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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贺龙

马识途

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出现了很多英雄人物，有的还以传奇式
英雄著称，贺龙元帅便是一个。

所谓传奇式的英雄，就是说这些英雄有一些特立独行，有
其特别的性格和独立的行为，想人之所不敢想，为人之所不能
为，因而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取得了超常的成功，建立了特殊的
功勋。

但是把这些具有某些特殊性格和特异行为的革命家称之为
传奇人物，其实并不确切，也就是说，仔细考察起来，并不足
引以为奇。在我看来至少贺龙元帅并不是传奇人物，而是顺乎
天命，应乎人民，合于潮流，逞其智慧，对革命作出特殊贡献
的革命英雄而已。

我在鄂西工作的时候，就听说过贺龙 “两把菜刀闹革命”，

成了气候，统率一支农民革命军，东征西讨，所向披靡的传
说。那里的农民告诉我说，贺龙是一条真龙，专门从天上下凡
来解救穷人的。他们还说了许多真龙出世的征兆，许多关于贺
龙有特异功能的传说，有的简直就是神话。于是，贺龙被人民
塑造成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了。

但是，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贺龙真能靠
两把菜刀就把革命闹了起来，他真有特别的神力和智慧，能扭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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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乾坤吗？显然不是。贺龙拿起两把菜刀就起事，并能迅速取
得胜利，是因为他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因此，他振臂一
呼，高举大旗，百姓成群结队地归到他的旗帜下来，对旧社会
造反，形成浩大的农民军，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中，屡
见不鲜。所不同的是，贺龙组织和领导的不是一般的农民军，

而是接受先进革命思想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所以发展很
快，形成大军。即使历经波折，特别是党内 “左”倾错误的干
扰，贺龙还是统率一支大军，打出一片江山，经过长征、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为一支革命的武装，而他也终于成为人民
军队的元帅。贺龙元帅所走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道路，他所做
的也都合于人民革命的要求。也就是说，贺龙元帅是由于合于
时代潮流，顺乎人民愿望，坚定地站立在革命红旗下，有共产
党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其实没有什么可以称为传奇的。农
民之所以把他塑造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造出许多关于他的
神话，那是人民要斗争，就要把自己的坚强意志和伟大力量，

体现在一个代表人物、一个英雄身上，以长自己的志气，灭敌
人的威风。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曾把我在鄂西听到的关于真龙下凡的
传说告诉贺龙同志，他笑一笑说：“你看我不还是一个有鼻子、

有眼睛普普通通的人吗？不还是一个要吃饭穿衣，打仗革命，

有时还难免犯点错误的共产党员吗？”

是的，贺龙是一个有鼻子有眼睛的普通人，他也是一个吃
饭穿衣，革命打仗的共产党员，不是那些传奇和神话中塑造的
非凡形象。但是贺龙也的确不是一个凡人，不是一个普通的共
产党员，他是党的高级领导人，是统率大军南征北战，为人民
立了大功的人，他的确有异于一般人的性格、意志、品德、胆
识和领导才能，在他身上，有某些特别值得我们记取的有价值
的东西。

２００



我和贺龙元帅相处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就在从华北南下解
放四川，接管成都，接收起义部队，安定社会，清匪反霸，为
人民造福的短时间的所见所闻中，他在我的心目中留下非常深
刻的印象。他在复杂斗争环境中的革命坚定性，他对人民疾苦
的特别关怀，他在统战工作中的坚定性与灵活性，他的智慧、

胆识和预见性，他的乐观开朗、平易近人的性格，他的朴实的
生活作风，都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

关于贺龙元帅的一生，他的品德性格，为人处世，生活作
风，许多专著和报刊都已经介绍过了，不用我来细说。现在中
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积数年之功，搜集整理了贺龙元帅在
四川生活和工作的有关资料，以纪念贺龙元帅诞辰一百周年，

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这二十三篇文章中，可以看到
贺龙元帅在四川的战斗岁月的概貌。虽然这在他的一生中只占
一小段，但从中也可窥见这位老帅光昭日月的品德以及他和四
川人民的血肉关系。我们也可以从他的一生领悟到许多人生道
理。贺龙元帅不幸在 “文革”中被迫害而死了，我们无不对他
怀着无穷的哀思和崇高的景仰，贺龙元帅死而有知的话，可以
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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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驻防川东南纪实

