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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50周年之际，华中

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札心委托刘光明教授j刘宗武副教授

商武友主盘芡学陈雷婆蓟教毂和广确军区音科牵主编帚曼籁文楼
研究员主编的《湖jE虢战人物恶》o书正式出嫒n这是二倬根有
意义的事情：细读此书，感受颇深；聊表数语，权作为序。j· ’t

。‘中国的抗日战争i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国人民】_：00多：年来庚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

战筝：它将打破蒂卤主爻的奴役知矗迫，推动巍寡二切殖民地
知祸国筝玻囱察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j真看采选的影响：湖北
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二个重要战场。。无论是抗战初期国氓党益面战

场举行的武汉会战等战役，述是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曲新西

军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都时夺取抗日战争酊胜利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 ，．

： ．‘'。 1’：～j’t+!·．’～．’ ．．、

：：j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就准备在长江流域设立中央派出

机构和党的领导杌关多以指导当时中国南部各省区的主作；贯彻抗

日民族统二战线的政策，推动抗日战争的开展。：1鲍7年8-月23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周思来为书记，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寐

伯渠为委员的长江沿岸委员会：19,37年’1．2月29日正式成立了中
共中央长江篇，并设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确莳派尖批党的干
部到武汉地区；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I i■‘：。；二j

·‘‘．i937午12月南京失守后，’国民党政府机关大部分迁入武汉，

武汉成为当耐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t军事、经济、文化．中心j 1938

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调集了约
1



110万军队，举行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这次战役虽然以武汉失守

而结束，但由于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官兵的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在

大、小数百次战斗中，消耗了大批敌军的有生力量，打死打伤日军

20多万人，击毁击伤日舰百余艘，飞机百余架，遏止了日军战略进

攻的势头。从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随后i国民

党军队于1939年5月、1940年5月和1943年4月，先后在湖北境

内进行了“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和“鄂西会战”等大的战役。这些

战役对日本侵略军都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

．

j 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以李先念为首的新四军第五师，在武

汉外围和豫鄂边区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游击战争，先后进行了新街、

大小悟山、平坝等重大战斗，在汉阳、孝感、黄陂等地粉碎了日军的

“铁壁合围”，开辟、建立和发展了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到抗战结

束时，新四军第五师·主办部队和地方武装，先后抗击了、15万日军

．和8i万多伪军，对敌伪的主要战斗达1262次之多，毙伤俘敌伪军

4．3万多人。并在以湖北为中心地跨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的60多

个县境内，解放了．9万爹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3．oo余万人P，建立

了拥有7个军分区的鄂豫皖湘赣军区，38余县的抗日民主政权?

从战略上配合了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

。

在湖北地区的抗日战争中，广大新四军、八路军指战员和国民

党军队的爱国官兵，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爱国

主义精神。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民族斗争的光辉历史，创1i=了

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仅新四军第五师就有li3万多英雄』乙女献

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国民党军队中也出现了张自忠将军那样为

国捐躯的高级将领。：《湖北抗战人物志》的．作者，在广泛调查访问，．

取得大量第一手真实史料的基础土，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

是的原则，对所写人物的主要革命活动和在抗日斗争中不怕牺牲、

．顽强战斗的英雄事迹作了较全面i系统的介绍。该书文字流畅，语

言生动，是■本融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为一体的好书。该书的出

版，赋于我们深入了解湖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推动社会主义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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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文明建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

的意义。

抗日战争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广泛参加

的一次全民族抗战。湖北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也是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有效合作的结果。收进《湖

北抗战人坜志》的既有李先念、郑位三等新四军第五师和其他人民

军队的抗战人物，也有国民党军队李宗仁、张自忠等主要将领和爱

国官兵，同时还包括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湖北抗

战的历史充分证明，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损”。《湖北抗战人

物志》一书总结的国共两党合作，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经验，对于

促进祖国大陆和台湾进行广泛接触，实行双方通邮、通航、通商，开

展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全国人民正深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贯彻中共中．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和江泽民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讲话的时候，阅读此书，是大有裨益

的。

1995年3月于武昌桂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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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0泛舟

