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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刚过，南昌城进入梅雨季节。雨时歇
时急，整个城市的热气渐渐被压制下去。

时光回溯90年，那个8月1日的凌晨，南昌
城墙内外的居民们，被阵阵枪声吵醒。零碎的
射击声，连续不断的机关枪声，犹如除夕夜的
鞭炮，满城沸腾，一共延续三四个小时。胆子
大一些的老百姓，爬起来挤着眼从门缝里往街
上看。此时，街上已经戒严，没有一个行人，
偶尔传出来“ 不准通行”的呼声。

原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以“ 河
山统一”为口令，领系红领带，臂扎白毛巾，
在贴着红十字马灯和手电筒的光影中，向南昌
城内外的守敌发起猛攻。经过浴血奋战，天亮
时，起义军占领了全城。中国共产党人用枪杆
子里吐出的火舌，宣告着不畏强暴、坚持革命
的坚强决心！

“ 假革命就是反革命”

“ 南昌起义参加者，实际人数是2 . 3万，大
部分人都没能留下姓名。现在我们只掌握1042
人的名单。”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
肖燕燕介绍。

从地域来看，南昌起义部队中来自湖南、
江西、广东的人最多，山东籍只有5人。“ 按当
时的籍贯，他们分别是海阳人王源魁、郯城人
冷相佑、博山人谭克平，还有卜心田、秦基林
两位，有关他们的资料非常少，有的没有具体
出生地，有的则不知道出生日期和牺牲日
期。”肖燕燕说。

肖燕燕期盼着能发现更多这5位山东人的线
索，丰富八一起义人物史料，以我们的方式纪
念他们的丰功伟绩。在这五位战斗者中，本报
曾于今年2月3日，刊发《 冷相佑：黄埔硬骨头

血染竹竿山》一文，还原冷相佑在起义时的
经历。他所在的第二十军教导团打得相对轻
松，在顺化门外的老营房，将睡梦中的敌人瓮
中捉鳖。

从肖燕燕的办公室北望，窗户上清一色内
嵌“ 八一”二字的五角星半透明窗花，窗外西
侧便是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自去年10月底
至今年7月31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直在维
修中。最显眼的建筑是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昂
然屹立在绿色的防尘网中，如同穿着军装。

“ 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原为江西
大旅社，始建于1922年，至1924年建成。这是一
座银灰色、回字形的中西合璧砖混结构建筑，
主体建筑共4层，坐南朝北，屋顶是一个大平
台，可凭栏鸟瞰南昌全城。”肖燕燕介绍，当
年江西大旅社是南昌城内首屈一指的豪华旅
社，是江西民国时期的三大建筑之一。

1927年7月26日、27日，叶挺、贺龙部队先
后到达南昌。贺龙所率第20军第1师把江西大旅
社整个租下来，在大门口挂上师部牌子，并派
卫兵严加守卫。7月27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
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在大旅社内宣告成立，大
旅社正式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

起义前后，江西大旅社一楼的喜庆礼堂就
是前委会议室。会议室旁的9号房间是起义的最
高军事指挥机关——— 军事参谋团办公室，参谋
长刘伯承在此办公。一楼还设有警卫队住房，
时任警卫队班长的粟裕就住在这里。

“ 在担任警卫任务期间，粟裕经常见到周
恩来同志在这里进进出出。周恩来对警卫队的
同志非常亲切，每次走过哨位，总要和战士打
招呼。这和当时有的领导人对下级军官和士兵
动辄训斥形成鲜明对照。粟裕等见到周恩来总
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那间办公室的灯光总
是亮到深夜。”肖燕燕介绍。

江西大旅社的二、三楼汇聚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革命精英。他们中有来自各地的工农运动
领导者，也有中国共产党派来参加联席会议的
各省代表们，还有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

此时，大旅社的酒楼停止对外营业。精英
们在这里商讨斗争策略、交流经验，研究如何
开展未来革命工作。整个大旅社都洋溢着火热
的革命气氛。

当时，跟周恩来一起参加起义的诸多将领
们，起义前是住公馆、前簇后拥的高官。一旦
起义，与国民党决裂，他们就一无所有了。可
他们仍然“ 大路不走走小路，皮靴不穿穿草
鞋”，毅然踏上追寻信仰之路。

