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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义纪念碑园位于广西壮族

自治区百色市城东路后龙山上，鹅江和

澄碧河在山脚交汇，形成闻名遐迩的右

江，向远方流去。百色起义纪念碑高高

耸立在后龙山纪念碑园的中央，洁净的

白色碑体上方凸显的柠檬黄色嵌字

“1929”，这是百色起义的年份。碑座正面

是邓小平亲笔题写的“百色起义的革命

先烈永垂不朽”13 个金色大字，两侧分

别是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广西警备第

四大队来到百色，韦拔群举办农民运动

讲习所的两幅浮雕，背面镌刻着百色起

义的纪事碑文，全文如下：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袁中华民族

遭受深重灾难遥 20 世纪初袁由于帝国主

义疯狂掠夺尧 封建土司制度残酷压迫尧
军阀连年混战袁 右江大地生灵涂炭袁哀
鸿遍野袁到处燃起人民反抗的烈火遥

1929 年 12 月 11 日袁中共中央代表

邓小平和张云逸尧李明瑞尧陈豪人尧雷经

天尧韦拔群等领导由我党掌握的广西警

备第四大队尧 教导总队和右江地区农

军袁胜利举行百色起义袁创建了中国红

军第七军遥 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红七

军前委书记尧政治委员袁张云逸为军长遥
同日袁在恩隆渊今田东冤县平马镇召开右

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袁成立了

右江苏维埃政府袁雷经天任主席袁韦拔

群等 10 人任委员遥 随后袁右江地区有 16
个县相继建立革命政权袁形成全国瞩目

的拥有 3 万平方公里尧100 万人口尧逾万

人武装力量的右江革命根据地遥
1930 年 11 月袁 红七军主力部队奉

命离开右江袁经过桂尧黔尧湘尧粤尧赣 5 省

边界 7000 里的艰苦征战袁 于 1931 年 7
月到达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袁被编入红

三军团袁成为人民军队南征北战的一支

劲旅遥
红七军主力部队北上远征后袁国民

党桂系军队疯狂野围剿冶和屠杀根据地

军民遥 中共右江特委领导红七军第二十

一师和根据地人民进行了两年艰苦卓

绝的反野围剿冶斗争遥 右江革命根据地丧

失后袁共产党继续领导各族人民建立滇

黔桂边游击根据地袁 参加抗日战争尧解
放战争袁 革命斗争再现汹涌澎湃之势袁
一直到新中国的诞生遥

右江地区军民在创立尧建设和保卫

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袁在红七军北上的

艰难征途中袁在艰苦卓绝的反野围剿冶战

斗中袁 在百色起义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

中袁历尽了人间罕见的艰辛袁付出了英勇

惨烈的牺牲袁显示了惊天动地的气概遥韦
拔群尧 陈洪涛等 5000 多名革命英烈袁用
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右江人民革命历史最

