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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湘南地区的

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空前的白色恐怖

中，转入地下坚持斗争。8 月，毛泽东

同志起草《湘南运动大纲》，明确提出：湘

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

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县等四五县，成

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

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发布

《关 于 湘 鄂 粤 赣 四 省 农 民 秋 收 暴 动 大

纲》，对组织湘南暴动寄予了厚望。根据

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1927年冬，

中共湘南特委迅速恢复各地基层党组

织，在农村中建立暴动队、赤卫队，为武

装起义做准备。

一

10月 7日，朱德在饶平县茂芝村主持

召开干部会议，决定部队隐蔽北上，穿山

西进，直奔湘南。这支 2000 余人的队伍

一路上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人越走

越少，到达江西信丰时仅剩数百人，整个

部队被悲观情绪笼罩着。面对前所未有

的严峻形势，朱德、陈毅对部队进行了天

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这更坚

定了部队的革命信念，南昌起义的宝贵火

种在绝境中得以顽强地保存下来。

此时，冬天也即将来临，部队物资

短缺、给养不足的问题却仍未解决。于

是，朱德率部来到汝城。11 月 26 日至

28 日，朱德在汝城召开湘南和粤北党组

织的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于 12 月中旬

在湘南举行年关暴动。12 月上旬，奉特

委 转 告 的 中 央 指 示 ，朱 德 率 部 兼 程 南

下，参加广州起义。

但广州起义失利，朱德、陈毅得知

消息后，率部转至韶关西北 60 里的犁铺

头进行休整和练兵，并通过毛泽覃、何

长工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1928 年 1

月，朱德、陈毅率部向宜章方向转移。

此前，中共湘南特委已制定了《湘南暴

动计划》。于是，宜章地方党组织找到

了朱、陈汇报宜章敌情。在了解到宜章

县城敌人力量空虚、无正规部队驻防、

只有数百民团兵力守备时，朱德当即决

定智取宜章。

1 月中旬，朱德、陈毅等人把队伍伪

装成国民党军，在敌人毫无戒备的情况

下，顺利开进了宜章县城，并立即控制

了全城。陈毅、王尔琢也指挥部队迅速

解决了团防局和警察局的武装，接着发

动群众开仓放粮，打开监狱，解救被捕

的革命者和无辜群众。13 日，朱德在群

众大会上宣布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

军第 1 师，由此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

宜章暴动后，国民党军独立第 3 师

6 个团由广东北上，妄图扑灭湘南起义

的烈火。当时，工农革命军主力仅有千

余人，与敌人力量相差悬殊。然而令国

民党军许克祥没想到的是，革命军在当

地农军的配合下，把他的 6 个团逐一打

垮。革命军乘胜追击，追到坪石时，敌

人已溃不成军，乱作一团。革命军趁势

将许克祥的后方仓库物资全部缴获。

坪石大捷，是工农革命军进入湘南

后的第一个大胜仗。这次战斗由主力

军、地方工农武装、赤卫队协同作战，极

大鼓舞了工农革命军与湘南工农群众的

革命热情。在战斗中缴获的大量步枪、

重机枪、迫击炮等，也成为后来井冈山斗

争的重要助力。朱德曾回忆说：可以说，

是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

二

1 月，朱德、陈毅与中共湘南特委发

动湘南起义。工农革命军随即协助郴

县、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农军，夺取了

这几个县的政权。同时，在中共湘南特

