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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黄

麻起义诞生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起，到一九三七年八月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止，进行7 十年的英勇斗

争，经历 7艰苦曲折的道路。这部战史就是对其十年斗争基

本情况的叙述。

二、红四方面军战史是遵照中夹军委和总参谋部的指示

蝙写的。革委、总事对描写战史的目的和要求是·"通过对

历史上成败史实的综合研究，有革统地总结成军历史上武装

斗争方面的经栓教训"，日使"教育正提高部队、干部的军

事素质尤其是干部的军事思想，深入体舍、学习毛泽革思

想"，并"保存成军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的战史责料"。根据

以上总的目的和要求，成们以下述各点作为编写这本战史的

指导思想·第一，认真贯彻毛泽东思想，即以毛泽'"思想来

分析、研究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实事求是地反映出这主革命

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JJ...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并总结其

经验教训。第二， 1'1..武装斗争为中心，并适当反映其它各种

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的有吴情况，克分体现出党的领

导作用和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本质。第三，克分写出红四

方面军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援下的英勇斗争，同时也揭露批判

各次错误路线特别是张国;!t分裂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以

从正反两面得出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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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红四方面军发展过程各个时期的特点，采取时

经事纬的方法分为八章三十节;人幸之后有结束语，作为全

史基本经验的总结。每幸体现一定的历史阶段，每节表示一

个小的历史段落或本阶段的一个历史侧面。但为便于集中说

明某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间有补前带后之处，不全圭时间限

制。此外，红军第十五军和川东游击军革先后合编到红四方

面军的，为了较完整地叙述其合编前的历史，均立了专节。

为培阅读和研究本战史提供线索，书本附有大事记和红四方

面军发展浩革表。

四、根据军委、总在指示中保存战史责料的要求，以及

为便于研究红四方面军一些主要战役战斗的经验和纪念烈

士，另编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万面军战倒选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

方面军烈士贵料汇集}等，作为战史的附件。

五、本战史除引用《毛，辛东选集}的主句处坦明页数

(均按第二版本)外，为了节省篇幅，引用的原始贵料大都

没有注明出处，但均用引号标示，以明语有所本。

六、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写工作，从一九六0年三月开始

到一九六三年七月完成送呈革委审查稿。鉴于当时历史条件

和占有责料的限制，送审稿对有些问题看的还本太清楚，有

些历史过程的叙述还不太准确，一九八三年八月，由军委批

准成立了红四万面军战史修改委员舍，对送审稿进行补克和

修改。修改工作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舍精神为指导，根据徐

向前元帅指示的"正确的保留，错误的修改，不足的补上，

多余的删去"的原则，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战史送

审稿进行全面的订正和修改。对其中的第七章、第八章"-结

在语，则重新作了改写，使之更加切合于历史的实际。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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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九八八年五月，由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告舍体告议

审查定稿。这部战史虽经长时间的努力和反革修改，但由于

占有责料和编写人员水平所限，其中不完备和错误主处，在

所难免，请读者于d批评指正。

七、本战史在修改过程中，得到北京军区、沈阳军区、

成都军区、兰州军区、南京军 E、广州军 E、原武汉军E 、

原乌鲁本齐军 E大力支持，得到军事科学院、中史档案馆、

总在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北、安徽、河南、四

川、甘肃、青海、陕西各级党史品、档案馆、博物馆大力协

助，得到原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老同志的热情指导。谨此

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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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鄂豫皖边界地区工农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节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前后

鄂豫皖边界地区的斗争形势

鄂豫皖边界地区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诞生地。

第→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这里的工农群

众，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

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卫在这里领

导了多次起义。从起义中诞生的工农武装，就是红军第四方

面军的前身。

鄂豫皖边界地区，包括湖北的黄安(今红安)、麻城、

黄阪、孝感、黄冈、罗田、薪水(今漏水)、薪春、黄梅、

广济，河南的商城、光山、罗山、面始、潢川、 f言阳，安徽

的六安、霍山、霍丘、潜山、太湖、宿松、英山(今属湖

北)等二十余县，人口近一千万。这个地区南濒长江，北

带淮河，西扼京汉铁路(当时称平汉铁路) ，东接江淮平

原，大别山脉雄峙中央:物产丰富，地势险要，武汉、信
阳、安庆、合肥等城市均在其直接瞰制之下，具有极为重要



的战略地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鄂豫皖边界地

区的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长期过着极端悲

惨的生活。这里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均为地主阶级所占

有，封建地租一般占全部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有的甚

至高达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此外，农民还要向地主预付押

金，交纳鸡、鱼、柴、油各种"小裸..负担无偿劳役，逢

年过节送礼等。高利贷更是骇人听闻，春天借粮一斗，秋天
就要归还两斗或者更多。封建地主阶级这种残酷剥削的结

果，使广大农民债务丛集，终年劳碌，不得一饱。帝国主义

大肆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又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

人民生活进一步贫困化。北洋军阀的横征暴敛和速年混战，

更使边界地区回园荒芜，饥荒频仍。灾难深重的广大人民迫

切要求"变革现状的革命"，以摆脱水深火热的处境。在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当地就爆发过多次规模不等的抗租、

分粮和驱逐帝国主义传教士等自发性的群众斗争。所有这些

反抗和斗争，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失败。中国共产党

的组织一经在鄂豫皖边界地区建立，这里的革命运动便呈现

出一个全新的面貌。

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董必

武、陈潭秋等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地区积极地宣传马克思

列宁主义和建立党的组织。同年十一月，鄂东黄冈县成立了

党的小组。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黄肢、黄梅两县党的

组织相继建立。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一些在武汉读书

的青年，如黄安的王鉴、王秀松、戴继伦、戴克教，麻城的

蔡济璜、王宏文、刘象明、桂步瞻，罗田的肖方，孝感的汤

经舍等，先后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爆发后，他
2 



们分别返回家乡，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宣传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思想，并发展了一批优秀工农分子和革

命知识分子入党。一九二五年冬，黄安、麻城两县中共特别

支部分别成立。一九二六年，罗田和孝感也建立了党的

组织。

豫东南地区，一九二四年开始有党的活动。固始、商城

首先建立起党的小组。→九二五年商城建立了党的特别支
部。一九二七年一月，潢JiI县党的小组相继建立o

皖西的六安、霍山地区，在一九二七年建立了党组织。

这年春天，共产党人周猾之、储克盛、舒传贤(夏维宁)

等，先后由上海等地被派回六安、霍山一帝建党。七月，霍
山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八月，六安建立了党的特区委

员会。

鄂豫皖边界各地党组织相继建立起来之后，积极开展工

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在黄冈、黄安、麻城、黄肢、黄梅、商
城、六安等城镇，先后建立了工会组织或各种青年群众团

体，出版《黄安青年》、《少年黄梅》等革命刊物，还通过

兴办学校、夜校等活动来传播革命思想。

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关于农民

运动的决议中曾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
利，"必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

济的和政治的斗争

粮、拒绝陋规及不法征收、取消苛捐杂税等主张，同时认为

必须普遍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萃，保护农民利益。
鄂豫皖边界各地党组织提提这一精神，也积极地在农村中开

展活动。早在一九二四年末，鄂东黄梅就开始建立了农民组

织。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湖北省农民协会成立时，黄冈、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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