英勇壮烈的篇章遥
威震南天的百色起义袁 是继南昌起

义尧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袁中国共产

党独立领导的又一次规模和影响较大的

武装起义袁 极大地动摇了西南半壁的封

建反动统治袁 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

展遥 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实行野工农武装割据冶的伟大创

举袁 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

典范袁 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提供了重

要经验袁 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

一页遥
英雄立天地袁浩气荡千秋遥为铭记百

色起义这一光荣的历史袁 缅怀革命先烈

的英雄业绩袁以旌伟业袁慰忠魂袁激励在

世袁启迪后人袁1984 年 12 月百色市人民

政府修建了百色起义纪念碑袁又于 2006
年 12 月修缮此碑遥

百色起义的英雄业绩光照千秋浴
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浴

百色市人民政府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碑文回顾了起义的历史背景和组织

情况，记录了右江地区军民在百色起义

之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历尽了人间罕

见的艰辛，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读来感

人至深、催人奋进。

实事求是、勇于求变的革命斗争。

1929 年 7 月，邓小平作为党中央代表

被派到广西领导革命斗争。中共六大

虽然肯定了建立根据地是决定革命新

高潮的“更大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

力之一”，但仍然把工作重心放在城

市。1929 年 10 月，中央要求广西党组织

“应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沿梧、邕交

通线的职工运动”，呈现出明显的“城

市中心论”倾向。在俞作柏、李明瑞受

国民党改组派策动、仓促出兵攻打广东

军阀陈济棠的紧要关头，邓小平等起义

领导人并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以城市

为中心工作的指示，而是深刻分析了当

时广西的革命形势，毅然将所掌握的武

装力量转移到了群众基础较好、蒋桂力

量难以控制的右江农村地区。11 月中下

旬，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副队长蒙志仁率

部在龙州叛变。根据形势变化，邓小平

决定改变左右江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的

计划，重新部署，右江先行起事，最终

于 1929 年 12 月 11 日，在广州起义两周

年之际，成功发动百色起义，在民族边

疆地区探索走出了工农结合、武装割

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道路。

审时度势、团结奋斗的统战实践。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干部来到广西

后，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既注重对上层

的“将变”，亦重视部队中下层官兵的

“兵变”。他们同俞作柏、李明瑞真诚交

往，坦诚合作，使得在大革命失败两年

后，广西出现了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密切合作的局面。

在巩固右江苏维埃政权时期，中国

共产党巧妙地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

有机结合起来。1930 年制定了右江地

区的《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

例》，使无地缺地少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分到土地，增强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右