“ 贺龙做国民党中将，享受的是每个月
5000大洋的津贴。起义前，蒋介石为了拉拢收买
他，更是许以500万光洋，外加汉阳兵工厂和武汉
卫戍司令的头衔，可他都抛弃了。参加革命后，他
每天菜金是1毛5分钱，和士兵是一样的标准。”南
昌起义历史研究者王建军介绍。

贺龙抛弃高官厚禄，心底激腾着共产主义
信仰。与他相似的，还有北伐名将叶挺。在起
义结束后，叶挺将对革命的感悟写成《 告第二
方面军同志书》：“ 同志们，我们铁军过去光
荣的历史，也是革命团结的结果。凡忠实以从
事国民革命工作的人，都是我们最挚爱的战
士；凡是假革命营私自利的军人，我们不管他
手上是否撑着有青天白日的旗子，都是我们的
敌人……假革命就是反革命，我们万不可为敷
衍一切反革命假革命所制造的环境！”

大旅社四楼是政治宣传人员的活动场所。
起义前后，这里热闹非凡，灯火通明，宣传人
员常常彻夜写标语、传单。南昌地区的群众代
表，也频繁进出、积极配合起义军各项工作。

起义胜利后，大旅社便成为革命委员会的
办公场所，各种通告、宣言和任职命令都是从
这里发出。人民军队中第一批女兵们的灵动身

影，也时常在此闪现。

“ 我已下决心跟共产党走”

从江西大旅社旧址出来，沿中山路往西350
米到子固路南口，再往北500米，便是贺龙指挥
部旧址。大雨滂沱中，视线模糊，浑身被雨水
拍湿。贺龙指挥部旧址原为中华圣公会的宏道
堂及其主办的宏道中学校址。旧址分前后两
栋，建筑朝向均为坐东朝西，属于西方建筑风
格的砖木结构小洋房。

当初选择此处落脚，贺龙有着自己的判
断：这里离牛行车站不远，过了赣江便到；与
当时设在章江路口藩台衙门内的敌第五方面军
总指挥部邻街，距离仅有200米。地点适中，一
旦起义，将是战斗的最前沿阵地。

时光如白驹过隙。戎马倥偬半生后，贺龙
在1959年初故地重游，参观他当年的二十军指
挥部。站在礼堂中央，他看了看四周说：“ 这
是战士开会的地方，还是原样子。”

身边的同志问：“ 那时召开军官会议，宣
布起义也是在这里吗？”

贺龙点了点头说：“ 是这里，那是7月31日
下午4点，我把营以上军官都找了来，讲了四点：
一是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
二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希望；三是党
已决心领导武装暴动，解放人民；四是我已下决
心跟共产党走了，愿意跟党走的，可以留下继续
革命，不愿意的也可以走。”

接着，贺龙笑了笑说：“ 结果大家都愿意
参加起义。”

在中学操场的围墙上，钉着一块说明牌，写
着“贺龙同志在此指挥战斗”。贺龙读过后，对大
家说：“这样介绍不全面，那时在这里指挥的不是
我一个人，还有刘伯承和周逸群。那时我还没入
党，他们代表党来二十军工作，帮助了我，改造了
部队。这场战斗是我们一起指挥的。”

至今，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还陈列着贺龙
的党员登记表，记录着那段血汗与信仰凝结的
峥嵘岁月。贺龙在回忆自己入党时，曾说：

“ 有人说我要求入党几百次，那是假的，但十
几次总是有的。因为我是军阀，所以入党特别
难，党要考验我。早在周逸群带宣传队到我们
部队工作时，有一次我去找他，发现他正在一
个房间里主持入党宣誓仪式，宣誓入党的都是
我的部下。事后我对他说：‘ 老周啊，门不要
关得那么死嘛，也让我进去嘛！’”

党的考验，随时随地，天知地知。1927年8
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第一枪在藩台衙门打响，
由跟着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的老兵打头阵。贺
龙、刘伯承、周逸群站在小楼前的台阶上亲自
指挥攻打敌总指挥部的战斗。

由于敌军事先得到了叛徒的密报，抢占了
鼓楼、端表楼等制高点。起义军左攻右击，付
出很大伤亡，仍没能接近大门的门洞。敌人的
六挺水机关枪，一个劲地朝着正前方横射猛
扫，顽固地抵抗着。

贺龙等人沉着指挥，当战斗处于胶着状态
时，他派自己的警卫连冲上去，终于攻克下南
昌城内兵力最强、最顽固的敌人堡垒——— 敌总
指挥部。

据当时的亲历者刘屏庚回忆，在天亮之
前，贺龙说道：“ 快结束了。”