-’j”马泛舟，憎任中共阳新县委书记等职。．．1‘908年1～月24'日生于

湖北省阳新县赤马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幼年丧父，从小便担

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贫困的生活和黑暗的社会，使他养成刚毅的

性格和疾恶如仇的品德。1926年，当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阳

新时，他积极参加农民协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31年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

长、团政委等职。1937年底，湘鄂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后，他在

中共湘鄂赣特委和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工作。1938年1月，他奉命

回到阳新，任中共阳新县委书记沟《导当地的抗日救亡斗争。‘

、j‘1'938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决定组建阳新中心县委，并。派刚

从延安回来的刘青到阳新0大冶一带活动：·51月中旬，刘青到达。阳

新后，立即联络马泛舟、潘继汉等共产党人，积极进行筹备成立中

共阳新中心县委的工作。： ．。
i

’’ ．一 ．、

，．-+．j938年10’月‘，日军政占阳新、大冶后，马泛舟在极端困难的

情况下，积极与大冶县委取得联系，并共同准备组织敌后抗日武

装。．在此过程中．玛泛舟先后多次深入沦陷区，动员和组织一批爱
国青年奔赴项家山集绪：同时，还发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赤卫

队员及流散红军；组建起项家山’临时党支部；为建立抗日根据地做

准备。．劝了扩大抗日队伍，高举抗日民族统二战线大旗，团结一切

力量投入抗战。11月‘中旬，，刘青i马泛舟决定同国民党阳新县第=

区区长马华树及保安武装马振亚、石均平等人谈判。谈判中，马泛

舟电明抗日：救国大义，对誓日军不可胜”的谬论迸行了有力的‘驳斥j

表明了共产党入以民族利益、国家命运为董i誓同、日本帝国主义战

斗到底的决jD。然而，曲于马振亚、石均平反动本质所决定，对共产

党人恨之入骨。，谈判中，他们虽表示愿意协商合作，但暗地却心怀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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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胎，积极筹划消灭共产党人的阴谋。在谈判的当日晚，马振亚乘

刘青、马泛舟等人不备，突然包围了项家山村，残酷地将所有共产

党人一一杀害。马泛舟临刑前，对马振亚置民族j国家利益而不顾，

破坏抗日救国，破坏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给予了有力的痛斥。最

后，他与刘青、郭亮等人在“共产党万岁!”“抗战必胜，，的口号声中

血染青山，把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一 ’．
．1

‘
．(曹仕力)

’．

。， 一 “’ ‘

j． ：j
·。

．、
．‘ ．．于。保j诚． ，一 一 ‘‘

．

● ’ +· ’

‘

于保诚，曾任中共浠水县委副书记、新四军第五师(黄)冈麻

(城)县指挥部指挥长等职。1916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今黄州市)

贾庙区杜皮乡于杨村一个雇农家庭。少年时期随父租种地主的佃

田，成年后曾给地主当长工。1936年春至1937年夏，秘密地为我

红军便衣队递送信件和情报’被国民党保长发觉后被迫逃到武昌、

鄂城等地卖工度日。 ： 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17月
开始，任中共浠水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0年9月i与童国卿

一道组建闻名于大别．山的‘!童国卿便衣队”，童任队长，他任指导

员。同年12：月，该便衣队扩编为独立营，童任营长，他任教导员。

19,41．年4月，该营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第四十一．团后，

留下的一个排由他租高坤负责扩建为新的独立营’，他任教导员。

1942年3月，他率领一个排和两个手枪队i袭击驻扎在浠水巴河

的日军，．活捉日军队长，缴获长枪10余枝，手榴弹百余枚，J子弹百

余发，同年7月；率·个排在白洋河打垮顽军向罗田县押运大米的

一个连，缴获大米300多担。1．943年夏，诃任新四军第五师(黄)冈

浠(水)罗(田)麻(城)指挥部副指挥长。．在新四军第五师第四军分

区发起的吁阳逻之战，，中，他率部摧毁敌碉堡一座、。、获得大量战利

品，补充了部队给养。同年12月开始，任(黄)冈麻(城)县指挥部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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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长，因浠(水多县委副书记、冈浠支队支队长等职。在黄冈县芦花

