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南昌起义到红四军 

1926 年年底，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扩编，叶挺独立团改编为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

七十三团奉命进军河南继续北伐，在东、西洪桥和临颍等战斗中，聂鹤亭带领共产党员率先

冲击楔入奉系军阀部队阵地，受到提升军衔的奖励，他成为中尉排长。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

群众。1927 年 8 月 1 日，共产党掌握的部队在南昌举行了起义。聂鹤亭随七十三团参加了

起义，带领全排执行了警戒九江方向敌军突袭的任务。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途中，七

十三团二营六连连长秦悦军负伤，聂鹤亭接替秦悦军担任了连长。这时，林彪也担任了三营

七连连长。    

起义军受挫后，在赣南的大庾，朱德、陈毅将仅剩的八九百人整编为第五纵队，纵队之

下设 3 个大队，林彪任 2 大队大队长，聂鹤亭任 2 大队副大队长。    

1927 年 11 月下旬，第五纵队转战到湘南，粮食、弹药的供给更加困难。朱德将计就计，

同意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的条件下，接受国民党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番号，将部队编入十

六军，改称四十七师一四 O 团。这本是一次原则性和斗争策略性巧妙结合的改编，可年轻

的聂鹤亭怎么都“想不通”，让他打着国民党军的旗号，他不愿意了。尽管他也知道这是暂

时的，但就是不愿意，谁也做不通他的工作，愣头愣脑的聂鹤亭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你们这

么做我管不了，但我自己不干。于是他多次向党支部提出：“去上海找党中央，搞别的工作。”

朱德、陈毅见无法说服聂鹤亭，便同意他去上海找党组织。    

聂鹤亭辗转来到上海，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领导机关鉴于他是有实战经验的军

事干部，要他立即去广州，参加正在酝酿中的广州起义。这下子可找到用武之地了，聂鹤亭

怀着兴奋的心情赶到广州，正赶上参加广州起义，他被分派在老上级叶挺身边，担任起义军

总指挥部的参谋。    

1939 年 5 月，广州起义失败后，聂鹤亭随起义部队撤到海陆丰，任东江军委教导营营

长，在彭湃、徐向前指挥下工作了一个时期。不久按照上海党中央的指示，回安徽老家协助

重建了被破坏的党组织。再于 1930 年 3 月从粤北进入江西，在会昌一带找到了毛泽东、朱

德率领的红四军。  

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听说上海党中央派来了一位军事干部，心里很高兴，当天就会见

了聂鹤亭。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聂鹤亭的经历，向他介绍了苏区的形势，勉励他放手工作，发

挥军事骨干的作用。朱德也亲切地会见了聂鹤亭，朱德一点也没有因为聂鹤亭两年前的顶撞

而不悦，真诚地笑着握住聂鹤亭的手说：“好啊，叶挺独立团的聂鹤亭来了，我们是殊途同



归，又走到一起啦。”    

在毛泽东、朱德麾下，聂鹤亭历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副团长、十一师三十三团团长、

十一师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

担任重编的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是红一方面军重要的军事干部之一。 

吴山庙暴动 

长征开始后，聂鹤亭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作为左翼部队掩护军委纵队前进，在

湘西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1935 年 1 月红军进入贵州，中央决定强渡乌江，占领遵义，

渡江任务由第一师担任，聂鹤亭奉命率一团（团长杨得志）为先遣队，顶风冒雪，组织 10

多名勇士强渡成功，保证后续部队安全渡江。1935 年 5 月，红一方面军改为西方野战军，

聂任参谋长，参加了三边、定边、临地、曲子、环县等战斗，为扩大陕甘宁根据地作出了贡

献。长征中，聂鹤亭身经百战，而很少有人知道，他第一次带兵上战场是在合肥地区的吴山

庙暴动。    

1926 年，聂鹤亭与共产党员郑鼎（李云鹤）同行，顺利地来到上海，通过秘密交通员

找到了党组织的一位负责人高语罕。高语罕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当前大革命的发展形势，委

派他们回安徽去，协助蔡晓舟等同志在合肥北乡吴山庙一带发动反军阀统治的武装暴动，以

策应国民革命军即将开始的北伐。    

吴山庙今属长丰县吴山镇，位于合肥西北 30 多公里的江淮丘陵地带。郑鼎、聂鹤亭找

到了负责人——共产党员蔡晓舟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许习庸，共同研究了暴动的步骤和每一个