待故地重游结束时，贺龙一行人走出二十
军指挥部大门。随行的同志请贺龙看一下二楼
窗口的弹痕，贺龙兴致勃勃地数着“ 一个、两
个、三个”，然后笑着说：“ 是那个晚上打
的。”

机关枪挥洒“ 铁军”风采

从江西大旅社旧址往东行一公里，在百花

洲东畔的南昌市第二中学操场东侧，绿树掩映
中，有一栋“ 工”字形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
这便是叶挺指挥部旧址。楼前有一棵百年树龄
的香樟树，巨大的树冠铺在楼顶，遮蔽风雨。
当年，这棵大树还很瘦小，却见证了在小楼内
外进进出出的指战员们。

1927年7月下旬，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11军
24师从九江赶赴南昌。当时正值暑假，叶挺便
将指挥部设在心远中学的校舍中。楼上是军部
办公室、会议室和电话总机房，楼下是警卫
连、通讯班和特务连住房。

7月30日下午，这座小楼上下弥漫着一股紧
张的氛围。叶挺在指挥部二楼会议室召开营级
以上干部会议，有40多位青年军官到会。为了
保密，会场周围布置了岗哨。

“ 会上，叶挺传达了党关于起义的决定及
前敌委员会对形势的分析。他指出：‘ 宁汉合
流，已成定局，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根据中
共中央的决定，一部分领导人已赶往南昌，准
备举行武装起义，挽救目前的危局。’与会军
官大多是共产党员，他们对前委的部署一致表
示拥护。”王建军介绍道。

7月31日18时，周恩来和叶挺到24师教导大队
营房视察。“枪支是否擦干净？手榴弹是否会用？”
当时的教导大队政治指导员李逸民曾回忆道。

随后，周恩来进行详细布置：“今晚我们要缴
反革命部队的枪，凡是碰到脖子上围着红领带、
右臂扎白巾、电筒玻璃贴有红十字的部队，就是
自己人，不准开枪。没有这些标记的，碰到就打。”

起义中，叶挺指挥第24师主攻驻守在天主
教堂、匡庐中学、贡院、新营房一带三个团的
敌军。第24师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所向披
靡，再一次展现“ 铁军”风采。

在松柏巷天主堂、匡庐中学一带，我第二
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与敌第六军第五十七团展开
了激战。起义战斗打响后，敌军关起大门，调集
轻重机枪，架在天主堂钟楼上，封锁了松柏巷。一
支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枪林
弹雨，冲开了敌军牢固防守的天主堂大门，另一
部分官兵也翻越围墙，从背后夹击。

我军将士爬上天主堂的钟楼，夺过敌人的
机枪，调转枪口向匡庐中学的敌军猛烈扫射。
当时在松柏巷天主堂厨房工作的李桐森，曾见
证这一激烈场景：“ 起义军在楼上架好机关
枪，进入战斗前，还特地来到厨房叮嘱我们不
要怕。战斗开始后，只听见楼上的机枪叫得
欢，匡庐中学内的反动派也作一些抵抗，但打
不过起义军。”

匡庐中学是所有战斗中打得最激烈的地
点，一直恶战到天亮。

在贡院战斗中，我军七十二团在水观音亭
设置了机枪火力点。当被机枪火力轰击追赶的
敌军掉过头来，向我第七十二团团部方向猛扑
时，守卫在团部的只有师教导队中队长陈守礼
和十几名学生兵。

在短兵相接的搏杀中，敌人被打得抱头鼠
窜，而身先士卒的陈守礼也连中数弹牺牲了。
正在敌人又开始猛然冲击，仅仅三四十米远
了，眼看难以守住。就在这当儿，突然枪声大
作，二营营长李鸣珂率领大队人马杀了回来，
扑向团部的这股敌人很快败下阵来。

放长线钓到两个团

从叶挺指挥部旧址出来，顺着百花洲公园
朝北走，到民德路东折150米，便是朱德旧居。
整栋房子坐西朝东，青灰色的墙面、高高的马
头墙，走进去便是满是青苔的天井，雨滴如丝
丝白线，飘飘洒洒。静谧而古朴的朱德旧居，
基本保持当年的模样。

