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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一声暴动

中国的广大农村，每年九、十月间的秋收时节，都是农民与

豪绅地主发生激烈斗争的阶段。农民收割稻谷，地主便抓紧时机

催租抢粮，恶似虎狼，打死人命是常事，农民愤而反抗亦为普遍。

利用秋收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已成为→种斗争特征。

1927年的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就着手制定湘、

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

这一决定是7月 12 日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新组成的中央临时

政治局作出的。陈独秀被停止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临时常务委

员会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 7月中、下

旬，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两项重大决定:一是在湘、鄂、粤、赣四

省发动工农田击国民党反动派;二是将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军

队，在武汉与南京之间的南昌举行起义，然后开到广东建立革命

根据地，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举行第二次北伐。这时候的中国

共产党已被逼到唯有武装反抗方能生存下去的境地。

1927年的3月至7月，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新军阀

无耻地背叛了革命，反过于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而汪精卫武汉

国民政府与之同流合污，以"分共"的方式实现了"宁汉合流"

先后在上海、广州、南京、宁波、杭州、重庆等地进行了血腥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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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大屠杀。根据1928年6月 18 日至7月 11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

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不完全统计，自 1927年3月到翌

年的土半年，全国各地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竟达到万

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在反革命的腥风血雨的摧击下，

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有的自动脱党，有的叛变投敌，共产党

员的数量由将近6万人减少到I万多人，而工会会员则由300万人

锐减为几万人。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鲜血遍洒各地，苏联

的《布尔什维克》刊物载文说"今日的中国，要算全世界最悲

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了。"

针对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在敌人的屠杀面前-昧妥协

的投降立场，共产国际为要扭转中国革命危如累卵的局势，紧急

指示中共改组中央政治局，抛开陈独秀另起炉灶。于南昌举行武

装起义和发动湘、赣等省的秋收暴动，就是首先要烧的两把大

火。

1927年南昌八一起义六天后的8月 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

开紧急会议，撤换了陈独秀的职务，正式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临时政治局在8月 9 日的第→次会

议上，指定彭公达与毛泽东回湘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彭为省委书

记，毛为中央特派员，对湖南的秋收暴动负全权之责。

为要贯彻"八七"会议的新决策，赶在秋收之前部署好全省

的暴动，中共湖南省委紧张地进行着筹划，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确定暴动的区域。

彭公达等人开始提出了一个四面开花的全省暴动计划，主

张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

湘西南以宝庆(今邵阳市)为中心，全省范围内同时举行暴动，

并提出毛泽东到湘南独当→面。

对于彭公达等人这种不切实际、偏于狂热的主张，毛泽东、

夏明翰、易礼容等省委常委都表示反对。他们不赞成这种脱离自

身力量、不顾客观条件的盲动倾向，极力主张从实际出发，缩小



范围，集中有限之力在湘中区域举

行暴动。对于这一点，彭公达在1927

年 10月 8 日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泽

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

说" 。

那么，究竟是四个中心全面开

花，还是只搞湘中的一个地方，实行

一点突破?在省委的几次会议上，两

种不同意见争论激烈。 省委的常委

们毕竟是明智的，夏明翰、毛福轩等

人对"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加以 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

切实计算，让彭公达等人意识到确

实不可好高莺远，否则就会使本来有限的力量更加分散，决然无

法取胜，还是脚踏实地为好。 省委8月 30日的常委会议确定"只

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即以长沙为中心，在宁乡、醒陵、

浏阳、平江、安源等地发起暴动。

省委这次会议还对暴动的领导机关、日期、口号、宣传等作

出了决定。 会议决定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

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由各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组成行动委员

会，以易礼容为书记。

毛泽东对这样的决定感到满意，他是坚决反对不自量力而

盲目行动的。他还在几次省委会议上强调，暴动光靠农民的力量

不行，必须要有军事的帮助，至少要有两三个团的兵力。 这位中

央特派员多次讲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曾这样说:

"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

精力注意军事运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护卫政权。 政权没有兵

力的护卫或去夺取，那是自欺欺人的话。 "

毛泽东在讨论全省暴动时对几个重要问题的主张，是非常

正确的，这在后来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实践中得到了印证。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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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的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一-军事力量的

