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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珍

藏着一块贴着字条的木板。字条上写

道：吃了你半坛咸菜……共补你黄豆六

升，落款为“红七师机炮连一排条”。如

今，字条纸张已经泛黄，但依旧清晰的字

迹成为红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的见证。

1933 年 7 月，蒋介石先后调集国民

党军 14 个团的兵力，向湘鄂边革命根据

地大举进攻。红 3 军与数路国民党军激

战半个月，由于红 3 军当时还没建立起

较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部队在频繁作

战中不断遭受损失，人员、弹药武器补

给、伤员的安置都很困难。为了改变困

境，12 月，红 3 军寻机在湘鄂川黔边创

建 新 苏 区 ，积 极 开 展 创 建 苏 区 的 游 击

战，为夺取新的胜利创造条件。

1934 年 5 月 6 日清晨，红 3 军开始

攻打彭水县。8 日上午，贺龙率领红 3

军 冒 大 雨 急 行 军 50 公 里 进 占 彭 水 县

城。此战歼国民党军 1 个营，俘敌 400

余人，缴枪 300 余支。随后，红 3 军越过

川黔边界的鸡公岭、凉风丫山口，进入

贵州后坪县属塘坝地区（今属沿河县）。

由于当地交通闭塞，加上国民党的

造谣宣传，当地的老百姓不了解红军是

怎样的一支部队，全都携家带口外出躲

藏起来。

红 7 师机炮连官兵在经过一座村庄

时，由于连续行军，一直未得到休整。

战士们又乏又饿，准备就地架锅做饭，

稍作休整。他们想向老乡们买点东西，

却一个人都没找到。万不得已，战士们

只好推门进了村民黄堂珍家，家中也是

空无一人。战士们找到些柴草、几根大

葱、半坛咸菜，将就做了一顿饭。临走

时，官兵留下六升黄豆，作为食用咸菜

和使用柴草的补偿，并将一张说明情况

的字条贴在门板上，还挑水把黄堂珍家

的水缸盛满。

黄堂珍回来后，发现屋内院落打扫

得干干净净，用过的东西也摆放得整整

齐齐，门板上贴着一张红军说明补偿物

资的字条。黄堂珍全家非常感动，他们

认识到红军和国民党军阀完全不一样，

不 会 欺 压 老 百 姓 ，更 不 会 肆 意 抢 占 财

物，是一支人民军队。于是，黄堂珍决

心将字条保存好，以作永久的纪念。但

是字条粘得很结实，纸张又薄，揭下来

的话很容易撕破；不揭下来，当地还处

在国民党统治下，字条一旦被发现，村

里百姓和自己都会性命不保。于是，黄

堂珍买来一张门神画，贴在门板上遮住

字条。

此后的每年春节，黄堂珍都小心翼

翼地揭下旧门神画，换上一张新年画。

在黄堂珍的精心保护下，藏在年画后的

字条，历经岁月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黄堂珍激动

地揭去门神画，将这张字条光明正大地展

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事情经过。

1958 年，黄堂珍主动将红军书写的字条

连同锯下来的一块木板上交政府，后移交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这件珍贵文物，见证了红军严守群

