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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海上抗战历史的
———大鱼山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西北的东海

海域，有一个形如遨游在海中的大鲨鱼

的岛屿，这就是大鱼山岛。抗日战争时期

威震东海的大鱼山血战就发生在这里，

它是新四军唯一一次海岛战斗，也是人

民军队进行的第一次海岛作战，在军史

上留下了独特而又光辉的一页。

在当年烈士血染的地方矗立着大鱼

山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如下：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新四军

浙东纵队命令海防大队第一中队向大鱼

山岛进发，在舟山开辟海上隐蔽的游击

革命根据地。因敌特告密于八月二十五

日，敌人拼凑一百多个日军和四百余个

伪军，调遣五艘木壳机轮，二艘登陆艇和

“105”号大型战舰和两架飞机，在猛力火

力的掩护下包围大鱼山岛，坚守在大鱼

山岛的六十四名指战员，英勇顽强地与

日、伪军浴血奋战七小时，终因寡不敌

众，除一部分同志突围外，三十七名指战

员，壮烈牺牲。

长期以来，大鱼山战斗革命烈士纪

念碑在当地发挥着继承革命传统、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的作用。

渊一冤

自从那场血战发生后，每年的农历

七月初七，岛上的居民都会把这一天作

为岛上的忌日，自发来到烈士血染的地

方，用当地渔民特有的方式祭奠在这里

壮烈殉国的新四军战士。20 世纪 50 年

代，他们又将散葬于各处的烈士遗骨集

中迁葬到当年的主战场———大岙岗，并

在山顶立了一块花岗岩石碑。

1988 年，中共岱山县委、县政府为

更好发挥遗址遗存的爱国主义教育作

用，拨专款在大岙岗山腰上修建了这座

大鱼山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碑身呈塔

形结构，用白色大理石砌成，高 7.75 米，

占地 19.6 平方米，正面镌刻着“革命烈士

纪念碑”几个金色大字；碑座正面是“大

鱼山战斗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永垂不

朽！”的铭文，碑座两侧分别刻着纪念碑

碑文和 37 位烈士的英名，尚有 5 位无名

烈士没能刻上。

渊二冤

重读碑文，不禁让人回到战争岁月。

1944 年，为配合盟军的太平洋大反攻，

浙东新四军游击纵队派遣海防大队第一

中队，深入位居东海要冲的大鱼山岛，开

辟海上隐蔽的抗日根据地，作为海上反

攻的跳板。8 月 21 日，第一中队的 64 名

指战员夜渡上岛以后，就积极宣传政策，

发动群众，争取驻守在岛上的伪军。但他

们的行动还是被汉奸跑去告了密。8 月

25 日正是农历的七月初七，日军以绝对

优势的兵力团团包围了大鱼山岛，一场

血战就此展开。

这是一次兵力武器相差悬殊的战

斗。我军 64 人，仅有机枪 ３ 挺、土炮 ２

门、长短枪 50 多支，每人配备手榴弹 ４

颗、子弹 100 发；而日军投入海陆空五六

百人，出动舰艇 10 多艘、飞机 ２ 架，各

种大口径火炮、机关枪数十门。敌人总兵

力近十倍于我，火力数十倍于我，这次战

斗注定是一场恶仗。但身陷险境的新四

军指战员临危不惧，迅速抢占了岛上的

3 个制高点，与由飞机大炮武装的敌人

连续激战 ７ 个小时，击退了敌人 4 次疯

狂进攻。

这是一次彰显气节气壮山河的战

斗。大鱼山岛孤悬海上，一时间外无救

兵，后无退路。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一

天滴水未进的新四军战士顽强还击。子

弹打完了用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用石

头砸，石头用完了就跟敌人展开肉搏战，

抱着敌人跳下山崖滚入大海。指导员严

洪珠身负重伤，仍然伏地爬行整个阵地

鼓舞士气。他 16 岁就参加革命，壮烈殉

难时年仅 22 岁。当日伪军占领山岗，企

图活捉伤员时，一名战士怀揣两颗手榴

弹跃身冲向敌群，边跑边拉动引线，炸死

多名敌军，自己也当场牺牲。烈士的鲜血

染红了大鱼山岗，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

卫了民族的尊严，表现了中国人民誓死

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

