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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士
口

红坊·这块红色的土地，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无产阶级革命

家邓子恢，革命先驱、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郭滴人等创建的阑西主要老

苏区之一，也是中国革命金融事业的先驱，长期担任国家银行领导，从

事金融经济工作的曹菊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廖成美、王全珍的故

乡．

红坊人民于1927年初起，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群众，组织

农会，建立共产党组织，开展减租减忠，废除苛捐杂税等宣传活动，掀起

农民运动．．

1929年5、6问，朱德、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二度八闲，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一．在三打三克龙岩城，消灭军阀陈国辉

后，红坊各地也相继举行武装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召开各级工农兵代

表大会，成立区，乡苏维埃政府，建立赤卫军、少先队、共青团、妇女会等

革命武装和群众团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农民们翻身当

家作主人，到处呈现一派。分田分地真忙一、“战地黄花分外香”的革命新

气象．

1930年底，由于敌人的进攻和立三、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

在闽西党内发生了错误的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当时红坊的船巷、黄

坑等地．是龙岩县进行杀“社党”的主要地方，错杀了不少革命同志，致

使大伤革命元气．红坊人民深受其害，损失惨重，教训至深． 。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东征漳州，全部收复了龙岩

苏区．红坊人民们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立即掀起参军参战，努力生产，

筹集物资支援前线的热潮．并发动群众前往漳州搬运胜利品至中央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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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江西瑞金，为中央红军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作好物质准

备。

1934年冬，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红坊是龙岩县主要的游击革命

根据地之一。在那漫长艰难曲折的敌后斗争岁月里，红坊人民仍然在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还是在

风起云j勇、错综复什的抗日救亡和保田斗争里，或是在艰难困苦、残酷

搏斗的隐蔽生产，以及最后埋葬蒋家王朝的自卫解放斗争中，红坊人民

始终坚定革命意志，高举红旗，与凶恶的敌人进行殊死博斗。要人有人，

要粮有粮．他们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残无人性的“三光’’“十杀”和

移民并村，保甲连坐法等残酷的政策与法令．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

继，英勇奋战．一直坚持到1949年秋全国解放，创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

泣的英雄事迹。红坊人民的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写下了一

耄又一章，慷慨高歌，感人肺腑的壮丽历史诗篇．

‘红坊革命史》一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中央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总结历史

经验的原则，采取编年体和记事体相结合的形式，以事带人，以史带论

的方法编写．

《红坊革命史'，是红坊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曲

折斗争的历史，也是无数优秀的红坊儿女用鲜血凝成的光荣历史．今

天，我们不仅要缅怀革命先烈，讴歌光辉的革命业绩，弘扬革命精神，而

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及革命传统，以史为鉴，教育后

人，服务现实，开创未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邓

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振

奋精神．奋发图强。真抓实干，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两个文明

建设，以便更快更好地把红坊全镇建设成为繁荣昌盛，共同富裕的社会

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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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暴动前社会概况与革命思想的传播

一、地理位置与社会政治经济概况

红坊镇位于龙岩市的西南部，东邻东肖．南界永定文溪，西接永定

富岭，北与龙门毗连，东北连西陂等乡镇，全境面积为92．27平方公里．

其中心点南阳坝墟距县城15公里，交通方便．是龙岩与永定的交接地，

也是龙岩通往永定、粤东各县的交通要遭，平日里来往客商繁多，经济

颇为密切．今红坊镇的辖区为民国初期的龙岩县6坊21社的黄坊社，

共有46个大、小自然村．

红坊镇为南北长，东西狭，四面环山，崇山峻岭，丛绿拥翠，地势险

要．西北面的蒙公山为海拔1539米，其余的公坪山、紫金山、腊石顶山

均为海拔1200米以上．群峰掘起，巍峨雄伟．每年冬季时，山峰积雪，

皑皑白云，蔚为奇观，故有龙岩八景之一的“紫金晴雪”之称．东面的红

炭山。南面的石罗岐，山峦起伏，连绵十多里，形似屏障，甚为壮观．红坊

溪发源于公坪山麓，由西南向东转北奔向城区．横贯全镇．溪水清晰，水

源丰富，中间冲积着一条狭长的河谷盆地。呈船形。真是山川秀丽，地貌

多姿，风景幽雅．

红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河流两旁及山谷中间，星布着无数的村

庄和肥沃的田野．盛产水稻、番薯、小麦、花生与烤烟．两边山脚下的丘

陵地，宜种桃、李、柑桔等水果，产量可观．公坪山的茶叶。清纯可口，远

近闻名．此外．还有大片的林区，灌木丛生，杉、竹茂盛。林业发展潜力很

大，同时也给广大人民提供了广泛的副业门路，如造纸．种植水果．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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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制作笋干、盐酥花生、香菇及茶叶等。农闲时，农民们常结队挑着自

己生产的土特产，前往广东大埔及南靖水潮等地出售，换回一些日常生

活用品．另外也有一部分人前往赣州、漳州、厦门及海外南洋群岛经商，

农村经济颇为活跃。

矿产主要有煤、铁、陶土、石灰石等。红炭山的煤矿是全市最大煤矿

之一，不仅蕴藏量丰富，煤质也优良．船巷的陶土所生产的陶瓷器，不仅

历史悠久，城乡闻名，还远销闽南各县及粤东等地，颇受群众欢迎。

红坊区域辽阔，田亩众多，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勇敢，但在那腐朽黑

暗的封建社会里，田亩山林多数被豪绅地主占有，矿山在沉睡。特别是

清未民国以来。一些较大的地主又多兼蕾商业，他们在县境内外经营所

得的钱，多数在乡间购田置业，从事封建地租剥削，很少投资兴办地方

工业，因此土地便日益集中在少数豪绅地主手里．暴动前，黄坊社被分

成“天、地、人”三节，各节设家长，下按姓氏又设族长，进行封建统治。当

时船巷、黄坑一带为天节，归傅荣发统治；南阳、东阳一带为地节，归曹

仰祈统治，上洋、下洋一带为人节，归廖洪凯统治。曹、廖两入均有枪，并

养着一群狗腿子，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残酷剥削．据了解当时的船巷、

南阳、安坑、东阳、龙溪邦、东埔排、进贝、田心、上洋、下洋等平原地带，

60％的土地为豪绅地主占有，30％为福会公尝田，而这些公尝田又都由

各姓氏的豪绅地主掌管，而占人口90％以上的贫苦农民，只占有lo％

左右．的土地·黄坑、岭背、赤坑、暗坑、东归畲、桃仔坑等山区的土地

50％为本地及外方地主占有，30％为公尝田，而贫苦群众也只占20％

的山垅田、梯田，土质差，产量低．

在封闭固守的封建制度社会里，农民谋生路窄，他们为了生存，只

好向豪绅地主租田耕种，可是，地主们却凭占有大量的土地所有权，大

肆进行高额地租剥削．地租一般为。业七佃三”，也有“八二”开的，即地

主得八成，农民只得二成，并灾年荒年同样收。此外还有许多附加地租，

如。草鞋费”、。压岁钱”、。请租饭”等等，农民们终年辛苦耕种，所收成的

谷子，除交纳各种地租外，所剩无己，不够吃二、三个月的粮食，真是“镰

刀一挂起，锅里无米煮”．农民为了活命，只好向豪绅地主借债度日，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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