江苏维埃政府还广泛吸收少数民族同

胞加入军队，创建了右江赤卫队，领导

人民打土豪、惩军阀，大部分赤卫队成

员后编入红七军成为革命主力。正是由

于党不断发扬团结奋斗的工作作风，才

使百色起义取得最终胜利。正如碑文中

写到的“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

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

的成功典范”。

百折不挠、对党忠诚的信仰丰碑。

百色起义中涌现出无数不怕牺牲、对党

忠诚的革命先烈，韦拔群就是其中的杰

出代表，被广西各族人民亲切地称为

“拔哥”。

1930 年 10 月，红七军集中在广西河

池整编，韦拔群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决定，

把第 21 师 1000 多名优秀的官兵毫不犹

豫交给了即将远征的两个主力师，仅留

下 100 余人留守右江苏区继续战斗。其

间，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到反动军阀的疯

狂反扑，韦拔群被叛徒出卖并遭残忍杀

害。纵观他的一生，出身富裕家庭，为了

革命事业，6 次变卖家产：土地、耕牛乃

至妻子的嫁妆。他全家 20 余人，有 18 人

为革命献出生命，没有留下一个直系后

人……表现出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和对

党绝对忠诚的崇高境界。根据碑文记载，

有 5000 多名优秀的各族儿女，在浴血斗

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纪念碑后方坐

落《英魂千秋》雕塑，上面镌刻着百色起

义时期牺牲的 3989 位烈士名录，他们留

下的伟大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最宝贵

的精神财富。

渊侯琳冤

又到“8·15”。

火辣辣的烈日投射到中华门城墙

上，热浪炙烤着大地，此时的南京城犹

如一个巨大的火炉。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79 周年

纪念日，走进这座满目抗战印记的城

市，心中热血滚烫。

87 年前发生在南京的那场抵御外

敌的悲壮战事，赋予了这座六朝古都不

屈不挠的性格。紫金山、光华门、雨花

台、赛虹桥、下关……每一处地名的背

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

1937 年 12 月 1 日，侵华日军兵分

三路，围攻南京。此后 10 多天里，保卫

南京的中国守军奋起抵御，决死拼杀，

血染山冈、城墙、街道、江边……一个

个效命沙场的英雄轰然倒下，一段段

热血忠勇的故事流传至今。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原副会

长、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朱成山教

授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了记载那段

历史的一本本史料。在那场悲壮且又

充满血性的战事中，无数抗日英烈血

染沙场，寸土必争，用血肉之躯坚守到

了最后一刻。

紫金山，面对日军飞机、大炮的狂

轰滥炸和彻夜炮击，中国守军虽伤亡

过半，仍死战不退。战况最激烈时，一

位连长身绑几枚手榴弹坚守阵地，日

军冲上来时，他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

与敌人同归于尽；

光华门，日军用野山炮轰塌城墙。

面对冲上城墙的日军，中国守军同敌

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敌人几次冲

上来，又几次被压下去。

……

“这场战事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明

确的信息———即便当时作为首都的南

京失陷，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意

志永远不会改变，行动永远不会停止。

中国不会亡！”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王山峰告诉

记者，南京陷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武装一直活跃于南京周边，与敌

人进行英勇斗争。

在南京市江宁区的云台山下，65

名新四军官兵的英魂静静长眠于抗日

烈士陵园中。

1939 年 2 月 25 日，新四军二支队

三团一营的官兵进驻云台山后石塘

村，遭到日伪军包围，包括营长邱立生

和教导员王荣春在内的数十名官兵在

战斗中英勇牺牲。战后，当地百姓将烈

士遗骸就地掩埋在云台山上。新中国成

立后，当地政府修建烈士墓，将 65 具遗

骸集中安葬，并建立烈士纪念塔，将抗

日烈士名字镌刻于上。

“每一个烈士名字背后都有一段英

勇抗敌的感人故事。”云台山抗日烈士

陵园讲解员程侦满说，“这些为了国家

和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值得被后

人永远铭记。”

青山处处埋忠骨。

1938 年，新四军组建先遣支队挺

进横山，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0 年 8 月 2 日，日伪军趁新四军

主力挥师北上、进军苏中之际，对抗日根

据地形成包围，部分新四军战士在突围

时遇难。2009 年，南京市江宁区政府设

横山烈士纪念碑，用以缅怀革命先烈。

如今，云台山抗日烈士陵园、横山

烈士纪念碑等都已成为南京市红色教

育的名片，每到清明节、抗战胜利纪念

日，前来参观凭吊的游客络绎不绝。

行走在南京街头巷尾，不经意间便

可触摸一处处抗战印记。这座城市从未

忘记长眠于此的抗战英雄们。

紫金山北麓，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

念馆，肃立于一片苍翠的树木中。烈日

当空，游客络绎不绝，他们重温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中、苏、美等国飞行员在

中国大地上联合抗击侵华日军的血色

记忆。张爱萍将军题书的“抗日航空烈

士纪念碑”背后，矗立着 30 座呈弧形排

列的英烈碑，镌刻着 4296 名中外抗日

航空烈士的英名。每一个烈士名字的背

后，都是一首气贯长虹的抗日壮歌。

巍巍紫金山，见证了这座城市奋力

抗战的烽火硝烟；滔滔长江水，诉说着

这座城市不畏强敌的英雄故事。

中华门城墙上的累累弹痕，历经

87 年风雨侵蚀，依然历历在目。城门下

巨大的拱券门洞里，几位老人正在悠闲

地健身。做讲解工作的杭春喜跟老人们

点头示意后说：“当年中国军人浴血抗

战，保卫家国，不就是为了今天的人们

能够享受和平安宁的生活吗！”

曾经遭受日寇铁蹄践踏的南京城，

如今梧桐成荫，车水马龙，一派祥和的

氛围。

在“8·15”这个特别的日子，走在这

座沐浴着和平阳光的城市，可以欣慰地

告诉抗战先烈们：这盛世，如您所愿！

渊丁增义 郭中正冤

彭雪枫将军生前使用过的印章

威震南天的百色起义
———百色起义纪念碑碑文敬读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的

抗日战争文物中，有两枚彭雪枫生前使

用过的印章，分别为水晶、铜质地。一枚

印章长 1.5 厘米、宽 1.5 厘米，高 5.1 厘米，

另一枚印章长 1.7 厘米、宽 1.7 厘米、高 5

厘米。1959 年由河南省博物馆、安徽涡

阳县兵役局移交。

彭雪枫，原名彭修道，1907 年出生

于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七里庄。1925 年

在北京育德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五

卅”运动，被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

同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 年转入北京汇文中学，同年 9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汇文中学支部

