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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
年征程波澜壮阔，涌现出无数的革命先烈和共产党人，他们为了民族
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筑起了一座座
丰碑，他们的事迹感天地、泣鬼神，他们的事业光照千秋，与江河同
在，与日月同辉，他们是共产党人的楷模，人民的英雄，他们的革命
精神不死，永不磨灭，浩气长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他们身后获得许多殊荣，英魂得到慰籍，荣光得到弘扬，激励
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继续开创崭新伟
业，为实现强大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曹渊 （1902—1926），安徽寿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先后任国民革命军连党代
表、连长、营长等职，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诸役。在
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为骨干成员。1926年
3月中山舰事件后，受党组织派遣到叶挺独立团任第一营营长。北伐
战争开始后，曹渊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等战役。在战斗
中，曹渊身先士卒，英勇机智，受到叶挺、聂荣臻等人的表扬和军部
传令嘉奖。1926年9月，北伐军攻打武昌城，叶挺独立团以第一营作
为奋勇队（敢死队）攻城，曹渊作为奋勇队队长率战士攀登攻城时，
不幸头部中弹阵亡，年仅24岁。曹渊等烈士的牺牲精神激励着独立
团广大指战员。10月10日，武昌城终被攻下。战后，独立团党支部
决定在洪山建墓，将攻城以来各次战斗中牺牲的官兵与曹渊合葬。碑
坊上面横额刻着“浩气长存”四个大字。曹渊等烈士的革命精神，永
远被后人敬仰。

周恩来赞扬他“为谋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解放而英勇牺牲了，这
是非常光荣的”。叶挺称他是“模范的革命军人，且是我最好的同
志”。曹渊一生虽然短暂，却为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蒋先云（1902—1927），湖南新田人，早期参加学生运动，努力
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是湘南学运重要领导人。1921年冬，经毛泽东
介绍，蒋先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全国59名共产党员中的一
员。1922年夏，蒋先云赴江西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和李立三、刘少奇
等一起领导了安源工人大罢工。同年11月奉命到水口山矿区建立党
的组织和工人俱乐部，12月领导了水口山矿工的大罢工，并取得胜
利。1924年5月，蒋先云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任中共黄埔军校特
别支部书记，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赞其是“军校的高材
生”“是个将才”，被誉为“黄埔三杰”之首。军校毕业后，留校任
职。1925 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发起组织成立“青年军人联合
会”，是该会负责人之一，宣扬革命思想，同国民党右派及反动分子
进行了坚决斗争。同年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和平定滇桂军阀的叛乱。
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第7团党代表，不久率部参加第二次东
征。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当蒋介石威胁利诱蒋先云退
出共产党时，蒋先云大义凛然地说：“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籍不
可丢。”

1926 年 7 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他受党组织派遣任北伐军总部秘
书，兼补充团第5团团长，参加了攻打九江、南昌等战役。1927年
初，蒋介石反革命阴谋日益暴露，蒋先云毅然去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
工人纠察总队队长，倡议成立黄埔学生反蒋委员会。

1927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蒋先云被任命为国民
革命军第11军26师77团团长兼党代表，率部北上河南。5月28日，
在河南临颍与奉系军阀作战时，蒋先云身先士卒，冲锋在前，3次负
伤、3次奋起，至死不下火线，直至壮烈牺牲，年仅25岁。在蒋先云
精神的鼓舞下，北伐军官兵前仆后继，一举攻克临颍城。

蒋先云牺牲后，周恩来在武昌亲自主持召开追悼会，恽代英致悼
词。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刊载的《悼蒋先云同志》一
文中说：“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无产阶级之战士能勇敢忠诚的为革命
而牺牲，而且使一般革命党人都应以他为模仿。” 1984年，蒋先云
在黄埔军校时的同期同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徐向前在其回忆录
里，称“蒋先云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
捷 ， 堪 为 青 年 军 人 的 榜 样 ”， 并 题 词 ：“ 蒋 先 云 烈 士 永 垂 不
朽！”，199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肖克同志为蒋先云故居题词

“蒋先云烈士纪念馆”。
蒋先云的生命定格在25岁，但他以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谱

写了无比壮丽的人生篇章。
王尔琢（1903—1928），湖南省石门人，中国工农红军早期高级

军事将领。1924年，王尔琢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秋加入中国共
产党。毕业后任学生队分队长、营长，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
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

1926年王尔琢参与国民革命军第3师的改编工作，任东路先遣军
党代表，参加北伐战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26团党代表。