委和各地党组织领导下，工农群众纷纷

起义，并相继建立县苏维埃政府。3 月

中旬，中共湘南特委在永兴县城召开湘

南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湘南苏维埃

政府。湘南起义过程中，中共湘南特委

将宜章、耒阳、郴县和永兴、资兴 5 县农

军，分别编成工农革命军第 3、第 4、第 7

师和两个独立团，共 8000 余人。

正当起义形势一片大好之时，国民

党军向湘南大举进攻。湘南地区交通

方便，利于敌军机动；由农军改编的工

农 革 命 军 未 经 整 顿 训 练 ，战 斗 力 较 弱

等，这些都不利于工农革命军在湘南继

续坚持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力量，

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作战，朱德

等 作 出 退 出 湘 南 、上 井 冈 山 的 重 要 决

策。

三

当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驻酃县

中村时，得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

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正

向井冈山方向转移。当即决定兵分两

路去迎接朱德、陈毅部上山：一路由他

和何挺颖、张子清率领从江西宁冈的砻

市出发，楔入湘南的桂东、汝城之间；另

一路由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从井

冈 山 大 井 出 发 ，向 资 兴 、郴 县 方 向 前

进。毛泽东还派毛泽覃带着一个特务

连赶到郴县，同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

取得联系。

3 月 29 日，朱德率领部队完成了转

移的准备。在毛泽覃带领的特务连接

应下，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 1 师主

力到达酃县的沔渡。陈毅率领湘南特

委机关、各县县委机关和部分工农革命

军第 1 师的官兵于 4 月 8 日到达资兴县

城 ，同 从 井 冈 山 下 来 的 工 农 革 命 军 会

合。毛泽东等率部于 4 月中旬到达资兴

县 的 龙 溪 洞 。 同 时 ，陈 毅 率 部 到 达 沔

渡 ，和 朱 德 率 领 的 主 力 部 队 会 合 。 接

着，朱德、陈毅带领部队从沔渡经睦村

到达井冈山下的砻市。

4 月下旬，毛泽东率领部队返回砻

市，立刻去见朱德，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

师。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4 军，朱

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下辖两个

师、1 个教导队；朱德兼第 10 师师长，宛

希先任党代表；毛泽东兼任第 11 师师长

（本任张子清，因负伤未到任），何挺颖任

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大队长。5 月

底，红 4 军军委决定撤销师的番号，军部

直 属 4 个 团 ：第 28、第 29、第 31、第 32

团。为了恢复湘南工作，也因为井冈山

吃饭困难，原来湘南农军编成第 30 团和

第 33团返回湘南。

湘南起义把武装斗争与工农运动紧

密结合起来，在广大的范围发动群众，组

织大批工农武装，保存和发展了工农革

命军的力量。

图片制作：贾国梁

井冈山会师前——

起 义 烽 火 遍 湘 南
■刘嫙子 曹 文

记 史

一
九
二
八
年
四
月
，井
冈
山
会
师
示
意
图
。

资
料
图
片

天津蓟县盘山区域有一条地势险要

的山沟，名叫白草洼。这是一段南北向

山沟，沟内巨石嶙峋、山洞密布、道路崎

岖，非常适合打伏击。

1940 年 7 月 27 日晨，时任八路军冀

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派往县城的两名

侦察员返回报告：发现一队日军骑兵正

向盘山根据地逼近，约七八十人。这队

骑兵到达盘山东麓后并未直接进山，而

是闯入附近一个小山村休整。参照日军

习惯，可能会于次日进犯根据地。包森

当机立断，决定伏击并歼灭这股敌人。

包森之所以迅速定下战斗决心，原因有

