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崎山革命根据地大事记

中共黄冈地委党史办公室



前 吉E

大别山南麓，黄州市北部与新洲、麻械、罗田、稀

水山水相连的大崎山区，层峦迭峙，峰回路转，毛形势险

耍，是鄂东著名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

大革命以来，它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

争及解放战争各个历史时期的严酷考验，即使是革命处于

最低潮时期，仍然摧不垮，打不烂，挤不掉，保持了鲜红

的颜色，支撑着不倒的红旗，直到迎来解放大军南下和全

国胜利解放;它诞生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六军、黄冈便衣

队、黄冈战斗一、二营、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后改称

"五大队" ) ，组建了中共黄冈中心县委、黄冈县政宪促

进会、黄冈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及"泉华山"、 "复兴景宝
山"汉流会等党的抗日外围组织，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它孕育了漆先庭、XtJ天元、林少怀、程鹤鸣、漆少川、林

桂华、刘洪j顿等一批勇猛的斗士，前赴后继，不屈不挠，

演出了一出出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这些，充分展示了这

块红色土地具有深沉的群众基础、强悍的武装骨干、精明

捕魏战策略和雄厚的物资保障等特色。
ι 《、大崎山革命根据地大事记>> ，{以下简称《大崎山大

事记>>):当做掏就是努力将这一段长达25年革命斗争历史

长河中所发生酶重要事情记述下来的工作，以作为了解和

研究鄂东党史的一部分基本材料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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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崎山大事记以上限1925年秋，漆先庭和罗

木庭外出湖南，寻求革命，下限到1949年夏，解放大军南
下，四野部队最后攻克团风，黄冈全境解放。举凡这一时

期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大事，均根据
目前我们所搜集到的史料，逐年逐月记入，有的且非"大

事"，因考虑前后因果，亦记入其中。

二、为了更广泛、更深入地说明大崎山革命根据地的

存在与严展， <<大崎山大事记》除以大崎山为主体记述

外，还将与之相连的冈、新、麻、罗、稀五县纵横数百里的

大块山区革命根据地，及其幅射的王家坊沿江一带湖区的

一些有关事件，一并记入在内。
三、《大崎山大事记》资料，除近年由吴洪激同志专

题调访有关当事人的记录外，主要依据现存的历史文献、目

前史学界研究的成果及黄冈、新洲、麻城、罗田、稀水等县搜

集整理的党史、文史资料编写而成。对其中记述不一的一些

重要事件的时间、地点、经过作了一些新的考查和校正;

原有资料上记载的农历，一律改成公历。

四、《大崎山大事记>>，考虑到近期不再为这一段历

史专题详细的编写史书，而又能基本窥其全貌，一改大事

记提纲挚领的粗条目记述方法，力求简练的前提下，对一

些有影响的事件记述得比较详尽。
《大崎山大事记》起迄年代久远，特别是大革命时期

健在的老人不多，加之这个根据地毕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

地中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又无更多的现存史料可以考

证，编写粗糙，在所难免z 且在一些历史事件的取舍、记

述、编排上也需要进一步推敲。诚恳希望曾参加过当年大

崎山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专家、党史工作者和同志们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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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错误和疏漏之处提出批评指正，以便将来再版时修改，
使之日臻完善。

时'….-e 与' 争飞忐 ?品 ,-"-
二川→叩 ι叩j

一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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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fifeel--ittil! 

黄冈(今黄州市) ，具有悠久的革命历史，早在1921

年，便由悴代英、林育南、林育英在八斗垮泼新学校领导
成立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共存社"，鼓吹新思想。
1921年冬，陈潭秋回乡，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共产

党的主张。次年春，即在陈策楼村的聚星学校成立了中共陈

策楼小组。 1924年6月，陈潭秋接任中共武昌地委委员长

后，回到黄冈家乡指导建党工作。 8月，在陈策楼成立了

中共黄冈支部。嗣后，黄冈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农民运动
风起云涌，以回龙山暴动为契机，接连掀起扬鹰岭、三里

暇等一系列暴动高潮，推动着黄冈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

陈策楼的早期建党和回龙山暴动对贾庙地区影响巨
大，形成了开创大崎山革命根据地的大环境。

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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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2 5 年

3 月

本月 中共黄冈特别支部成立，书记陈学渭，驻地
陈策楼，先后隶属武昌地委、湖北地委、湖北区委，所辖
陈策楼、杨鹰岭、碟子河等三个党支部和金龙寺、总路
咀、古坟咀、孙家咀、但店等五个党小组。

8 月

本 月 陈潭秋、陈荫林回到黄冈，召集陈学渭、陈

防武、胡亮寅等20余人，在回龙山新庙召开会议，决定建
立秘密农协组织。 9月，陈防武、陈耀寰首先创办了孟钵

桥农协。

秋

是时大崎山区一带大旱，庄稼大都被旱死，农民
纷纷外出逃荒。青年农民漆先庭，倾向革命，与本地一位
私塾先生罗木庭商量，结伴外出湖南，找在湖南孙中山军
队里任职的一位同乡熟人，寻求出路，结果扑了空，只好
又返回大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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