彭　瑛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军事家、人民解放军的创
始人之一贺龙元帅，１８９６年３月２２日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
家关的一个贫农家里。父亲贺士道，是勤劳朴实的农民；母亲
王氏，是勤劳善良的农家妇女；还有兄弟姐妹七人。

贺龙幼年时期由于家庭贫困，只在当地读过几年私塾就辍
学了，在家帮父亲种地和学裁缝手艺。因生活所迫，贺龙十四
岁就当小骡子客，同亲友赶骡马到四川的涪陵、酉阳、黔江等
地驮运盐巴、药材、土特产谋生。他对朝廷欺压人民、横行霸
道的行为深为痛恨，对广大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更抱同情，

立志要铲除社会的不平。１９１４年，贺龙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
华革命党，并积极投入护国讨袁斗争。１９１６年元月，贺龙奉命
带领几十位乡友到石门泥沙河巧夺团防局六十多支枪，组织三
百多人的队伍，打出了 “湘西讨袁独立军”的旗号。由于缺乏
经验，“独立军”遭受镇压而失败。３月１６日，贺龙邀约二十
个青年伙伴，用两把菜刀夺取了巴茅溪盐局十二支毛瑟枪，又
拉起了一支民军队伍。此后，贺龙曾担任湘西护国军营长。

早年贺龙，疾恶如仇，爱民如子。１９２２年５月至１９２６年

５月，贺龙先后担任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四川讨贼联军第
一混成旅旅长，辗转驻防涪陵、丰都、酉阳、彭水、南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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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他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匡扶正义，除暴安民；爱国爱
民，赤胆忠心。在川东南人民中至今还流传着贺龙那一时期许
多真实感人的故事。

这是一支军纪严明的队伍

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３年，贺龙任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时，曾

三次驻防涪陵。

那时的涪陵处于乱世，军阀混战，兵匪一家，人民惶恐不
安。北洋军、黔军、滇军、川军走马灯似的你来我往，横征暴
敛，敲诈勒索，大肆搜刮民财，再加上旱涝灾害，百姓衣不蔽
体，食不果腹，真是苦不堪言。

贺龙驻防涪陵后，目睹了这种社会状况。他十分同情灾难
深重的涪陵人民，经常教育士兵要爱护百姓，严守军纪，并深
入群众中去体察民情，了解到川东边防军存在不少问题。为了
维护群众利益，也为川东边防军树立楷模，贺龙首先对警备旅
进行整顿，端正警备旅的军纪。他主持制订了 《川东边防军警
备旅巡查守则》，守则规定：着军服士兵乘坐人力车者立即禁
阻之；酗酒滋事者责罚；与人民口角者查究之；服装不整者纠
正之；聚赌者责罚；占借民房者责罚；擅拉民夫者责罚；调戏
妇女者严惩之。以上规定，各部官兵如有违犯者，当场处分。

并贴出告示：“四民各安其业，商店照常贸易……如有宵小之
徒，或借搜索滋事，准其扭送来部，立即军法惩治。”《巡查守
则》颁布后，贺龙总要深入群众中检查、了解执行情况，教育
部队要密切联系群众，要有严明的纪律。１９２２年７月，贺龙率
部在距涪陵九十里的三窝山斑竹园休整。一天晚上，该地农民
冉洪林家的一匹大花马，挣断缰绳跑出来，被贺部战士抓住，

牵回了驻地。冉洪林发现大花马失踪，心里十分着急。马是他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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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命根子啊，咋丢得起呀！经打听，知道是部队捉获，于是
要求部队归还。开初，有的战士不愿归还，后来，贺龙知道了
这件事，让战士把马还给了冉洪林并一再嘱咐，不得收任何报
酬。冉对此十分感激。

