过辽县到达榆社的公路再向榆社
西南延伸，并在这条公路沿线设置了8
个据点，派重兵看守。为斩断敌人伸向
晋东南的魔爪，八路军第129师根据八
路军总部关于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意
图，决定发起榆辽战役。

按照战役计划，一二九师主力组
成左集团和右集团。其中，左集团由三
八六旅七七二团、十六团和决死一纵队
二十五团、三十八团组成，由三八六旅
长陈赓指挥，负责攻占榆社城及外围
据点。

榆辽战役的重点是攻克榆社城。
根据事前侦查的情况，陈赓与周希汉商
定乘夜攻城。9月23日夜，三八六旅部
队按部署向榆社城方向隐蔽前进，23
时，攻城部队开始向城墙接近。就在主

力接近西关城外的房屋时，狗吠声惊动
了城头上的日军。敌人立即向空中发射
照明弹，并向城下狂扫乱射。这一意
外，使攻击部队的作战计划受阻，仅占
了西关靠近城墙的几排房子。周希汉闻
讯后，立即命令各团就地构筑工事，以
小部队坚守，主力疏散隐蔽，伺机
再攻。

24日天亮后，周希汉一面指挥攻
城部队对榆社城实施包围，一面召开会
议。在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后，周希汉又
率领三八六旅团、营各指挥员赴前沿侦
察，确定了各团、营的攻击位置，并按
碉堡和枪眼数量逐一定位山炮、机关炮
等轻重火器的打击点，以便在再次攻城
时，集中火力压制敌人。

不久，陈赓亲自来到前线指挥
部。经过精心组织，当日下午4时30
分，陈赓下令发起攻击。八路军各种武
器的火力构成一道道火力网，集中压制
城上日军的火力，掩护攻击部队登城。
经过激战，七七二团迅疾攻占东门楼，
西北碉堡和西关碉堡也相继被该团和十
六团攻占。残敌不支，退往设在榆社中

学的核心工事。日军在榆社中学阵地，
位于城东，周围修筑有大小8个碉堡，
形成相互支援的交叉火力网。此外，碉
堡外有人工所筑的陡壁，陡壁下面又有
纵横交错的铁丝网。日军飞机为了配合
守敌作战，不断飞来，向八路军阵地轰
炸扫射。为避免伤亡，周希汉随即命令
部队暂停进攻，巩固已占阵地，防止敌
人突围，并立即召开会议，研究确定下
一步作战方案。

23时30分，八路军开始了第三次
强攻。突击部队在火力掩护下，用剪刀
剪开五道铁丝网，然后架起用数条梯
子接起的云梯，爬上陡壁，把手榴弹
塞进枪眼，敌碉堡一个接一个地被炸
毁。残敌依托中学里的一个高大碉堡
和四周的围墙负隅顽抗，并大量施放
毒气。周希汉再次命令部队暂停攻
击，用湿毛巾擦脸、洗手进行消毒。
为了陈赓的安全，周希汉要他到后方
指挥所去。但陈赓说：“我要看到你们
打下榆社才走！”

这时，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敌
人外围据点已全部被攻克。这个消息

极大地鼓舞了攻城部队。陈赓与周希
汉当即召集各团干部会议，决定采取
坑道作业，把坑道挖到敌人核心阵地
内，用棺材装上炸药实施爆破。方案
定下后，各团立即分头行动。最紧张
的是坑道作业，坑道要从榆社中学西
北角的陡壁一直挖到中学里的大碉堡
下面，工程量非常大。已经连续战斗
了两天两夜的战士们不顾疲劳，迅速
朝敌碉堡下方掘进，很快完成了坑道
作业。

9月25日16时15分，陈赓命令发
起第四次攻击。只听“轰”的一声巨
响，炸药在地下爆炸，敌人的大碉堡被
炸塌。爆炸的余音尚在耳边回响，八路
军进攻部队便从东北角碉堡爆破的地方
冲了进去，和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残余
日军仓皇退入几座坚固的房子里顽抗，
进攻的八路军战士把大量手榴弹扔了进
去。激战40分钟后，日军指挥官被击
毙，残敌40余人突出包围，向辽县逃
去，但没走多远即遭到伏击，被全部消
灭。还有少数日军躲在仓库内未及逃
出，陈赓、周希汉亲率部队，突破西边
最后一个碉堡，将藏匿在仓库里的残敌
完全肃清。当黄昏来临时，战斗胜利
结束。

