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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
闪耀的

SHANYAO DE XINGQUN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间经历了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期,整整28年,中国

共产党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达州作为革命老区,为这个

伟大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这种牺牲和贡献贯穿到

每一个革命时期。无数的达州儿女积极投身到滚滚的革命洪流,奋勇争先,

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英雄辈出。他们在中国革命的阵营中,犹如银河系中

一团闪耀的星群,熠熠生辉。

本书作为中国革命老区达州系列丛书之三,分为人物传记、人物志两大

部分。其中人物传记87人、人物志350人,分为上、下两册。本书初稿发到

各县 (市、区)征求意见时,约为83万字,定稿后约60万字。受史料所限,

书中所记的只是数十万投身革命的达州儿女中极少的一部分,更多的人则连

名字也没有留下,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然而,这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

事情了。

本书人物传记的排列原则是:将王维舟、张爱萍、陈伯钧、向守志、李

家俊、徐彦刚、唐在刚排在最前面;接着是开国将军 (按姓氏笔画为序);将

曾带红四方面军进四川、三任川陕省苏维埃主席的熊国炳排在开国将军之后;

其余人物不论职务高低,均按姓氏笔画排列。人物志同此。

本书是根据各县 (市、区)老区建设促进会、党史研究室、志办提供的

资料,结合编者多年的征集、收集,加以综合分析、考证核实,然后编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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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书吸收了众多的他人研究成果,包括有的人物只作了极少文字改动、

纠错或增减,个别人物采用了原有的标题。列出的参考文献仅是主要部分,

还有一些内部参考资料没有列出。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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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传 记人 物 传 记

战士英容冠群雄
———张鹏翥

“战士英容冠群雄,传来噩耗泣三军。

牛头山麓遥相祭,血写诗文吊唁君。”

这是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 (原名川东游击军第一路)总指挥李家俊悼

念亲密战友、第三支队支队长张鹏翥的两首诗中的一首,字里行间洋溢着深

切的怀念之情。1930年,那腥风血雨的年代,在陕西省西乡县县城南郊的牛

头山上,立了一块 “戴重义士之墓”墓碑,一位烈士被礼葬在那里。他,就

是曾纵横捭阖、驰骋于川陕边的红军指挥员张鹏翥。

张鹏翥,1902年出生于达县张家场 (今五四乡)一个富有家庭。原名张

成荣,乳名寅生,读书时曾名张翼,中学毕业后改名为张故违。其父考虑

“故违”锋芒太露,改为 “鼓为”。不久,又改为鹏翥。父亲张奉庭为一方大

族之长,曾作过张家场团总,在石桥河一带颇有声望。

张鹏翥8岁发蒙读书,高小毕业后,考入达县县立中学 (习惯称达县中

学)。学生时代的张鹏翥倜傥有为,好读书,喜书法,尤擅长诗文。五四运动

后,学校常进行演讲比赛,他曾以立意高雅、口齿清楚、声音洪亮、节奏有

力而获达县中学第一名。当时学校旧儒气息极重,而张鹏翥奋发向上,不落

俗套。不仅学识丰富,还会气功,晓拳术,喜踢足球。以脚力劲健、踢跳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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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称。

1921年冬,张鹏翥认识了来自达县讲学的吴玉章,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

育,阅读了 《资本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精髓》等马列著作和大量进步

刊物,组织同学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

1922年,张鹏翥从达县中学毕业,回到石桥河县立第四高级小学教书。

面对苦难深重的中国,他挥笔写下了 “愁思万缕眠不得,披衣起坐拥寒衾”