1927年，王尔琢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74团参谋长。在血雨
腥风的岁月里，王尔琢给家中父母去信说“儿何尝不念着骨肉团聚，
儿何尝不恋着家庭亲密……为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孩子能过上好日
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决意以身许国！革命
不成功，立誓不回家。”字里行间，表达了他对革命事业矢志不移的
坚强决心和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念。

1927年8月，他率该团重机枪连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任第74团
团长，随部队南下广东，在三河坝阻击战中，他积极协助朱德指挥战
斗，和陈毅一起成了朱德的左膀右臂。10月底，南昌起义军余部整
编成一个纵队，王尔琢任参谋长，与朱德、陈毅等率部转战闽粤赣湘
边，坚持武装斗争。在转战闽赣边境时，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部队
经常得不到给养，有时几天吃不上饭，并且衣服也奇缺，当时已经入
秋，战士们却只有单薄的夏装。

王尔琢为了鼓舞士气，经常找干部和士兵谈话，由于工作忙碌，
他几个月没有理发，胡子也长了。

王尔琢非常乐观：“革命不成功，我就不剃头，不刮胡子了。”这
是王尔琢立下的誓言，言语中，王尔琢对革命的满腔热情与坚定信念
表露无遗。从此，年仅24岁的王尔琢有了“美髯公”的称号。

1928年1月参加领导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参谋长。
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部队井冈山会师后，王尔琢任中国工

农红军第4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他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红4军
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
多次大规模“进剿”。王尔琢率28团英勇作战，成为纵横井冈山的一
员骁将，也是毛泽东麾下“五虎将”之一，为保卫和发展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同年8月25日，在江西崇义思顺墟追击叛徒
时，被他的同学、同乡、部下、叛徒、二营营长袁崇全开枪打死，英
勇牺牲，年仅25岁。

王尔琢的遗体被抬回，数千红军失声痛哭， 毛泽东泪流满面：
“王尔琢的牺牲，换回了2个连，挽留了革命。” 朱德挥泪长叹：折
我一员能将！

10 月中旬，红四军召开了王尔琢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
东、朱德高度评价了他为革命所作的贡献。会场上悬挂着由毛泽东拟
稿、陈毅书写的挽联：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2009年9月，王尔琢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

的英雄模范人物。”
贺锦斋(1901——1928),湖南桑植人，贺龙元帅的堂弟。湘鄂边革

命武装的创建人之一，是湘鄂边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重要将领。他
文武双全，智勇兼备，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鄂边武装斗
争，屡建功勋。他能征善战、顾全大局、敢于牺牲。1928年3月，贺
锦斋随周逸群、贺龙等回湘西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曾率部在桑植
葫芦壳设伏，消灭贵州军阀部队数百人，活捉其旅参谋长。同年 7
月，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贺锦斋任委
员和师长。率部在石门、津澧一带，率部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斗争。

9月，在石门泥沙镇战斗中，为掩护主力突围，贺锦斋率警卫营
和手枪连奋勇冲杀，壮烈牺牲，年仅27岁。

贺锦斋文武双全，不仅骁勇善战，而且能写诗编歌。他6岁随父
读书，不到3年，已能背诵较多的诗词。他的家乡是素有“歌海”之
称的澧水源头，民间歌手甚多，耳濡目染，使他受益匪浅。到十三四
岁时，他便能根据自己所闻所见，编唱一些动人的山歌。

参加革命后，他有感而发，先后写下：
诗一
黑夜茫茫风雨狂，
跟着堂兄赴疆场。
流血身死何所惧，
刀剑丛中斩豺狼。
诗二
层层铁网逼周围，
夜集深山雪满衣。
为党为民何惧死，
宝刀应向贼头挥。
诗三
云遮雾绕路漫漫，忠孝本来事两行，
一别庭帷欲见难。孝亲事望弟承担。
吾将吾身献吾党，眼前大敌狰狞甚，
难能菽水再承欢! 誓为人民灭豺狼。
生动的表达了他的坚强革命意志和为党为民献身的崇高品质。
为了纪念贺锦斋烈士，中共桑植县委于1963年特地将他的遗骨

迁回洪家关安葬，并在烈士墓前竖起一块石碑，碑上刻有：
澧源歌，霞光早已照大地。
浪淘沙，革命巨浪比天高。
陈毅安（1905—1930），湖南省岳阳市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

