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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干革命，就要不怕流
血、不怕牺牲；我们搞武装起义，就
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陈桂脸上满
是凝固了的鲜血，环顾被战火烧焦
的战场，对战友们说，“所以，我们
一定要坚守阵地，决不后退！”

“同志们，这面红旗，是我们
教导队女兵班的象征，哪怕一个人
活着，都不能让这面红旗倒下，一
定要让它在这个阵地上高高飘
扬。”已饿了两天、仍在坚守阵地
的陈桂向战友们分享心底的信念。

不久后，敌人的炸弹在地面炸
出一个大坑，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
的红旗眼看要倒下。

一名女兵飞身上去扶起红旗，
雨点般的子弹飞过来，她倒下了；
又一个女兵高喊着“绝不后退”把
红旗插正。

密集的子弹打过来，这个女兵
也倒下了，所有的女兵都倒下了。
低缓的音乐中，硝烟弥漫的战场归
于寂静，只剩红旗在风中招展。

这是电视剧《爱人·同志》第21

集中一段感人的情节。该剧于2017

年在央视热播，一度引发广泛讨论。
剧中的女兵班，曾在历史上真

实存在过：1927年12月，广州起义
后，女兵班奉命守卫珠江北岸的天
字码头，全部牺牲。

90年后，她们的故事被搬上电
视屏幕。

出于剧情需要，剧中的女兵班
班长陈桂并未在此次战斗中牺牲。
事实上，陈桂的原型游曦在那次惨
烈的战斗中，打完子弹后，第一个
冲上去与敌人拼刺刀，最终与十几
个女兵一起，壮烈牺牲。

当时，她年仅19岁。
游曦曾与胡筠、赵一曼、胡兰

畦并称为“黄埔四女杰”。这位人
生短暂却无比传奇的女青年，用生
命诠释了“革命者”的含义。

很多人知道，她是重庆市妇联
的主要创建者。

很少人知道，她也是一名优秀
的团员、团干部、党员。

17岁的她成为团员

“出生于重庆市渝中区的游
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
中的第一个女英雄。”重庆市地方
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说。

现年66岁的周勇著作等身，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
重庆市第一、二届中国近现代史学
术技术带头人，是重庆历史研究领
域的知名学者，全国有突出贡献的
党史专家。

周勇曾长时间担任重庆市委宣
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
主任、重庆市人大常委。

周勇介绍，1908年，游曦出生
于重庆市渝中区大阳沟附近的一个
纺织工家庭。家境贫寒的游曦，在
跟随母亲帮人洗衣缝补和做家务的
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劳动人民的悲
惨生活，从小就有了强烈的爱国思
想和革命意识。

她的父亲游正华受那个年代的
落后思想影响，最初不让她上学。

后来，在游曦的力争和其母
亲、哥哥的支持下，她终于在1921年
进入收费低廉的太阳山女子职业学
校学习。她白天用功读书，晚上给人
缝衣服、织毛衣，赚钱来贴补学费。

在这所学校，游曦和同学童毓
英关系很好，而童毓英的哥哥就是
童庸生。童庸生是重庆早期共产主
义运动的坚强战士，为传播马克思
主义，创建党、团组织，作出过重
大贡献。

在童庸生的影响下，游曦很快

接受了革命思想，1923年夏天，童
引荐她到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
书。

在这所学校读书期间，游曦结
识了萧楚女。

萧楚女曾在四川、重庆地区参
加革命活动，是川渝地区马克思主
义的重要传播者之一。1924年10月，
他组织四川平民学社，出版《爝光》。

萧楚女先后在万县省立第四师
范学校、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学校任
教。1921年，后来成为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首任
书记的周钦岳在重庆任《新蜀报》
总编辑，先后聘请陈毅、萧楚女等
共产党人为该报主笔，萧楚女从
1923年6月开始，在重庆担任《新
蜀报》主笔，撰写了大量的政论、
社论，同时经常为《向导》《中国
青年》撰稿。

他的文章“不是指责土酋军
阀，就是痛骂贪官污吏”，连反动
派所控制的报刊也不得不赞叹其文
章是“字夹风雷，声成金石”。

在萧楚女的影响下，游曦阅读
了《革命的信仰》《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的实况》《青年与进化论和唯
物史观》等文章，逐步树立起共产
主义的远大理想。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她将自己
的姓名从此前的“游传玉”改为
“游曦”——— 接受马克思主义后，
她的思想豁然开朗，仿佛看见了晨
曦、希望和光芒。

此间，她和萧楚女相爱了，成
为一对革命情侣。

1924年秋，游曦加入了社会主
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平民学社”，
并很快成为该社的中坚分子。