细节。    

1926 年 11 月 12 日，吴山庙暴动开始了。在吴山庙的小营盘，安徽讨贼军第 4 路司令

部正式宣告成立。由蔡晓舟任讨贼军司令，郑鼎为政治指导员，许习庸为副司令，李雨村为

总参议。聂鹤亭担任了讨贼军的参谋长。在暴动的领导者中，只有聂鹤亭受过正规的军事训

练，所以暴动的军事计划主要由他策划，部队行动也由他组织实施。他肩上的担子很重。11

月 23 日凌晨，讨贼军整装向合肥进发。    

部队行至 10 公里外的四十埠时，与刘凤图所率敌军遭遇。蔡晓舟叫来聂鹤亭，要他组

织部队坚决抗击敌军。聂鹤亭是第一次上战场。起初，他听见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也有些慌张，

但很快就镇定下来，行使起了参谋长的职权。他运用在江西学兵连学到的军事知识，细心观

察了战场的地形，随后布置部队就近占领有利地形，反击敌军的进攻。敌军人数比讨贼军多

出 10 倍以上，武器装备更占绝对优势。讨贼军战士每人只有几发子弹，全靠高昂的士气与

敌军相峙。讨贼军得以凭劣势兵力和少量子弹坚持到黄昏。当夜，司令部召开了紧急会议，



认为目前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暂时无望取胜。他聂鹤亭们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等待有利时

机，再图大举。    

吴山庙暴动虽然失败了，但这次暴动策应了国民革命军北伐，震慑了安徽的反动军阀，

鼓舞了安徽人民斗争的勇气，因此仍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对聂鹤亭来说，这次暴动是他第一

次带兵，第一次当参谋长，第一次上战场打仗，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10 年后，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长征到达西北的聂鹤亭时，聂鹤亭详细回顾了吴山

庙暴动的经过，还分析了暴动失败的原因——缺乏经验，未能教育和训练好士兵，不知道如

何发展与人民的关系和获得广泛的支持。斯诺将聂鹤亭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文，收录进他的又

一部记述中国革命的著作《红色中国杂记》中。 

未赴毛泽东之邀 

抗日战争爆发后，聂鹤亭于 1937 年 8 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军委参谋

部下设作战、情报、通信、管理 4 个局，聂鹤亭带领各局的同志们承担起繁重的日常工作，

包括主力红军整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及与友军联合作战等具

体业务。这期间，聂鹤亭几乎天天向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等领导人请示、汇报，他有意

识地向他们学习，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方面都颇有收获。    

1937 年 12 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组建。军长叶挺是聂鹤亭的老上级，副参谋长周子昆

北伐战争时期当过聂鹤亭的营长、党小组长。新四军初建，正急需干部，叶挺等便向党中央

提出：希望调聂鹤亭到新四军工作。    

毛泽东当面征求了聂鹤亭的意见，聂鹤亭见老上级相邀，马上表示愿意去新四军。毛泽

东批准了。但看到爱将即将离开，毛也感到心中不舍，于是提出让聂鹤亭动身之前再到自己

那里去一趟，他要为聂鹤亭饯行。聂鹤亭想到要去新四军，心里太高兴了，虽注意到了毛泽

东的一脸不舍，却误读了这个表情。以当时毛泽东的威望，聂鹤亭生怕在饯行时，毛再出言

挽留，那就走不了了。于是他耍了一个“小聪明”，反正毛泽东同意了，他简单地收拾完东

西，向毛泽东的窑洞方向不舍地望了一眼，未赴毛泽东之邀，便匆匆地离开了延安。这本是

一个误会，但却形成了不良的影响。  

事后，聂鹤亭解释说：当时自己实在太想去新四军了，生怕毛主席变卦，不放他去新四

军，所以才……聂鹤亭已意识到在这件事上自己的做法的确欠妥。他到武汉后，被中共中央

长江局留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开展对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未能如愿去新四军。5 个月