洲和浠水县下巴河一带同日伪军作战，打击了日军的反动气焰，并

率小分队赶走了r国民党竹瓦乡的反动乡长赵翼；镇压了继任的反

动乡长万连山。同时；还认真贯彻党的抗13民族统_战线政策，争

取地方的一些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使浠水盼巴河、竹瓦、+汪岗等

地的乡j保，大多数成了为共产党领导的抗_日武装服务的“两面政

．解放战争初期i任中共浠(水)蕲(春)英(山)罗(田)边工作委

：员会第二书记。、!-947年秋任中共浠水县委委员、浠水县人民政府

，公安局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浠水县委副书记

兼县武装系统党的第二书记、中共黄冈地委委员、地委纪律检查委

员会副书记、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共黄梅县委书记、中共浠水

-县委第了书记；中共浠水县武装系统第_书记、浠水县政协主席、

t浠水县贫协筹委会主席等职。二1966年6月-，调任华中农学院工作

组副组长、华中农学院党委副书记。1972年4月后．，历任湖北省农

业局副局长、临时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等职。1穹82年12月离职

休养。 -’ 《：。、 ．。一
’

-。(徐晓林缪煜南) ：

方 正

z 方正，原名方应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曾任新四军第五师

第十五旅参谋长等职。1914年二1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长寿区邵

、 阳乡龚家洞一个贫农家庭。1930年7j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
． 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 1932年转人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i曾任红三军团直属lH炮连战士，红军炮兵

科学员，特科学校机枪营政治指导员，参加了第·次、第二次攻打

．长沙、赣州。、南雄水口战役i中央根据地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
3



啤：10月纠，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挣失败后；参加长征，历任‘中央教

导师政治部宣传干事、总政治部宣传队长、一军团教导营教员、一

军团二师四团俱乐部主任、师政治部宣传干事等职。长征到达陕北

后’准陕北补充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总政治部指导员训练队队长
兼政委，红二十九军统战科长j继三十九军教育科长兼统战科长。
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三边地区的剿匪斗争和陕甘宁根据地

的创建工作。
． r

’

．

7．．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I 937"年9月=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

期二大队四队(政治二队)学习’0 193'8'．年夏结业后分配到中央党校

：当教员，后调到总政治部任组织干事。1939年6月◆率领由抗大学

员和红军干部组成的二个排到新四军军部工作：途经河南竹沟时，，

应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的要求留在河南帮助工作，任新四军

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竹沟留守处政治部组织科长。同年年底，到过豫

鄂边区，历任信应地委政治处主任，豫鄂挺进纵队后勤部政治处主

任、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四十四团政治委员：四十五团政治委员。

率部参加了侏儒山战役i大小悟山战役和白兆山战斗，有力’地回击

了敌伪顽军对根据地的进攻。1942年冬，任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

参谋长·。1943年初，与吴林焕、方正平率领十五旅主力从大悟山出

发，进军襄南，参与指挥了熊口、新观、张家坊等战斗，为洪湖根据

地的开辟、襄西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此期间，他还

担任过新四军第五师襄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4年冬，他到王

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工作。1945年1月，随南下支队在黄

。冈一带强渡长江，挺进鄂南；参加了攻打平江城：兰眼桥·长寿街等

‘战斗≮t平江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j_任县委书记兼县长{抗战胜利

‘前夕，担任湘鄂赣军区西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
{

r解放战争初期，任江汉军区洪山‘军分区割政治委员兼政治部’

主任j随南下支B心再渡长江，北返中原，一经过苦战进入伏牛山区，同

：中源军区主力会合。t947。年7月后，历任豫皖苏馐第五军分区。第

七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豫东军区淮阳军分区司令员，．
4



率部进行了消灭土匪和地方武装、巩固政权的斗争，参加了鄢陵、

许昌、淮海等战役j’ ’：‘．’i’‘ · _·+·+‘．·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姣泣后，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2年61月

毕业后留军事学院工作，先后担任战术教员、战史教授会主任。在

呲期间；囟工作积极、成绩显著，曾荣获三等奖。1-955年9月，被授

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f、二级解放勋

章。j 1958年后；担任济南军区副参谋长、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等

醌1983年10月离职休养。·193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
星功勋荣誉章。

。

一’． 一

，，(李文平)

方

j_．。琉毅，又名方静吉，曾任中共鄂东特委副书记、鄂豫皖、区党委
；委员等职。‘1916．年生于福建省厦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0土地革命哉争时期≯曾任中共区