众纪律，爱护人民百姓，不拿群众一针

一线的优良传统。

左上图：贴有红军字条的木板。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供图

小字条见证红军纪律严明
■黄 策

1952 年 8 月 1 日，为纪念建军 25 周

年，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开

幕，这是人民军队自 1927 年建军以来规

模空前的一次全军体育盛会。

一

1952 年 5 月 9 日，在抗美援朝战局

基本稳定、国内经济建设热火朝天的形

势下，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

发布举行庆祝建军 25 周年全军体育运

动大会的指示。指示下达后，部队各单

位都热烈地进行准备，许多单位采取按

级选拔、重点测验等方式选出各个项目

的参赛人员。许多久经战场、功勋卓著

的高级指挥员也参与其中，有的还成为

参赛选手，如南京军事学院的运动员中

就有 15 名师级干部。应邀参加大会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也在朝鲜前线完

成了各项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各部队还在专业文艺工

作人员和广大干部战士中选出文艺竞赛

的代表，许多著名的英雄连队被指派参

加全军文化测验。

8 月 1 日 下 午 ，全 军 体 育 运 动 大 会

开幕式在北京举行，朱德、邓小平、聂荣

臻、贺龙、粟裕等出席。主席台正中的

大红屏幛上，高悬着“八一”军徽。在会

场看台上，高悬着两幅题词：毛泽东的

题词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

体质”；朱德的题词是——“锻炼自己成

为铁的体质，保卫我们最可爱的国家”。

二

下午 3 时整，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的萧华宣布大会开幕。伴随着军乐队雄

壮的乐曲，各代表队的运动员和文艺代

表开始入场。由陆、空、海军 6 名战士护

卫着“八一”军旗、8 名运动员抬着巨大

的体育运动大会会徽为前导，各代表队

数千名运动员入场。当中国人民志愿军

代表队入场时，全场观众都向来自前线

的英雄儿女热烈致敬。随后，文艺大军

出现了，他们中多是被抽来测验近一年

来文化学习成绩的连队战士，走在最前

列的是“速成识字法”的创造者祁建华、

“速成算术法”的创造者之一曹卫民和英

雄的文艺战士高玉宝。

入场仪式后，朱德发表讲话。他指

出：举行全军体育运动大会，我们的任务

就是检阅部队关于文化教育、体育运动、

军事技术和文艺活动的成绩，发扬优点、

交 流 经 验 ，以 便 有 力 地 推 进 部 队 的 训

练。讲话完毕后，30 名代表组成的献花

队向朱德和其他首长献花，会场掌声雷

动。接着，精彩的文艺表演开始。公安

部队的 1500 名战士表演广播体操，他们

的表演引起观众热烈的鼓掌和欢呼。此

外，部队的文艺团体还表演了杂技、集体

舞等精彩节目。最后，由中央戏剧学院

表演中华民族大团结舞蹈。下午 7 时，

文艺表演暂告结束。短暂休息后，焰火

晚会开始。运动场灯火辉煌，战士、工

人、学生一起歌唱和舞蹈。

三

2 日，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全

军体育运动大会有近两千名运动员参

加，比赛项目有通过障碍、武装越野赛

跑、田径、球类等 40 余项，表演项目有团

体操、航空体育、水上体育、马术、摩托车

等 42 项。运动员奋勇争先，奋力拼搏，

展现了我军的精气神。

这次运动会中还出现了非常有趣的

比赛规则。如跑步比赛时，不是根据发

令枪起跑，而是参赛选手先在起跑线上

写出规定的文字，谁先写出谁就先起跑，

文化水平对比赛胜负影响很大。出现

“识字赛跑”比赛规则的背景是，全国大

规模作战任务基本结束后，中共中央和

中央军委把提高广大官兵的文化水平提

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来。经过充分的准

备，从 1952 年 6 月 1 日开始，全军开展了

大规模的文化教育运动。就在这次全军

体育运动大会开幕的同时，部队文化学

习展览会也在北京揭幕。

11 日，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在

北京闭幕。下午 4 时整，闭幕会开始，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莅临会场。乐队高

奏《东方红》乐曲，全场观众起立，大家热

烈鼓掌，欢呼声响彻全场。运动员们穿着

各色各样的运动衣，文艺代表们穿着鲜艳

的服装，生气勃勃。当他们走过主席台前

时，步伐整齐、凝神注目地向领袖致以崇

高的敬意。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频频向

运动员和文艺代表们招手致意。

随后，大会举行了颁奖仪式。第一

个受奖的是应邀参加大会的志愿军代表

团，获得大会赠予的“荣誉奖”。接着，各

集体优胜者、个人优胜者领奖，冠军、亚

军得到了奖牌。

历时 11 天、观众达数十万人的第一

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在歌舞晚会中闭

幕。

这次运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对推

动部队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文化、体育

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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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7 月初，湘赣苏区的中心区