精神。当年驻守舟山群岛的日军头目评

价说“这是日军在中国海岛作战中所遇

到的一次最顽强的硬仗”。敌我伤亡之比

为 ２∶1，日军死伤 50 多人，伪军死伤

30 多人。但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

绝，除一部分同志突围外，42 位壮士血

洒大鱼山岛，他们的英灵永远屹立在这

片山岗上，守卫着海岛。

当时人们就说：“北有狼牙山，南有

大鱼山”，这次战斗被誉为“海上狼牙山

之战”。事后新华社发了战报，新华广播

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了这场重创敌寇的海

上战斗，《解放日报》作了全文转载，《浙

东战斗报》社为此专门出版了《血战大鱼

山》连环画，还有人专门谱写了纪念这次

战斗的《海防大队之歌》———“呼呼怒吼

的风啊！白浪滔滔的海啊！漂泊在海上的

船啊！都有我们同志在啊……”此战规模

虽小，较少见诸史册，但其悲壮激烈却是

14 年抗战的一个缩影。

渊三冤

大鱼山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虽

然不到 200 个字，但它简洁有力，主题鲜

明，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

一是详尽叙述了事件的全部经过。

纪念碑文按照内容划分，可分为纪传体

碑文和纪事体碑文两种。大鱼山战斗革

命烈士纪念碑碑文属于纪事体碑文，不

但说明了当年那场血战发生的时间、地

点，涉及的部队、人物，而且交代了事件

的前因、后果以及经过，使后人对那场战

斗了解的清楚明白，情景历历在目。

二是抒发了对革命烈士深切的怀念

和敬仰之情。碑文开头点明了当时革命

形势的严峻和环境的恶劣，又彰显了新

四军战士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

神和英雄气概。接下来对敌人兵力装备

的详细记录，反衬了新四军战士不畏强

敌、浴血奋战的英勇顽强，瞻仰者的敬仰

之情油然而生。碑文最后交待悲壮的战

局，又使人一下陷入深痛的追思和怀念

之中。

三是激励后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新中国成立已经 70 多年了，我们永远不

能忘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正是无数先烈用鲜

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

一定要倍加珍惜！要坚定不移地沿着革

命先辈们开辟的道路走下去，不断发展

壮大自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渊葛传根冤

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

馆，陈列着一份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

特殊文件———《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

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颁布的第一部反腐

法令，见证了我们党刀刃向内的坚定决

心和依法反腐的伟大开端。

打响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第一枪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随着

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党和苏维埃政府

各级工作人员贪污、浪费、腐败等现象也

逐渐表现出来，不仅耗费大量的财力、物

力，影响苏区经济的发展，还严重损害党

和苏维埃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为

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各种腐败行为予

以批判和打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

立之初，设立了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部，代表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负责对苏维埃工

