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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1899—1935），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
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江西弋阳县人，从小聪慧而好学，曾在南昌求
学，上海谋职，接受革命思想洗礼。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1923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与邵式平、黄道
等领导了弋阳、横峰一带农民的武装暴动，创建赣东北苏区，领导组
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
席，红十军、红十一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

1934年11月，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闽浙皖赣
边区，后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他奉命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
在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转战两月余，后被敌军重重围
困在江西省怀玉山区。方志敏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了接应后
续部队，他冒着雨雪和危险，复入重围，寻找部队，终因寡不敌众，
弹尽援绝，被叛徒出卖，于1935年1月29日在江西玉山县被俘而身
陷囹圄。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种种酷刑，他始终坚守党的
秘密，坚贞不屈。8月6日黎明前夕，方志敏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
杀于南昌市郊外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

在狱中，他忍着病痛和敌人酷刑在短短的半年中先后撰写出《可
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中纪实》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12篇文稿和信件，计约13万余字的珍贵
手迹留传于世。他的遗作堪称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成为中华民族不
朽的精神财富。

方志敏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
将永垂青史，他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党和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
英烈虽逝，精神永存。党中央对方志敏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党的多
位著名领导人时有诗作、题词来深情咏赞他纪念他，人民永远铭记和
怀念他！

1964 年，毛泽东同志亲自为方志敏烈士题写了墓碑。1984 年，
邓

小平同志为《方志敏文集》题写了书名。方志敏同志是我们党
方志敏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无论艰难困苦、艰途险阻，都

义无反顾、秉志直行，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直至献出自己的生
命。方志敏同毛泽东、彭湃一起被公认为“农民大王”。他创造了
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
重要贡献，曾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创建的苏区被誉为“方志
敏式根据地”和“苏维埃模范省”。

方志敏英勇牺牲后，他的英雄事迹很快在国内外得到传播。中
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公开发表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著名的《八一宣言》），首次把为救国而捐躯的方志敏列为民族
英雄。

据他的战友邵式平在纪念文章中记载：1935 年 8 月，共产国际
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方志敏牺牲的消息传到大会时，
全场起立为之默哀致敬，中共中央代表在大会报告中说：“方志敏
同志的肉体虽被摧残了，但方志敏同志抗日救国的精神，将如日月
经天，江河亘地而永垂不朽。”

1936 年 1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创办的 《救国时报》
以整版篇幅纪念方志敏被捕一周年，发表了《民族英雄方志敏传》。

1937年1月24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
122期，整期辟为“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专号”，其中一篇是他的亲
密战友邵式平撰写的 《纪念我们的领袖民族英雄方志敏同志》，生
动充分地描述了方志敏的英雄业绩。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不断被国内报刊登
载，他留下的那段气贯长虹的临终格言传遍大江南北，响彻长城内
外，曾无数次感动中国人：“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
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信仰，那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
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从中感受到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无论在苏区，还是在国统
区，都给人们带来了正义的力量和巨大感动和鼓舞。

1940 年，叶剑英阅读了方志敏遗作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
述》，联想到当前的革命形势，心情非常沉重，感慨万千之余，带
着十分悲痛、惋惜的心情为方志敏烈士遗照题诗，写下了一首气势
恢宏、荡气回肠的七言绝句：

读方志敏同志狱中手书有感
血战 （染） 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枫。
此诗不仅对敌人进行有力的嘲讽和无情的鞭挞，另一方面也表

示了对烈士的沉痛悼念和深切的怀念。
诗传开后，大家为方志敏事迹和精神所鼓舞，又争相传抄传诵

叶剑英的诗作。郭沫若读了方志敏的遗作和叶剑英的诗之后，深受
感动，心潮难平，随即和诗七绝一首，来称赞方志敏的业绩和精
神：

读方志敏自传 （次叶剑英韵）
千秋青史永留红，
百代难忘正学功。
纵使血痕终化碧，
弋阳依旧万株枫。
颂扬了方志敏烈士将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以身殉志，不亦伟乎”的人民英雄。新

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说：“方志敏同志创建的赣东北革命根据
地，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我们虽然不在一起，但我们的思想是一致
的。” 1953 年 4 月，毛泽东在登莫干山时，又曾对身边的同志说：

