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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后
拾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扩大红军一
直是我党的革命任务之一。中共湖南
省委曾多次提议红四军短期占领安
源，以吸收大批进步工农群众入伍。
1928 年 5 月，中共湖南省委在致
毛泽东、朱德的信中提出：“安源是无
产阶级最多的地方，党极有基础。目
前安源工人痛苦异常……如向萍乡推
进，可短期的占领安源，吸收大批的
工人加入军队，改造军队的成分……
使红军的组织逐渐工农化。”同年7月
13日，省委为要求红四军攻取萍乡、
安源而发出的通告说：“红军取得安
源，可以立即武装安源工人万余，彻
底进行红军改造。”7月20日和8月12
日，省委又两次致信湘赣边特委指
出：安源“工人要求当兵，而路又不
通，均是红军应即来萍、安的条件”。

1930年5月，黄公略和陈毅率领
红六军（不久改称红三军）攻打吉安
后，所属第一纵队集中开到湘赣两省边
界扩军、筹款、搜集弹药。5月16日凌
晨，部队到达安源，驻矿的国民党反动
军队一个连和矿警队稍作抵抗便仓皇逃
走。红军进驻安源后即展开了宣传，在
附近没收土豪劣绅财物分给工农，号召
工农参加红军，得到安源民众的积极响
应，形成了如火如荼的扩红运动。安源
工农群众踊跃报名，这次参军的工农群
众有1000余人。

1930年6月下旬，彭德怀和滕代
远所部红三军团之一部来到萍乡，于
20日攻占萍乡县城，打开监狱释放被

关押的革命分子和工农群众数十人。随
后，约1500人的工农群众参加了红军。

1930年9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撤出
攻打长沙的战斗后，经株洲、醴陵来到
萍乡，在株萍铁路沿线进行扩红、筹款
工作，为进攻吉安做准备。9月22日，
毛泽东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第四军来到
萍乡县城。24日，毛泽东率总前委机关
到达安源。同月下旬，彭德怀和滕代远
率红三军团总部及红五军亦先后到达萍
乡县城和安源。红军进驻安源后，便开
展了多种形式的革命宣传工作，张贴
《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 和 《红军布
告》，召集群众大会讲解革命发展形势、
党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以及红军的
宗旨和任务，号召支援红军和参加红
军。部队还给工人发了救济费，在工人
帮助下组织干部战士参观矿井和工厂，
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形，借以进行革
命教育。中共安源特别区委领导成立了
安源市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公开恢复萍
矿总工会，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大力援
助红军的行动。工人纠察队协助红军在
附近打土豪、筹军款，并从矿局金库中
缴获银圆约10箱交给红军。修理厂的工
人为红军修理了大批枪械。不久，又有
一批有志青年加入了红军队伍。

据统计，红军三次到安源，先后吸
收了超过5000人的工农群众参加了红
军。这批青年参加红军，不仅壮大了革
命武装力量，更为粉碎国民党军对红军
的军事“围剿”、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
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和政治基础。

1930年，红军在安源三次扩红
吴昌荣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广
东革命党人纷纷宣布讨袁。袁世凯
任命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令其镇
压革命党人。8 月，龙济光进入广
州，大肆屠杀革命党人，下令悬赏
通缉朱执信、邓铿等革命党人。11
月，朱执信派革命党人携运武器至
广州，秘密准备起义，不幸事泄，
被龙济光镇压。

袁 世 凯 镇 压 了 “ 二 次 革 命 ”
后，加紧复辟帝制，革命党人纷纷
策划反袁举义。朱执信、邓铿也于
此时先后返回广东，积极筹划讨伐
龙济光的斗争。朱执信不辞劳苦，
历尽艰辛，常常来往于广州、南
海、佛山等地发动民军和绿林豪
杰，筹划起义。经过努力，各地民
军多被朱执信说服，表示愿追随朱
执信，甚至龙济光所部一些官兵也

愿意倒戈相从。
11 月 5 日，朱执信亲自指挥起

义。起义前，朱执信采取声东击西的
战术，派人在广州散播起义军即将攻
打广州的消息。龙济光果然中计，将
各地部队大批调回广州。11 月 11 日
清晨，战斗打响了，民军毙伤龙济光
部数百人。高州等地的革命党人也纷
纷起义，攻占了很多城镇，但终因枪
械不足、弹药短缺，起义失败。

此后，朱执信继续领导“讨龙”
行动。他往返于港澳之间，并先后几
次派出代表，动员驻肇庆的李耀汉部
队和广州的李福林部队寻机起义；又
派出钟明光等前往广州，伺机刺杀龙
济光。1915年7月17日，龙济光被炸
伤，钟明光被捕，后惨遭杀害。