１９２２年下半年，贺龙在彭水郁山驻防期间，部队有个连长
叫阎俊臣，与贺龙是同乡，他们以表兄弟相称，平常感情甚
好。１９２２年９月的一天，阎俊臣奉命赴保家楼二关峰协助当地
民团剿匪，阎骁勇善战，仅两天时间便消除了匪患，贺龙特为
他摆酒庆功。部队在返回郁山途中，夜宿寒棚坳，连部驻扎在
饶朋轩家。当晚，阎就提着手枪强奸了饶家幺女。贺龙得知此
事，无比气愤，决心查个水落石出，进行严肃处理。贺龙传来
阎俊臣，劈头就问： “阎俊臣，你从二关峰回来途中搞了啥子
烂事？”阎俊臣仗着贺龙是他亲戚，自己又多次立功，总不会
对他怎样。贺龙见阎俊臣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气急了：“查，

坚决查！我这个旅长就要为民做主。”

经过调查、核实，事情真相大白，贺龙心情沉重，传令号
兵 “吹号集合”。这声音，吓得阎俊臣魂飞魄散，连忙叩头求
饶。团练局长童雨时见贺龙脸色严肃，便为阎求情： “旅长，

阎俊臣多次立功，他已知罪，请从宽处理吧！”贺龙坚决地说：
“我只认军法，他违犯了部队纪律，经多次教育，不知悔改，

现在认罪，为时已晚，这是罪有应得！”

阎俊臣被带到了龙王庙山门外的郁江河畔，贺龙大声地向
围观的官员和群众说： “阎俊臣是我部下一个连长，是我的表
兄弟，在战场上多次立功。但是，他强奸民女，糟蹋百姓，违
犯了军法，我若徇私情，何以服众？我们的官兵都像阎俊臣那
样，那跟土匪、强盗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军法难容呀！现在
我宣布对阎俊臣执行枪决，立即执行！”

处决阎俊臣后，贺龙又因势利导地对部队进行一次军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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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群众无不啧啧称赞：贺龙部队的纪律真严明。

匡扶正义，除暴安民

军阀混战时期，彭水一带战乱不断，大小军阀占地为王，

欺压百姓。当时黔军李晓炎部的一个团驻扎在彭水，团长周曰
庠明官暗匪，鱼肉百姓，群众敢怒不敢言。

１９２２年下半年，贺龙奉命率军驻彭水不久，即派员向周曰
庠晓以大义，要他改邪归正，不准再祸害百姓。周曰庠清楚，

自己不是贺龙的对手，硬拼必输无疑，不如暂时妥协，再施长
计，于是同意部队接受招安，将队伍改编为贺龙独立团。对周
的心计，贺龙早有提防，曾多次告诫他不要重蹈覆辙，自走绝
路。周表面上唯唯诺诺，背地里却胡作非为，继续强奸民女，

勒索钱物，把彭水搞得天昏地暗，民怨鼎沸。

贺龙见周曰庠作恶多端，又不思悔改，决定为民除掉这一
祸害。１９２２年１０月上旬的一天，贺龙以庆贺自己寿辰为由，

遍请彭水各界人士和驻军官佐，以调虎离山，擒周问斩。为防
周部兵变，除对本部作了周密布置外，还命民团大队封锁交通
要道，占领统境关制高点，以协助其行动。

周曰庠接到请柬，彻夜难眠，次日还是硬着头皮带着三营
长到彭水赴宴。贺龙在寿宴上，神态镇静，谈吐自如，酒过三
巡，起身拱了拱手，说： “承蒙诸位大驾光临，我贺龙不胜感
激，一杯薄酒略表心意。”接着话题一转： “我自从带兵以来，

治军的第一条就是严明军纪，遇有不服管束，违犯军纪的败
类，是决不宽容的！”贺龙看了周曰庠一眼，接着说： “周团
长，近日传闻，说你在郁山干了几件不光彩的事，不知是否是
真？”周曰庠便顶贺龙： “你是请我来赴鸿门宴的吗？”贺龙耐
着性子回答道：“我是直言相问，你……”周不等贺龙把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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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便提高嗓门嚷道： “既然如此，那好吧！独立团的跟我
走！”贺龙刷地变了脸色，瞪着眼，厉声道：“周曰庠，我多次
规劝你，你硬要胡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话音刚落，三
十多支盒子枪一齐对准周和他的部下，两个卫士一跃而上，将
周捆了个结实。