1927年1月，花园角2号的这座新房迎来一
位新租客，他就是奉中共中央军事部之命来南
昌开展革命工作的朱德。为了安顿家人，他将

这套大房子整租下来作为住所。这里出行便
利，离军官教育团很近，便于开展活动。因
此，这所房子也就成了当时南昌一处重要的革
命活动据点。

肖燕燕介绍说，朱德对南昌的情况非常清
楚，各方面关系又熟悉，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
望，他为发展和保护革命力量做了大量工作。

朱德在南昌开展革命工作的同时，为党内
人士和革命群众提供了许多便利。1927年3月，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随北伐军总
司令蒋介石来到南昌。蒋介石到达南昌后，立
即与当时在武汉实行联共政策的国民党中央党
部决裂，并着手反共清共。

郭沫若对蒋介石的反动行径极为愤怒，决
心以最快的速度撰写一篇文章，揭露蒋介石的
丑恶嘴脸。他找到朱德，希望有一个既安全又
安静的环境写作。朱德十分支持，就在自己居
所的二楼空出一间房间，供郭沫若居住、写
作，还派出自己的警卫员照顾和保卫。

不久，郭沫若就在这里撰写了轰动全国的
讨蒋檄文《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 敬告革命
战线上的武装同志》。“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
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
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
派——— 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今天是
三月三十一日，我在南昌草写这篇檄文，愿我
忠实的革命同志，愿我一切革命的民众迅速起
来，拥护中央，迅速起来反蒋。”在朱德旧居
中，郭沫若用笔头将蒋介石反动派的行径一一
揭露，为推动革命前行起到宣传作用。

1927年7月，朱德为八一南昌起义做了大量
的前期准备工作。他利用与第三军上层军官的
关系，探明敌方兵力部署；组织群众欢迎“ 铁
军”，为叶挺、贺龙部队寻找驻地；安顿初来
乍到的周恩来等人，帮忙寻找合适住所。

周恩来从武汉秘密来到南昌，当晚就住在
朱德家中的厅堂里。朱德还亲自下厨招待周恩
来，与周恩来一起研究起义作战方案和具体部
署，讨论革命的道路和未来。

在与周恩来的会见中，朱德主动提出“ 设
宴请敌军团长，加速瓦解敌军”的妙计，为起
义增添了光彩的一笔。1927年7月下旬，朱德开
始主动与滇系军官加强联络，多次宴请第3军23
团团长卢泽民、24团肖团长。这两人的部队是
当时南昌守军的主力，拖住他们的团长无疑是
起义时事半功倍的办法。

放长线，方可钓大鱼。7月31日中午，朱德
再次宴请两名团长，并事先嘱咐警卫员刘刚把
枪擦好。宴请的地点在当时的大士院32号，当
时是南昌有名的餐饮娱乐场所。

临近中午时，两名团长赴宴，朱德忙招待两
人吃饭，并在饭后安排他们打麻将。利用两名团
长打麻将的时间，朱德悄悄赶到了贺龙20军指
挥部，与后者商量好行动时间后迅速返回。

在返程中，朱德嘱咐刘刚，黄昏后要禁止
所有人进入大士院32号，如有人找他们，就说
他们已经回家了。为确保万无一失，刘刚还在
朱德授意下，将两位团长的卫兵安排到附近的
娱乐场所中。

当天下午四五点钟，起义军中有叛徒向敌
军告密，敌军便派人前来寻找两名身担重责的
团长。“ 幸亏当时守在门外的卫兵拦住了他
们，朱德立马察觉到起义消息走漏了，便谎称
会转告给两名团长。其实，他紧接着就派人告
诉了贺龙。”王建军说，正是这个小插曲，使
得起义提前两小时举行，“ 如果给敌人的准备
时间足够充分，后果将难以预料。”

时光在游戏中总是行进得更快，守城敌军
主力部队的两名团长在悠闲地打着麻将。不知
不觉间，到了8月1日凌晨，“ 噼啪噼啪”的枪
声让他们如慌不择路的兔子，推了牌就往外
跑。孰料，等待他们的是朱德卫兵的枪口。

“ 由于长官不在，两个团在起义打响后乱作一
团，很快就被起义军击溃。”王建军介绍道。

“ 有了共产党，就有了灯塔”

从朱德旧居出来往北100米，再往东200米
左右，便是闹中取静的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
这里原为江西讲武堂，房屋坐北朝南，是园林
式砖木结构的平房院落。