1915 年 11 月，朱执信赴日，向
孙中山报告广东起义情况，讨论如何
进一步开展“反袁讨龙”斗争，在廖
仲恺的介绍下，朱执信加入中华革命
党。12月 2日，孙中山委任朱执信为
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并写信给
广东地区的革命党人，要求他们“各

事可听执信计划而行”。
朱执信于 1915 年 12 月中旬返回

澳门，秘密建立革命机关，继续领导
广东地区的“反袁讨龙”斗争。12月
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在云南
发起护国运动，宣布云南独立。朱执
信等人积极布置全省各地的武装起
义，“或沟通军队，或联络民众，此仆
彼继，再接再厉”。

袁世凯称帝后，封龙济光为“一
等公加郡王衔”，并命令他调动精锐经
广西进攻云南，被李烈钧率领的护国
军击败。朱执信为配合护国军的行
动，立即发动广东革命党人、民军起
义，并准备攻打广州。1916 年 2 月 5
日，朱执信率民军数千人聚集于石湖
村。龙济光得到密报，立即调遣精锐
部队前往镇压。8 日，民军与龙济光
部展开激战，重创龙济光部。不久，
龙济光的援军携带大炮赶到，向石湖
村猛烈炮击。9 日凌晨，在敌强我弱
的形势下，朱执信下令撤退。随后，
朱执信又对撤退部队进行整编，准备
再战。

不久，朱执信又策划袭击黄埔炮
台和停泊黄埔港的北洋海军军舰肇和
号的行动。经朱执信等的劝说，李耀
汉部在肇庆通电反袁，并以中华革命
军为友军，钦廉、潮汕驻军相继宣布
独立。与此同时，广西督军陆荣廷也
宣布参加护国军，将进入云南的龙济
光部全部缴械。龙济光为了自保，不
得已于4月 6日宣布广东“独立”，又
宣布加入岑春煊的两广都司令部，实
际上却并不服从调动。

广东“独立”后，由于龙济光恶
行昭彰，广东军民纷纷要求他下台。
龙济光被迫停止对革命党人、民军的

“征剿”。4 月下旬，他命令李福林与
朱执信“议和”，但暗地里扩军备战，
准备偷袭中华革命党人和民军。

朱执信识破龙济光的阴谋，立即
派人前往肇庆同护国军代表联系，商
议了“讨龙”的具体步骤。经研究，
朱执信决定兵分东、西、北三路，直
取广州：东路为朱执信、邓铿所率领
的中华革命党，西路为陆荣廷所率的
桂军和李耀汉所率的肇军，北路为李
烈钧所率的滇军。6月，由朱执信、陆
荣廷、李烈钧率领的东、西、北三方
面兵力包围了广州。

此时，袁世凯死去的消息传来，
接着，北洋政府委任陆荣廷取代龙济
光为广东都督，龙济光率残部逃往海
南岛。朱执信则遵照孙中山的指示，
结束了中华革命军在广东的活动。

朱执信领导广东“反袁讨龙”斗争
贾晓明

智澄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国民革命
军，任政治教员。北伐战争中，智澄
随部队英勇战斗，多次负伤，后因伤
离队，到北平任教。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晋冀诸
省难民逃亡西北地区者甚多，其中有
不少学龄儿童和孤儿。智澄看到很多
难童因饥寒交迫而夭亡，心如刀割，
于是设法找到宋庆龄，提出“要办个
机构收容和教养战争难童”的想法，
得到宋庆龄的支持。1939年8月，国
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派智澄在陕西汉中
筹建“西北儿童教养院”。

经过慎重勘查，智澄选定汉中西
郊的凹口寺，吴家山、黄家营、赵寨
村的古庙和旧祠堂为院址。经过3个
月的紧张筹建，11月11日，西北儿
童教养院宣告成立，以凹口寺为院
部，在周围的吴家山、黄家营、赵寨
村设了分部。

12月1日，教养院开始收容沦陷
区流亡难童和抗日阵亡烈士子女。由
于难童人数骤增，校舍远远不够，经
智澄多方努力，申请到一笔建设专
款，地方政府划拨土地，新建简易平
房 20 间，1942 年春，续建平房 50
间，终于建成了能收容1000名难童
的校舍，并设置了一至六年级班次及
成年职业班。