重要性、农民的重要性、革命力量应该退却"上山"等，都有着独

特的认识和考虑，已经走在党内很多人的前面，或者成为党内的

第→人。

8月 31 日晨，毛泽东由其弟毛泽民护送，乘火车去安源部署

武装起义。途经株洲时，会见中共株洲镇委宣传委员、株萍铁路

总工会委员长朱少连和湘潭东一区区委书记陈永清等。毛泽东

传达了省委关于暴动的布置，并了解株洲各方面的情形。

9月 1 日下午，毛泽东在朱少连陪同下到达安源，与中共安源

市委接上联系。中共安源市委是这年8月中旬根据湖南省委的决

定由特区委改组的，刚从湖南调来的曾是湖北省农民自卫军总

指挥的蔡以忱任书记，前特区委书记宁迪卿、宣传部长杨骏为委

员。省委的意图是以安源市委为湘东赣西秋收暴动的领导中枢，

负责对萍乡、睡陵、莲花各县的秋暴做好准备，特别是在安源路

矿组织工人武装。

9月 2日下午，毛泽东在安源的张家湾工人学校召开军事会

议，对湘赣边界秋收暴动进行布置。参加会议的除了蔡以忱、宁

迪卿、杨骏外，还有几天前奉命赶到的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浏阳

农军负责人潘心源以及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

责人王新亚等。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会议。他首先传

达了"八七"会议的主要精神，即会议确定的总方针一一土地革

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传达湖南省委对于以长沙为中心

的秋收暴动的部署;接着，向与会者了解各地的军事情形和暴动

准备工作。潘心源报告了浏阳、平江两县的农民进入江西后，与

卢德铭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分别在修

水、铜鼓待命休整的情形;蔡以忱报告了安源市委在路矿把矿警

队争取过来，已有千余人枪的情况;王新亚报告了赣西宁冈、永

新几县工农运动的大致情形，包括袁文才、王佐农民自卫军于7



月中旬攻打永新县城，救出80多名被捕共产党员的经过。

会议围绕着军事问题和整个秋暴的行动计划，展开了详尽

的讨论，作出三方面的决定。

→是确定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军事建制。所有参加起义的

武装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责民任

副师长，钟文璋任参谋长。下设三个团，第一团以卢德铭警卫团

为骨干，加上平江工农义勇军和湖北崇阳、通城的数百农民自卫

军，计有2200余人，团长钟文璋(兼) ;第二团由安源工人纠察

队、安源矿警队及萍乡、安福、永新、莲花、酶陵等县部分农民自

卫军编成，计有1600多人，团长王新亚;第三团以浏阳工农义勇

队加上警卫团一个营组成，也是1600人枪，团长苏先俊。警卫团

团长卢德铭已赴汉口向中央请示行动未归，其职务另予考虑。

二是确定了各路部队的行动计划。起义部队分为三路向长

沙进击:第一路(第二团)攻取萍乡后再击醋陵，沿铁路线向长

沙行动;第二路(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县城后

向长沙推进;第兰路(第兰团)由铜鼓向浏阳进击，发动浏阳的

农民在四乡暴动，再汇成大队人马直逼长沙。

三是建立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各团的团长、党代表

及师部军事主官均为委员，毛泽东任书记。前委为秋收暴动最高

领导机关，按照中央指令，前委进入哪个省的境内，即受该省省

委节制。

会议还对起义部队的退路作了考虑，提出无论如何不能放

弃萍乡、安源，以防起义失利被敌军断绝退路。正是在讨论这一

问题时，王新亚提出，要是我们打不赢的话就跑，跑到赣西的宁

冈去，我有两个老庚在那儿，一个是袁文才，一个是王佐，他们那

儿住得下千军万马。这在毛泽东的头脑里留下了印象。

张家湾军事会议，贯彻落实了"八七"会议和湖南省委的决

议，具体部署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行动计划。会议结束后，毛

泽东以信的形式向湖南省委报告情况，并特别提出，长沙暴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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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方军事行动相配合，否则会失败;相约11 日安源发动， 18 日

进攻长沙。湖南省委接到毛泽东来自安源的急信，于9月 8 日发出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 0 {命令》要求"各地赶