后聂鹤亭奉调再次回到延安。    

对上次未赴毛泽东之邀一事，他本想找毛泽东当面解释一下，但却因为种种原因终于没



有成行。此事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件憾事。 

主张打锦州 

抗日战争胜利后，聂鹤亭随林彪、萧劲光前往东北，先后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

戍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辽吉军区司令员，辽北军区司令员。辽北军区是由辽吉军

区和辽宁军区合并而成，辖区包括今辽宁省和吉林省的大部、内蒙古自治区一部，是东北较

大的二级军区，所属部队有 6 个独立师、1 个骑兵师、3 个军分区及 1 个军事部，总兵力接

近 10 万。    

辽沈战役是扭转全国战局的关键一仗，战役打响前，聂鹤亭经过深思熟虑，向林彪提出：

东北野战军主力似可南下攻打锦州，只要攻克锦州，东北战局就会大大改观。但林彪有自己

的想法，没有采纳聂鹤亭的建议。后中央军委几次发来的电报，也要求东北野战军南下打锦

州。聂鹤亭的建议与中央军委的决策吻合，林彪当然也记住了这个在第五纵队时的同事。   

蒋介石为挽回东北战场的败局，增兵葫芦岛以救援锦州，原在长春外围参加围困战的第六纵

队十八师和十二纵队南下对付锦州救兵，围困长春的任务交给各独立师承担。聂鹤亭奉东北

野战军首长紧急命令，率辽北军区所属的 3 个独立师开赴长春作战。长春国民党守军几次试

图突围，均被击退。    

锦州被攻克后，陷入绝境的长春国民党守军或起义或投诚，长春和平解放。长春和平解

放的第三天，林彪、罗荣桓即电令聂鹤亭率辽北军区所属的 6 个独立师和 1 个骑兵师南下解

放沈阳。进军沈阳的部队还有第一、第二、第十二纵队，林彪、罗荣桓指定聂鹤亭统一指挥

解放沈阳作战。聂鹤亭部署：辽北军区部队从东北方向进攻沈阳；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北方

向进攻；第十二纵队由南向北攻击。  

总攻发起前，国民党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派人出城，与辽北军区独立第一师

联系起义事宜。聂鹤亭考虑：暂编五十三师虽在解放军兵临城下之际才提出起义，但他们的

行动可以使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少遭破坏，还是应该欢迎。他未向东北野战军首长请示，便

在接见暂编五十三师代表时同意他们起义。    

10 月 31 日夜，暂编五十三师如约让开了通路，聂鹤亭下令各部队开始行动，于 11 月 1

日凌晨攻入沈阳市区。国民党青年军二 O 七师负隅顽抗，被辽北军区部队歼灭。指挥沈阳

城防的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率 300 余名军官、卫队向辽北军区部队投诚。    

11 月 2 日，沈阳全城解放。但在接受暂编五十三师起义一事上，林彪、罗荣桓因聂鹤

亭事前没有请示而给予了批评。林彪认为：暂编五十三师不应算做起义，而应以投诚对待。

聂鹤亭起初想不通，后经罗荣桓做工作，聂鹤亭做了自我批评。    



第十章 隶属县市 

颍州区  

基本介绍 

颍州区引位于阜阳城区南部，为市政府驻地。北隔泉河与颍泉区相邻，东隔颍河与颍东

区接壤，南与颍上、阜南两县交界，西与临泉县相连。总面积 591.3 平方千米。总人口 70

万人（2007 年）。 全区辖 5 个街道、7 个镇、1 个乡：鼓楼街道、文峰街道、清河街道、颍

西街道、西湖景区街道、王店镇、程集镇、三合镇、西湖镇、九龙镇、三十里铺镇、袁集镇、

马寨乡。此外，京九街道由阜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区政府驻清河街道颍南大道。 

颍州 

东魏置，治长社，在今河南长葛县西一里，后移治颍阴，改曰郑州，即今河南许昌市治，

北周又改为许州。    

唐置，改曰汝阴郡，寻复故，宋初曰颍州，升为顺昌府，金得为颍州，治汝阴，今安徽

阜阳市治，元省汝阴入州，清升为颍州府，民国废。 

颍州区概况 

颍州是一座古城 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周时期即为胡子国国都；战国时期为楚

邑；秦汉以来，为历代郡、县、州、府所在地。宋代进入鼎胜时期，欧阳修、苏轼曾在此为

官多年，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苏轼、苏辙、曾巩四人同与杭州西湖齐名的颍州西湖结下了

不解之缘。留有“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

等赞美颍州西湖的千古佳句。区内有阜阳市唯一的省级风景区颍州西湖和文峰塔、奎星楼、

刘公祠、白蟹泉等八处风景名胜。    

历史人物 

欧阳修（1007—1072 年），字永叔，号醉翁，庐陵（今属江西）人，北宋政治家、 文

学家。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 年）二月，欧阳修调任颍州太守，简政、轻刑、倡学、兴农，

督率民工堵塞白龙沟，使颍州西湖可蓄水灌田；创建了西湖书院，是颍州第一所书院，知颍

翌年，春荒严重，他上奏朝廷，免除颍州征役。是年 7 月， 欧阳修调离颍州，但其家仍留

在此。离开颍州 21 年，写“思颍诗”30 余首，寄托他对颍州的怀念深情。他在《思颍诗•

序》中盛赞颍州“民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熙宁四年（1071 年），欧阳修辞

官归居颍州西湖之畔，自称“六一居士”，著《六一诗话》。他从此再没离开颍州，直至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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