西北儿童教养院的院训是“公诚
爱”：“公”就是以大公服务国家；

“诚”就是以至诚回馈社会；“爱”就
是以爱心博施济众。院歌是：“西北
儿童大家庭，养教并重，厉行人格教

育，注重生产劳动。勤俭公诚，服务大
众，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和平。复
兴、复兴中华，才是新中国的儿童。”
院训和院歌都是智澄自己创作的。他选
聘的教学人员才德高尚，多是流亡大学
生或中小学教师中的佼佼者，其中有多
名中共地下党员。

智澄爱童如子，以院为家。除了出
外办事，都住在院里，细心照顾儿童们
的生活起居。他十分推崇陶行知的教育
思想，既当严父，又做慈母。“管、
教、养、卫”无微不至，对难童进行
体、德、智全面教育。他从健身强国的
理念出发，重视抓院内的体育和操练，
教育学生讲究卫生，预防疾病，加强锻
炼；要求因陋就简办好病室，给儿童及
时防治疾病；还亲自抓儿童保育工作，
夏季深入宿舍检查蚊帐有无破烂，冬季
检查衣被可否御寒。

抗战后期，经费非常吃紧，西北儿
童教养院千余名难童赖以生活的专项经
费，时常不能按时、按数拨付。智澄多
次请求，甚至曾多次变卖自己的财物，
买回面粉，聊补孩子们的断炊之急。智
澄先生虽竭力奔波，却始终无法解决这
一难题，后以自杀向国民政府抗议，经
费才得以部分解决。

1946年6月，西北儿童教养院更名
为“社会部陕西第一育幼院”，一直延
续到1949年12月汉中解放，院长一直
都由智澄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这里成为汉中地区社会福利院，专
门收留孤儿弃婴，赓续西北教养院的办
学方针。

智澄与西北儿童教养院
郭松林

1943年春，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和
新四军第五师领导边区军民粉碎了日伪
军多次残酷的“扫荡”和“清乡”。5
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
潮”，蒋介石下令国民党第五战区集中
兵力，配合鄂豫皖三省地方顽军，“围
剿”新四军第五师，限定6个月彻底肃
清。5月上旬，国民党第五战区的顽军
各部开始进犯鄂豫边区，其中，盘踞在
湖北浠水县白石山及山下朱荷塆（国民
党县政府办公地）一带的顽军鄂东挺进
军第十七纵队王丹侯部和国民党保安八
团，切断了鄂东与皖西的新四军第二
师、第七师的联系，并封锁了第五师南
下通道，同时加紧对浠水南部沿江抗日
根据地进行骚扰，经常派小分队袭击抗
日武装驻地，捕捉交通人员，企图向抗
日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

新四军第五师多次呼吁团结对
敌，但国民党顽军置若罔闻，于是被
迫采取自卫反击。为此，新四军第五
师党委召开会议，决定集中第五师和
地方武装近5000人，首先对“反共摩
擦专家”王丹侯所部顽军实施打击，
此次作战由新四军五师副政委任质斌
亲自率队，第十三旅旅长周志坚任前
敌总指挥。

6月初，任质斌和周志坚率部迅速
进入鄂东，到达黄冈后，立即和当地
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等开会，分析顽

军情况，研究作战方案，部署作战行动。
经过周密部署，6月上旬，参战新四

军主力挥师东进，途中击溃国民党顽军1
个营后，迅速进至朱荷塆附近的张家山
地域集结。王丹侯得到消息，马上命令
所有兵力收缩到朱荷塆及白石山，企图
固守待援。针对上述情况，任质斌和周
志坚决定以三十八团首先攻占白石山，
切断敌人的退路，得手后由北侧向浠水
县城攻击；其他部队从南向北攻击，一
举歼灭顽军。

6月13日凌晨，新四军三十八团强
攻白石山，经过5小时的激烈战斗，消灭
了守敌，然后迅速由北向朱荷塆攻击；
同时，各参战部队也从城南攻入朱荷
塆，对顽军形成了南北夹击的包围态
势，不久便将敌人压缩至郊外的3座炮楼
里。王丹侯见大势已去，抛下部队，和
国民党县长化装逃走。13日下午，新四
军发起总攻，顽军已成乌合之众，很快
被全歼。与此同时，赶来增援的顽军也
于途中被新四军打援部队击退。

据统计，新四军第五师共歼灭顽军
1600余人，缴获步枪850支、轻重机枪
15挺、迫击炮2门、子弹2万余发、电台
1 部、电话机 5 部、马 12 匹。此次战
斗，不仅打退了顽敌的进攻，粉碎了国
民党顽军割断新四军第五师与第二师、
第七师联系的企图，更为进一步巩固江
北、发展江南奠定了基础。

