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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弋横起义60A年纪念。弋横起义的枪声，宣告

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诞生。弋阳县委、县政府主持编写的

《弋阳苏区志》，在老同志和史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即将j

问世。出版前，县委、县政府的同志要我写几句话，我欣然

从命，因为这是我应尽的义务二 ：．1

弋阳，是赣东北革命老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之一。方志

敏同志亲自组织的。弋阳革命青年社一，是赣东北最早的革

命团体之一。方志敏同志亲自建立的弋阳党支部，、是赣东‘

北最早的一批党支部之一口方志敏同志亲自领导的弋阳九‘

区秋收起义，是赣东北弋横起义的前奏j正因为在方志敏、’

邵武平、黄道等同志的领导下，，经过大革命实践的锻炼，；

弋阳、横峰两县党组织的战斗力较强，群众基础较好，党‘

和群众的联系密切，所以首先由弋横起义点燃了星星之火·，

尔后由弋横到信江，由信江到整个赣东北，逐渐形成燎原

烈火·
、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证明方志敏同志为

首的赣东北党组织是坚强的，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同群’

众的联系是密切的。赣东北根据地的建设曾经得到毛泽东



东北人民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巨

一切，同志敏同志领导下弋阳人民的革命

是分不开的。

命斗争也极为艰难，极其残酷。客观上，敌

之兵九一次又·次地对我进行“围剿"， 、，

，’无所不用其极’主观上，盘左"和右的干

_左靠倾冒险主义路线，使革命受到严重损

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百折不挠，

；经受了考验，武夷山0怀玉山0鄣公山·

旗不倒j在城市∥在乡村f人民斗争不息：

弋阳也是付出代价最重的地区之。二 ，

阳有着深厚的感情：起义不久；横峰县城1

上均敌入几乎每天都要’到姚家杀人放火。

；人们大都暂时住在附近村庄j那时父亲巳’

我带到j弋阳0我在弋阳九区和弋横交界的i

；．在这里．’我考取了对宁小学和列宁师范，‘：

儿童团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卜一句话，在这：

的馆噱教育，．走出了革命征途的第一步：

籽对这里的入民群众；我倍感亲协对方。。
黄道0方志纯：吴先民等等长辈和老师；我‘；}

是怀着这种感情j写下这篇短文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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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Ⅸ苏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u坚持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力求形式与内容的统

一，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2．苏区，系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权所管辖过的地方． ．。

3’．本志取事主要从1925年建立漆工党小组起，下限至1943年

游击队失利，重点记述苏区范围和苏维埃政权存在时期的革命活

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方志纯等早期革命活动、本县党组织

的初建时期和游击斗争，虽非苏区时期，但均系共产党领导下的革

命斗争。为使读者能系统地看到弋阳革命斗争全貌，故以略记或附

记收入《苏区志》中． 一

4．《苏区志努既不同于一般专业志，又不同于综合性志书，它

系特定历史条件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建立的苏维埃时期党，

政，群团，军事、经济、文化，体育，卫生的记述。
。

．

5．为使读者了解先烈的英雄业绩，本志设英烈简介。所介绍

的英烈，大多是比较著名的革命烈士和有社会影响的苏区部分革命

群众。 ．

6．编写方法，以事件为主体，横排纵写，采用记，志，传，。

表、图、录等形式，以文为主。表散于有关章节之中，照片置于篇

首。 、

’

7．文体，本奉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论，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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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观点子材料之中。概述，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和记事本束

体相结合。

8．数字书写，一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

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

9．本志资料，大部分来自中央，省，地、县各档案馆，小部

贫摘自老同志的回忆录，少数重要史实已注明出处'事实有出入，

不能鉴别真伪的，采用两证俱存．为便于备查，重要文献辑存附
一
，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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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佩龙

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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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祥 方荣贵 彭 皋
‘