三：一是此时我军恰好有足够的兵力，且

均为战斗力很强的主力连队；二是此地

白草洼是进山必经之路，地形险峻，利于

步兵隐蔽设伏，不利于骑兵往来驰突；三

是当时蓟县驻有从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调来的骑兵，这些伪军为了虚张声势，经

常穿着日军军装招摇过市，我军认为来

犯之敌可能是战斗力不强的伪蒙骑兵。

随后，我军制定了作战方案：用近一

个连的兵力，设伏于白草洼正北的山头；

用近两个连的兵力，设伏于白草洼西面的

山坡；再以两个连的兵力设伏于白草洼东

面的山坡。待敌骑兵自北向南全部进入

伏击圈后，由正北山头的部队首先从背后

发起突击，尽可能多地杀伤敌人，而后封

闭入口，断敌退路；由东面山坡的部队，在

伏击战打响后，分兵一部堵住山沟南面出

口；合围后，我军同时发起东西两面夹攻，

力求全歼敌军。同时，分出部分兵力控制

制高点并监视蓟县方向可能来援之敌。

计划周密细致，变化却很突然。

来犯之敌并非驻扎蓟县的伪蒙骑兵，

而是从玉田县调来的关东军武岛骑兵中

队。中队长武岛须田是一名军衔为准尉

的特务曹长。武岛骑兵中队号称参战百

余场而未尝败绩。

28 日，我军分三路赶到白草洼，快

速进入各自预定伏击阵地。约半小时

后，武岛骑兵中队进入我伏击范围，但狡

诈的武岛须田一到白草洼就察觉此地利

于设伏，在全队深入前，先派一名尖兵前

出侦察。此尖兵进沟后发现隐身西面山

坡的我军战士，未下马便抢先开枪，两名

战士不幸中弹牺牲。发现西面伏兵后，

武岛须田立即意识到，东面和北面可能

也有埋伏，但出于对己方战力的极度自

信，武岛并未率部撤退，而是派出一名骑

兵回蓟县搬救兵，然后带领部队避开正

北面的山头，突然冲进沟里，直接向西侧

山坡猛攻。

我军在西坡设伏最靠前的两个班战

士冲出阵地，欲投掷手榴弹阻击敌人，可

尚未冲到投弹位置就被敌打倒。情况突

变，如果日军攻上西侧山坡，不仅我伏击

圈被洞穿，且面对机动性很强的日军骑

兵，我军想撤出战斗也将很困难，还可能

被日军反咬吃掉。

危急关头，我军一个排战士全都取

出手榴弹，同时拉弦并集中朝着将要冲

上坡顶的日军骑兵队伍前的一个点投

弹。数十颗手榴弹在敌阵前几乎同时爆

炸，虽未对敌造成重大杀伤，但日军骑兵

还是本能地勒住战马躲避。沿山坡仰攻

的战马急停后无法继续前冲，只能调头

往山下跑，后面的日军骑兵被挡住去路，

只好跟着后退。

逼退敌人后，我军争取到调整战术的

宝贵时间。时任军分区参谋长曾克林敏

锐注意到日军的支援火力并不强，只有两

挺轻机枪架在山脚下，为骑兵冲锋提供火

力掩护。曾克林于是命令几名神枪手配

合机枪手压制日军机枪火力，并亲自指挥

特务连的两个排战士，依托阵地，对再次

进攻的日军骑兵远距离射击。仰攻山头

的日军骑兵不断中弹，第二次冲锋才到半

山腰就被击退，死伤十余人。

武岛须田见状，当即指挥撤退，企图

沿来路冲出山沟。此时，包森已率部按

计划断敌退路。

白草洼山沟入口在西北方向，地形

较为狭窄。我军在正北山头设伏的战士

枪法好，居高临下实施远距离精准射击，

日军骑兵又伤亡 20 余人，仍无法脱困。

此时，武岛骑兵中队伤亡近半，突围

无望。武岛须田命少部分人继续佯攻，

其余日军迅速撤到白草洼南边抢构工

事。待我军察觉其固守待援的意图时，

敌仓促构筑的防御阵地已基本成形。

此时，我军虽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且

歼敌过半，但也付出较大代价。包森深

知，这场战斗我军并无援军，而日军骑兵

却可能得到驻蓟县的日军增援，于是立

即下令围歼残敌，务必在敌援兵赶到前

结束战斗。我军迅即调整部署，将剩下

的官兵编成 4 个突击队，选出枪法最好

的官兵组成神枪手分队，为突击队提供

火力掩护。突击队员们连续冲锋，用刺

刀和手榴弹歼灭残敌。

围歼战打响了，神枪手们凭借精湛的

枪法，以精准的单发射击压制日军机枪。

突击队员们前仆后继向包围圈中的日军

发起冲锋……武岛须田被一名神枪手击

毙 ，最 后 10 余 名 日 军 藏 身 山 洞 负 隅 顽

抗。战斗中，突击队员把手榴弹扔进山

洞，连锅端炸死了这群日军。

经过激战，武岛骑兵中队除了一名

战前回去求援和一名重伤的日军侥幸逃

脱，其余全被歼灭。此战对冀东地区的

日伪军造成极大震慑，之后半年多时间，

敌人都不敢进犯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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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