领。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
极从事学生、工人运动。1925年底至1926年10月，陈毅安受党组织
派遣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7年陈毅安参加了秋收起义，后随部
队到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连长、营长，参加创建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和保卫黄洋界的斗争。1930年6月，任红八军第一纵队队
长，兼任攻打长沙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协助彭德怀占领长沙全城。为
了掩护红军撤退，陈毅安于1930年8月7日拂晓不幸中弹牺牲，时年
25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核批了一批著名的革命烈士，陈毅安
位列第九。1958 年，彭德怀亲笔为陈毅安题词：“生为人民生的伟
大，死于革命死得光荣！”

黄公略（1898－1931）， 湖南省湘乡县人，中国工农红军杰出的
军事将领、军事家。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毛泽东的词作《蝶恋花·
从汀州向长沙》中的名句，写的就是杰出的红军将领黄公略。

黄公略1898年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参加湘
军，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同年底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1927年
参加广州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是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缔造者和组织者之一,为湘鄂
赣边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
献。1928年7月黄公略同彭德怀等领导平江起义，成立了红五军。同
年11月红五军主力开赴井冈山后，他率部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发动
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湘鄂赣苏区。1929年9月任红五军副军
长，参与指挥红五军向北开辟鄂东南地区，向南打通与湘赣苏区联系
的作战行动，扩大了湘鄂赣苏区。

1930年1月，黄公略调任红六军军长，率部在赣西南地区艰苦作
战，发展革命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分散的游击区连成大块的革
命根据地。7月任红一军团第三军军长。8月，在奇袭湖南浏阳文家
市的战斗中，指挥红三军奋勇作战，歼灭国民党军三个团又一个营，
取得红一军团成立后的第一个大捷。后来，在战醴陵、攻吉安的战斗
中，红三军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黄公略以其出色的军事才华和
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在苏区军民中享有崇高威信，与朱德、毛泽东、
彭德怀并称为“朱、毛、彭、黄”。

在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中，黄公略坚决执行诱敌深
入的战略方针，指挥红三军英勇作战。在龙冈战斗中击退国民党军第
十八师的连续进攻，在富田战斗中歼灭敌军第二十八师等部，在老营
盘战斗中歼灭敌军第九师独立旅。

1931年9月15日，黄公略率部参加方石岭追击战。在指挥部队转
移途中，于吉安东固六渡坳遭敌机袭击，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3岁。

毛泽东亲自主持黄公略追悼大会并撰写挽联，对他的革命一生给
与高度评价：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

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置公略县

(今吉水、吉安、泰和各一部)，在吉安东固和瑞金叶坪分别修建公略
纪念亭，并将中国工农红军第2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毛泽
东亲自主持了黄公略的追悼会。

黄公略的生命虽然定格在了 33 岁，但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
献，人民和历史是不会忘记他的。他不怕牺牲、不为艰难的革命精
神，是深受后人学习的。1994年8月经中央军委审议确定黄公略为我
军36位军事家之一。

2009年9月，黄公略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蔡和森 （1895—1931），原籍湖南省湘乡县永丰镇 （今属双峰
县）。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
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

蔡和森同志是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三、四
届中央局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担任过中共中央
代理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两广省委书记。

蔡和森早年思想解放，追求进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
间，同毛泽东等人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
参加五四运动。李立三在1935年撰写的《纪念蔡和森》的文章中曾
指出，当时的湖南青年“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

1919年12月，蔡和森带着年近半百的母亲葛健豪，和女友向警
予、妹妹蔡畅等30多名热血青年，告别风雨飘摇的祖国向西方寻找
救国救民之路。在法国期间，他刻苦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
与革命》等系列著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1 年 10 月，蔡和森从法国归来，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9月，他创办党的机关报 《向导》周报，并担任主编，直至
1925年10月赴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

在中共三大、四大上蔡和森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参与中央领导工
作。并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又
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1年，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遭
叛徒出卖被捕，关在广州军政监狱，他在狱中受尽酷刑，被打得血肉
模糊，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但始终英勇不屈，并鼓励难友坚持斗争。
凶恶的敌人，最后用长钉把他的四肢钉在壁上，然后用刺刀将他活活
刺死。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就这样壮烈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时
年36岁。

对于蔡和森的牺牲，党和人民始终深切地怀念他。毛泽东在一次
谈话中高度评价蔡和森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
了。”周恩来也深情地说：“和森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1979
年纪念蔡和森诞生85周年时，邓小平题词说：“蔡和森同志是我党早
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永远
记着他。”