紧动员，限于本月 16 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

会湖南分会"指令"安源决于11 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9 日

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应特别加紧工作，即于11 日齐发动"。

安源的工作安排就绪，毛泽东由潘心源和党员易绍钦陪同，

于9月 6日前往铜鼓，领导第三团的起义行动。

安源至铜鼓隔有200余里。毛泽东等三人沿薄乡、浏阳的边

境走了一天半，到得浏阳境内的张家坊，竟被当地的反动武装团

防队抓住了。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被抓遇险;所幸他身上带有十几

块银洋，给了押送的团丁八块，团I有意放他逃走。毛泽东走不

多远，又被别的团丁发现，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皮飞过，若是他

稍一伸腰抬头，就不偏不倚打在了头上。毛泽东赶紧跑到转弯处

一个水塘边，在茂密的草丛里藏了起来，幸亏团I们没有搜出

他。毛泽东躲至黄昏，进到一座山冲，遇上打柴农民陈九兴，自称

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陈九兴带着毛泽东走过了"鸡鸣三县"岔

路多条的绞车哟，向山下的铜鼓排埠赶去。

毛泽东在排埠住了一宿，次日上午来到铜鼓县城，向人打听

到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团部设在肖家祠，便找到那里。两个站岗的

战士不让他进去，毛泽东在旁边店里借了纸笔，写上"前委毛泽

东来见"几字，要哨兵交进去。第三团团长苏先俊看了纸条后，

立时出来迎接。

这天正是中秋节。毛泽东在肖家祠召开第三团排长以上干

部会议，苏团长首先向干部们介绍"他是中央特派员毛泽东，

又是党的前委书记，大家可以称他毛委员 O 现在，请毛委员讲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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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鼓掌声后，毛泽东传达中央及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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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精神。前委书记充满豪气地道"这次暴动，我们有正规

军队，也有农军，人数达到00余众。而比这个力量更为强大的，是

湘赣边界广大农民群众，他们会同我们一起向反动派开战的， " 

毛泽东挥动手臂接着说下去"今天是中秋节，又叫团圆

节，我们这么多人团聚在这里干什么呢?就是拿起枪杆子举行武

装暴动，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贫苦工农自己的政权， " 

干部们的情绪受到感染，个个心情激奋。他们昕到毛委员宣

布"明天举行暴动"后，热烈地鼓起掌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大规

模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了。按照湖南省委的指令， 9月 9 日，以破

坏铁路为标志，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序幕拉开。同一天，从汉口赶

回部队、由前委任命为起义总指挥的卢德铭，在修水县城向第一

团授旗。这面以镰刀、铁锤为标志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面战

旗，是师部参谋何长工和副官杨立三共同设计、制作的。鲜红的

旗帜升起，标志着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所说的"工农红军最早

的部队建立起来了"。

才情横溢的毛泽东，看到起义军所到之处，广大群众纷纷响

应，揭竿而起，奋勇参战，不禁引发一腔豪情，吟词一首:{西江

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O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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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家市变计

狂飘起处，地动山摇。工农革命军的各路部队从9月 10 日起，

按照作战计划各自展开行动。

师部所在的第一团、第四团，任务是夺取平江县城后，切断

长沙至岳阳的铁路，配合其他部队围攻长沙。

这一路的起义军不是一个团吗?怎么跑出个第四团来?话得

从师长余洒度说起。他未通过前委，擅自收编了→支国民党的溃

败部队。早在南昌起义前夕，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

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奉中共中央指示，由汉口赶赴南昌参加起

义，途中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南下广东，遂转至修水，在平江农

军配合下攻占了修水县城，守敌邱国轩部逃到渣津。余洒度时为

警卫团一营营长。他了解邱部有七八百人枪，秋收起义前夕，便

萌生了将邱部收编过来的念头，又是写信又是派人劝降。善于见

风使舵的老行伍邱国轩权衡得失后，答应收编，被编为第四团，

邱为团长O

第一团于9月 11 日向平江的军事要冲龙门厂行进。按照师部

的布置，部队人湘的首战是歼灭驻在龙门厂的唐生智独立营。起

义军占领龙门厂后，翌日继续向长寿街15里的金坪攻击，邱部在

一片枪声中派人来报，称前方发现敌人。钟文璋接报后，亲率第

一团第二营向前猛扑过去，不料在西翼突遭袭击，第二营几近覆

灭;就连在后眼进的第三营也有损失，所押运的辐重和军费全被

抢去。原来，在此袭击第一团两个营的敌军，竟是邱国轩第四团!