贺龙召集周部官兵训话，义正词严地当众历数周曰庠强占
民女、掠夺民财的罪行，给周部官兵指明出路。周驻彭水城内
的两个营顺利地接受了改编。接着处决了祸害百姓的周曰庠和
违抗改编的曹排长。翌日，贺龙率部赶到郁山镇，改编了周部
的第三营，退还了周勒索一位姓苏的农民的四百块大洋。周曰
庠被处决，为民除掉一大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彭水郁山镇曾是川东南著名的井盐产地。镇上有半数人家
以煮盐为业。井盐销往酉阳、秀山、黔江、武隆等地。当时镇
上有个恶霸叫曾继光，仗着黔军的势力，为非作歹，搞了个
“盐业第四分垣”，私发钞票，滥设税卡，强征盐业附加税，致
使盐厂倒闭，盐价暴涨。贺龙驻扎郁山镇后，颁布安民告示，

提出保护盐业生产、改善盐业工人劳动条件、降低盐税、撤销
盐警关卡等措施，深得郁山盐业工人和各界人士的拥护。可
是，却引起了地头蛇曾继光的不满。他打着为贺龙筹集军饷的
招牌，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同时还故意延长盐工工作时间，

降低盐工工资，制造贺军与盐工的矛盾，并以盐业不景气，产
量减少为由，拒不缴纳盐款，企图将贺部挤出郁山镇。贺龙了
解到曾继光的所作所为后十分气愤。他又派人深入盐厂，将生
产、经销数量、价格涨落、税率收入等情况摸个清清楚楚，决
定要治治这个恶霸，以振兴郁山盐业。

一天，贺龙在开元寺旅部宴请郁山各界人士，特邀曾继光
赴宴。席间，贺龙敬酒到曾继光面前微笑说道： “……听你家
师爷说，近日盐业不景气，商务不畅，我军饷的事……”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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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曾继光慌忙接过话头： “我本想及早收齐呈交贵部，无奈生
产萧条，征税困难，难以凑数，如贺旅长急需，我设法私人垫
上。”贺龙见曾耍花招便放下酒杯，对身边的军需处长说：“处
长，你把那个单单给各位念一念，使大家心中好有个数。”军
需处长打开一个小本子，大声念了起来。曾听得头冒汗，脸发
紫。当军需处长念到曾继光曾以筹集军饷为名，敲诈了两千多
块大洋时，曾继光再也坐不住了，两条腿不由自主地战抖起
来。待军需处长念完，贺龙严肃地问：“这些你如何解释？”曾
在铁的事实面前，无法狡辩，但又推卸责任说： “这是我师爷
搞的鬼！”接着又向贺龙进一步表白，“贺旅长，这事我一定要
查清楚。”贺龙见曾继光还不老实，便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拿
烟斗的手指着曾继光说： “你垄断盐业，勒索百姓的罪就不轻
了，还打着筹集军饷的招牌，克扣盐工工资，增设关卡，哄抬
盐价，掺杂作假，干着坑害百姓的勾当。”说到此，贺龙面向
在座的各位客人说：“各位，你们看这事该怎么办？”曾继光本
来就心虚，在贺龙的严厉斥责下，只得连连认罪，请求贺旅长
宽恕，同意按贺部的规定，降低盐业第四分垣的盐价，改善盐
工工作条件，增加工资，不掺杂掺假，减少关卡，还规规矩矩
向贺部缴纳两千块大洋。贺龙将所收款子一部分作军饷，一部
分用来接济贫困的人家，一部分用于修桥补路等公益事业。当
年郁山的 “断矶桥”，就是贺龙用这笔款修建的。

智斗盐霸，盐业振兴，郁山镇的盐业生产逐渐复苏，生产
情况大为好转，产量由原月产六万多斤增至十万多斤。

１９２３年４月，贺龙奉调回涪陵驻防，从彭水去涪陵途经武
隆江口镇时曾在当地进行短暂的休整。一天上午，一个名叫罗
朝文的农民惶恐不安地跑来跪到贺龙面前，连声哀求救命。贺
龙一时弄不清情况，还以为是自己的部下有欺压群众之事。于
是将罗扶起，详细询问，才知道是遣爱乡的团练长张欣轩仗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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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人，敲罗朝文的竹杠。罗卖尽家里的牲畜也无法凑足张欣轩
勒索的钱款。张又逼迫罗卖掉全家赖以生存的命根———土地。