的诗句。教书期间,他组织青少年踢足球,打乒乓球,传授武术 (师承其舅

父,靖国军武术总教官);教唱 《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宣传共产主义,号

召民众团结起来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军阀的统治而斗争;组织

进步青年宣传孙中山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倡导革命的

三民主义。在乡村提倡兴办实业,振兴教育,主张开办女子学校。为此,他

带领一批进步青年将寺庙神像拆除,强行将张家场观音寺的庙产稻谷卖掉,

作为经费办起了女子学校。然而他却被封建势力告到县衙,县知事张仲孝点

名捕人。张鹏翥被迫于1923年农历3月离开家乡,考入成都高等师范专科学

校。

1924年,张鹏翥加入吴玉章、杨闇公组建的中国Y.C团 (即中国青年共

产党)。求学期间,受到恽代英、萧楚女、张闻天、杨闇公、刘伯承等人革命

思想的熏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阅读了 《莽原》《晨报·副刊》和 《共产党

员》等进步书刊,并经常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5月1日,《赤心评论》

出版 《追悼列宁号》,成都团的地方执行委员会与Y.C团一起组织了追悼列

宁逝世的群众集会,遭到军阀杨森的镇压。

1925年6月,上海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四川,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成都成立了五卅后援会。张鹏翥深受革命潮流的影响,奔走呼号,积极支持

上海的工人运动。

同年暑假,张鹏翥回家曾做父亲的工作:田地太多,反正没人种,倒不

如分给大家。母亲坚决不同意:“地主没有土地,那还叫啥子地主?”

1926年3月,张鹏翥受吴玉章、恽代英的指派,到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军

官学校,为第五期入伍生。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7月考取正式生资格,被分

到步兵科。9月参加学生军出师北伐。北伐军攻克武汉后,转入中央军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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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继续学习,并结识了在武汉的王维舟等川东共产党人。1927年参加八一

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根据党的 “八七”会议精神,受党组织派遣,返川

组织地方武装暴动。他与前往四川工作并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的军校

同学余乃文一道,辗转于10月回到达县张家场家中。余乃文在张鹏翥家停留

一个多月,2人共同商讨并做驻防石桥河陕军副旅长朱霞林的策反工作。

面对乌云蔽天,山河破碎,疮痍满目,到处一片白色恐怖,人民不堪其

苦的祖国,张鹏翥忧心如焚,壮怀激烈。那时,边远的乡村还没有党的组织,

要进行革命,确是很不容易的事。他把左邻右舍的青少年组织起来,教唱

《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宣传革命,

号召大家起来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而斗

争。其间,有军阀王陵基部营长任某回乡,见张鹏翥有胆有识,愿保荐他去

当连长。张鹏翥幽默地说: “你告诉王陵基,如果他放心,给个团长我可以

去。”使之无言以对。

1929年2月,张鹏翥受中共四川省委军委的指示,参与发动川东武装起

义。他与从湖北等地返乡的共产党人唐伯壮、陈长庚取得联系,在父亲的暗

中支持下,购买了一批枪支。同年5月,他化名戴重,带领弟弟张成华前往

万源县固军坝参加了起义队伍。由于他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打过仗,不久

即担任川东游击军第一路第三支队支队长。

张鹏翥中等个子,体格健壮,枣红色的面庞,两眼炯炯有神,络腮胡子。

样子像猛张飞,对人忠诚热情,细心厚道,大家都很敬重他,亲切地称他

“戴先生”。他性格坚韧,立场坚定,原则性强,谦虚寡言,但言必有中,从

不轻易否定别人的意见,而对大是大非问题从不调和迁就。一次为了救灾,

好不容易为根据地群众买回1万多斤洋芋种,还未发放就被一个农会干部偷

了一些去作了主食。在讨论这件事时,有的认为在灾荒之年是难免的事;有

的认为要处理是小题大做。张鹏翥却严肃地说:“这绝不是件小事,明知是买

来救灾的种子,偷吃的又是党员干部,应该严肃处理,不能迁就,否则就没

有原则了。”于是,对那位农会干部作了恰当处理,对干部战士是一个很好的

教育。

张鹏翥长于谋略,文武兼备,对军队多有建树。由于起义的时间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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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队伍多是来自四方自发起来抗粮、抗捐、抗税的农民,革命觉悟、军人