“方志敏同志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是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他死
得伟大，我很怀念他。” 1964年，毛泽东同志亲自为方志敏烈士题
写了墓碑。

方志敏烈士的夫人缪敏也是一位著名革命人士、中共党员，她一
生遭受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一位共
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崇高信仰。在被党营救出狱后到了延安，受到了
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对她说：“你和志敏一样，身上有股共产
党人的骨气。”为了鼓励缪敏，毛主席还为她题词：“没有什么困难可
以阻碍人的前进的，只要奋斗，加以坚持，困难就赶跑了”。

1984年6月，邓小平为江西省委编辑的《方志敏文集》题写了书
名。到1985年，方志敏的著作结集编为《方志敏文集》出版发行。

1997年，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
中称赞方志敏有“何等坚定的革命信念，何等高尚的革命情操”。

1999年8月，胡锦涛在北京纪念方志敏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上讲话，高度评价了方志敏的历史地位与功绩：方志敏同志是伟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方志敏同志的一生，是为民族
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方志敏同志
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将永垂青史，他
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党和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方志敏同志是我
们党的骄傲，人民的骄傲。在他身上体现的崇高品格和浩然正气，是
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不懈奋斗。

1994年，方志敏被中央军委评定确定为我军36位军事家之一。
2009年9月，方志敏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

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吴焕先（1907－1935），河南省信阳市新县人。黄麻起义领导者

之一，鄂豫皖苏区、鄂豫陕苏区创建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
挥员，被誉为红二十五军军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
月率紫云区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义，随后坚持斗争并参与创建鄂豫
皖苏区和红二十五军。1932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
区后，吴焕先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总司令。11 月 30 日，中共鄂
豫皖省委在湖北黄安檀树岗重建红25军，任军长。在国民党军重兵
划区“清剿”、苏区大部丧失的严峻形势下，指挥部队集中兵力打
敌弱点，采取迂回、突袭等战术，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
寨等战斗的胜利。1934年4月，红二十五、红二十八军合编为红二

十五军后，任政治委员。与军长徐海东指挥部队转战于鄂东北、皖
西北地区，取得长岭岗、太湖等战斗的胜利，恢复和开辟了朱堂
店、陶家河等根据地。11 月 11 日，奉中共中央指示，与新任军长
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率部进行长征，战胜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
进入陕西南部秦岭山区。他先后任中共鄂豫陕省委副书记、代理书
记，正确制定各项方针、政策，为粉碎国民党军两次重兵“围
剿”，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扩大红二十五军，迎接党中央和中
央红军北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称赞“红25军远征为中国革命
立了大功，吴焕先功不可没！”

1935年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北上策应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
甘肃泾川四坡村附近南渡汭河时遭国民党军突然袭击。吴焕先在指
挥部队抢占制高点的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 28 岁。
吴焕先牺牲后，全军将士万分悲痛，发誓要为政委报仇。经过四五
个小时的血战，终于消灭了敌人，并击毙敌团长。随后，红25军在
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的率领下，于9月和陕北红军会师。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吴焕先献出
了6位亲人的生命，他的母亲、妻子还有那未曾谋面的孩子都被活
活饿死。但他仍带领群众坚持革命斗争，艰苦的环境下，他以坚定
的革命信念，写下了“深山密林是我房，沙滩石板是我床，尽管敌
人逞凶残，坚决斗争不投降”的豪迈诗句。

1963年清明节期间，中共红安县委、红安县人民政府在位于红
安县城东北角的革命烈士陵园 （2010年改建为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
区纪念园） 修建了吴焕先衣冠墓。1979年，国家领导人李先念为墓
碑题词：吴焕先同志之墓。

1985年8月，为纪念吴焕先牺牲50周年，在河南郑州烈士陵园和
甘肃兰州烈士陵园，建立纪念碑和纪念亭。邓小平题写了“吴焕先烈
士纪念碑”碑名；徐向前同志题词：“赤胆忠心，英勇善战”， 程子
华同志为墓碑题词“吴焕先同志永垂不朽”。同年10月，河南省委在
新县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
会。次年11月，在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的日子里，中共甘肃省委、
省人民政府在兰州华林山烈士陵园建立了“吴焕先烈士纪念碑”。碑
身背面镌刻着“红二十五军先烈纪念委员会”撰写的一篇介绍烈士生
平的碑文。