史料记载，1924年到1925年的
这一年里，游曦曾参与多场反帝爱
国游行活动。

凭借出众表现，1925年秋，游
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
成为一名团员，这一年，她17岁。

然而，因为此次学潮，游曦和
几个带头的学生被学校开除了，她
被迫离开二女师。组织安排她进入
吴玉章创办的重庆中法大学继续学
习，童庸生、杨闇公等著名共产党
员都在这所学校任教。

在中法大学读书时，游曦接受
了冉钧、杨洵、周贡植、李嘉仲等
人的教导，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
党，担任学校党支部委员和共青团
支部书记，负责中法大学学生会和
市学联的工作。

促成重庆首个女工工会

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达成，
重庆的反帝反封建运动风起云涌。

1926年年初，中共重庆地方执
行委员会成立后，在首任书记杨闇
公的领导下，四川地区一跃而成全
国革命形势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
游曦被任命为重庆市妇联的筹备主
任，专职负责前期的筹备工作。

游曦显示出过人的组织才干，
短短几个月就完成了工作。1926年
4月1日，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
大会在巴县图书馆举行，重庆市妇
联宣告成立，游曦被选为重庆市妇
联的宣传部主任。

那时，她才18岁，已经成为一
名可以独当一面的女革命者了。

受党组织派遣，游曦率领由中
法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组成的
工运小组，深入磁器口地区的4家
纱厂，组织发动工人运动。

由于当年女工大都不识字，工
运小组首先在华康丝厂开办妇女平
民学校，宣讲妇女解放、启发阶级
觉悟。

工运小组组织发动女工们反对
搜身制度，进而让她们认识到成立
女工工会的重要性，为之后的女工
工会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半年的组织发动，重庆丝
业女工工会于1926年11月正式挂牌
成立。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重庆
的左派国民党省党部、中共重庆地

方执行委员会和各界代表纷纷到会
祝贺。游曦代表女工工会发表了
《重庆丝业女工工会宣言》，喊出
“打倒军阀”“妇女解放万岁”等
革命口号。

游曦还在重庆磁器口办起了妇
女平民学校。“学校便办在我爷爷
的家里。”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
长周勇说，当时游曦与周家的孩子
们结下情谊，“家里一直流传着她
的故事，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进入正规军事院校学习

1926年年底，《新蜀报》等报
刊登载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
埔军校）武汉分校在武汉、重庆等
地招收第六期政治科学生的消息。

组织安排游曦前往学习，她和
胡兰畦、赵一曼等人，搭乘专轮到
宜昌，再换乘招商局“胜利”号轮
船到汉口。

1927年2月12日，黄埔军校武
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了隆重
的开学典礼。

游曦、赵一曼等川籍女青年编
入政治大队的女生大队第一区队；
她们在严格、艰苦的学习和训练生
活中，磨练成为坚强的女战士，这
195名女兵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
代真正意义上的女兵。

中国青年妇女有机会像男人一
样，进入正规军事院校，学习革命
道理和军事知识、军事技能并开展
训练，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
上也是创举。大名鼎鼎的美国西点
军校1976年才开始招收女兵，比武
汉分校晚了整整50年。

这支女兵队伍中，胡筠、李淑
宁（赵一曼）、游曦、胡兰畦、黄
杰、周越华、王亦侠、危拱之、陶桓
馥、张瑞华、曾宪植、谢冰莹等人，都
成为近现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巾帼人
物。前4人都经历了多次战争的洗
礼，被称为“黄埔四女杰”。

1927年夏，武汉分校的师生被
编为中央独立师，以侯连瀛为师
长，配合叶挺卫戍武昌的军队南
下，经过激战，打败了夏斗寅叛
军，解除了武汉南面的危机。游曦
也参加了这次战斗。

当汪精卫正式宣布同中国共产
党决裂后，为了保存力量，武汉分

校改编成第二方面军官教导团，离
开武汉，开始东征，游曦随着大部
队跋涉千里，南下广州。

流尽最后一滴血
保卫苏维埃政权

就在游曦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学习之际，广州“四一五”政变发

生了，反动派进行清党大屠杀，萧
楚女被反动军警从病房拖走关进监
狱， 4月 2 2日，萧楚女被秘密处
决，尸体投入珠江。

消息传来，游曦无比悲伤，到
达爱人牺牲的广州后，更为坚决地
投身革命。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
发，这是中共党史中的“三大起
义”之一，开启了探索中国革命新
道路的历史篇章。

