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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 福 地 龙 州 （ 代 序 ）
黄 嘉

今年四月， 我重访革命老区龙州。

福地龙州， 许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重新

亲切地展现在我的面前， 让我刻骨铭心， 思绪难

平。

边城的厚重和期盼

边陲名城龙州， 历史悠久， 文化积淀厚重。

我们最先来到龙州中山公园， 这是作为龙州

历史发展轨迹见证的地方。 这个公园， 山清水

秀， 景色宜人， 是历史上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战

交趾时垒土为营的遗址， 经过历代劳动人民增建

而成。 由于龙州是兵家要地， 祖宗先辈们为公园

留下了不少珍贵的人文景观。 我们看到的就有伏

波庙、 庄蕴宽墓碑、 龙州中山公园序碑、 中山纪

念堂以及国民革命军陆军一八八师抗日阵亡将士

墓。 20 世纪 60 年代建造的红八军革命烈士纪念

碑， 由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 中国人

民解放军开国大将张云逸、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龙 州 往 事

韦国清的题词， 深情讴歌龙州起义威震南疆的历史意义和不朽精

神， 令人缅怀良深。

龙州还是广西第一个对外通商商埠， 她的水口关是广西最早

对外开放贸易的口岸， 长久至今，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龙州更是千里边关重镇， 是英雄辈出之地。 在抗法战争中身

负重伤、 右眼被炮火打瞎、 裹创力战、 勇冠全军的陈嘉， 就因伤

重殒于龙州， 清廷中央政府特在龙州建立陈勇烈祠， 列入春秋祀

典， 以表彰和纪念这位与日月同辉的抗法民族英雄。 1885年抗法

战争胜利结束， 具有远见卓识的广西提督兼边防督办苏元春， 把

广西提督署由柳州迁来龙州， 指挥构建广西千里边防一百六十五

座炮台、 碉台和多条边防军路， 构成牢固的千里边关防线， 为后

世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南疆小长城”。

龙州还开风气之先， 早在一百多年前， 就修建了火车站。 这

表达了龙州各族人民对修通铁路的百年期盼， 也是我国中央政府

一个极具前瞻性的世纪夙愿。

最响亮的金名片

80多年前， 邓小平同志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 创建红七

军、 红八军和左、 右江革命根据地， 功在千秋。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 红七军和红八军， 左右江革命根据

地， 是相提并论、 密不可分、 同等重要的， 这是党中央的决议所

明确写上的。 这是广西和左右江各族人民的无上光荣。

当然， 龙州起义和之前各地举行的起义， 有着许多共同的基

本点。 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和斗争极为惨烈， 也都是一样的。 龙

州起义又有着自己的一些鲜明特点。 这就是： 龙州起义在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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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装反对中国反革命武装的同时， 还面对面地直接地进行了一

场气壮山河的反帝斗争。

1930年 2月 1日， 龙州起义的胜利枪声震惊中外。 法帝国主

义公然跳出来， 发出威胁照会， 派出入侵飞机， 干涉中国内政，

镇压中国革命。 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和教堂， 成为土豪劣绅

的庇护所， 悍然对抗中国革命。 孰可忍， 孰不可忍！ 我龙州革命

军民立即在县城召开万人群众大会， 声讨法帝国主义的侵略罪

行， 并开枪击落入侵飞机， 断然收回海关主权， 把不法分子法国

领事、 武官和传教士等七人驱逐出境。 龙州革命军民可歌可泣的

反帝斗争， 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大灭了法帝国主义的威风。

党中央高度评价和号召全国各地声援左江军民的反帝斗争。

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 当时发表了一篇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立三撰写的社论《赤色龙州》， 盛赞左江革命军民“做了国民

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 实在是不愿做的

事。 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的政纲， 开辟了中国革命的

新纪元， 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将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好一个“赤色的龙州”！

好了得的“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这是龙州最响亮的金名片！

吉祥有缘之地

龙州与越南高平省、 谅山省接壤。 从 1926 年起， 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胡志明便来到龙州， 在这个吉祥之地进行

