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内，陈列着一份 1933 年中革军委颁

发的《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中国工

农红军誓词》为竖排铅印版，长 21.8

厘米、宽 19.5 厘米，毛边纸质，呈灰

褐色。1954 年，瑞金革命纪念馆筹备

处从当地群众手中将其征集入馆。这

份誓词是八一建军节诞生和中国工

农红军发展壮大的重要历史见证，也

是人民军队历史上首次正式颁布的

革命军人誓词。

1933 年 6 月 30 日，中革军委决

定，以南昌起义的 8 月 1 日作为中国

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革军委的

指示和决定，红军各部队、苏区各级

政府和广大群众积极准备开展纪念

“八一”活动。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

展，加强全国军事指挥和军事建设，

中革军委从前方迁至瑞金，精心组织

筹备纪念日的各种活动。

此时，国民党军正在加紧筹划对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为鼓舞红

军士气，加强打破敌人“围剿”的信心

和决心，中革军委在纪念日活动中安

排了宣誓仪式，并着手宣誓词的编撰

工作。7 月 27 日，中革军委颁发《中国

工农红军誓词》。28 日，中革军委发布

训令指出：“本委员会制定中国工农红

军誓词，以备八一纪念日及最近期内

诸新成立红军部队举行宣誓之用。各

级指挥员务须先负责详细讲解，使每

一个红军军人都能彻底了解和遵守为

要。”同时，中革军委还印制了大量誓

词发放给苏区军民，进行广泛宣传。

8 月 1 日，人民军队历史上的首

次八一建军节纪念活动，在瑞金城南

炮兵广场举行。阅兵之后，全体官兵

跟着朱德总司令齐声庄严宣誓：“我

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完

成苏维埃给我们光荣任务，为着工农

解放奋斗到底。我们是红色军人，要

保证自己和同志们绝对遵守和服从

苏维埃的一切法令，并以自己的思想

和行动做模范，努力学习政治军事，

爱护工农的利益和自己的武器，使他

不遭损害和窃夺。我们是苏维埃柱

石，誓以我们血与肉发展民族革命战

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保障

苏维埃，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

放，武装拥护苏联，完成民主革命，为

社会主义前途斗争。现在敌人正在大

举进攻，我们要团结一致，拿我们刺

刀和枪炮与敌决一死战，拿我们头颅

与热血，换得苏维埃新中国。我们为

着阶级利益遵守革命纪律，服从上级

命令，如若违犯和不忠实甘受革命纪

律制裁愿听同志指斥。谨誓。”

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云霄，每一

个字、每一句话都像是沉重的鼓点，

敲打在红军战士的心头。《中国工农

红军誓词》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为人

民的初心本色，彰显了红军将士坚定

的政治立场和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

革命气概。宣誓完毕后，中革军委为

授奖人员颁发“八一”红星奖章，并为

红军各部队授予荣誉战旗，以嘉奖功

绩激励士气。

在当时国民党军大肆“围剿”的

历史背景下，红军举办这样一次大规

模纪念活动，起到了相当大的鼓舞作

用。尤其是《中国工农红军誓词》的颁

布，使得红军官兵和苏区群众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的热情空前高涨,也激励

了大量革命青年加入子弟兵队伍。自

此，每逢重大集会、战前动员等时机，

红军部队都要重温誓词，以鼓舞士

气、凝聚力量、增强信心。

渊沐宸冤

张思德与“为人民服务”

5红色记忆 2024 年 9 月 5 日

责任编辑 罗敬宇 美术编辑 罗瑞珊

红军会宁会师第一战：大墩梁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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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

的宗旨。有一位普通战士为这一宗旨的

确立书写了光彩一笔。他就是延安时期

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1944 年 9 月，

毛泽东同志出席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

行的追悼会，并作了即兴演讲，明确指

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

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追

悼会结束后，工作人员根据记录对毛泽

东的讲话进行了整理。毛泽东看后稍作

斟酌，随即在文章上写下：“为人民服

务。”从此，张思德的名字和“为人民服

务”紧紧联系在一起。

张思德于 1933 年参加红军，1935

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6 年 10 月，张

思德随部队到达陕北，1937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0 年春,张思德被调到中央军