新四军第五师朱荷塆反顽之战
常 红

制定33字方针

张爱萍于1949年 4月 23日夜带
领13名筹建人员连夜渡过长江，于
次日上午抵达江阴城，进驻原国民党
江阴要塞司令部，开始组建人民海
军。当时，新组建的人民海军部队成
员主要是两个部分：大部分是从解放
军陆军部队选调来的。这部分人经过
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对党的事业忠
诚，具有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作
风，但普遍文化程度偏低，不懂得海
军的知识、技术；另一部分是起义、
投诚的原海军官兵，成分较为复杂。
这部分人有海军知识、技术，有的人
还有较长时期的海上工作经验，但其
中的大部分对中国共产党尚不够了
解，对解放军的性质、宗旨和优良的
传统、作风，也缺乏应有的认识。用
张爱萍的话来说，按照一个德才兼备
的海军战士的标准，这两部分人都不
合要求，都是“跛子”：“建设合格的
人民海军，第一个课题就是大家齐心
协力医‘跛子’。”经过深思熟虑，张
爱萍制定了一个33字方针：在共产
党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
础，团结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
海军。

随着解放大军南进，张爱萍率领
海军机关住进苏州西跨塘。他成立了
8个接管组，分赴镇江、南京等地接
收国民党海军起义部队。在工作中，
张爱萍发现，有些同志对国民党起义
人员仍旧用“国民党”或“旧海军人
员”来称呼，很容易在思想上造成距
离，感情上产生隔阂。经过思考，张
爱萍确定了一种叫法，对于出身于国
民党海军、加入人民解放军的官兵，
要避开“国民党”或“旧”的字样，
一律称之为“原海军人员”“原海军
同志”。这种称呼在首长讲话和公文
行文中使用后，很快被广大海军指战
员接受，“原海军同志”更是理解首
长的良苦用心，感到说不出的温暖、
亲切。

良材必举

上海解放后，张爱萍立即带领海军
机关进驻上海市武昌路9号原国民党海
军补给总站。当时，三野首长已明确表
示：海军要配合陆军部队作战，解放沿
海岛屿。张爱萍一面召开党委会研究办
法，一面与起义人员座谈、交谈，征求
他们的意见。

其间，张爱萍还特别抽出时间拜会
了林遵。会谈中，张爱萍称赞他率部起
义的壮举，并代表华东海军向他表示欢
迎，并听取了林遵对于组建海军的意见
和建议。为协调国民党起义舰队对人民
海军组建工作的支持，在南京，张爱萍
将接管国民党海军情况向时任二野司令
员兼南京市市长的刘伯承进行了汇报，
并请刘伯承接见了林遵等人。刘伯承在
接见谈话中，主动提出请林遵等人协同
组建人民海军，使林遵等深受感动。

张爱萍从金声（中共地下党员，曾
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少将主
任，为我党我军多次提供重要情报，并
策动国民党部分部队的起义；上海解放
后，奉命协助张爱萍创建海军） 处得
知：国民党海军在撤离上海时，不少正
直的爱国之士毅然脱离了海军，隐蔽身
份留了下来。这批人大多分散在上海各
个角落，或躲到了外地，青岛、福州、
广州等几个海军基地都有这种情况。还
有一批国民党海军的元老，他们正统观
念强、技术精湛、经验丰富，只是年事
已高，大都在福州休息。张爱萍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了临时党委会，
决定从国民党海军旧部人员中招贤纳
士。

1949年 6月12日，华东海军发布
了两则通告：一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华东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通告（人字

第一号）》，另一则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华东区司令部登记国民党海军人员办
事处通告 （登字第一号）》。短时间
内，投身到人民海军来的“原海军人
员”已达近5000人。专业齐全，各层
次官兵都有，可谓人才济济。

在金声的推荐下，张爱萍登门到上
海四川北路曾国晟住处，请他出山担任
华东海军主管后勤的副司令员兼舰船修
缮委员会主任。张爱萍和曾国晟促膝谈
心，研究修理舰船和征集购置舰船等事
宜。曾国晟都提出意见和建议，后被张
爱萍采纳和实施。

张爱萍曾从原国民党海军军阶较
高、有专长的人中选定了几位，作为军
区海军首长和机关的顾问，后在征求了
林遵的意见后，又决定把人数扩大，成
立一个咨询机构，名为“华东军区海军
研究委员会”。研究委员会成立以后，
组织上对研究员做到了充分信任，有职
有权。生活上，他们均享受高级干部的
待遇。在当时经济形势相当紧张的情况
下，不仅对他们实行薪金制，还给研究
委员会配专车。工作上，放手发挥他们
的专长。张爱萍经常和副司令员兼参谋
长袁也烈带着各种问题到研究委员会向
委员请教，并委托林遵带着有关课题来
研究委员会磋商，“几乎每次都能带着
答案满意而归”。