2009年9月，吴焕先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
的英雄模范人物。

2014年4月17日，中央广播网发表文章：红军不怕远征难，功不
可没吴焕先。

曾中生（1900—1935），原名曾钟圣，湖南省资兴人，中国工农
红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1900年生，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
敌指挥部政治部任组织科科长。1927年9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
学学习。1928年冬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中共南
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

1917年秋考入郴州第七联合中学 （今郴州一中），1920年投笔
从戎，1921年从学校毕业到县乐成高小任国文教员。1923年毅然离
开军阀部队，接触革命理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底加
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
六大。历任军委参谋科科长、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
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红四军政委、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
长。1935年8月，由于反对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主义，被张国焘秘
密杀害，年仅35岁。1945年，中共中央在七大上为曾中生平反昭雪。

他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开始军事生涯较早的一位，也是军事
论著最丰富的一位。撰写《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

“剿赤军”作战要诀》等多篇军事著作，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
想。

曾中生同志是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红军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
义战士。他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思敏捷，浑身充满着革命者的战
斗激情和力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身陷狱中，仍奋笔书就了《与

“剿赤”军作战要诀》这篇重要军事著作；成为红四方面军干部提高
军事理论水平的基本教材。

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肯
定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寻求真理、英勇战斗的一生。

刘志丹 （1903 一 1936），陕西省保安县人，黄埔军校四期毕
业，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军事家，陕北红军和陕甘宁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
主要创建人之一。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陕北特委
军委书记，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警备司令、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西北革命军事委
员会委员等职。

1936 年 3 月，率红 28 军参加东征战役，由罗峪口附近东渡黄
河，挺进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 （现柳
林县三交镇） 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

毛泽东获悉后十分悲痛。他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
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
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
磨灭的。”后来，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死
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刘志丹同
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
袖。”这是对刘志丹光辉一生的最好褒奖。周恩来称赞"刘志丹对党
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
党员。"

1936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追悼大会，沉痛哀悼
刘志丹将军。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6 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以志永久纪念。
1940年，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县城北修建了志丹陵园，1943
年陵园建成，将志丹灵柩运回志丹县。4 月 19 日起灵柩于子长县，
并召开了“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4 月 23 日延安各界万人举行公
祭大会，由西北局书记高岗主持，朱德、任弼时、秦邦宪、林伯渠
等讲了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赠送了白绸挽联，并为其题
词，表达了党中央和人民群众对刘志丹将军光辉一生的崇高敬意和
高度评价。

24日，刘志丹烈士的灵柩在高岗、林伯渠、吴岱峰、边区民政
厅长刘景范 （刘志丹之弟）、张秀山、康天明、王世泰、马锡武、
曹力如等护送下运回志丹县，4月26日抵达县城，当地群众祭奠者
络绎不绝。5 月 2 日召开了万人公祭大会，高岗介绍了志丹的生平
事迹，林伯渠、张秀山等先后讲话，尔后安葬于志丹陵园内。

1993 年，为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 90 周年，江泽民同志题词：
“学习刘志丹同志的革命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94年，刘志丹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36位军事家之一。

2003年9月28日下午，经中共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中
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 100 周年
座谈会，曹刚川出席并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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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振堂（1895—1937），河北省邢台人。中革军委委员，中国工
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红五军团军团长，红五军军长。1920年入保定
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26 年 9 月参加北伐战争，1931 年 12 月 14
日，率兵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是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
1932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带领部队先后参加了漳州、赣州、
龙岩、南雄水口战役及在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履历
战功。

1935年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董振堂指挥红五军
团担任全军的后卫，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赫赫战功，并得
到“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1936 年 10 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率部西征，1937年1月，攻占甘肃省高台县城后，被国民党马步芳
部2万余人包围，经过9天9夜的激战，董振堂死守在高台上坚决和