书记，负责北京东城的学生运动。

1927 年春，参加北京南苑农民暴

动失败后，彭雪枫辗转于北平、天津、

烟台等地，从事秘密革命活动。1930 年

初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同年 5

月被派到湖北阳新，任中国工农红军

第五军第五纵队第三大队政治委员、

红八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6 月任红三

军团第八军第六师政治委员，7 月在攻

打长沙战役中率部首先攻入城区。后

又参加了吉安、赣州、漳州、水口等战

役战斗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

战。1931 年底任红三军团第二师政治委

员，1932 年春夏之交，彭雪枫指挥第二

师参加宜（黄）乐（安）战役，歼敌第五

十二师高树勋残部。8 月当叛徒在江西

乐安带 1 个团投敌时，他亲往追赶，粉

碎了第二师师长郭炳生的叛变阴谋，

挽救了部队，荣获“红星奖章”。

1933 年，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

委员的彭雪枫，在抚州八角亭遭敌包围，

他亲自率师通信排开展反冲锋，最终击

退敌人，转危为安。1934 年，他先后任江

西军区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政治委员和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 1 局局长。曾获

二等红星奖章。同年 10 月参加长征，任

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一梯队队长、红三军

团第五师师长，1935 年 2 月部队缩编，

第五师编为第十三团，彭雪枫任团长。在

攻克娄山关、遵义城等战斗中率部担负

主攻任务。同年 9 月调任陕甘支队第二

纵队司令员。到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四

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等

战役。后到抗日红军大学（抗日军事政治

大学的前身）学习。1936 年秋被派往太

原等地，做团结各界爱国人士、联合阎锡

山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彭雪枫被任命

为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

主任。曾应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

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之邀，到山西大学

讲授《游击队政治工作教程》，指出到敌后

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性，阐明游击队政治

工作的地位、作用、任务、原则和内容，后

由延安解放社印成单行本在各抗日根据

地发行。1938年春调赴河南确山竹沟，任

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组织训练抗日

武装。同年 9月，中共中央组建新四军游

击支队，任命彭雪枫为司令员兼政治委

员。随着新四军游击支队影响的日益扩

大，许多地方武装相继加入该部。到 1939

年底，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部

队发展到 15个团，共 l.78万余人。经新四

军军部决定，1940年 2月 1日，游击支队

正式改称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任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7 月，第六支队与八路军