素质、组织纪律、作战能力都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军队的建设亟待加强。

张鹏翥积极向李家俊等建议:军队名称必须统一,旗帜要鲜明;各级要尽快

建立党团组织,要保证党的领导高于一切,充分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要建

立一套完整的革命军队纲领、制度;兵员要不断补充,要举办训练班,培训

各级干部等等。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建议很好,研究决定由他来起草。他欣然

接受,并很快就把草案拟了出来,经审议通过后付诸实施。由此,起义军才

正式设立了川东游击军第一路总指挥部,打出斧头镰刀的大红旗,扫清了形

形色色的称王坐寨、山头主义的旗帜;将部队整编为三个支队,张鹏翥任第

三支队支队长。正式建立了以万源固军坝、井溪坝为中心的城 (口)、宣

(汉)、万 (源)3县边区根据地。这对军队的建设、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李家俊常说:张鹏翥很有谋略,很有军事才能,分析判断力强,有战略眼光,

善于团结人,群众关系好。说他 “很像太平天国的军师冯云山”。于是,张鹏

翥是 “南王 (冯云山)再世”的故事便在战士们和当地群众中传开了。

创业艰难,千头万绪,改造 “神兵”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1929年

前后,川、陕、甘3省边区地带干旱特别严重。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农民

无以为生,相率揭竿而起,各占山头,后来纷纷投奔 “驾畚箕云”的李胡子

(李家俊),把他当作救世主。尤其是所谓 “刀枪不入”的 “神兵”,严重地影

响着军队的革命化和作战能力。这种 “神兵”没有班排连建制。在与敌人对

仗时,由老师率领,头缠红巾,面涂朱砂雄黄。上身裸露,手扣红缨枪,口

中念念有词,不等吃符念咒的一套做完,就跪地不动,呆若木鸡,当进不进,

当退不退。敌人排枪打来,击倒前面数人,余者一哄而散。相传这种 “神兵”

在那一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根深蒂固,在文化极其落后的边区很神秘,很

迷惑人,要改造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张鹏翥主动承担了这项任务。如何改

造呢? 他想,首先要解开其 “刀枪不入”谜底,才能使人信服。于是,他决

定找一个村庄,对 “神兵”进行试验,在许多 “神兵”老师中挑选一个最著

名的外号叫 “小诸葛”的做坛主,另选几名老师做助教,邀请起义军的主要

领导人参观。开坛后,先由坛主统率助教各领一队 “神兵”操练。然后挑选

两名 “神兵”立于数百步之外,以驳壳枪击之,则只起肉包而已。 “小诸葛”