敌军作战，拼死抵抗。在激战中，为了不被敌人俘虏，他选择了举
枪自尽，壮烈牺牲，时年42岁。

在得知董振堂同志牺牲后，广大指战员心情都非常的悲痛，因
为我党少了一位有勇有谋的革命战士。党中央在陕西宝塔山下为董
振堂举办了追悼会，毛泽东和很多的中央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

在董振堂烈士追悼会上，毛泽东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
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1938年黄镇同志出版的《长征画集》中，写有魏传统同志评价
董振堂的诗句：“军团长，董振堂，战士雄姿人尊仰，随身不离
枪。和气待同志，耿耿忠于党。虔诚作殿军，有勇且知方！”

1957年，位于甘肃张掖市的高台烈士陵园建成。陵园内建立了
“董振堂同志纪念碑”和“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五军阵亡烈士
公墓”。园内董振堂纪念亭柱上的楹联是：宁都豪气千秋在，高台
雄风万古传。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在高台烈士陵园建立后，亲笔题写了饱
含激情的悼词：“振堂、海松、厚发、启华、义斋及西路军牺牲的
诸烈士们：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
我牺牲的精神和英雄气概是我军无上的光荣！”

1962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叶剑英元帅抚今追昔，挥笔写下
组诗，缅怀我军五位将帅级先驱。其中七言绝句《高台》是悼念高
台战役中牺牲的西路军最高将领—西路军属下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
的。诗曰：

“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
为你著荣光。”

1979 年 8 月，当年任红一军团第十五师 （原少共国际师） 政委
的肖华上将，也来到高台吊唁董振堂。回忆起战友不禁涕泪沾襟，
也写了两首诗：

“肃立高台悼忠魂，犹闻宁都号炮声。击案愤起干城将，振国
英雄拭雱锋。”

“战死错路志未酬，留取碧血化红旗。七天七夜一步书，悲壮
千古泪沾襟。”

1985 年 8 月 3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从张掖来到高台
烈士陵园时说：“董振堂是个人才，是一位好同志。”

1986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原院长魏传统，于8月30日在高台烈
士陵园题词并写下了一首《董振堂杨克明同志千古》的诗：

昔言讲学设高台，未料城崩动地哀。董杨血战抛头颅，此来含
情尤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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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8月1日中国邮政集团发行《人民军队早期将领(三)》纪
念邮票一套五枚，其中一枚为董振堂将军，董振堂将军纪念邮票首
发式就是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举行的。

“平江惨案”。1939年6月12日，驻平江的国民党杨森奉蒋介石
密令，勾结地方反动势力，派兵包围突袭我新四军驻平江加义通讯
处，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兼湘鄂赣特委书记涂正坤、中共湘鄂赣组
织部长罗梓铭、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秘书兼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曾金
声、中共湘鄂赣特委秘书主任吴渊及通讯处工作人员吴贺泉、赵绿
吟等惨遭杀害，红军家属和革命者被杀害的有1000多人，这就是震
惊中外的平江惨案。“平江惨案”我新四军留守处十几个干部惨遭
杀害，同时，在平江的红军家属及其他革命分子被杀者不下千余
人，其中有一红军家属兄弟八人竟被杀掉六个。

惨案发生后，党中央对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和谴责，要
求国民党当局严惩肇事凶手，并将事件真相昭告天下。1939年7月
7日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举行了追悼平江通讯处遇害烈士大会。

周恩来同志的挽联是：
长夜辄深思，团结精诚，乃是当今急务；
同胞须猛醒，猜疑摩擦，皆蒙日寇阴谋。
1939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万人公祭死难烈士大

会，毛泽东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著名演说。
中共中央的挽联为：
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洗古今憾；
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
毛主席的挽联是：
日寇凭陵，国难方殷，枪口应当向外；
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
刘伯承和徐向前两同志的挽联是：
会集英杰于湘鄂赣边，生而英，死而烈，唯恨抗战方殷，遽而

平江遭暗杀；
竖立旌旗在冀鲁豫境，我渐强，敌渐弱，正期大勋克集，那堪

朔北奠幽灵。
徐特立代表中共湖南省委为追悼涂正坤、罗梓铭等死难者题

词，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才足以安慰死难者在天之灵”。
“皖南事变”。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驻在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