委书记，共青团厦t-j：de心市委宣传部长i书记等职，在闽南等地从

事党的地下王作1．'井展游击战争。≯。jI。． +，氖一
、

·’：’．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来到武汉，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民运部

长。1 ’年初，觉在黄安七里坪举办“青年训练班”，他代表湖北临

时省委．93主8持工作，担任班主任，为准备和发动豫鄂边地区的抗日游

击战争培养了一批骨干。6月，任中共鄂东特委副书记，率领七里

坪训练班毕业学员及省委派来的干部来到黄冈地区，加强对黄冈

中心县委的领导，直接推动浠水、麻城、黄冈等县党组织，以军事工

作为中心，‘用一切力量准备游击战争。；10用，组织建立了，鄂东抗

’日游击挺进酣：11‘月，他率领这支抗日武装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
-配合下，袭击了淋山河敌据点，打响了黄冈敌后抗日的第二枪j．随

后，又率部出击沙河柳子港敌据点，配合了在大崎山国民党军队的
． 5



反“扫荡”战；出击新洲·线，镇压了；带领目军“扫荡'：大崎山的汉奸

和新洲维持会长，振奋了当地群众的抗日情绪。后任军政委员会书

’记，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为创建鄂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

贡献；19印年j月，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委员等职。此后奉调到

苏皖边地区工作，历任中共皖东省委书记、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

．主任、淮南行署主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

员等职。参与领导淮南军民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伪军的“扫荡”

和回击顽固派的挑衅进攻'．参加过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

半塔集保卫战，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山东省副主席

等职，为发展华东解放区的经济，动员和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福

建省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市财经委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副部长、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代表处代表：国家计委副主
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部

部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一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等职。曾当选为中共第八届、：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i第十、十二、十

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

中央政治局委员。 ’
。

·

、．
．

． ⋯(李文平)
。

方正．平
L’

．· ． 二

一‘
方正平，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曾任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十

五旅政治委员等职。j’909年81．．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长寿乡：1927

年参加农民协会，翌年参加平江农民暴动，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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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六师七团排长、青年干事、

’第二师十一团连政治指导员、第四师直属队特派员、师特派员、红

军大学第二科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攻打长沙和中央根据地的各

．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主力参加了二万五千

里长征，1936年胜利地到达陕北。 ． ．．‘．‘

一‘

． 。抗日战争初期；任中国人民抗旧军政大学队长、大队长。1939

年5月，奉调到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政治

部主任兼河南省委社会部部长，率部在豫南的尖山、明港、黄集一

带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武装。同年10月，受党中央和刘少奇的

·派遣，到鄂中开辟敌后根据地。历任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政治委

员：第一支队政治委员，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发起了大小悟山、朱

‘．堂店、新街、三次坪坝保卫战等著名战役战斗，有力地回击了顽军

的挑衅，坚持了豫鄂边区的抗战。1941年4月；新四军第五师组建
． 后，历任五师第十三旅政治委员、第十五旅政治委员、中共豫鄂边

区地委书记兼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新四军独立第三旅政治委员、

豫鄂边区六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淮源地委书记。1941年春，他和周

志坚率领作为五师战略机动队的十三旅向汉(JiI)孝(感)(黄)陂等

广大平原和湖区挺进，纵横驰骋在武汉外围、平汉路两侧的广大敌

后地区，参与指挥了奇袭孝感城、侏儒山、胡家台、江朝二、马岗、白

兆山’、礼山等战役哉斗，粉碎了敌伪顽军的夹击；为根据地的巩固

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43年初，同吴林焕、方正一起，率领十

五旅主力从大悟山出’发，进军襄南，开展以洪湖为卿心的河湖港汉

?抗日游击战争，参与指挥了熊口i新观、张家坊等战斗。髓后，乘胜
、西渡襄河，南渡长江，恢复和发展了襄西根据地，解放了洞庭湖滨

大片国土，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桃花讪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从而形

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1945‘年2月，奉命率部继续向南发展，创

：立了以洞庭湖为中j厶的湘北根据地。 ．’‘：·．
．

。．‘：解放战争初期，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参谋长。1946年6月，随

． 部参加了中原北路突围。突围至陕南后。，他担任豫鄂陕军区第三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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