273



●人●物●传●记

更是神气,而张鹏翥不信。于是,又挑选一 “神兵”,将距离缩短到一百步,

他亲自挑选一人射击,言定瞄准于无损生命之处。结果 “神兵”应声而倒。

张鹏翥趁此向大家宣传:“所谓 ‘刀砍不入’乃气功而已。战场上相斗,气功

不能持久。所谓 ‘枪打不钻’,是因为距离太远。在枪的有效射程之内,没有

打不钻的。在战场上全凭机智灵活,勇敢无畏,方能战胜敌人。”这件事一个

传一个,很快传遍了整个起义队伍,大家在事实面前深受教育,破除了迷信,

使起义军向革命化迈出了一大步,大大增强了战斗力。

为了扩大红军根据地,总指挥部决定向城口、陕南方面发展。但如从东

面进军,必须通过明通井、蓼子口,而这一带有城口县团防局局长徐植林重

兵把守;如从西面进军,回家湾路上则有区长赖登初扼守咽喉。不拔掉这两

颗 “钉子”,就很难实现战略意图。经研究决定,先消灭赖登初,打通西路。

30多岁的赖登初,盘踞回家湾已有多年,当上区长后,自以为少年得志,

不可一世。他凭借山高路险和七道关卡,外加 “清共”团两个中队和团防队

一个连,约200人防守,曾多次阻挠游击军前进,杀我地下工作人员,是一

个凶恶狡诈的敌人。在研究具体打法时,有的主张硬攻,有的主张智取,意

见不统一。恰在这时,侦察员报告:“赖登初将在最近娶第四个姨太太,女方

是城口县上面的豪门,要大摆宴席。”张鹏翥一听,喜上心来。他说: “我们

来个将计就计,到回家湾吃喜酒,大家以为如何?”接着他把想法向大家一

讲,到会的人个个都称 “妙计”。李家俊随即点了徐万仕、李明扬等7个精干

队员与张鹏翥去执行这个任务。

9月的一天,阳光和煦,金风送爽,在通往回家湾的山路上,一行8人,

个个礼帽长衫,身背短枪,大摇大摆,谈笑风生,直奔回家湾,自称是 “远

方兄弟,特来恭贺赖区长新婚”,顺利通过层层关卡。他们就是乔装打扮专门

去 “吃喜酒”的张鹏翥等红军战士。按预订方案,随着拥挤的人流,他们先

先后后徐徐进入赖登初的大院,各自占据有利地势。张鹏翥和徐万仕等3人

站在不惹人注目的地方,纵目横扫,寻找目标。忽见正中那间屋子的墙壁上

悬挂着几支手枪,张鹏翥机警地给徐万仕递了一个眼色,徐万仕立即走到赖

登初的房门口。狡滑的赖登初一见这陌生的面孔,立即大声吼道: “啥东西!

滚出去!”徐万仕急忙手起一枪向赖登初射去,赖把头一歪,未打中,随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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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出枪来。正要还手,哪知张鹏翥飞步向前,举起勃朗宁手枪 “叭! 叭!

叭……”一连放了7枪,将其击毙。这时,左院、后院和大门口几处枪声大

作。随后,接应的红军战士也到了。敌人不知所措,仓皇地往万县方向撤走。

张鹏翥和战友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大家的夸奖。从此,打通了到回家

湾、双河一带的通道。

消灭了赖登初以后,总指挥部又派张鹏翥去消灭徐植林,打通东路,向

城口、开县、宣汉边境发展。张鹏翥带领300余名战士,直奔明通井,当晚

拿下高梯子,第二天攻上蓼子口,第三天派政工人员一边破仓分粮,赈济群

众,一边宣传革命。他亲率一个排深入前线,探听敌人动静,不料刘存厚驻

城口县的刘志超团奉令与徐植林配合,从周溪直下明通井,不仅把300红军

包围,还截断了张鹏翥的归路。此时,张鹏翥已远离根据地150余里,孤军

深入。有人主张硬拚打回去。在此危急关头,张鹏翥出敌不意,以游击战进

行千里迂回,穿过敌人没有设防的高山密林,跨燕子河,翻讥荒坪,到长生

桥,经开县的白马寺、满月槽,爬观面山,越宣汉县的三墩、土黄、樊哙等

地回到了根据地,历时一个多月。一排人枪不仅无损,反而增加了不少。去

时雪满山,归来已桃红柳绿,其间千辛万苦,不可名状。当走到饥荒坪时,

山上人烟稀少,没有粮食。张鹏翥见积雪融化,蕨菜抽芽,鲜嫩茁壮,就组

织战士们采蕨菜,燃篝火,烧泉水,聊以充饥。一位战士边吃边笑道:“支队

长,你吃了20多年的美酒佳肴,吃蕨根野菜还是第一回吧?”张鹏翥感慨万

端地答道:“同志们,今天我们吃蕨根野菜,正是为了让千百万人将来都吃美

酒佳肴啊!”