作人员贪污浪费等犯罪行为提起公诉。

该部下设控告局，接受工农群众对苏维

埃缺点和错误的控告事件，号召群众检

举揭发，把贪污分子驱逐出苏维埃。中华

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还专设

“突击队”“铁棍”“铁锤”“铁帚”“可耻的

黑板”等专栏，专门刊登揭露苏维埃的各

种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现象。从第 56 期

起还专门开辟“检举运动专号”，以推动

反贪污浪费运动。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

号召及苏区军民的支持下，反腐倡廉运

动在中央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

查处了一些贪污浪费案件。

1932 年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

干部谢步升因贪污、偷窃等罪行被查处，

由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设在叶坪村，

因此谢步升有些熟络关系。这种情况给

案件审理带来一定阻力。对此，毛泽东力

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

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

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

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这样一来，

案件调查工作得以顺利展开。最终，谢步

升被依法判处死刑，打响了中央苏区反

腐倡廉的第一枪，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

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

出台党的第一部反腐法令

随着反腐运动的深入开展，党和苏

维埃政府领导人逐渐发现，由于缺少针

对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专门法令，使得

此类案件的审判与量刑没有具体的量刑

规定与依据，亟需出台一部专门针对惩

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令。

毛泽东亲自谋划、身体力行，推进党

的第一部反腐法令正式颁布。毛泽东多

次在公开场合指出：“共产党的旗帜就是

要打倒一切贪官污吏!”“应该使一切政

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

犯罪。”并通过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

维埃大学及各种训练班等形式对党员干

部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

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持廉洁奉

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党性修养

和优良作风，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干部抗

腐拒变的能力。此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人还率先垂范，在吃、住等方面，不享受

特殊待遇，与普通干部同甘共苦，为苏区

的反腐倡廉树立了榜样。

毛泽东与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等一

起多次征询司法机关领导人、工作人员

及工农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惩治贪污

浪费行为的标准进行了细致地调查论

证。特别是在死刑的量刑上，毛泽东等人

也是极为谨慎。既参考了苏联的相关法

令法规，又结合苏区的实际情况。训令对

犯有贪污及浪费行为的苏维埃机关、国

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制定了明

确的惩治标准。作为党的第一部关于反

对贪污浪费的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

行为》对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

体工作人员的贪污浪费行为作出了具体

的惩治办法与量刑标准，党的反腐败斗

争从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树立了清正廉洁
勤政为民的清风正气

为促进这一法令在中央苏区顺利推

行，保证其权威性，《关于惩治贪污浪费

行为》以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的名义公

开发布。同时，为了让更多群众了解这一

法令，毛泽东还充分利用《红色中华》报

这一苏区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报纸

的宣传作用，将其刊登在 1934 年 1 月 4

日的《红色中华》报上。毛泽东号召民众

揭发腐败分子的错误，要发现一个，严惩

一个，决不姑息。

此后，苏区各级司法机关根据毛泽

东的指示，充分依据《关于惩治贪污浪费

行为》，查处、审判了许多贪污腐败案件。

如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

仁达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等合计

大洋 2000 余元；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

公款、携款叛逃、盗窃军事机密；于都县

军事部部长刘仕祥等人贪污公款、利用

职权经商牟利等先后都被最高法庭判处

死刑。

1933 年 10 月，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

维埃代表大会（野二苏大会冶）的召开，中

央政府决定兴建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

烈士纪念塔等“六大建筑”，并将建筑施

工任务交给中央政府总务厅负责。总务

厅专门成立了“二苏大会”基建工程所负

责组织施工。可是，“二苏大会”基建工程

所主任左祥云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

款，私开路条，并携款潜逃，最终叛变投

敌。中央工农检察部根据群众举报，组织

力量迅速查处了这一要案，查清了左祥

云的犯罪经过。

1933 年 12 月 28 日，毛泽东主持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

讨论了左祥云及总务厅腐败案件。1934

年 1 月 4 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公布案件

相关人员的决定。然而此时却有人出来

说情。对此，毛泽东强调一定要严格按照

《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的规定来

进行判决，要求将此案件作为全苏区的

警示教育材料，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

举行审判大会，对案件进行公开审理，让

苏区的干部群众都来看一看、听一听。

1934 年 2 月 13 日，案件公审大会在中央

政府大礼堂举行，临时最高法庭依据《关

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的规定，判处

左祥云枪决，另有两人分别被判处 6 年

监禁和罚苦工 1 年。

据统计，截至 1934 年春，中央苏区

共查处 200 余起贪污腐败案件，有力打

击了贪污腐化分子，向全苏区党政干部

敲响了反腐警钟，树立了清正廉洁、勤政

为民的清风正气，有力地巩固了苏维埃

政权。

渊钟军 苏春生冤

军史文物翌绎