’舒翼 余汉朝 冒 夏

方高显 邵伯平 汪梅亮

余守忠 郑绿善 杨莲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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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开湘 李金泉 李火凤

王庆丰

第八章大事记(1917年——1946年)⋯⋯⋯⋯⋯142

附录：重要文献辑存一

编后语
’

修志机构、人员及审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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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弋附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笋i一上饶地区西南部o；，介于东经一
。

117。13‘2Z?至。1t7。377‘45∥和北缔28。弘35肥至28046。55肛之_；

间‘东南界横峰i铅山两县妒西南接贵溪县i北和乐乎I德兴‘，

万年三县毗邻“总面积t1声92i5平方公里硷县；99．-985人。，～
7

一第三次国内革命哉争时期，。弋阳是赣东北革命的策派j

一． 地f i赣东北第p个共产党小组——一漆王党小组就诞生在弋ii

阳县属韵漆工镇ji。所以弋阳县是赣东北地区建立苏维埃政：

权最早的哥_个县孙从1928年苏维埃政权韵建立到1935年苏

维埃政权遭到破坏，’t历时：8年分，其鼎盛时期；。．·苏区面、积，、

1537·9平方公垦一占全县总面积盼96’·5％，-一≥人口2l’t9万笋r
。 占全县总脯_97=1％以上。|I全县：9个蹴后建立过巩．·

固的苏维埃政权商．，’，■： i一．．．，I，：．，j i．．；，．．

+；土地革命前f．炅占全县犬口5％韵地主豪绅占有80％毫

7左右的土地：(不包括王0％左右的公田，t，即各宗族的祠堂田7．、
和柴火田争产而占全县人口90％以土韵农民却只有●O％左、

右的土地‘，那吼，劳苦人民过着、口半年糠菜半年粮蔓的悲。{
惨生活，．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曾多次出现过反对苛捐杂税；膏

扛劈粮仓竹，“赊帐开等群众运动‘；1917年i在方志敏倡导下，'

一

’

1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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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阳县高等小学组织了以“抱不平，均贫富"为宗旨的“九

区青年杜丹，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活动。1919年5月8日，在
．．． 4五四霄运动影响下，弋阳高小8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高喊

。_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不久，掀起了以学生为主

体的工、农、商‘学各界群众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1925年
夏，方志敏回到弋阳，创办了-旭光义务小学力和“贫民夜

校一，宣传革命道理，播下了革命种子，使广大劳苦人民开

始觉醒。1926年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邵式平(共产
、 党员)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特派员身分来到弋阳，在国民党

弋阳县党部内秘密成立了盘共产党弋阳县特别支部一。从此，

弋阳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1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迅速展开，而且在著名的漆工镇武

装暴动中，从敌人手中夺取了两条半枪闹革命，创建起苏

维埃与红十军，使弋阳成为赣东北武装暴动的发源地。

1928年，当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组

织了“挨户团仃等地主反动武装，向弋、横地区发动四次局

部“围攻圩。在这紧急关头，党于6月召开了方胜峰会议，统

一了认识，制订了反围攻计划。接着相继进行了樟树墩、

金鸡山，团林．长茅岭大战，粉碎了敌人的局部。围攻嚣，

并在战斗中逐步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扩大苏区，形成了工

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从1928年到1931年，苏区先后召开了三

次县党代表大会和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县委和苏

维埃政府。1930年．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适应战争的

需要，苏区全面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工业

方面，建立了地雷厂、‘造纸厂‘印刷厂，硝盐厂，被服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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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方面，由于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解放了生产力，加