2009年9月，蔡和森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
英雄模范之一。

恽代英（1895-1931），原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湖北武昌。恽代英
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黄埔
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恽代英在学生时代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武汉
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创办利群书社，后又创办共存
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授，同年8月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
委会候补委员、宣传部主任，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它培养和影
响了整整一代青年，遗著编为《恽代英文集》等。

1930年５月６日，恽代英在上海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
诱，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狱中写下了充满豪情万丈的诗句《狱

中诗》;
浪迹江湖忆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1931 年４月 29 日中午，恽代英高唱着 《国际歌》 走出了牢房。

临行刑前，敌人问：“你还有什么话说？给你一个机会。”恽代英怒目
以视：“我遗憾的是为我们党工作得太少了。”这时，蒋介石派来监刑
的头目高声嚎叫：“恽匪代英跪下受刑！”恽代英双眼冒火，紧盯着敌
人，严词拒绝：“共产党人是从来不下跪的！”他面对刽子手，发表了
最后的演说，痛斥了蒋介石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必将自食恶果。敌
人惊恐万状，向他扣动了板机，恽代英身中数弹，倒在血泊里，英勇
牺牲，年仅36岁。

1950年恽代英牺牲19周年时，周恩来同志题辞：“中国青年热爱
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
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
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2009年恽代英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人物之一。

李明瑞（1896-1931），广西北流人。中国工农红军的优秀将领，
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

1921年毕业于广东韶关滇军讲武堂，习炮科。曾参加讨伐广西军
阀陆荣廷、沈鸿英的战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七旅旅
长、师长并率部转占湘、鄂、赣、苏等省。1929年6月，率领部队从
湖北返回广西，任国民党广西绥靖主任和军事特派员。同年10月成
立南路讨蒋总司令部，任副总司令。

1930年1月，从龙州到达右江革命根据地；2月，与邓小平、俞
作豫等领导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旋任红七军、
红八军总指挥，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30年9月到1931年7月，李明瑞作为红七军的主要领导人，
指挥部队经桂、黔、粤、湘、赣五省，历时10个月，跋涉数千里，
大小战斗百余次，历尽艰险，实现“会师朱毛”的计划，展示着坚定
的无产阶级党性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党中央高度评价红七军的战
功，称誉为“千里来龙”。1931年11月，毛泽东在庆祝中央工农民主
政府成立的大会上，特别表彰红七军全体指战员。毛泽东说：“红七
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为保卫中央苏区作出了很大贡献。”
他殷切希望红七军今后发扬革命精神，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为继续
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而努力奋斗。为表彰红七军全体指战员的艰苦
奋斗精神，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授给红七军“转战千里”一面大红
锦旗。1931年10月在江西雩都肃反中被错杀，年仅35岁。

1981年12月11日，在纪念广西百色起义52周年的日子里，邓小
平写了“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的题词 。

1984年，为纪念百色、龙州起义55周年，落成了李明瑞、韦拔
群革命烈士纪念塑像和陈列馆。

1986年，邓小平说：“……红七军打仗很勇敢。广西了不起，特
别是李明瑞，不仅勇敢能吃苦，又会带兵打仗！……李明瑞是个艰苦
奋斗的人！”邓小平同志还说：“不要宣传我，要多宣传李明瑞！”

许继慎（1901—1931），汉族，安徽省六安市人，中国工农红军
早期杰出将领，军事家。先后参加黄埔军校两次东征，并历任工农红
军叶挺独立团队长、营长和团参谋长，在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军
长、鄂豫皖特委委员、红11师长时，在鄂豫皖根据地时期取得双桥
镇大捷等一系列胜利。1931年11月在“白雀园大肃反”中被错杀于
河南光山白雀园，时年30岁。

1930年许继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军长时，周恩来评价他说：
“许继慎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
四方面军”。

2007年出版的《徐向前回忆录》中徐向前评价许继慎说：“把三
个师捏在一块，许继慎是很有功劳。”

1988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33位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家（后增至36位），并誉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军
事家。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
组织的评选活动中，许继慎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
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蔡申熙(1906—1932)， 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湖南
醴陵人。其革命生涯虽短暂但轰轰烈烈，成为了革命事业中永恒的丰
碑。

1920年入县立中学读书,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春入孙
中山陆军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
党。毕业后留校教导团工作。曾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军阀陈
炯明的两次东征。

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 4 军营长、第 20 军团
长。

1927 年 8 月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起义部队第 11 军 24 师参谋长。
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后到上海,在中共中央
军事部工作。

1928年起,蔡申熙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
第1路总指挥。曾率部攻克峡江县城,配合湘赣边区的革命武装斗争。