域被敌人占领，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

军已经向苏区腹地全面推进，中央红军

在苏区内战胜国民党军已不可能。当

时，只有一条出路——实行战略转移。

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探路的重任落到

了红 6 军团身上。

一

红 6 军团是 1933 年 6 月中旬，根据

中革军委的指示在湘赣、湘鄂赣革命根

据地红军主力的基础上组建的，下辖第

16、第 17、第 18 师（第 18 师南渡袁水进

入湘赣革命根据地与第 17 师会合后，部

队保留师的番号，缩编为第 52 团）。军

团当时未成立领导机关，由第 17 师首长

统一指挥，全军团共 7500 余人。

7月 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

委向红 6 军团及湘赣军区发出训令，决

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

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

立新的苏区。”训令指出：“破坏湘敌逐渐

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

作战”“最大限度的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

量”“确立与红二军团（1931年 3月改称为

红三军）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

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训令还就这次

行动的组织领导作了规定：任弼时为中

共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并与萧克、王震

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

主席”。训令对预定转移方向和计划作

了具体指示：第一步到桂东地域，发展游

击战争；第二步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

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苏区；第三步

渡过湘江，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

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 3军取得联络。

任弼时和军团领导人接到训令后，

立即进行了紧张的西征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以任弼时为主席，萧

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 6

军团转移。任弼时主持召开军团政治工

作会议，并作《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

湖南敌人，创造新的苏区与新的根据地》

的报告。报告指出：在敌人大举进攻到

来之际，目前政治工作应是为着争取新

的决战胜利，消灭敌人，创造新的根据

地。会后，军政委员会对部队进行政治

动员，调整后方机关，分散安置伤病员和

不便随军行动的人员，从地方武装中挑

选 2000多名青壮年和 500余支枪补充军

团，健全第 18师党的机关，增编第 54团，

配齐部队各级领导成员，积极打草鞋、做

干粮，并进行行军、侦察、警戒等方面的

军事训练；还抽调 250 名地方干部随军

行动，作为创建新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对

留下的地方武装做了坚持根据地的妥善

安排。为了迷惑和牵制敌军，8月初以独

立第 5 团一部伪装成军团主力，在牛田、

津洞、万安一带佯动。

8 月 7 日下午 3 时，红 6 军团（连同

随营学校学员）共 9700 余人从遂川的横

石 、新 江 口 地 区 出 发 ，踏 上 西 进 的 征

途。为不过早地暴露红军的行动企图，

突围点选在敌人兵力薄弱、易于攻破的

粤军和湘军的结合部五斗江到白牛岭

地段。军团侦察连和先头部队伪装成

国民党军，为先头部队开道，晚上 10 点

顺利地收缴了驻守上水藻林保安团哨

兵的枪支，一举消灭了保安团。接着，

部队又日夜兼程，连续突破敌人在衙前

和五斗江之间、遂川与黄坳之间、遂川

至七岭之间、寒口到广东桥的封锁线，

胜利突破湘、赣、粤三省国民党军设置

的封锁线，于 11 日抵达湖南省桂东县以

南的寨前圩，并以一部兵力攻占了寨前

圩以南的沙田，将寨前圩至沙田之间的

20 余 座 国 民 党 军 碉 堡 占 领 并 大 部 摧

毁。至此，红 6 军团成功突出重围，并将

国民党军的战略西线撕开了一个口子。

二

12 日，红 6 军团在寨前圩村边的一

个河滩上举行全军团干部大会，庆祝突

围胜利，誓师西征。会上，任弼时正式

宣布军政委员会为红 6 军团最高领导机

关，萧克为军团长兼第 17 师师长、王震

为军团政治委员兼第 17 师政治委员、李

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

主任。

当晚，第 17师第 49团作为西征部队

先遣团率先从桂东县寨前圩出发，直奔

郴县。主力部队随后跟进。经连续几个

夜晚行军，15日进抵泉水、东江一带。16

日, 进入郴县县境。部队一部由郴县进

入宜章平和，经卖牛岭、温家，再辗转进

入郴县铁山里，向桂阳方向前进。当日

晚，先遣团避开敌人严密封锁的通道，走

小道，攀悬崖，摆脱敌人，于 17 日越过粤

汉大道，经走马岭，迅速通过耒阳、郴县

公路，进入桂阳县境后，经金义，绕过桂

阳县城再经仁义圩、梓木圩，19日抵达七

里坪。当晚，第 49 团第 3 营向新田县城

发 动 攻 击 ，歼 灭 国 民 党 保 安 团 守 城 之

敌。但是，城北外二羊岭上炮楼异常坚

固，在 20日上午团主力进城后，才将碉堡

内的敌人全部歼灭。当日晚，军团军政

委员会在新田小源公祠召开团以上干部

会议。会议决定，部队进入新田县城作

短暂休整，及时补充给养，开展扩红工

作，重伤病员留下就地养病治伤。23日，

主力部队西进，急行军 140 里。当晚 24

