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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春节刚过，临沂市郯城县青竹村
（今属兰陵县）萧索如旧。

青竹村21岁的小伙子冷相佑，新婚不久便
收拾好行囊，准备奔赴上海。这次赴沪，是为
了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初试。

等待他的，是人生的新篇章。他紧跟中国
共产党的步伐，成为唯一的参加第一东征、第
二次东征、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的山东籍共产
党员。

在冷相佑的人生抉择中，我们看到他作为
人民军队一员的血性与坚守……

“1926年秋天，我父亲曾回家过一次。并
在同年寄给家里一只柳条编制、长约一米、宽半
米多的箱子。”冷相佑的儿子冷承备今年92岁了，
提起父亲，他依然难掩激动，老泪纵横，“现在想
来，除了随身穿用之外，这箱子是他参加革命后
的所有财物了。连箱子都寄回老家来了，也意
味着他准备随时献身革命了。之后俺们家再也
没有收到任何关于父亲的音讯。”

入黄埔，推翻列强，打倒军阀

早在1923年年尾，冷相佑便由表兄张苇村
（山东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介绍加入国民
党，由宋聘三、刘绩学（均为河南省出席国民
党一大代表）保荐报考黄埔军校。

当时,黄埔军校招生是秘密进行的。1924年3
月14日，冷相佑到达上海环龙路44号参加考试，
考试官是毛泽东。从冷相佑入校时的照片来看，
他身高1 . 8米、挺拔直立，长相英朗俊秀。

报考军校，冷相佑可谓文武兼备。冷相佑
的祖父是一位仁德乡里、扶危济困的良医，清
末郯城县知县曾赠匾鼓励。冷相佑的父亲冷玉
京，子承父业，亦远近闻名。

家境尚算宽裕的冷相佑，天资聪颖，学习
勤奋。冷承备清楚地记得，当年整理父亲的书
稿时，整整装满了三个喂牛用的草筐。

1919年，冷相佑考入山东省立第五中学。
在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冷相
佑开始关注国情民生。翻看他当年的文稿，
《国家财政日见困难而国民生活程度日见增
高，其原因何在并建议补救之策》《孔子可否
定为国教试各抒（疏）所见以对》《道德之制
人严于法律论》《处己接物以忠恕为本论》，
侃侃而谈，迸发着爱国青年的慷慨与敏锐。

为了练字，冷相佑将自己所见青石碑上的
碑文拓下来，照着拓片一遍遍临摹，笔酣墨
饱，书法遒劲有力。至今，冷氏族人依然保存
他当年临摹的拓片。冷承备回忆，奶奶常说父
亲的字十里八村没有人能比得上，那蝇头小楷
比印刷体还整齐美观。

在兵荒马乱的一百年前，青竹村一带常有
土匪出没。为此，青竹村村民在村庄周围用青
石垒砌了高约3米、宽约半米的围墙，用厚厚的
木板做成围墙门。土匪经常出没的年景，村长
每天都安排专人在村内巡逻、守备。为抵御土
匪，不少村民家里都备有大刀、长矛等，后又
相继添置了土枪、洋枪、汉阳造。

而青竹村自明代以来，便是远近闻名的武
术村。青竹太祖长拳在鲁南地区小有名气，冷
氏族人都习得此拳法。每年秋收以后，冷氏族
人便集中演练、切磋太祖长拳。平时，无论田
间地头还是街头巷口，随处可见挥舞长拳、强
身健体的村民。

在尚武的村庄成长起来的冷相佑，自幼跟
着长辈们习武练拳。少年时，冷相佑身强体
壮，可单手翻过村里农户家的土围墙，亦可轻
而易举单手上马。

凭着一腔热血，冷相佑与来自五湖四海的
革命青年，齐聚黄埔。1924年5月中旬，他被录
入后来将星如云的黄埔军校一期步兵科，编入
第四学员队学习，在其自填的“入学原因”一
栏中，他这样写道：“为学习军人知识，锻炼
军人体格，以冀将来推翻列强帝国资本主义，
打倒国内军阀，完成革命主义之目的。”