古色古香的长廊、绿树成荫的小花园，显
得尤为硬朗和凝重。旧址内包括朱德的办公
室、教育团会议室、教职员办公室、宿舍以及
传达班、通讯班的住房。

旧址中间的一排房屋将院落分为前后两个
小院，各部分有走廊相连，前院种有冬青树、
桃树，后院稍大，种有枣树、柚子树、石榴
树，还有木芙蓉、九里香。

据肖燕燕介绍，北伐战争后期，随着国民
党右派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中国共产党越来
越意识到抓紧培养大批军事人才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1927年初，刚从国外学习归来不久的朱
德，被中共中央军事部派来南昌工作。

此时，由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在北伐战争
中伤亡甚大，军长朱培德准备扩充部队，需要
大批军官。朱培德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
老同学。早在读书时，朱培德与朱德品学兼
优，表现出众。每逢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参
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这两人出来
指挥。他俩配合默契，指挥有方，时称“ 模范
二朱”。

“ 模范二朱”在南昌会面，两人无话不
谈。朱培德向朱德倾诉：“ 我部在同孙传芳部
主力激战中伤亡很大，现任中、下级军官几乎

半数以上都是临时递升起来的，对于军事技
术、政治思想的水平都较低，有亟待整训提高
的必要。”

朱德听后，敏锐地捕捉到朱培德想急于扩
充部队、培养大量军事骨干的心理，于是他向
朱培德建议成立一个军官教育团。朱培德欣然
采纳了这一建议，直接授命朱德帮其筹建国民
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

1927年1月，朱德将招募的1100多名学员编
为3个营，9个中队（ 连）。第1营学员主要为原
滇军的连排级军官，第2营学员主要为原滇军的
中士、上士衔士兵。这两个营的学员绝大多数
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第3营学员主要为江西各
县来南昌投考的知识青年。

朱德担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后，积极从第3军
和第20军中抽调军官来团部工作。他还聘请一
些社会名流任教员，并邀请方志敏、邵式平、
曾天宇等共产党员来校授课，以提高学生的政
治素养。

朱德非常注重教育团的教学改革。他认
为，这样因袭旧制不能为革命培养人才，只有
提高学员的政治素质，才能让他们把所学的军
事知识服务于人民。因此，他将“ 三操两讲”
改为“ 三操四讲”，增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学习内容。同时，以军事训练为辅，注重理
论与实际相联系。

此外，朱德对学员身教重于言教。当时，
身兼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南昌公安局局长
等要职的他，在办公室兼卧室里，仅有一张书
桌和几把旧椅，睡的是和学员一样的竹片床，
穿的是和士兵一样的灰布军衣。

朱德在军官教育团党的会上曾说过：“ 学
员们的思想亟待改造，也可以改造。在过去，
他们就像茫茫大海里行驶着的无指针帆船，没
有不迷失方向的。现在有了共产党，就有了灯
塔，给他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绝大部分人可
以培养成革命的力量。”由此可见朱德教学改
革的初衷所在。

在教育团任职期间，朱德为早期中国共产
党的军队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储备人才。通
过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学员政治
觉悟有很大的提高，每个连队都秘密建立起共
产党小组，学员中的共产党员数量迅猛增长。
有的连队共产党员数量甚至超过三分之一，先
后发展了300多名共产党员。

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名义上由朱培德领导，
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
朱德把教育团办成了革命的大熔炉，这支由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出现，有力推
动了江西人民革命斗争热情的不断高涨。

1927年6月至7月，国民党反动当局策划解
散教育团。面对日益险恶的政治形势，朱德毅
然让1营、2营学员提前毕业，3营学员继续留
校。之后在朱德的率领下，留下的学员参加了
八一南昌起义。

起义后，教育团学员跟随朱德艰苦转战，
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
师。星星之火的苗头，从南昌一直跃动着到井
冈山，渐成燎原之势……

■ 八一战旗飘·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1927年8月1日凌晨，中国共产党人用枪杆子里吐出的火舌，宣告着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此后，共产党人用
鲜血和生命证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所以有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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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着全
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八一凌晨的枪杆子宣言
□ 本报记者 卢昱

■ 历史影像

叶挺指挥部旧址。

朱德旧居，周恩来到南昌后，当晚就
住在这个厅堂里。

南昌起义时使用带有红十字标识的马灯。

贺龙指挥部旧址全景。
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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