这一仗，三八六旅共毙伤日伪军
400余人。陈赓命令部队打扫战场、搬
运物资。榆社城敌人堆积的武器弹药粮
食很多，部队动员了数千群众搬运了整
整一夜都没有搬完。

三八六旅勇夺榆社城
贾晓明

1947 年 6 月，中共潮汕地委根据
上级指示，在大北山成立了潮汕人民抗
征队。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抗征队连
战连捷，摧毁根据地周边国民党军的据
点，同时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民兵
和基层政权，部队迅速由组建时的70
多人发展为两个大队600多人。

潮汕人民抗征队的发展壮大，使国
民党广东当局异常惊恐。1948年 3月
中旬，国民党军拼凑10个中队近1000
人的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
击”的战术，对潮汕人民抗征队发动第
一次“清剿”。抗征队则采取机动灵活
的游击战术打击进犯之敌。3 月 15
日，敌人一个中队进犯三坑。抗征队第
三大队第一中队设伏于云盖月高地。上
午8时，敌人进入伏击圈，第一中队当
即发起攻击，将敌人大部歼灭，并在敌
人援军赶到前主动撤出战斗。与此同
时，抗征队第二、第三中队分别对进犯
的国民党军进行连续阻击，给敌人以重
大杀伤。随后两日，第三大队各部又分
别多次袭击进犯的国民党军，毙伤多
人。敌人死伤惨重，不得不撤退，抗征
队取得第一次反“清剿”斗争的胜利。

4月初，敌人又拼凑了千余人，开
始第二次“清剿”，分多路进攻大北
山。4月5日，抗征队集中力量，在长
滩打退了敌人一个营的两次进攻。国民
党军企图用小部队从侧面偷袭，又被埋
伏的赤卫队击退。战至下午4时，敌营
长亲自率部冲锋，被抗征队战士一枪击
毙，抗征队乘势反攻，将敌人彻底打
垮。11日，敌人又分两路进攻，准备

合围抗征队第一大队，一路进至八乡山滩
下时，遭到埋伏于两侧山上的民兵和武工
队迎头痛击，无法前进；另一路进至戏仔
潭附近时，也被抗征队围困于山窝里。激
战三天，国民党军损失惨重，不得不仓皇
撤退。抗征队又一次取得了反“围剿”的
胜利。

4月下旬，国民党军对潮汕人民抗征
队发动了第三次“清剿”。敌人首先将兵
力部署于大北山前沿，切断大北山与大南
山、南阳山根据地的联系，然后派重兵逐
步推进，企图一举“扫除”南阳山根据
地。这时，中共潮汕地委在原抗征队第一
大队、第三大队基础上建立了两个主力
团：北山团和南山团，同时进行反“清
剿”战斗。27日，国民党军一个营进攻
南阳山。北山团一部在钱坑进行伏击，击
毙敌人数十人，随后又在武工队配合下，
乘胜解放五经富。5月初，国民党军1000
人，又分三路进犯南阳山。南山团留下少
数武工队、民兵与敌人周旋，大部乘敌人
后方空虚，实施外线作战，将敌人各乡留
守地主武装消灭殆尽，并夺取了敌人存放
在各处的军需补给，使“清剿”南阳山的
国民党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不得不于
5月中旬狼狈撤退。至此，敌人对抗征队
的第三次“清剿”又被打破。

潮汕人民抗征队三次反“清剿”斗争
的胜利，使潮汕地区的武装斗争有了很大
发展，活动地区逐步扩大，根据地日益巩
固。在反“清剿”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潮
汕人民抗征队于1948年 7月奉中共中央
香港分局指示，组建为闽粤赣边区纵队潮
汕支队。

潮汕人民抗征队三破“清剿”
张敏

季 雨 霖 （1881- 1918）
生于湖北沙洋县，少有大
志，在进步思想影响下走上
了革命救国的道路，曾参与
创建日知会。武昌起义后，
季雨霖身先士卒，率革命军
与清军血战，又奉鄂军都督
府之命“北征”，以一营兵
力连克 32 个城镇，有力牵
制了清军南下，为消灭负隅
顽抗的清王朝残余势力作出
了重要贡献。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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