信共产，投身革命，救国救民

1924年6月16日，9时20分，孙中山登上黄埔
军校操场上简易的主席台，发表热情洋溢的演
说。孙中山慷慨激昂地指出：“我们今天开办
这个学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
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
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都是将来革命
军的骨干。”“所以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
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
救中国的危亡！”

孙中山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听得黄埔军校
师生群情激昂。从那一刻起，冷相佑就把“不

为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黄埔革命
精神，融化在热血沸腾的身躯之中。

“黄埔军校开学不久，在周恩来领导下，成
立黄埔军校的第一个党支部，陈赓任候补干事。
在这里，与陈赓同岁的冷相佑，经陈赓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海军某部军史研究者李玉臣介绍
道，冷相佑还与其他中共党员一起，积极宣传革
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力量，与
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4年11月30日，冷相佑紧张而活泼的军校
生涯结束。他成为黄埔军校教导二团排长，成
为一名职业军人。1925年1月，大元帅府铁甲车
队赴广宁县支援农民运动，军校政治部派出他
和其他八人作为党代表同赴广宁县作宣传工
作。在黄埔的历练和基层的宣传，让冷相佑对
共产主义的信仰又加深一层。

1925年2月，冷相佑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中
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在第一次东征作战
时，冷相佑所在的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赶来支
援何应钦教导一团，突袭陈炯明的司令部。潮
（州）梅（县）地区全部为东征联军收复，困
守在惠州孤城的杨坤如部见援兵无望，出城向
东征联军投降。

1925年9月，原已被打败的广东军阀陈炯明
残部，卷土重来，趁着国民革命军平叛杨希
闵、刘震寰叛乱之机，重占潮州、汕头；而盘
踞广东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也与其配合，企图向
广州进攻。广州国民政府为彻底消灭广东省的军
阀势力，进行第二次东征。10月初，冷相佑参加到
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为巩固广州革命政权作出了贡献。此时，冷相
佑已锻炼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革命军人。

为了消灭各省军阀割据，统一中国，实现
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1926年5月，北
伐战争拉开序幕。以黄埔学生军为主力扩编的
国民革命军，奋勇进军，扫除吴佩孚、孙传芳
两大军阀。1926年秋，冷相佑受周恩来的派
遣，到贺龙部一师九连任上尉连长，参加北伐
战争，其部直捣湘鄂赣守敌，一路所向披靡，
摧枯拉朽，是北伐的开路先锋。

1926年8月，为联络地方进步人士，组织力
量，继续北伐，冷相佑受党组织特派，在徐州
成立地下苏鲁边区办事处。冷相佑推荐初中同
学郑亦桥参加办事处的工作，担任联络员。当
时的办公地点设在天华药房，以卖药为掩护职
业。

假拜访，窥探敌情，瓮中捉鳖

在同为冷相佑黄埔一期同学王之宇的回忆
中，我们得以还原冷相佑最后一次离乡后的人
生轨迹。

1927年6月，冷相佑所在部队在武昌进行改
编，隶属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教导
团。该团团长是侯镜如，冷相佑任第一营营
长，王之宇任第二营营长，黄埔一期同学刘希
程任第三营营长。当时装备较差，武器、弹
药、通讯器材都短缺，甚至行军锅灶也缺少。

那时正值革命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也是国民党宁汉分裂时期，教导团成立不久，
便随着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出发东征讨蒋。
冷相佑率部队，从汉口向东南方向200公里外的
九江方向行进。

7月27日，队伍开抵南昌，教导团驻扎在南
昌顺化门外老营房。与驻地毗邻的营房内，驻有
第九军金汉鼎部的七十九团，双方仅一墙之隔。

7月29日，团长侯镜如带领全团营、连级干
部，对邻团作礼节性拜访。负责接待的是七十
九团四十多岁的胖团长朱某，此人蓄着一脸络
腮胡。看到来访的教导团营连长们穿戴利索，
一色灰布短裤，打着软绑腿，头戴软帽，朱某
客客气气地说：“嘿，你们都这么年轻，真是
英雄出在少年！”

侯镜如故意恭维道：“我们是晚辈，哪有
朱团长经验多、见识广。难得有这么个同院驻
防的机会，特地来讨教讨教！”接着便问起这
个团的情形，并且借口熟悉地形、增长见识，
要求到营房里外参观。