中华英烈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

览厅里，静静地摆放着一件文物———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自制的棉衣。经过

七十多年的沧桑洗礼，这件粗布棉衣

有些褪色发黄，但它却是革命前辈在

大别山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宝贵

见证。

1947 年 8 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

大别山，揭开了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

战略进攻的序幕。坚持战斗两个多月

后，初冬的大别山区阴雨连绵、寒风袭

人。到了夜里，身着单衣的战士们在野

外冻得背靠背、身挨身，蜷缩成一团，

难以入睡，寻找冬衣成了急需解决的

问题。然而，由于部队立足未稳，且远

离后方，物资匮乏，短时间内凑齐 10 万

多套棉衣几乎不可能。从后方筹措这

么大数量的物资送往大别山，沿途要

经过敌占区，难度和危险也可想而知。

党中央和毛主席电令刘邓大军自行筹

备缝制过冬的棉衣并坚持到 12 月或 1

月，或能等到后方接济。随即，刘伯承

司令员指示各部队，就地购买材料，自

行缝制棉衣。

于是，各部队根据政策和群众纪

律，派出工作组向商家和群众购买、筹

借布匹和棉花。与此同时，部队在作战

中也缴获了一些布匹和棉花。当人民群

众得知解放军急需棉衣过冬的事情后，

纷纷找到部队进行捐赠。穷苦的乡亲们

本来就过着“一套棉衣穿三代，一条麻

袋御风寒”的苦难日子，可他们却慷慨

地送来仅有的一块土布、一包棉花等，

有的还把拆洗过的旧粮食口袋送来。看

着一个个衣不遮体、遍身破絮的乡亲，

战士们深受感动，同时也决心要为受苦

受难的人民群众奋勇作战。

经过东拼西凑，部队总算把做棉

衣的材料筹齐了。但这些布匹有红、

蓝、白等各种颜色，为了把颜色统一，

战士们再次发挥创造精神，自己调色

染布。大家尝试着用稻草灰、锅底灰、

烟灰等各种原料调色染布，同时，还用

树枝、竹鞭以及自制的弹弓弹棉花。布

染好了，棉花也准备好了，下一步就是

裁剪。有的战士脱下衣服依样画葫芦，

裁的裁，剪的剪，有的则向当地妇女请

教缝衣技巧。对于从没做过针线活的

战士们，絮棉花、锁扣眼、上口袋，处处

都是难关。虽然当地妇女们都主动出

来帮忙，可任凭她们再热心，也无法使

战士们一下子变成“巧妇”。尤其是开

领口，不是大了，就是小了。为此，刘伯

承、邓小平两位首长专程来到战士中

间，给大家做示范，手把手地教大家。

刘伯承还教会战士们“简易裁领法”：

用一只搪瓷碗扣在领口位置上，照碗

大小画圈裁出领口，这样裁出的领口

不大不小正合适。

经过半个月的缝制，10 万多套棉

衣制成了。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把自己

刚缝制好的棉衣穿在身上，笑呵呵地

对刘伯承说：“你看，这穿在身上不是

很好吗？我们的军队就是有这么一个

最大的长处，只要我们自己动手，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时任十八旅政委李

震还写了首《棉衣歌》，生动地描述了

当时“棉衣战”的场景：“此事古今从未

闻，千古奇迹出我军。一切困难皆可

度，全在万众是一心。”

与制式军服相比，一针一线都出

自战士之手的棉衣，不太合身也不好

看，可它却为将士们与数十万敌军苦

战一冬、牢牢守住大别山革命根据地

提供了有力保障。

渊曹亚铂冤

王一飞：不为时代之落伍者

走进浙江上虞丰惠镇小庙弄

6 号，抬眼就能看到一幢典型的明

清庭院式建筑，俗称“王家台门”，

坐南朝北，青砖墙，石库门，这里

就是英烈王一飞的故居。

王一飞，1898 年 11 月 17 日

出生。1910 年，考入绍兴山会初级

师范学堂。1919 年，受五四运动影

响，他前往上海探索革命真理，开

始了革命的历程。

1921 年，王一飞被派往苏俄，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 年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负责

人。1924 年 6 月，王一飞参加在莫

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少共

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同年 7 月，

他以中共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

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

代表大会。

因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

要，1925 年初夏，王一飞根据党的

指示回到祖国，在中共中央军委

工作，不久又被任命为上海区委

书记，负责上海和浙江两地的党

务工作。在上海工作期间，王一飞

与陆缀雯结婚。他常对妻子说：

“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

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牖下，寸

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亦不愿！”

北伐战争期间，当北伐军进

入江西战场与军阀孙传芳部激战

时，王一飞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共

中央军事特派员的身份赴江西前

线视察，加强与北伐军苏联总顾

问加仑将军的联络，多次向中共

中央汇报情况，反映江西战场敌

我力量对比状况，就北伐军继续

进军的方针和部署，提出切实可

行的建议。

1927 年 1 月，王一飞回到上

海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紧张地

投身于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

起义的准备工作。“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

杀共产党人，上海处于白色恐怖

之中。

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

来主抓军事工作，并以中央军委

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八七会议，会

后被派往鄂北指导秋收暴动的准

备工作。虽然这次暴动未能实现，

但他在鄂北播下了革命种子，扩

大了党的影响，为后来鄂北革命

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0 月中旬，党中央派王一飞

和罗亦农前往长沙，负责改组中

共湖南省委，并任命王一飞为中

共湖南省委书记。根据中央指示，

湖南省委决定举行长沙暴动，由

王一飞任总指挥。曾与王一飞在

一起工作的刘英回忆：“在准备长

沙暴动的日子里，一飞同志亲自

积极组织联系，到处奔忙，辛苦万

分，但他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并

经常不断地鼓励我们。”

12 月 10 日，长沙暴动的枪声

打响了。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

殊，暴动未能成功。长沙暴动失败

后，白色恐怖再次笼罩长沙城。反

动当局疯狂地搜捕共产党员和革

命群众。1928 年 1 月 11 日，由于

叛徒告密，王一飞不幸被捕。

1 月 18 日，王一飞高呼“中国

共产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

的口号英勇就义。王一飞牺牲后，

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只给妻子留

下两人合拍的照片和两人往来的

51 封书信。

渊唐弢冤

刘邓大军自制的棉衣

党史上的第一部反腐法令

叶红色中华曳报刊登的反对贪污浪费尧厉行节约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