1930年1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委派李哲生 (本名文强,曾任政协全国委

员会文史专员)、王国梁前往城宣万革命根据地,加强对游击军的领导。李哲

生根据省委的指示,成立了城、万、宣、达四县行动委员会,张鹏翥担任行

动委员会委员。同时,将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命名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

张鹏翥仍然担任第三支队支队长。

之前陕军残部王光宗旅接受刘存厚的整编,到达县石桥河一带驻防。张

鹏翥返川后,曾与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余乃文商讨做王部副旅长朱霞林的

工作,朱霞林因此倾向革命。于是,李家俊派张鹏翥回家乡石桥河一带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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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工作,开展兵运。张鹏翥回去后,一面筹款购枪,支援部队,一面在王旅

相机活动。同时,奔走于达县、宣汉、开江之间,利用军阀间的矛盾,纵横

捭阖,促成王光宗与开江失意军阀颜德基联合,共同驱逐盘踞达县多年的川

陕边防督办公署督办刘存厚。不料颜部乃乌合之众,观音山一战大败。王光

宗先是打算保存实力,坐观成败,然后乘两败俱伤之机,拥兵直入达县城割

据川东。颜败后,王惧怕刘存厚,慌忙放弃石桥河,北走陕南,另谋出路。

当路过万源县城时,遭刘部前后夹击,王部大败,死伤600余人,朱霞林亦

战死。散兵无家可归,张鹏翥带人前往招抚。王部排长王吉人带领100多人

枪,到城、万、宣边境大山中,打出 “济贫军”的旗帜,被张鹏翥收编。李

家俊非常高兴,以此为基础,整顿扩编为城万红军第三大队,王吉人任大队

长,属张鹏翥的第三支队,驻回龙坝,待机向城口、宣汉境内发展。

6月,刘存厚调动4个团的兵力由民团乡勇配合,在师长廖震 (雨辰)的

指挥下,分进合击,企图摧毁以固军坝、井溪坝为中心的红军根据地。在敌

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游击军决定避开敌军主力,将3个支队分散撤离,固

守城口边境龙潭河一线,然后与敌周旋,打 “磨盘战”,各个击破。敌人到根

据地扑空后,廖震恼羞成怒,实行 “三光”政策,继而向龙潭河进攻。由于

红军缺乏作战经验,也从未遇到过这样规模的战斗,以刀矛和少量步枪去对

付敌人的 “意式”(意大利制造)装备,结果 “固守”未成,“磨盘战”无法

实施,各支队被冲散,形成混战。张鹏翥的第三支队与总指挥部和第一、二

支队失去了联系。混战中,张鹏翥腹部被打穿,肠子外流,斑斑碧血,衣裤

尽染,仍然坚持指挥战斗。在撤退中,他看到战士们又饥又饿,疲惫不堪,

多次下担架,捧着外流的肠子步行,谈笑风生,全无痛楚模样,还用温言细

语安慰大家,见者无不泪下,深深地被他这种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所鼓舞。

后经一位名叫刘开国的老中医以土方医治,仅一个星期,他竟奇迹般地站起

来了。静养半月后,又与战友们一起生龙活虎般地参加战斗了,大家都为他

庆贺。

龙潭河一战,根据地已失。如何办? 张鹏翥经过深思熟虑,向总指挥部

提出了一个宏伟的 “三边大计”。所谓 “三边大计”,就是要在川、陕、甘3

省边区地带普遍撒播革命种子,以期在这一地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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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进行革命斗争,然后建立巩固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立于不败之地。