这个朱某着实昏聩，高帽子一戴，便不知
如何是好，满口答应；“好，好好！”高高兴
兴地介绍起他这个团的情况，有多少人，装备
怎么样，有什么重火器，各营连驻地是怎么配
置的，连每个战士有多少子弹都说了。

接着，朱某又领着冷相佑一行人到营房内
外参观一圈，敌营的地形也弄清楚了。这是一
幢很大的青砖瓦房，他们全团都在这幢房子
里，房子被一圈一人多高的矮墙围着，墙外是
一道一人多深的干沟。

此营房北部，是冷相佑所在教导团驻扎营
房。两个营房的门都向西边的大校场开着，中
间只隔一道矮墙。只要越过墙来，冲进房门，
敌人便是“瓮中之鳖”了。之后，众人看了营
房和宿舍内的铺位、背包、枪架，上面还排列
着枪支、子弹带。侯镜如指着这些枪架对冷相
佑等人说：“你们看，他们的武器多么整洁，
安放在这里。”

当走到营房围墙边时，侯镜如看到墙有几
处坍塌，忽然心里一动，忙装着关心地问；
“朱团长，这些地方豁着，会不会跑兵？”

朱某满不在乎地摇摇头，理着胡子说：
“不要紧，晚上有警戒。”

侯镜如连忙点头，装作无心地告诉冷相
佑；“看见了没有？这里放了警戒了。”

这样看了有一个多钟头，当众人“辞谢”
朱某，走出敌营大门时，一个具体的战斗方案
在侯镜如心中暗暗拟成了。

当晚九点多钟，侯镜如召集营以上干部开
会，宣布起义的命令。一听说要起义，同志们个
个眉飞色舞。几个营长也明白了刚才到敌营“拜
访”的意义。冷相佑乡音未改，一拍大腿跳起来
说：“刚才我还嫌参观的时间太长了，早告诉我们
要起义，我们看得还要仔细些哩。”

夜杀贼，猛烈扫射，起义功成

在侯镜如的部署中，冷相佑所在第一营以

夜间演习为名，埋伏在敌营房对面，从正面进
攻敌团，堵截敌人；第二营从营房内越墙突袭
敌团，歼灭敌人；第三营作预备队，团直属连
则担负解决敌团本部的任务。对于最重要的突
袭任务，冷相佑情绪激昂，表示坚决服从命
令，完成这一使命。

会议散后，各人分别带领部队，秘密快速
行动，隐蔽在指定地点，等候总攻命令。当天的
特别口令是“河山统一”，夜间的紧急口令是“杀
贼”，所用的手电筒上都贴了红十字标记。

午夜后一时左右，忽听到远处一声枪响。
冷相佑率第一营官兵按原计划向敌人发动围
攻，一面向敌人猛烈扫射，一面高声喊话“不
许动”“缴枪不杀”。敌人遭到袭击围攻，一
时被弄得晕头转向，除了一些哨兵抵抗外，大
部分敌人在睡梦中惊醒，狼奔豕突，相互冲
撞，乱成一团。经过短时期激战，大部分敌人
举手投降，还有一部分敌人，就在营房内对起
义军鼓掌，表示欢迎。

当晚在南昌城内外同步进行起义的队伍，
在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后，占领了南昌
城。战斗结束后，冷相佑教导团在武器、弹
药、装备上得到了很多补充，原来徒手的都有
了武器，士气益加旺盛。

南昌起义后，部队开始南下。途中，冷相
佑部在临川附近的龙骨渡遭到敌人堵截，敌人妄
图扼杀我军南下建立革命基地的计划。冷相佑等
年轻官兵以雷霆万钧之势，狠狠将敌击溃。

是役，教导团的司号兵官某本系北洋军阀
靳云鹤的部下。北伐时，投入我部，自从南昌
起义后，在冷相佑等人的带动下，精神格外振
奋。在这次战斗中，他用嘹亮的号声，吹奏调
动部队赶快迂回包围敌人的号令，对敌军起了
恫吓、威逼的效果，为我军南下旗开得胜立了
一功。