委警卫营任通信班长。1942 年，军委警

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备

团，张思德由班长改为战士。他服从组织

安排，说道：当班长是革命工作需要，当

战士也是革命工作需要。

1943 年春，张思德调入中央警备团

直属警卫队当战士，担负毛泽东同志和

其他领导同志的警卫任务。

张思德刚调入直属警卫队后，队长

古远兴就找他谈话，对他的新岗位提出要

求：到直属警卫队工作，要求是特殊的，其

特殊性在于警卫中央首长，责任重大；直

属警卫队在其他方面不能搞特殊，和其他

部队一样，除了警备，也要执行生产、训练

和学习三大任务。此后，张思德在工作中

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各项工作想得周到、

做得仔细，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印象。

1944 年春, 中华民族抗战已进行 13

个年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一

直对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进

行封锁。为打破封锁，彻底打败日本侵

略者，延安边区军民热火朝天地开展大

生产运动。

为了解决中央机关冬季烤火的问

题，张思德和战友在安塞县山中烧炭，他

因有烧炭经验被任命为烧炭队副队长。

他对战友讲：烧炭是为了战胜敌人的封

锁，夺取抗战胜利，我们一定要干好，烧

出更多更好的炭。他们利用生产的间隙

烧木炭，张思德处处模范带头，出炭时常

常最先钻进窑中作业。

9 月 5 日，下起了细雨，张思德与战

友小白一起进山开挖新窑。两人一里一

外地互相配合，雨也由小变大，拍打着窑

顶。快到中午时分，新炭窑眼看就要挖成

了。为了保证质量，张思德认真修整着窑

面。但由于坡顶被雨水淋了很长时间，窑

顶上突然掉下几块碎土。危急时刻，张思

德眼疾手快，将战友推出窑口。炭窑随即

发生坍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

29 岁的生命。

毛泽东得知张思德牺牲的消息后，当

即作出指示：第一，要把张思德身体洗干

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派战士给他站

岗；第二，买一副棺材，运回延安；第三，要

给他开个追悼会，我要参加，还要讲话。

8 日，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了追

悼会。这是我们党成立以来第一次为一名

普通战士举行追悼会，也是一次高规格的

追悼会。会场设在延安枣园后沟的西山脚

下的操场上，操场前方是战士们连夜垒的

土台子，上面搭着棚布，横幅上写着“追悼

张思德同志大会”。台正中悬挂着一面鲜

红的党旗，党旗下是张思德的遗像。毛泽

东献的花圈放在土台的前方，遗像旁挂着

毛泽东写的“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

德同志致敬”挽词。整个会场的布置简单

却显得隆重，庄严肃穆。

下午 1 点多，毛泽东从枣园住所缓

缓走进会场。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政委吴

烈宣布追悼会开始，毛泽东与大家起立，

向张思德的遗像鞠躬、默哀。中央警备团

政治部主任张廷桢致悼词，对张思德同

志的生平及主要事迹进行介绍。随后，毛

泽东走上主席台，神情凝重地进行了悼

念讲话。

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

道理深刻，感染力非常强。他说：“我们的

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

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

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

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

伍中的一个同志。”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张思德的经历，

通过一件件实事介绍张思德在工作中的

奉献精神，从张思德的牺牲讲到人的生

死观：“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

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

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

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

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

要重的”。

毛泽东亲自参加张思德追悼大会并

发表讲话的事情很快轰动延安，传遍了

抗日根据地。张思德被安葬在延安枣园，

后来又移葬到王家坪烈士陵园。

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没

有讲稿，但在场的秘书把毛泽东的讲话记

录了下来。会后，秘书将这次口头讲话整

理成文，呈给毛泽东审阅，同时提议在延

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看后，稍作

斟酌，随即在文章的上方挥笔写下：为人

民服务。从此“为人民服务”这 5个遒劲有

力的大字，便成了这篇著名讲话的标题。

21 日，这篇讲话整理稿在延安《解

放日报》第一版上发表。12 月 15 日，毛泽

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上

作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演说时强

调：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

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

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1945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前，讨论七大

文件时，许多同志提议把“为人民服务”