土匪成性的邱国轩，见在龙门厂缴获了一批弹药和几箱银元，顿

起歹念，在第一团毫无戒备的情形下突然下手，致使第一团遭受

重创，韬重尽失。钟文璋见部队损失惨重，深感内疚，痛哭出走。

战讯报到师部，余洒度大为吃惊，派人收集部队，准备再打

长寿街。于前几天赶回部队、被任命为总指挥的卢德铭，提出一

团折损严重，兵力不足，不可再人长寿街，应即退回修水，并向前



委报告战况。余洒度只得服从。

第二团于9月 10 日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该团事先派了爆破

队潜入城中欲炸开城门，不料被敌人发觉，失却偷袭机会，只得

转为强攻。战斗→天未能克城，团长王新亚决定放弃萍乡直攻醋

陵。醋陵的两营守敌挡不住第二团及上千农民的攻势，弃城而

逃。第二团与地方党组织在县城建立了中国革命委员会醋陵分
A 
Z:: o 

起义军攻占回事陵，使湘敌感到震惊，速派张国威部、王东原

部从三面夹击围城。王新亚趁浏阳守敌已出城与第三团作战，遂

率部队转攻浏阳，于9月 16 日攻克浏阳县城。王新亚不是布置部

队在城外警戒敌军，而是忙于向商人筹款，疏于防范。

敌张国威部得知浏阳丧失，于17 日下午派一个团加上宁乡

之敌与平江第八军一个营，自西、北两个方向攻来。人夜时分，毫

无准备的第二团官兵正在开饭，战斗打响后仓促应战，被打得七

零八落，兵力损失三分之二以上。王新亚带着数百人突出敌围，

退到30里外的岩前时，只剩下120余人枪。是晚王新亚颓然出走，

去向不明，此后没有了他的音讯。

毛泽东所在的第三团于9月 11 日离开铜鼓向浏阳的白沙挺

进。驻于白沙的一个营敌军稍作抵抗便逃往东门市。第三团乘胜

追击，夺取该镇。团长苏先俊见二战皆捷，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

并未派出部队在有利地形担任警戒。

9月 14 日上午，败退之敌周悼营联合敌第八军两个营，快速

向东门市攻来。第兰团正在围山书院召开群众大会，从仙人庙方

向袭来的敌军首先抢占了书院左侧的制高点羊脑山，架起机枪

向山下射击。毛泽东下令掩护群众撤退，要苏先俊派部队从羊脑

山右侧绕攻上去，打掉敌人的火力点。奉命担当任务的第二营以

伤亡七八十人的代价，夺得山头，使战局稍有转折O 毛泽东见敌

军实力超出起义军，为保存力量，下令部队退出战斗，向上坪方

向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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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委寄予厚望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从爆发之日至第

六天，战局就非常明显了。由于起义军兵力不集中，每个团攻打

一个县城，反而被敌军各个击破。加上王新亚、苏先俊等军事主

官麻痹轻敌，疏于戒备，造成重大失利，以至于全团覆没。难怪苏

先俊在9月 17 日写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讲到:我军"军威因之不

振" "竟致愤不成军"。

问题的严重性不止于此。军事上迭遭失利的工农革命军，尚

在四面而至的敌军包围之中，处境极为不利;这是毛泽东看得非

常清楚的。

从东门市退出的第三团当晚宿在上坪，毛泽东住在农民陈

锡虞家。翌日上午，师长余洒度派出的师部联络员找上来了，向

前委书记报告了第一团的情况。金坪失利的战讯让毛泽东、苏先

俊等人心情都很沉重。

毛泽东在陈锡虞家先是面壁而坐，又在屋里吸烟踱步、沉头

不语。一个多小时后，他出到屋外，对苏先俊说"而今已成这个

局面，我看二十六计，走为上计，退到浏阳的文家市再作计议

~~o "他见苏先俊犹疑未附和，又道"文家市处在湘赣边界，倘

若敌人打来，我们进退自如。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摆脱强敌。"苏

先俊听到这儿才点头。毛泽东对他盼咐道"我们在这儿等一两

天，你派第三营营长张子清带人先行，任务是打掉文家市的团防

队，备办粮食。"

毛泽东和第兰团在上坪等了一天半，9月 17 日下午才见第一

团与师部赶到。原来余洒度执意要再打长寿街以振奋军心，被卢

德铭劝住了。前委的信由联络员带回去，余洒度看了心里老大的

不悦;倒是卢德铭爽快地说"退到文家市也好，免得再吃败

仗。"