南下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

任司令员。

1941年皖南事变后，彭雪枫任新四军

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42 年兼淮北

军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邓子恢等领导根

据地军民同日伪军及国民党顽固派军队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取得 1942

年冬季淮北反“扫荡”和 1943 年 3 月山子

头战役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北抗日根

据地。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带

领下，拥政爱民运动在新四军中也逐步展

开。1943年 8月 10日，淮北大柳巷新筑的

淮河大堤决口，淮水倒灌，险情火急。当时

正在开会的新四军第 4 师师长彭雪枫得

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率领与会人员赶赴抢

险，并在惊涛骇浪中带头抱草抬泥、下水

堵漏。经过 6个小时奋战，终于堵住了决

口，周围的百姓得免于难。

1944年4月 18日，侵华日军开始实施

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步———平汉作

战，于5月9日打通了平汉铁路，5月25日

攻占河南省政府、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

洛阳，河南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为了恢复新

四军第四师原开辟和创建的豫皖苏边区，

1944年 8月 15日，时任第四师师长的彭雪

枫率第十一旅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团，第九

旅第二十五团和师属骑兵团及萧（县）铜

（山）独立团1个营，从泗洪县东南的半城集

等地出发西进，于20日在宿县以北越过津

浦铁路进入萧县以南地区。国民党顽军极力

阻止新四军西进，在新四军的反击作战中，

师长彭雪枫于9月11日在夏邑以东八里庄

指挥作战时牺牲，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

的最高将领。

1945 年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和八路

军总部在延安大礼堂为彭雪枫举行了追

悼大会。毛泽东亲自为彭雪枫写了挽词：

“雪枫同志在与敌人斗争中牺牲了，全民

族和全党都悲痛这个损失。为了补偿这

个损失，应该学习雪枫同志的英勇精神，

更加努力扩大解放区，扩大八路军、新四

军，促成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使日本

侵略者在有效的联合打击下早日消灭，

使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中共中央送他的挽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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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9 月 10 日，彭雪枫被中宣

部等评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

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以彭雪枫为

代表的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为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浴血奋战，直至献出最宝贵的

生命。他们永远激励着每一位中华儿女

砥砺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

懈奋斗。 渊尹琛冤

“8·15”，触摸一座城市的抗战印记

中华英烈

陈延年：面向屠刀决不跪下
“为了国家奉献自己，不分年龄大

小。这是先辈陈延年给我最深的体

悟。”近日，青年演员张晚意在社交媒

体分享了在影视剧《觉醒年代》中扮演

陈延年的感受。这部讲述中国共产党

创建历史的电视剧，用丰富而又细腻

的叙事方式，还原时代风骨，尤其在青

年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令“90 后”张晚意震撼的是，陈延

年作为那个年代的“90 后”，虽身处于

黑暗，却心中始终充满光明，“他被国

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仅 29 岁，却从未

畏惧，是一位有激情的热血青年”。

陈延年又名遐延，陈独秀长子，是

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卓越领

导人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898

年生于安徽怀宁，1915 年考入上海法语

学校专攻法文，1917 年考入震旦大学攻

读法科。

1919 年 12 月，21 岁的陈延年赴法

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他通过自己

的亲身经历和学习，摒弃了原先信仰

的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他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共

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任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少年》月

刊编辑工作。1922 年秋，他加入法国共

产党，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 年夏，陈延年回国，于秋天被

派赴广州工作，先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

组织部部长。不久，他又被任命为中共广

东区委书记。他极为重视加强党的建设，

健全区委领导机构，建立党课制度，着力

于党员的培训和教育，加强党的团结。到

1927 年 3 月，广东党组织已拥有 9000

多名党员，是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

织机构最健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

力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1925年 6月，陈延年和邓中夏、苏兆

征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陈延年不仅是热血青年，更是革命

烈士，是党的忠诚战士。1927 年春，陈

延年赴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

国代表大会时，被任命为中共江浙区委

书记，他当即转赴上海，途中上海发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 年 6 月，中共中央撤销江浙区

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陈延

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笼

罩下的上海，陈延年和赵世炎等不顾危

险，寻找失散的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组

织，积极开展斗争。6月 26日，陈延年遭

国民党军警逮捕。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

共党组织的秘密，对陈延年用尽酷刑，将

他折磨得体无完肤。但陈延年以钢铁般

的意志，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

1927 年 7 月 4 日晚，陈延年被国

民党反动军警押赴刑场。刽子手喝令他

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

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几个

执刑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松手挥刀

时，不意陈延年又一跃而起，这一刀未

砍着颈项，刽子手也差点吓得摔倒。最

后，他竟被凶手们按在地上以乱刀残忍

地杀害。

英烈功勋彪炳史册，烈士精神烛照

未来。在陈延年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近

些年当地深入挖掘红色故事，举办陈延

年陈乔年革命事迹展、红色宣讲等系列

活动，多形式展现革命先辈“为有牺牲多

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

“对革命先烈最好的致敬，就是赓

续他们的精神。唯有在新征程上奋力前

行，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先烈的时代伟

业。”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专

家方庆寨说。

渊张紫赟冤

红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