作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写进报告中。毛

泽东十分赞同，但觉得“为人民服务”5

个字似乎还不够，提出要在前面加上“全

心全意”4 个字。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被中

共中央其他同志所赞同。经中央讨论，决

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党的七

大文件。 渊于美丽冤

《中国工农红军誓词》

见证首个建军节

抗美援朝老兵刘衡哲回忆战场往事
———防空洞里办婚礼

今年 8 月 10 日是七夕节。这几天

和儿女闲谈，不觉聊起 71 年前我和丈

夫在抗美援朝战场的防空洞里举办婚

礼的往事，翻出了一张泛黄的结婚照。

那是 1953 年 9 月 18 日，《朝鲜停

战协定》签订后不到两个月。当时，时任

志愿军第十二军政治部宣传干事的我，

与时任第十二军司令部侦察科副科长

的董声岐相知相恋已有一年。在领导关

心下，我们在位于防空洞的宿舍里，举

办了热闹简朴的婚礼。

那一天，原本简陋的宿舍被战友们

装扮得喜气洋洋：除了红喜字，墙上还

挂着第十二军政治部发给我们的、用大

红花装饰的结婚喜报。首长和战友们纷

纷前来向我们道喜。一片祝福声中，我

和丈夫相依而坐，一位战地记者为我们

拍下一张合影。

虽然我们的婚礼很简单，没有彩灯

鞭炮，没有美酒佳肴，可每每回想起结

婚当日的情形，回忆起我和丈夫相知相

恋的往事，依然觉得有滋有味。

1951 年春，志愿军第十二军“雄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当时，18 岁的

我与年长我 4岁的董声岐都在这支队伍

里，彼此并不相识。董声岐作为侦察科副

科长，经常深入一线侦察敌情、收集情

报，并到军机关报告工作。我们科长与董

声岐相熟，他有时会到我们驻扎的防空

洞找科长谈工作，就这样认识了我。

董声岐为人正直，在部队人缘很好，

工作之余有时会和我聊上几句。一来二

去，我们慢慢熟悉起来，越聊越投机。

董声岐经常给我讲战斗故事：一次

战斗中，为掩护大部队转移，他带领一

个侦察小队断后阻援。敌人的坦克突然

来袭，侦察小队紧急投入战斗。面对敌

人猛烈的炮火，先后有十几位战友牺

牲。讲到这些战友，他泣不成声。

我也向他分享自己的经历：为避开

敌机轰炸，我们通常在夜里行军。有一

次敌人悄悄尾随，等部队上了山，就发

出照明弹。天空一下子被照得亮如白

昼，我们背着装备和干粮，拼命往隐蔽

的地方跑……

为了让我在战场上更好地保护自

己，董声岐教给我不少他在执行侦察任

务时常用的隐蔽方法。寻找掩体、匍匐

前进……他一边讲解一边演示的认真

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到祖国后，我和

丈夫先后转业，把家安在了云南。我们

有了 3 个子女，如今已四世同堂。丈夫

今年已 95 岁，听力不太好，与人交流不

畅。可看到当年的这张结婚照，他眼中

闪烁着温暖的光，脸上绽放出笑容。他

用手摩挲着照片，指尖划过宣传画上

“热爱和平”4 个字。

为了和平，70 多年前在异国他乡，

无数志愿军将士付出青春与热血。希望

今天的年轻人，能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

和平。 渊刘衡哲冤

刘衡哲渊右冤与董声岐的结婚照

陈列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
纪念馆的叶中国工农红军誓词曳

大墩梁红军烈士纪念碑矗立在甘肃

省白银市会宁红军烈士陵园内，是为纪

念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期间血染大墩

梁的红五军革命烈士们而建。纪念碑为

毛面大理石材质，碑身高 10.23 米，底座

高 1.936 米，寓意 1936 年 10 月 23 日大

墩梁阻击战发生的时间。会宁县人民政

府于 1986 年 10 月红军会宁会师 50 周

年之际立此纪念碑，并于 2021 年 10 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进行重

修。纪念碑碑身呈三面，正面是“大墩梁

红军烈士纪念碑”10 个金色大字，两个

侧面分别是“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和碑

文，碑底呈四面，背面书写《重修大墩梁

红军烈士纪念碑碑文》。碑身侧面碑文和

碑底背面碑文分别如下：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袁 中国工

农红军四方面军第五军在这里同国民党

军第三军尧第三十七军激烈战斗袁副军长

罗南辉和八百多名红军指战员在战斗中

壮烈牺牲遥
会宁县人民政府立

一九八六年十月

大墩梁袁位于华家岭主峰区域袁北襟

厉河之源袁南控西南大道袁一峰突兀袁万
山逶迤袁其势巍峨袁磅礴立极遥 为掩护中

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袁 一九三

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袁 红四方面军五军在

董振堂军长指挥下袁 在通渭华家岭一带

阻击敌军后袁 又于十月二十三日北上会

宁大墩梁袁二次阻击敌军遥罗南辉副军长

所部红五军一部与国民党军毛炳文所部

三十七军发生激烈战斗遥 天上有七架敌

机轰炸袁地面有三路敌军紧逼袁战斗极为

惨烈袁 副军长罗南辉在指挥所遭敌机轰

炸袁中弹牺牲袁年仅二十八岁遥 红军八百

八十七名将士血洒疆场袁 写下了长征史

上英勇悲壮的一笔袁 是长征胜利结束的

光辉篇章袁古堡喋血袁感天动地浴 值此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袁缅怀先烈袁
重修墓园袁是坚守初心袁弘扬长征精神的