时，抵达湘江东岸、零陵以北的蔡家埠。

此时，湘桂国民党军共 9个团已先期到达

湘江西岸严密布阵，企图截堵红军西进。

鉴于敌情变化，军团主力向东折回

进入海拔 1500 多米的阳明山，发现此间

地瘠人稀，地区狭窄，不利于发展。加

上国民党军以 4 个师的兵力从南北西三

面向阳明山地区包围过来，形势十分危

急。任弼时等遂决定放弃在此建立革

命根据地的计划，改取“兜圈子”的方法

甩开敌人，寻找有利时机抢渡湘江。25

日，军团立即离开阳明山，直取祁阳县

的白果镇。国民党军误以为红 6 军团要

返回湘赣苏区，急忙调兵阻击，没想到

红 6 军团已经南下嘉禾，待国民党军赶

至，红 6 军团已进入广西。9 月 4 日，红 6

军团乘虚西进，未发一枪一弹，由兴安

县界首以北凤凰嘴地区安全渡过湘江，

进占西延城（今资源县）。

8 日，任弼时、萧克、王震在大埠头

以西的车田接到军委《关于红 6 军团以

后行动的补充训令》，要求他们放慢行

军速度，暂时在城步、绥宁、武冈等地积

极行动，牵制更多敌人，与即将突围转

移的中央红军配合行动，并规定了具体

行军路线。补充训令还对今后的方向

作了明示：第三步的任务是转移到湘西

北，在川黔湘边境与红 3 军取得联系，协

同红 3 军在湘西及湘西北的凤凰、松桃、

乾城（今吉首市）、永绥地域，背靠贵州

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吸引更多湘敌向

湘西北方向移动。

接到补充训令后，军团领导认真进

行分析研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

的实施方案。当日，部队由车田出发西

进，准备取城步、绥宁、武冈地区，但未

成功。后来准备在绥宁以西打击西进

的湘敌，不料在小水地区，遭到穷追不

舍的湘军第 19 师第 55 旅的突然袭击，

第 52 团与大部队失去联系，陷敌包围，

遭敌居高临下猛烈火力射击，伤亡 140

多人，团长田海青壮烈牺牲。

鉴于遭敌袭击，再加上靖绥以北地

区有敌重兵围堵，军团领导当机立断，改

变原来计划，夺路南下，袭取通道县城，

过渠水向西，20 日进入贵州省清水江流

域的黎平地区。13 时，朱德电示红 6 军

团行军路线：“由现地域经清江、青溪、思

县到达省溪、铅仁、江口地域，然后设法

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23 日，军团主

力从清水江的南嘉堡出发，分由锦屏县

的瑶光及清江县的南孟两地渡清水江，

进入苗族、侗族人民的聚居地黎平地区。

三

10 月 3 日 14 时，中革军委致电红 6

军团从黄平撤离。拟经瓮安县猴场抢

渡乌江的红 6 军团，速向江口前进。遵

照中革军委命令，4 日，红 6 军团主力由

松洞北进至瓮安县的猴场。先头部队

进抵乌江南岸，设法与红 3 军联系。因

中革军委严令“绝未令你们渡乌江向西

行动”，遂放弃渡乌江计划。5 日，从猴

场调头向东北面的江口地区前进，第二

天进至石阡县甘溪附近的走马坪。

7 日拂晓，红 6 军团按第 17 师、军团

部、第 18 师的序列向甘溪东进。上午到

达甘溪镇后，部队休息时，与桂军第 19

师遭遇，并陷入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

24 个团的包围。由于这一地区山高沟

深，不利于大部队行动，一部被敌截断

（后与红 3 军会合），主力转入石阡、余

庆、施秉之间的高山密林，同国民党军

周旋。与此同时，红 3 军主力由黔东苏

区边沿梵净山西麓南下接应。

23日凌晨，红 17师第 50团在梵净山

麓江口县堰边溪的木根坡与红 3 军会

合。24 日，军团主力进至黔东印江县木

黄，与率部前来接应的贺龙、关向应等会

合。26 日，两军进至四川酉阳县的南腰

界，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两支部队

会师后即进行整编，统一调配干部。根据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红 3军恢复红

2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

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红 6军团

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两军

团共同行动时，由红 2军团指挥部统一指

挥。至此，红 6军团顺利结束了从湘赣苏

区突围单独转战至湘鄂川黔的西征。

历时两个多月的突围西征，红 6 军

团跨越湘赣桂黔省境，行程 5000 余里，

冲出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追截堵围，历

尽千辛万苦到达黔东地区，保存了红军

力量，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

为此后形成红军新的战略力量创造了

条件。对于红 6 军团西征，萧克后来回

忆说：六军团突围西征，比中央红军早

两个月，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的战

略转移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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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起到探路先遣队作用的突围—

红 6军团的西征
■褚 银

1934年 8月 7日—10月 24日，红 6军团西征与红 3军会师要图。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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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8月，在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上，运动员正进行写字赛跑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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