1930 年初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不久被派赴鄂东南阳新、
大冶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领导游击斗争。同年10月参与组建中国
工农红军第15军,任军长,率部东进皖西,攻克太湖县城。于12月到达
鄂豫皖苏区,参加第一次反“围剿”。

1931年1月,第15军与第1军合编为第4军后,蔡申熙任第10师师
长、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主席,率部参加磨角楼、新集、
双桥镇等战斗。他指挥机智、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在一次战斗中
负伤致残。同年 5 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他为分局委员,并任彭杨
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他言传身教,贯彻教育训练与实战要求相结合
的教育方针,主持办学4期,为鄂豫皖苏区培养大批军政干部。

1932年7月,正值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时,蔡
申熙被调任第25军军长,率部在英山、麻埠地区与各路进犯敌军展开激
战,予敌以重大杀伤。10月9日,在湖北黄安(今红安)河口镇战斗中,他
腹部中弹,躺在担架上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壮烈牺牲,年仅26岁。

他的战友，徐向前元帅曾这样评价他:“蔡申熙同志是红十五军
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
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韦拔群（1894-1932），广西东兰人，壮族，1926年冬加入中国
共产党。壮族人民卓越的革命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广
西农民运动的先驱，全国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之一，百色起义和创
建中国红军第七军、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者之一，早年为党为国捐
躯的人民军队杰出将领。曾担任红七军第三纵队队长、红七军21师
（后改为右江独立师） 师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
委员等职。

1932 年 10 月 19 日凌晨，韦拔群被叛徒杀害于广西东兰赏茶
洞，时年38岁 。

韦拔群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著的历史贡献，受到了党、国家和
人民的高度评价和肯定。

早在1926年中共中央就对韦拔群在广西开展农运工作的卓著功
绩给予高度评价。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
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尽管韦拔群未能出席这次大会，但大会然仍选举他为中华苏维
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是党和人民对韦拔群为中国革
命所作出的积极卓著贡献的充分肯定。1932 年 10 月韦拔群牺牲
后，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抢运回来，埋在特牙山上，
后来还在墓地上盖起了一座小庙，称为“红神庙”，以此表达对他
的深切怀念。1934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
代表大会上，提议为韦拔群等牺牲的同志致哀。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韦拔群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所开创的
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没有忘记。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邓
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一直对韦拔群念念难忘，予以极高的评价。

毛泽东一直非常怀念韦拔群烈士，他几乎每次见到广西人，都
要深切地谈起韦拔群，表示对他的怀念之情。

1957 年 7 月，周恩来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对著
名历史学家黄现璠 （壮族） 说：“壮族出了个韦拔群，他是人民英
雄，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邓小平对韦拔群更是深深地怀念。1962年12月，邓小平为纪念
韦拔群牺牲30周年题词：“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
的解放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
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他最善
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
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他一贯谨守党所
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
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
地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
念他！”。

1981年12月，邓小平为纪念百色起义52周年亲笔题词：“纪念
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2002 年 8 月 1 日，中国国家邮政局发行了韦拔群、刘志丹、黄
公略、许继慎、蔡申熙等五人 《人民军队早期将领》 纪念邮票一
套。

2009 年 9 月韦拔群被评为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
模范人物之一。

段德昌（1904—1933 年），湖南省南县人，中国工农红军杰出
的指挥员、军事家。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洪湖革命根据地创建人。

1924年，段德昌创办新华中学，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后，发起组织“青沪惨案
南县雪耻会”，加入中国共产党，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后到国
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工作，参加北伐战争，领导开展游击
斗争，创建游击根据地，是洪湖苏区的主要领导人，被湘鄂西军民
誉为“常胜将军”、“火龙将军”。因肃反扩大化，1933 年 5 月 1 日，
段德昌被错杀在湖北省巴东县，年仅29岁 。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召开的中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上，毛泽东题挽词赞段德昌：“死难烈士万岁”。

1952年10月3日，毛泽东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即“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等同于烈士），落款“主席”二字签名是毛泽东亲笔写的。

198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中央领导同
志称赞段德昌：“段德昌是我军中为党为国捐躯的早期杰出将
领”。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报告中说：“段德昌具有很高
的军事才能和远见卓识，是红军早期著名将领”。

1994年，中央军委将段德昌列为共和国历史上的36位军事家之
一。

2009年9月段德昌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2014 年 10 月，益阳市党史研究室刘建新写诗 《一代名将段德
昌》 来纪念段德昌：“常胜将军段德昌，疆场驰骋威名扬；滚滚长
江七捷奏，滔滔洪湖九擒王；热血不为主义洒，同室操戈实可殇；
吾辈勿忘英烈志，复兴中华慰忠良！