必要之举袁特撰碑记袁以垂久远浴
会宁县人民政府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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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记录了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大

会师前后最为艰苦和惨烈的战役，重现

了长征史上这场为三军北上抗日提供保

证的战役之悲壮场景，更是深切缅怀了

古堡喋血、感天动地的英雄先烈。

会宁境内最为艰苦尧惨烈的一战

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一、红二、

红四方面军高举北上抗日伟大旗帜，于

1936 年 10 月陆续进入陕甘边，在会宁

胜利大会师。但是，国民党并不愿意放

弃“围剿”，命毛炳文和王均两路兵马攻

打通渭和会宁等要地。10 月 20 日起，红

五军在会宁和通渭两县交界的华家岭

一带（战场在大墩梁尧双墩梁尧回回湾

等）开始阻击敌军。22 日，红五军第三十

七、三十九、四十三和四十五团在华家

岭一带阻击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的 9 个

团。其中，第三十七团在马营到华家岭

的公路两侧和敌军血战整整一天，胜利

完成阻击任务，此役副军长罗南辉负

伤，团参谋长王力和 100 多名指战员牺

牲。23 日，占据了大墩梁南山的国民党

第三军和第三十七军凭借猛烈炮火向

会宁中川乡大墩梁地带的红五军阵地

发动全面总攻，已负伤并由担架抬着的

罗南辉亲自指挥战斗。红五军各团在光

秃秃的山上修筑简易工事，先后击退敌

军 5 次冲锋。面对顽强的红五军，敌军

从兰州调来 7 架飞机助战，敌机轮番轰

炸和俯冲扫射给红军造成了严重伤亡。

红五军各团多次组织反冲锋，但因实力

悬殊未能击退敌军进攻，不得已沿杜家

梁、毛牛川向会宁县城方向边退边顽强

阻击，一直持续到黄昏。此役中敌机投

弹击中了红五军指挥所，年仅 28 岁的

副军长罗南辉壮烈牺牲。

掩护红军主力部队北上抗日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

抗日”的主张，并率红军主力部队继续西

渡黄河，北进陕西，北上抗日。但是，蒋介

石全然不顾该主张，调集胡宗南第一军、

王均第三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东北军

第六十七军和骑兵军五个军，组织通渭

会战，企图歼灭红军主力部队于黄河东、

西两岸。通渭东连天水，西通兰州，北靠

会宁，是兵家必争之地。红军长征过境通

渭时，在西兰公路沿线不断受到国民党

军队围追堵截，发生大小战斗 10 余次，

上千名战士牺牲在这片土地上。华家岭，

坐落于通渭县和会宁县之间，更是西

（安）兰（州）公路的必经之地。能否取得

华家岭阻击战的胜利，是决定能否粉碎

国民党通渭会战计划的关键。红五军董

振堂军长动员战士：一定要打好会师后

第一仗，多消灭敌人，掩护主力部队会合

和休整，用实际行动来保证会师部队北

进！受先头部队胜利会师的鼓舞，红五军

全体将士士气高昂。即便是在敌众我寡、

敌军装备又占据绝对优势的形势下，红

五军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用沉重的生命

代价最终胜利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

保证了红军三军会师和主力部队的休

整，为西渡黄河、北进陕北以及北上抗日

赢得了重要的时间窗口，在中国革命史

册上载入了光辉的一页。

用鲜血和生命为红军西征送行

会宁会师后，按照中共中央部署，由

红四方面军 2.18 万主力部队组成的西路

军西渡黄河与国民党作战，西路军战士

一路血战河西走廊，谱写了中国革命战

争史上的悲壮篇章。作为西路军重要组

成部分，红五军是骁勇善战的铁军，有

“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多次肩负最艰

苦的后卫任务，保障着红军主力北上抗

日。在这支队伍里，副军长罗南辉倒在了

离大会师仅 16 公里的华家岭大墩梁，是

长征途中牺牲的最后一位军级将领。西

征途中，在张掖高台，红五军经历了惊心

动魄、悲壮惨烈的战斗，军长董振堂、政

治部主任杨克明和 3000 余名将士长眠

于此。在大墩梁阻击战中，罗南辉带领红

五军将士们血洒战场，用自己的鲜血和

生命为红五军其他将士西征壮行，赓续

了红军长征精神。 渊赵前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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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德牺牲纪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