罗朝文眼看就要倾家荡产。正在这时，贺龙来到江口。罗早听
说贺旅长匡扶正义，除暴安民，因此特来求贺旅长做主，讨回
公道。

贺龙最痛恨那种无恶不作的人。他决定查清这件事。通过
走访乡民，调查了解到张欣轩除了勒索罗朝文，还有许多欺压
乡民的劣迹，是一个横行乡里的恶棍。贺龙立即传令将张欣轩
捉拿归案。在人证、物证面前，张不得不如实招供。贺龙又勒
令其限期退清敲诈勒索群众的全部钱财，不准报复。同时，函
告彭水县县长和县团防局长，责成其撤掉张欣轩团练长职务。

１９２４年，秀山境内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地主豪绅
却囤积粮食，高抬物价，以致贫者无法生存。仅邑梅场西街就
饿死了近百人。次年，贺龙率部从湖南澧州来秀山邑梅地区驻
防。他见此情景，立即找来区、乡、保长和开明士绅研究抗旱
救灾；向各地发出通告，责令他们打开粮仓，把积谷分给灾
民，一直发了两个多月。为了拯救流浪灾民，还在邑梅的禹王
宫、关帝庙等十多处设立赈灾台，砌灶熬粥，赈济灾民。

当时，邑梅地区有个叫安云臣的恶棍，网罗了三百多个
人、二百多支枪，到处胡作非为，抢劫、掠夺群众财物，多次
拦路抢劫救灾粮谷。贺龙怒不可遏，立即派兵讨伐，将安云臣
处决。至此，救灾工作顺利进行，社会秩序安定，邑梅地区的
灾民终于渡过了难关。贺龙在１９２３年驻防丰都时，还协助县
知事刘愿庵镇压了横行乡里、称王称霸、残害百姓的树人地区
团总许春樵，树人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他们敲锣打鼓，步
行四十余华里到县城放鞭炮，以示庆贺；给贺旅长和刘知事送
“德政旗”，感谢他们为老百姓除了害，撑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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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交进步人士，探求革命真理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贺龙虽然还只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
者，但他不懈地探索革命真理。大革命时期，贺龙坚决奉行孙
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紧紧追随孙
中山，积极参加北伐战争。

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６日，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叛乱，围攻总统
府。７月，贺龙在涪陵得知孙中山广州蒙难的消息，甚为国家
前途担忧，立即写信派周长兴参谋前去慰问。周日夜兼程，几
经周折，终于将贺龙的信送到孙中山手中。孙中山深为贺龙坚
定的革命信念所感动，并对贺龙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１２月
的复信中赞扬贺龙： “边徼久戍，艰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
诚自矢，此真可为干城之寄，当勉望于无穷者也。”贺龙阅信
后，满怀激情地表示：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信，给我们指明了前
进的方向，我们绝不能辜负孙中山先生对我们的信赖，要坚定
不移地沿着他救国救民的道路永远走下去。

１９２３年，贺龙率部驻涪陵、丰都时，结识了具有进步思想
的丰都县知事刘愿庵。刘愿庵为人正派，当时年仅二十七岁。

在 “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刘愿庵开始萌发忧国忧民的思想，

到丰都上任后，深入了解民情，办事公道，不徇私情。他十分
崇拜孙中山先生，全力支持讨伐四川逆贼的川东边防军。 “君
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恶”，由于共同的志趣，贺龙和刘愿
庵从相识到相知，两人很快成为至交。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国
家大事，抨击社会弊端，互相支持、配合。刘愿庵在惩治恶霸
许春樵、清理冤狱、废除苛捐杂税上，得到贺龙的鼎力支持，

在筹集军饷上，刘愿庵亲自督办。

一次，刘知事将筹集军饷的任务分配下去后，有些地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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