秘密革命活动。 胡志明以及越南重要干部四十多人， 在这里前后

活动了十八年。

序 一 ： 福 地 龙 州（代 序 ） 003



龙 州 往 事

胡志明当年的到来， 使今日龙州声名远播， 是胡志明帮助和

提升了龙州。 当然， 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 是龙州人民援助和支

持了胡志明， 使这位越南民主革命之父， 能在危难时刻， 继续有

效地指挥越南国内的革命斗争。 胡志明与龙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近年来， 中共龙州县委、 县人民政府， 把胡志明秘密机关旧

址辟为“胡志明展馆”， 陈列图片、 图表六百多张， 文物六十多

件， 生动地展现了胡志明与中国人民结下的深厚情谊和并肩战斗

篇章。

我在展馆有幸看到中越两国领导人讴歌中越友谊的重要题

词。 周恩来总理的题词是： “越中两国人民， 世世代代友好下

去。” 胡志明主席的题词是： “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关系真是：

恩深、 义重、 情长。 友谊之光， 万世辉煌。” 教诲语重心长， 使

我久久难忘。

我步出胡志明展馆， 仰望苍穹， 心情格外激动。 我深深地为

龙州庆幸。 在龙州， 居然出现邓小平和胡志明两位世界伟人的革

命足迹， 这是人间奇缘！ 这是龙州得天独厚的人文资源， 是龙州

一笔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

福地龙州何其有幸啊！

打开玉笼飞彩凤， 挣脱金锁走蛟龙。

再铸新世纪腾飞的更大辉煌吧， 赤色龙州！

作者黄嘉， 1921年生， 广西桂林荔浦人。 抗日战争时任中共桂东北特

派员兼临阳抗日联队政委； 解放战争时任左江地委书记兼左江支队政委。

解放后任龙州地委第二书记， 广西区党委宣传部部长， 广西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中共十二大代表。 本文选自作者《满目青山》 文集， 原文题目为

《重访革命老区龙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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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 往 事 不 能 如 烟
严风华

2011 年， 龙州县出版了《龙州旧事》， 2014

年， 又出版了《龙州旧事续篇》， 这两本书， 对

发生在龙州的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做了系统的整

理； 如今又出版《龙州往事》， 对有遗留的历史

事件作了细致的充实。 这是一个很有历史价值和

历史意义的文化积累工程。

任何一个地方， 都会随着千万年的历史变幻

而留下点点滴滴的历史印痕。 这些印痕， 串联起

来， 就是一个地方史。 就龙州而言， 其建制时间

不算短。 自唐先天二年（713 年） 起至今， 已有

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这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

里， 有多少事情发生， 有多少事件变故。 但能流

传至今的， 却是寥寥无几。 幸而， 随着科技的发

达， 文字记录渐渐代替了口口相传的传承方式。

《龙州往事》 用大量的文字， 记录了 20 世纪

发生在龙州的许多故事以及部分文化名人传记。

龙州地处广西西南， 虽处所偏僻， 但水路交通发

达， 往西南可通越南、 云南、 贵州， 往东南可达

梧州、 广州， 历来贾商云集， 兵家必争。 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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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日， 龙州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 龙州起义点燃了气