张爱萍还在金声的陪同下，登门拜
访原海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徐时辅，
任命他为司令部训练处副处长兼职教育
科长。

知人善任

林遵、曾国晟、徐时辅等在张爱萍
的领导下不负厚望，很快投入了人民海
军的建设工作。曾国晟在张爱萍的领导
下很快筹集20多个作战平台。到1950

年5月，上海地区的修造船厂共装修大
小舰船150余艘次，有力地保证了部队
作战、训练的需要，为华东海军第一支
战舰编队的组建建立了功勋。曾国晟综
合使用修船厂、研究所的力量，有效地
克服了零配件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的问
题；又按照张爱萍“变废为利、扬长避
短、陈船利炮”的思路，采取将舱隔缩
小，加装陆地用的榴弹炮、高射炮、反
坦克炮、高射机枪以及苏式舰炮的办
法，将55艘商船改成了军用舰船。

为了加速人才培养，经中共中央军
委批准，于8月中旬组建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学校，张爱萍亲任校
长兼政委。9 月 14 日，海校正式开
学。按照计划，组织原海军人员学习社
会发展简史，进行系统的世界观、人
生观等思想政治理论和解放军优良传
统教育；对从陆军调入的指战员，主
要突击进行海军知识和技术、技能培
训，帮助他们掌握舰艇出海急需的专
业技术。徐时辅在张爱萍的鼓励支持
下，大胆创新，针对时间紧、学员文
化低的特点，提出了一个先学“怎么
做”，后讲“为什么”的“突训”方
案，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加之广
泛开展原、新海军的同志“结成对
子”，互帮互学，培训学习进展顺利，
学员进步很快。通过不到 3 个月的

“突训”，11月8日，第一批学员培训
结业。根据张爱萍的建议，上级批准
在舰艇上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政委为
舰上的最高领导，决定舰艇行止及作
战决定等重大行动；航行操作、训练
等行政与技术性的工作，则由舰长、
艇长决定；除明确权限范围外，还要
求正副职都要严格按照条令、规章办
事，互相尊重、紧密团结。

仅用一年时间，实现从无到有

1949 年 8 月 28 日 下 午 4 时 ，
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张爱萍、
林遵等人。张爱萍向毛泽东简要汇报了
人民海军的组建情况，并介绍了国民党
海军起义人员在其中所作的贡献。
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新老同志要团
结，相互学习，共同为建设人民海军而
奋斗。毛泽东的接见，让林遵等人十分
感动，他们一致表示，一定为人民海军
的建设竭尽全力。1949 年 9 月 15 日，
经毛泽东批准，林遵正式出任华东军区
海军第一副司令员。

1950年 4月 23日，在南京长江草
鞋峡江面举行了华东军区海军一周年
生日庆典暨舰艇命名典礼。当时获得
命名的战斗舰艇有51艘，登陆舰艇52
艘，辅助船 31艘。9时，华东军区海
军第一副司令员林遵宣布“庆祝华东
军区海军建军一周年暨军舰命名授旗
典礼”开始，顿时，江面所有的战舰
同时拉响了汽笛。张爱萍致开幕词
后，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袁也烈宣
读中央军委对各舰的命名，张爱萍将
命名状、解放军军旗（代海军旗）、舰
首旗、舰长旗，郑重地授予各舰舰
长、政治委员。张爱萍带领全体官兵
庄严宣誓。粟裕、刘道生、江渭清分
别代表各方致词。他们热情洋溢的讲
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作者系山东省文史研究者）

张爱萍为建设人民海军广集人才
郑学富

渡江战役前夕，中共中央决定由
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筹建人民海军，
并任命张爱萍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1949 年 4 月 23 日，
张爱萍在江苏省泰县白马庙乡境内
的 第 三 野 战 军 东 路 渡 江 作 战 指 挥
部，正式宣告成立人民海军。

海 军 是 技 术 性 强 的 现 代 化 军
种，组建海军，必须要有懂得海军
建设、管理、训练、武器使用、舰
船驾驶、维修和航海经验等方面的
人才。

张爱萍不拘一格，大量招募和使
用原海军人才，发挥他们的聪明才
智，在一年时间里，建立起一支具
有较强战斗能力的人民海军部队。

▶
张
爱
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