行军途中，部队有啥吃啥。为尽量节省干
粮，沿路吃些芋母头，喝些泉水。中午在路边
树下打尖午睡，晚上很少住在屋内，多在野外
露营。有时行军进入深山老林，沿着羊肠小道
前进，耳畔响着鸟叫声、松涛声，给冷相佑紧
张的战斗生活，平添不少乐趣。

当冷相佑所在部队路经石城县驿前镇时，
这里是反动军阀赖世璜的家乡。军阀在路旁水
井中投下毒药，想毒杀起义军，所幸当地人民
已事先向起义军告密，免于被害。

在行军瑞金途中，天气酷热。当地居民做
了石花凉粉出卖，冷相佑等严格遵守党的纪
律，公买公卖。

下潮汕，会昌恶战，冲锋在前

在瑞金稍微整顿后，冷相佑所在教导团继
续南下，途经谢坊时，在镇外空场上聆听了朱
德和贺龙同志的演讲。朱德先用四川口音讲了
南昌起义的重要意义，接着谈道：“敌钱大钧
部驻在会昌，成为我们南进中的威胁，敌人还
从各地调动增援部队，企图对我们实行前后夹
击。因此，必须在最短时间打下会昌。这是关
键的一仗，只能胜，不能败！你们教导团在这
次南昌起义中立了功，希望再接再厉为攻克会
昌立新功。”

朱德同志身体很结实，讲话很诚挚。他的
动员讲话，给冷相佑等极大鼓舞。接着贺龙同
志也讲了话，他先对教导团在南昌起义中取得
的胜利表示嘉勉。

接着，贺龙又说：“过去我们所作所为，
莫非是打富济贫，扶弱抑强，替人民平冤出
气，但干不出什么名堂。现在我们知道共产党
的共产主义就是为了消灭人吃人、人剥削人、
人压迫人的万恶制度，进而建立为绝大多数人
谋利益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一次次宣讲和战斗中，冷相佑对共产党
的追随日益坚定。1927年8月30日清晨，会昌城
外，中共率领的暴动部队向城中钱大钧率领的
国民党部队发动了猛烈进攻，一开始双方各有
胜负，战役处在胶着状态。

会昌一战，是国共两军之间的第一场猛烈
的阵地交锋，也是黄埔同学之间第一次在战场
上的激烈交手。参加战役的陈赓，曾描述过会
昌战役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恶战，尤其是在会
昌城下，进行肉搏战时，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
部，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
有许多在黄埔时或是同队同班，或是同营同
连。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小名或者诨名叫
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什么要造反；这边骂
那边，你们为什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
有些人一面混杀，一面忍不住暗掉眼泪。

陈赓在前线目击这种情形，也为之心酸，
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们向前冲锋。冷

相佑也顾不上黄埔情谊，率部冲击当面之敌，以
增援佯攻部队，进而与主攻部队围歼会昌守敌。

会昌战役是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取得的
唯一一次大胜仗，共歼敌5000余人，俘敌900余
人，此外还缴获了山炮、迫击炮以及各种枪支
弹药和辎重。此役结束后，冷相佑所在部队南
下路线原本是经大庾筠门岭、蕉岭、梅县，向
潮州、汕头前进。但为了出其不意，打击敌
人，在会昌战斗后，冷相佑等又折回瑞金，向
东经闽入粤，沿上汀、上杭到潮州、汕头。

守竹竿，弹尽粮绝，至死方息

1927年9月23日，在潮州工农武装的策应
下，南昌起义军占领潮州城。周恩来、贺龙、
叶挺、彭湃等领导人同时到达。当晚中共潮安
县委发动潮汕铁路工人奋战12小时，修通了被
国民党军撤退时毁坏的铁路，保证了翌日起义
军顺利进军汕头。

9月24日，除留守潮州的兵力外，起义军主
力从潮州城出发攻占汕头。周恩来、贺龙、叶
挺等也随军赴汕。

此时，国民党军陈济棠、黄绍竑、钱大钧
部的重兵开始大举追击起义军。针锋总有相对
时。以冷相佑所在教导团和第六团为主的六七
百起义军，留守潮州，担当殿后任务，却遭到
了强悍的桂系黄绍竑部九千之众进攻。