势猛烈的革命烈火。 其中， 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就是起义领导者

之一。

李明瑞 1896年 11月 9日生于北流市清湾镇朱砂村。 1920年

从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毕业后， 李明瑞被派到广东江门镇守署当

军事教官， 后在桂军由排长升至旅长。 1929 年 10 月， 李明瑞参

加的由国民党改组派策动的反蒋战争失败后， 在中共代表邓小平

的劝导下， 李明瑞和俞作豫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开赴龙州。 在龙

州经过中共的帮助， 李明瑞彻底转变了立场， 毅然投身革命， 成

功领导了龙州起义。

随后， 一批有志之士在革命斗争中蓬勃成长。 如宛旦平、 张

兆梅、 邓礼等， 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不惜抛头颅、 洒热

血， 显示了龙州刚烈不屈的性格。

文化名人记录的篇幅不多， 但个个都是闻名遐迩的。

一位是陈传熙。 他父亲原是南宁人， 因要到龙州水口关边防

督办任职， 陈传熙便出生在那里。

陈传熙自幼喜欢音乐。 父亲便有意培养。 但那时龙州没有懂

得音乐的老师， 家中只有一架风琴， 只好自己摸索。 7 岁那年，

军阀混战， 时局动荡， 陈传熙跟着父亲， 逃到越南谅山避难。 当

时， 越南为法国殖民地， 法国驻军有一支乐器齐全的铜管乐队。

每周末晚， 都要打着火把， 吹奏着进行曲， 绕城一周。 陈传熙完

全被迷住了， 每次都早早到军营门口等待， 跟着绕城一周。 12岁

那年， 陈传熙随家迁到海防市， 进入了华侨开办的中学学习。 那

所中学重视音乐教育， 组织有铜管乐队。 因陈传熙对音乐酷爱和

天赋， 被老师破格吸收， 因而他熟悉了许多的铜管乐队和军乐队

的标准乐器。 初中毕业后， 他随父母回到南宁。 19岁时， 他放弃

006



免试进入广西大学学习的机会， 通过招考得以进入上海国立音乐

专科学校学习， 毕业后进入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做演奏员， 后调

到上海电影乐团作指挥， 成为新中国四大音乐指挥家之一。

另一位文化名人是华山。 华山原名杨宁华， 龙州镇西街人。

6岁随家迁居南宁， 14岁考入上海泉漳高中。 1936年参加共产党

领导的“民先” 组织， 被学校当局开除， 遂在张爱萍将军领导下

的上海游击队做传令兵， 经张爱萍将军介绍， 赴延安吴堡西北青

年训练班， 后转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1938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39 年后， 从事新闻记者工作， 曾任《新华日报》 记者

和中共军委政治部、 中央军委东进纵队、 《翼热辽日报》 《东

北日报》、 新华社特派记者等； 解放后， 任新华社军事记者、 新

华通讯社总编辑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 抗美援朝期

间， 三次赴朝鲜前线战地采访； 1957 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专业

作家。 华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著名新闻记者、 作家， 创作并写

出了许多优秀作品： 木刻作品有《爸爸， 我也要去打日本》 等

近百幅； 文学作品有报告文学、 通讯、 散文、 小说、 诗歌。 已

出版的有 《远航集》 《华山战地通讯选》 《朝鲜战场日记》

《华山文集》， 其中中篇小说《鸡毛信》 和报告文学《英雄十月》

《清川江畔》 分别选入小学、 中学和大学语文教科书。 华山最杰

出的成就就是创作了《鸡毛信》。 《鸡毛信》 是新中国建立后拍

摄的第一部战斗题材的儿童片， 海娃也成为新中国银幕上第一

个抗日小英雄。 影片受到儿童和成人观众的喜爱， 几乎达到家

喻户晓的地步。

弹丸之地的龙州边城， 一下子出现了两位全国闻名的文化

人， 这是龙州的造化！

往事如烟矣。 过去的许多事情， 都会跟着时间的流逝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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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无法留在人们的心里。

但往事又不能如烟。 很多事情， 是因为跟随了这个时代的进

步而促生的， 因而， 它带着时代的烙印和时代的精神， 世袭相

因， 代代相传， 让后人无法忘记。

《龙州往事》 正是这样一个承接链。

《龙州往事》 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见

证资料。 我们应当对此书的编选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

感谢！

作者严风华， 壮族， 1962年生。 广西龙州人， 现为广西作家协会常务

副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广西散文创作与研究会会长。 广西

2010—2012年签约作家， 2016年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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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瑞烈士

红七军 、 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烈士

卢致远 蔡有芳 钟钰祥

李明瑞， 号裕生， 1896

年 11 月 9 日生于广西北

流县朱砂地村（今属清湾

乡侯山村）。 1930 年 1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明瑞

是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

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曾

任中国红军第七军、 第八

军总指挥， 红七军军长等

职。 他以坚定的无产阶级

党性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

能， 为党、 为人民的解放

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李明瑞的童年是在耕读中度过的， 从六岁起， 他到邻乡的岭

垌大路寨读了几年私塾， 每逢放假回去， 就干力所能及的农活。

他爱亲近贫苦的农民， 日渐体察到他们生计的艰难。 离开私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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