军军部及其所属的一支部队，共约九千余人，奉命北上到日寇后方
开展游击战争，到达茂林一带时，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余
人的包围袭击。因寡不敌众，除突围两千多人外，三千多名指战员
壮烈牺牲，其余被俘。叶挺军长与蒋军谈判中被捕。政委项英、参
谋长周子昆同志被叛徒杀害。激战中，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身负重
伤，为了不拖累部队突围，举枪自尽，实现了“如果有一百发子
弹，要用九十九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做俘虏”的
诺言。 蒋介石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向新四军其他部
队进攻。这个严重事件，震惊中外，史称“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震惊中外。一月十八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
来同志的亲笔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同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声讨

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摧残抗日力量、破坏统一战线的滔天罪行。一月
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
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
恢为政治部主任，并把华中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新四军成
为华东战场上转战大江南北，抗击日寇的决定力量。

左权(1905--1942)，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一期生，是八路军的
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军
事将领。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学习;1934年参加长
征，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长征到达陕北后，左
权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红军东征。1936年，他担任红一军团代理
军团长，率部西征并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任
命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协助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粉碎日
伪军"扫荡"，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
给八路军总部行文发电时，常称“朱彭左”，八路军总部下发命令，
也常以“朱彭左”联名签署，“朱彭左 ”成了八路军总部的代名称，
威震敌后。

左权指挥过多场战役，协助彭德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打响黄崖洞保卫战，以1:6的伤亡比例，重创
来犯日寇。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
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不幸牺牲，年
仅37岁。

左权牺牲后，延安和太行山根据地为其举行追悼会，朱德写下了
悼念诗：

名将以身殉家国，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左权于1942年10月安葬在河北省涉县石门村的晋冀鲁豫抗日殉

国烈士公墓。1950年10月，经中央政府批准，左权灵柩移入位于邯
郸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为纪念左权，辽县改名为左权县。1949年，解放军南下，朱德总
司令要求部队绕道醴陵，去看望左权的母亲。

长征时期毛泽东称赞左权是"神枪手"。朱德称左权是"模范军人
"，是"钢铁般坚强、狮虎般勇猛"的优秀将领"。

左权融合了1925年-1927年大革命时代，内战时代及苏联红军最
先进的战术，为中国著名游击战术创造人之一。他对于坚持华北敌后
抗战，有其永不可灭的功绩。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中的《左权军事
文选》里说:"左权他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个'两杆子'都硬
的将才。"

周恩来于1942年6月21日在《新华日报》撰文说:"左权足以为党
之模范"。

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题词：“怀念左权同志”。
作家刘白羽在1942年文章中说 :"在掌控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

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确是个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德总
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决定之外，一般的工作都由他来处理。他的军
事理论修养、作战经验、指挥能力，都是我们部队参谋工作中不可多
得的人才。"

2012年5月21日，左权将军之女左太北回忆说:"父亲左权是一位
真正的民族英雄。"

左权一生军事著作40多篇，对学习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对国
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9年9月，左权被中央宣传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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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伟绩留千古，革命精神代代传。作为八路军牺牲的最高级别
将领，作为抗战精神的杰出代表，左权光辉的一生，无愧于他的初心
信仰，激励着一代代后来人。

张浩（1887—1942），湖北黄冈人，原名林育英，又名林仲丹，
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最早的工人党员之
一，曾是上海杨树浦部委第一任书记。1933年张浩赴莫斯科任中共驻
共产国际的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年他回
国时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带给中央，带回密电码，恢复了中共和共产国
际的联系。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张国焘的工作，坚决反对张国
焘另立中央。1937年7月，张浩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任八路军一二
九师政委。1938年初，由于他的脑病时常发作，中央将其调回延安治
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张浩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41年8月4
日，日寇飞机飞到延安狂轰滥炸，他的大脑受到严重刺激，病情恶
化，一病不起，于1942年3月6日逝世。

1942年3月8日，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向张浩遗体告别，毛泽东
为张浩题写挽联，高度概括了他光辉一生：

忠心为国，
虽死犹生。
安葬那一天，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徐特立等中央负责同志，