9月 19 日，工农革命军师部与第一团、第三团先后到达文家

市。让毛泽东、余洒度悲中有喜的是，在浏阳被敌打散的第二团，

还剩有爆破队在内的百余人，由杨明带领闻讯后赶来文家市。起



义部队尚有1500余人。

看到部队会师一处，毛泽东自然要考虑下一步的去向，他决

定召开前委会加以讨论。师部参谋何长工奉命找好开会的地方。

当天晚上，在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

所剩的五名委员聚在一起开会。这支刚刚诞生不久的工农革命

军的前途命运就要由他们来决定。

余洒度首先报告暴动以来的战况。毛泽东昕了后，带着检讨

的口吻说"这次暴动的军事布置，是不该分散兵力，一个团打

一个地方，结果平江没能打下，浏阳也守不住，各路部队都损失

不小。下一步当怎样行动，由大家定夺吧。"

众人的心情都很沉重。沉默了几分钟后，余洒度说"胜败

乃兵家常事，还是按原计划干吧，再打浏阳直攻长沙， " 

对于文家市的前委会议，留下的文献记载仅有余洒度、苏先

俊二人的报告。余在1927年10月 19 日的报告中，写有"度仍主张

取浏阳直攻长沙(当时取浏有把握)"这句话。

余洒度在作了再攻浏阳打长沙的表示后，感慨道"此次失

败，主要在于没有反攻，以一团为例，在金坪遭到邱匪袭击，虽然

辐重尽失，人马也有所损失，但还有两个营的兵力，若继续打长

寿街是有把握，可是偏不让再打"

余洒度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只是顾及老团长的面子，才

没有点卢德铭的名 O

待余洒度说完，苏先俊接上说"余兄所言有理。如今兵合

一处，当再攻浏阳，目前要挽回败局，只有复攻浏阳，舍此别无良

策。兵贵神速，明日就开始行动， " 

卢德铭，这位素来作战勇敢，在北伐战争中受到叶挺赏识的

原警卫团团长，的确一再劝阻余洒度不能再打浏阳。此间他昕了

余之所言，正要解释一番，却见毛泽东摇头说道"我看未必能

再打浏阳"

毛泽东以湖南口音接着说"余师长、苏团长同言反攻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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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不晓得想过没有，我们还剩有多少人枪?参谋处的统计是，包

括伤兵在内才1600余人。而浏阳的敌人呢?张国威屯兵两个团在

那里固守，另外还有一个团在宁乡，这还不包括各乡清乡局、团

防队的千余人。我们这点人马打得下浏阳城?我看再打浏阳危险

得很，会把这点人马全部断送， " 

余洒度带着咄咄逼人的口气反问道"这次秋暴，省委以及

中央制定的计划是什么?我们怎样执行? "他说到这里，提高嗓

门"难道我们打了几个败仗，就要放弃省委的战略计划?军队

不敢进攻，不敢打仗，还叫什么军队? " 

苏先俊也附和道"是啊，打了败仗就一退而去，放弃进攻，

这叫什么革命军队?气只可鼓不可泄，浏阳的敌军怕不到哪儿

去，白天打不下城池，还可以夜袭嘛。"

苏先俊话音刚落，毛泽东严肃地说"向敌人进攻，要看怎

么个攻法!知己知彼，这是起码的用兵之道。浏阳城就这么容易

打下来么?既然明摆着打不了，做么子要蛮干下去? " 

苏先俊一时元以对答。

久经战阵的卢德铭听了毛泽东所言，心里打了个激灵，暗自

赞叹"这毛委员不是军人出身，却很懂用兵之道呀"想到这

里，他说道"毛委员所言值得考虑。我们就剩下这么一点人枪，

再打浏阳很难取胜，弄不好要吃大亏， " 

余洒度、苏先俊昕了卢德铭所说，肚里窝着一股火。余洒度

端起腔调问毛泽东"浏阳打不得，长沙更不用说，下一步该怎

样办? "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道"下一步嘛，当退到湘南的汝城

去。"

毛泽东站起身来，激动地继续说道"为保存实力，只有撤

出这四面受敌的浏阳，退到湘南汝城去占据湘粤大道，策应贺、

叶北出广东。"

"省委乃至中央那里，我们怎样交代呢? "余洒度表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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