胡筠 （1898—1934），湖南平江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她曾以“神枪手”之名勇冠黄埔
四女杰之首。1928 年 7 月，参加“平江起义”，胜利后首任平江县
苏维埃政府主席、县游击司令指挥部总指挥。此后，历任红16军独
立团团长、湘鄂赣苏区红8师师长、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红军学
校5分校女生团政委等职，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彭德
怀称赞她是“不愧为女中豪杰！”恽代英对胡筠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道：胡筠同志，你是红军第一位女司令，也是唯一一位，敌人
因你而闻风丧胆，我们因你而鼓舞。

她曾是彭德怀的上级，平江成立苏维埃政府时，胡筠被一致当
选为主席，彭德怀是副主席，滕代远、黄公略等人，都在她手下当
委员。

这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巾帼英雄，一生忠贞、智勇双全、功
勋卓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位女司令、女师长，人民爱戴的杰出将
领，1934 年 1 月被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以“反革命”罪名秘密杀
害。胡筠在关押期间，写了数十页纸的 《狱中自白》，她回顾了自
己在党的领导下由一个豪门闺秀成长为党的干部的整个历程，其中
写道：“牺牲换人间幸福，奋斗是吾辈生涯。”这是她的崇高理想和
信念，也是她留下的遗言。彭德怀听说胡筠的噩耗后，非常痛心。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武汉黄埔女兵》有载：开国中将甘渭汉、张令彬说：“就革命
动机之纯正这一点说，胡筠是平江首屈一指的”。原中央组织部常
务副部长李锐题诗：“当年烽火战咚咚，幕阜山前一女雄，动地惊
天生与死，至今仍爱说芙蓉。”山俯首、翠松垂泪，纸花含血。颂
英魂、浩气炳千秋，女中雄杰。 常怀壮士祭君魂，浩气汗青存，
冲天阕。

开国大校黄吉民题诗赞她“平江一女雄，革命打先锋，焚舍从
军去，双枪建伟功，献身加入党，矢志为工农，冤屈终昭雪，英名
贯碧穹”。湖南省政协杨第甫主席称她是：“平江女杰数胡筠，参加
革命是先行，坚持真理以身殉，典型足式育群英”。

道不尽对烈士英魂的无尽哀思，烈士无求虽地下，光芒却在日月
上! 烈士是中国梦的追求者，是中国道路的先行者和实践者，是中国
精神的杰出代表。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我们不会忘记，
先烈不朽。《中共党史人物传》、《解放军将领传》、《中华女英烈》、

《三湘英烈传》、《平江英烈传》 等传记以及方强中将、李锐、裴周
玉、伊明、李伯海等的回忆录、小说、书刊都有她的传记和事迹以及
电视剧《平江起义》、《中国有个平江县》都有胡筠传记和剧情。

1958年彭德怀重返平江时，向陪同的平江县委书记谈到当年的
平江起义时感慨地说：“胡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很有能力，打仗
很勇敢，是个难得的女将。”

谢子长 （1897—1935），陕西省安定县 （今子长市） 枣树坪
人。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

1934 年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 26 军 42 师政治
委员，1935年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负
责人，指挥部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围剿”，谢子长在
长期征战中，多次负伤。

1935 年 2 月 5 日，谢子长被选为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
席，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他的伤势不断恶化，于2月21日在安定县
灯盏湾逝世，时年38岁。同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安定县
改名为子长县。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
堡修建了子长烈士陵园 ，并举行了隆重的公葬仪式。

1939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将谢子长的遗骸移葬于
他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了谢子长烈士墓。毛泽东亲笔为谢子长墓题
词：

“民族英雄”、“虽死犹生”
并亲笔为谢子长墓写了277字的碑文。
1945年2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为谢子

长在瓦窑堡修建了陵墓。毛泽东再次为谢子长墓题词：
“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
朱德的题词是：“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仆后继。”中共

中央西北局的挽联上写着：“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
你青天。”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
来、任弼时、彭真、贺龙、刘伯承都为谢子长墓题了词。

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修建了子
长烈士陵园。1954 年重修后改名为“子长烈士纪念馆”，并于 2017
年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09 年 9 月，谢子长被评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
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特约通讯员李群收集整理）

为有牺牲多壮志
——追忆中共革命英烈事迹（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