得到大军袭来消息的冷相佑，率部在潮州
城外东北丘陵地区构筑阵地，左起竹竿山，右
到韩江江边。他所在第一营居左，王之宇所在
第二营居中，第三营居右，前敌委员会又调拨
一个炮兵连，附在第二营。

约上午八时，冷相佑部即与敌接触。敌人开
始想从中间突破，向二营猛烈进攻。由于官兵奋
勇抗击，敌人几次进攻均被击退。敌人发现阵地
有炮兵，下午乃转向第一营阵地迂回攻击，并引
起全线反复猛烈争夺，敌我双方伤亡均重。

在这次战斗中幸存下来的开国上将杨至
诚，彼时在六团六连担任连长，与冷相佑一起
在山头阵地作战。他曾回忆，战斗一开始就十
分紧张，敌人组织了敢死队，在炮火掩护下，
整队整队地向着山头冲锋。

“工事被炮火轰垮了，我们就趴在山石后
面打；负伤了，包扎一下再投入战斗，这样一
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冲锋。但越打困难也越
多了：敌人一再增援，我们没有支援；伤员增
多了，弹药没有了。打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
候，我检查了一下，全连人员剩下了不到三分
之一，子弹最多的只有三四发，有的已经在用
石头当武器了。”杨至诚曾回忆道。

冷相佑所在的竹竿山阵地经过抵挡桂军的
几轮冲锋，起义军官兵越战越少。下午四时，
守竹竿山阵地的起义军部队伤亡达三分之二，
弹药殆尽。冷相佑腹部和背部受伤，肠子外
流，这位硬汉顽强地支撑着生命，战斗到最后
一息，年仅24岁。

战场还未来得及打扫，起义军的有生力量
在潮安党组织和人民帮助下，有近百人成功突
围。他们当中有20军政治部干事毛泽覃、警卫
队班长粟裕、六团六连连长杨至诚。这批人后
来与饶平朱德部会合，汇成一支近2500人队
伍，转战湘南，到达井冈山，实现朱毛会师。

冷相佑牺牲后，家人没有得到一丝音讯。
“我奶奶活到一百余岁。每每想起我父亲，她
都泪流满面。我小时候不大理解，越长大越明
白那种感觉。”冷承备回忆道。

党和人民也没有忘记冷相佑。1960年10月19
日，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接见黄埔军校校友时
说：“黄埔硬骨头冷相佑的家属不知道在哪
儿，请大家帮助查找一下烈士的家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来人寻访到青竹村
了解冷相佑家人情况时，其母亲仅听说冷相佑
是由张苇村介绍加入国民党，不知更多信息。
老人更不知说出真相后是吉是凶，顾虑重重之
后，她断然选择了隐瞒，不愿承认冷相佑是自
己的儿子。

历史铭记着那些为共产主义信仰捐躯的斗
士。2014年12月25日，民政部向冷承备颁发了冷
相佑的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冷相佑同志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被评定为烈
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
一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了。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
群众在经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1927年10
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创建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
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成
为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

此后，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证明：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来自人民、“为工农
求解放”“紧紧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军队才真正实现了革命的自觉，激发出官兵
最大限度的战斗热忱。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

参加这个军队的人……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
合，而战斗的。”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我们再回首那峥嵘岁月，回看那条充满苦难与辉煌、
洒满鲜血与汗水的红色征途，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人民军队同敌人斗争到底？是共
产主义的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这是我们党红色基因的核心和根本，也是我们
最需要传承的理想和信念。

为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营养，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代代相传，本报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开设《八一战旗飘》专栏，敬请读者关注并提
供新闻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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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在黄埔军校，与陈赓同岁的他，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紧跟共产党的步伐，成为唯一的参加第一次

东征、第二次东征、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的山东籍共产党员。

冷相佑：黄埔硬骨头 血染竹竿山
□ 本报记者 卢昱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左图为冷相佑到黄埔入学时存照，是他仅存的一张照片。右图为冷相佑的儿子冷承备接受
记者采访。他如今身体硬朗，身材、长相有其父遗风。

冷相佑在青竹村住过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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