叶剑英领导的军官教导团是这
次起义的主力部队，游曦是教导团
中的共青团支部委员和女兵班班
长，而女兵班30多位女兵的平均年
龄还不到20岁。

起义军攻占了广州市公安局、
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并
于当日上午成立广州市苏维埃政
府，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起义建立
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联
合起来镇压起义，起义次日，敌军
向起义军反扑。游曦带领女兵班奉
命狙击敌人，她们镇守的正是萧楚
女遇害前被押往刑场的天字码头。

12月13日，敌人越过珠江，此
刻，起义的领导人、中共广东省委
书记张太雷和许多起义者都已英勇
牺牲，起义军总指挥部已于头天夜
里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但是，
女兵班与总指挥部失去了联系，并
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因此她们仍
然在长堤的一个街垒死守。

两天两夜里，她们滴米未进、滴
水未沾，子弹所剩无几，形势危急，
而十倍于她们的敌人正在扑来。

游曦派一名女兵去和指挥部联
系。女兵说：“班长你去指挥部
吧，我们坚决顶住敌人！”游曦严肃
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我不能离开
战斗岗位！告诉指挥部，我们愿流尽
最后一滴血来保卫苏维埃政权！”

敌人冲上来，游曦为了保卫苏
维埃政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萧楚女生前曾对游曦说过：
“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
底，一直是光明的。”19岁的游曦
也和自己的爱人一样，践行了“从
顶燃到底”的信念。

为当代青年树立
精神的巍巍丰碑

游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军队中的第一个女英雄，牺牲时年
仅19岁，其遗体被敌人毫无人性地
肢解。

为了心中的革命理想，不惜献
出年轻的生命，游曦并非唯一。在
那个时代的重庆，曾经有过无数个
“游曦”式的青年英雄。

中共重庆地执委、四川省委的
前四任书记杨闇公、傅烈、刘愿
庵、穆青，分别在自己29岁、29

岁、35岁、32岁时英勇献身，当
时，重庆的共产党人几乎被斩尽杀
绝。

1935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卫生部保健局局长漆鲁鱼在跟随
陈毅打游击期间，与队伍失散，克
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回到重庆。
当时，重庆已经没有党组织和党
员，他便自己秘密组建“重庆救国
会”，特别是其中的“秘密学
联”，团结组织先进青年，为重庆
革命力量保存火种。

直到1938年，周恩来赴重庆主
持中共南方局工作，中国共产党在
重庆才再度发展壮大。

而周勇的父亲周永林，就是
“重庆救国会”的第一批成员，也
是新组建的重庆共产党组织的第一
批党员，那年，他才16岁。

“我们家和游曦还有一段渊
源。”周勇说，“我们家当时属于
‘中产阶级’，我爷爷是一家丝厂
分管采购的总庄长，是每天骑骡子
上班、经常出差的‘白领’。”

“游曦到磁器口办‘妇女平民
学校’，向我的奶奶借屋办学。后
来，爷爷回来后对此也很赞同，并
在办学经费和办学条件上给予一些
支持。”周勇介绍说，游曦的牺牲对
全家的震动很大。“我父亲本可以过
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在国家民族危
亡之际，他依然冒着可能杀头的危
险加入了漆鲁鱼建立的‘秘密学
联’，后来入了党，走上革命道路”。

周勇说：“我父亲的老师晏阳
初先生想送他去美国研究柑橘，但
他托辞说自己英语不好，坚决没有
离开重庆。真正的原因是，他已经
是共产党员，有了自己的信仰，不
愿放弃自己的信仰而贪图个人的物
质享受。”

后来，这一批共产党员在周恩
来南方局领导下搞工商统战工作。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建立了重庆统
战工作组，他们为重庆解放作出的
伟大贡献在于，广泛团结工商界人
士，在刘邓大军解放重庆的时候，
全市工商业、金融业没有受到很大
的损失，没有一个企业家跑到台湾
去，也没有一分钱资金外流到台
湾、香港，从而保存了重庆的经济
基础。”周勇说，“同时，他们还
为刘邓大军占领、接管重庆搜集提
供了一大批经济情报，被二野编为
小册子，县团以上的干部人手一
册，为共产党执政后迅速接管建
政、稳定西南经济、巩固政权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

“我父亲告诉我，那个时候的
青年革命者，真正是中华民族最优
秀的儿女。参加革命后，真正地把
国家的前途命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
还重要，为了理想信念，宁可牺牲
自己。”周勇说，这些前辈青年不
仅为当代青年缔造了一个已自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国家，更
为当代青年树立了一座精神的巍巍
丰碑，“当代青年要真正让自己成
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最活跃力量，让
青春在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中焕发
出绚丽光彩”。

（文/田文生 来源：《中国
青年报》）

她是团员，也是革命军队中第一个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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