这个长远的战略计划得到了总指挥部的同意。如何实施呢? 这时,王光宗在

陕南羽翼已丰,原从王部投奔红军的王吉人大队由于过不惯红军的艰苦生活,

不习惯红军严密的组织纪律,又多系陕南人,因此仍想去投王光宗。虽经张

鹏翥多次做工作,未能见效。张鹏翥想,改造旧军队难,解散强留均不妥。

王吉人粗通文墨,原籍陕西南郑县,非常迷信 “桃园结义”那一套,颇讲江

湖义气,对张鹏翥很崇拜。于是,张鹏翥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建议礼

送这支队伍回陕,并利用回陕的机会,实施 “三边大计”。总指挥部同意了这

个建议。但谁去送呢? 张鹏翥想,只有自己最合适。尽管王光宗反复无常,

礼送要担很大的风险,但为了红军的前途,为了 “三边大计”的实施,他毅

然担起了这副重担。大家都为他耽心,他却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古人

常说 ‘大丈夫当以身许国’,何况我是共产党员呢!”他首先商之于王吉人,

征得他的同意后,挑选了100多名优秀战士,混编于王吉人的大队,进行训

练,明确目的、任务。通过这100多人,组成若干个 “桃园三结义”小组,

以便乘机分别打入陕南、甘南各县。随后将自己领导的第三支队的精干战士

另编成一个独立大队,交参谋长徐永世指挥。一切就绪后,分3批入陕。第

一批是王吉人的回陕队伍,第二批是张鹏翥等10余人,第三批是徐永世的独

立大队。每批相隔半月入陕。

张鹏翥入陕前夕,战友李哲生、徐永世等备酒为其饯行。李哲生作了一

首 《为鹏翥同志赴陕饯别赋诗留念》的诗:“龙潭浴血战犹酣,蜀水秦山万壑

寒。四寨旌旗兴土革,三边大计拯时艰。不因洞腹饶余勇,自有豪情视等闲。

饯别举盏明月夜,凯歌期许共尧天。”孰知竟是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930年9月上旬,李哲生、徐永世在陕西省镇巴县城郊一隘口处,碰见

原跟随张鹏翥入陕的战士刘学义回川报告情况,方知张鹏翥已在西乡县壮烈

牺牲近半月。

原来,张鹏翥一行10余人化装成商贩、教师,绕过几处土匪巢穴,分途

北行,先后到达陕西省镇巴县城。停留了一个星期,留下两人作交通员。继

到西乡县与王吉人相晤。尔后整天忙于应酬驻军团长、县知事等,人称 “戴

先生”或 “戴大人”。一月后,团部书记官常邀张鹏翥去打麻将。但见客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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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屡有不三不四的人窥探。张鹏翥情知有异,仍泰然处之。8月25日晚,张

鹏翥被王团长 (王光宗属下)扣押,迫其交待入陕的共产党活动。张鹏翥从

容应付,使王团长一时语塞。于是王撕破面皮,一口气将王吉人投奔,后编

为一个工农红军大队,义送回陕,“桃园结义”,以及张鹏翥是四川红军第一

路游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入陕目的等等,全盘托出。张鹏翥方知有人叛变

告密。于是毫不隐讳地承认了这一切,将敌人的审讯台变成宣讲台,痛斥

“三边”地区的兵灾匪祸和蒋介石叛变、军阀混战、冯玉祥西北军的假革命等

等,王团长和书记官无言可答,草草退堂。

被扣押后的第三天,即8月28日,王团长大摆宴席,亲自持壶劝酒,口

称 “戴支队长”“戴义士”,谓系奉上峰之命,不得不尔。表示深佩其革命精

神。酒罢,请张鹏翥端坐铺有大红毛毯的椅子上。张鹏翥面不改色,大义凛

然,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万岁!”饮弹就义。他的壮

举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真可谓感天地,泣鬼神。就这样,党的优秀儿子张

鹏翥为了他执著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不幸过早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李哲生、徐永世闻此噩耗,十分悲痛。李哲生疾书 “忠贞万古丹心志,

草木含悲烈士魂”一联,徐永世随书 “碧血千秋”横幅,祭以茗酒,聊寄哀

思。66年后的1996年秋,已经89岁的文强 (李哲生)见到烈士的胞弟张成

贵时,仍唏嘘不已,书写了 “凌霄气节垂千古,手足情深若一人,刻石铭碑

完党德,秦山碧血壮昆仑”的诗句,战友之情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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