j 上兴修了小型水利，改善了灌溉条件，几年都没有发生严

重的自然灾害，年年粮食丰收，每个农民平均年收入以稻

谷计算达到1700市斤。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生活迅速

提高：各乡基本上办起了“列宁小学”，有业余剧团，?由群

众自编自唱在苏区流行的革命歌曲达400多首，医药事业也

有一定的发展，区有工农医院，乡有医务所。

1930年，当苏区人民生活日渐好转之时，国民党向中

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盼，并集中3万多军队，围

剿赣东北苏区。由于党内出现了a左"倾路线，造成了肃反

扩大化，：又错误地进行了查田运动，致使苏区革命力量受

到挫伤。1933年，弋阳人民在党的地方组织和方志敏等领

导下，抵制了“左"倾路线，停止了查田运动，稳定了根据

地内部，从而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及以后几次围剿，使苏区

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一
7

、 ，

1934年10月，在敌人进行第五次靠围剿斗时，．7红七军团。

。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正

式组成红十军团。12月24日，’方志敏率领红军离开赣东北

根据地北上抗日，只留下小部分力量在赣东北苏区。于是，一

．国民党反动派集中更大的兵力对赣东北苏区疯狂“清剿一口

副1935年，苏维埃政权遭到彻底破坏，．不少革命者惨遭屠

杀J反动派在苏区烧，掠，淫，掳，无数庐舍成墟，以致

出现了广大劳苦人民流离失所和田园荒芜、饿殍成群的惨

状。然而，‘革命的弋阳人民没有被慑服，他们坚持游击战

争直到1943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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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漆工党小组’

1925年7月，方志敏通过“旭光义务小学社、。贫民夜校一

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和中共的主张，培养了骨干，在

湖塘村秘密组织了农民协会。不久，九区和邻近各区也陆

续地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d同时，方志敏和方志纯在漆工～

发展了黄镇中、邹琦、彭年、祝炎、方远杰等农运骨干加入中

国共产党，建立了赣东北第一个党小组——漆工党小组。

方志纯任组长o

。
、 ．=、漆工临时党支部，

· 1925年10月，洪坤元、饶功美、方远辉、方远学、方华根，，

彭皋：陈祖令等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组织。随着党员不断增

多，方志纯奉方志敏之命，将漆工党小组扩大为党的临时

支部。支部书记方远杰。支部成员有黄镇中、邹琦、彭年、

祝炎，方远杰、洪坤元、饶功美、方远辉、方荣贵，方华

根、彭皋等11人。j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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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三、弋阳县特别支部!一．

} 。 ∥“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进入江西，，蒋介石在南昌阴谋

1，叛变革命，北洋军阀孙传芳残部由赣东北分别向皖南、浙 ，、

·一，西撤退，赣东北地区政局混乱，：各派势力纷纷起来争夺地

方政权。当时弋阳出现三种势力：1，原当权派，．以县知事
， ：为代表，：代表地方豪绅、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拉拢挑

j．拨，。要群众签名挽留县知事改任所谓“革命的县长一。。2，流

氓匪棍派，是土豪劣绅的走狗。。他们与乐平、景德镇、浮梁
。

、等地的流氓匪棍所组成的土匪相联络，积极阴谋以武装夺

2 取地方政权。3，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派，根据当时革命力量，

．j ．j和条件尚不成熟，不能贸然进行斗争的具体情况，作出如

； ‘’{『F决定：， ．： ，’j
。

!<1)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中间分子，，孤立_切
。

反革命派。√ ．

‘、f —

l -|．，、(2)t革命力量和时机尚未成熟之前，：避免过早决战。一

．、．‘3)．、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和时机。．，一 ’， √“
一 。．，(们对当权派和匪棍派应区别对待。．‘，一

’

j

(5)在各种情况下，尽可能正确地运用革命的影响，

‘争取中间人物。 ．

(6)想方设法和省委、方志敏取得联系，以取得上级党

和方志敏的及时领导。’j ； 一 ‘‘

；
，一

；1926年lly]底，革命派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的帮助下，

：击败了豪绅地主，．，解除了流氓匪棍派的武装，消灭了盘踞

：在芳家墩的乐平、景德镇、浮梁三个地方地痞流氓所组成的

土匪组织，。夺取了政权。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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