亲自为张浩执绋、抬棺、奠土入穴，将张浩葬于桃花岭山顶。这是毛
泽东唯一一次给人抬棺，足见毛泽东对张浩的感情之深。

2015年8月，张浩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
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马本斋（1901 —1944），回族，中国共产党党员，河北沧州献县
人。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的创建人，八路军冀鲁豫
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抗日民族英雄。

马本斋早年投身奉军当兵，逐级升至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
后，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返乡。全国抗战爆发后，
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义勇队，奋起抗日。1938年率队参加八路军，
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任总队长。次年教导总队改称冀
中军区回民支队，任司令员。马本斋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回民支
队和广大群众中有很高威望。从1937年至1944年，马本斋率部经历
大小战斗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他率领回民支队驰骋在
冀中平原，英勇善战，威名远扬。回民支队获冀中军区授予一面锦
旗，称他们是“打不垮、拖不烂、攻无不克的铁军”。

毛泽东同志称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1938年10月，马本
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 年 2 月 1 日，回民支队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率领
下，赴延安，执行保卫延安的任务。马本斋因患急性肺炎未能随军出
发。出发前，他抱病为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叮嘱同志们“要跟着
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1944年2月7日，马本斋在山东莘县病
逝。

1944年3月17日，延安各界代表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吴玉章、林
伯渠、叶剑英参加了大会。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送了挽词。

毛泽东题写挽联“马本斋同志不死”。
朱德题写了“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的挽联。
周恩来题写的挽联是“民族英雄，吾党战士”。
林伯渠、李鼎铭共挽“率大军抗日寇，远近播英名，冀鲁豫山河

增色；奉教义承母志，生死矢忠贞，伊斯兰健儿典型”。
叶剑英同志评价说：“马本斋同志的斗争道路简单的说，一是抗

日，一是团结，一是信赖党。”
吕正操司令员高度评价回民支队“不仅是党团结回民抗日的旗

帜，也是回汉团结抗日的旗帜”。
1954年遗骸移葬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2009年9月，马本斋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

组织评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
一”。

彭雪枫（1907-1944），河南省南阳人，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杰
出指挥员、军事家，参加过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
征，组织过土成岭战役，两次率军攻占娄山关，直取遵义城，横渡金
沙江，飞越大渡河，进军天全城，通过大草原，曾荣获中华苏维埃政
府颁发的“红星奖章”。领导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任新四军
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和淮北军区司令员、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委员等
职。

1944年，彭雪枫奉命西征，9月11日，在河南夏邑东八里庄围歼
土顽的战斗中，彭雪枫亲自指挥战斗，不幸被流弹击中，英勇殉国，
时年37岁。

他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中国革命史上的
36位军事家之一。

他投身革命20年，被毛泽东、朱德誉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
为了纪念彭雪枫，在河南省镇平县、夏邑县，安徽省宿州市、蒙城县
等地均建了彭雪枫纪念馆，或以雪枫命名的公园或学校。

彭雪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为民族、为人民
忠贞不渝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品德。他光明磊落，不畏艰苦，克
己为人，廉洁奉公，爱护军队，爱护人民，深受人民的爱戴，当地群
众称赞:“新四军乃天下文明第一军!”。他刻苦好学，文武兼备，机智
顽强，是我军卓越的军事家之一。

1945年2月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淮北区党委在洪泽湖边大王
庄，分别为彭雪枫将军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的挽词是：

“为民族为群众二十年奋斗出生入死功垂祖国，打日本打汉奸千
百万同胞自由平等泽被长淮”。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对他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中
华民族英雄，共产党人好榜样。”

陈毅同志曾称赞他：“吾党匡天下，得君亦俊才。”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的共同挽词是：“二十年艰难事

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
人好榜样；千万里山河破碎，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
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在江苏省洪泽县和安徽省宿州市建有彭雪枫将军陵墓和纪念碑。
1946年夏《拂晓报》出至1000期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改名

为《雪枫报》，以纪念1944年9月在河南作战牺牲的彭雪枫同志。
1997年江泽民在出版《彭雪枫军事文集》的时候，称赞道“文武

兼备，一代英才；功垂祖国，泽被长淮”。
2014年9月13日，彭雪枫同志殉国70周年纪念大会在将军故乡

南阳市镇平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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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