军的宗旨。有一位普通战士为这一宗

旨的确立书写了光彩一笔。他就是延

安时期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1944

年 9 月，毛泽东同志出席中央警备团为

张 思 德 举 行 的 追 悼 会 ，并 作 了 即 兴 演

讲，明确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

为 着 解 放 人 民 的 ，是 彻 底 地 为 人 民 的

利益工作的。”追悼会结束后，工作人

员根据记录对毛泽东的讲话进行了整

理 。 毛 泽 东 看 后 稍 作 斟 酌 ，随 即 在 文

章上写下：“为人民服务。”从此，张思

德的名字和“为人民服务”紧紧联系在

一起。

一

张 思 德 于 1933 年 参 加 红 军 ，1935

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6 年 10 月，

张思德随部队到达陕北，1937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0 年春,张思德被调到中

央军委警卫营任通信班长。1942 年，军

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

警备团，张思德由班长改为战士。他服

从组织安排，说道：当班长是革命工作

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工作需要。

1943 年春，张思德调入中央警备团

直属警卫队当战士，担负毛泽东同志和

其他领导同志的警卫任务。

张思德刚调入直属警卫队后，队长

古远兴就找他谈话，对他的新岗位提出

要求：到直属警卫队工作，要求是特殊

的，其特殊性在于警卫中央首长，责任

重大；直属警卫队在其他方面不能搞特

殊，和其他部队一样，除了警备，也要执

行生产、训练和学习三大任务。此后，

张思德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勤勤恳恳，

各项工作想得周到、做得仔细，给毛泽

东留下了良好印象。

1944 年 春, 中 华 民 族 抗 战 已 进 行

13 个年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

派一直对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及陕甘宁

边区进行封锁。为打破封锁，彻底打败

日本侵略者，延安边区军民热火朝天地

开展大生产运动。

为了解决中央机关冬季烤火的问

题 ，张 思 德 和 战 友 在 安 塞 县 山 中 烧

炭 ，他 因 有 烧 炭 经 验 被 任 命 为 烧 炭 队

副 队 长 。 他 对 战 友 讲 ：烧 炭 是 为 了 战

胜 敌 人 的 封 锁 ，夺 取 抗 战 胜 利 ，我 们

一 定 要 干 好 ，烧 出 更 多 更 好 的 炭 。 他

们 利 用 生 产 的 间 隙 烧 木 炭 ，张 思 德 处

处 模 范 带 头 ，出 炭 时 常 常 最 先 钻 进 窑

中作业。

9 月 5 日，下起了细雨，张思德与战

友小白一起进山开挖新窑。两人一里

一外地互相配合，雨也由小变大，拍打

着窑顶。快到中午时分，新炭窑眼看就

要挖成了。为了保证质量，张思德认真

修整着窑面。但由于坡顶被雨水淋了

很长时间，窑顶上突然掉下几块碎土。

危急时刻，张思德眼疾手快，将战友推

出窑口。炭窑随即发生坍塌，战友得救

了，张思德却献出了 29 岁的生命。

二

毛泽东得知张思德牺牲的消息后，

当即作出指示：第一，要把张思德身体

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派战士

给他站岗 ；第二，买一副棺材，运回延

安 ；第三，要给他开个追悼会，我要参

加，还要讲话。

8 日，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了

追悼会。这是我们党成立以来第一次

为一名普通战士举行追悼会，也是一次

高规格的追悼会。会场设在延安枣园

后沟的西山脚下的操场上，操场前方是

战 士 们 连 夜 垒 的 土 台 子 ，上 面 搭 着 棚

布 ，横 幅 上 写 着“ 追 悼 张 思 德 同 志 大

会”。台正中悬挂着一面鲜红的党旗，

党旗下是张思德的遗像。毛泽东献的

花圈放在土台的前方，遗像旁挂着毛泽东

写 的“向 为 人 民 利 益 而 牺 牲 的 张 思 德

同志致敬”挽词。整个会场的布置简单

却显得隆重，庄严肃穆。

下午一点多，毛泽东从枣园住所缓

缓走进会场。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政委

吴烈宣布追悼会开始，毛泽东与大家起

立，向张思德的遗像鞠躬、默哀。中央

警备团政治部主任张廷桢致悼词，对张

思 德 同 志 的 生 平 及 主 要 事 迹 进 行 介

绍。随后，毛泽东走上主席台，神情凝

重地进行了悼念讲话。

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

道理深刻，感染力非常强。他说：“我们

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

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

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

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

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接 着 ，毛 泽 东 回 顾 了 张 思 德 的 经

历，通过一件件实事介绍张思德在工作

中的奉献精神，从张思德的牺牲讲到人

的生死观：“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

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

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

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

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

泰山还要重的”。

毛 泽 东 亲 自 参 加 张 思 德 追 悼 大

会 并 发 表 讲 话 的 事 情 很 快 轰 动 延 安 ，

传 遍 了 抗 日 根 据 地 。 张 思 德 被 安 葬

在 延 安 枣 园 ，后 来 又 移 葬 到 王 家 坪 烈

士陵园。

三

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

没有讲稿，但在场的秘书把毛泽东的讲

话记录了下来。会后，秘书将这次口头

讲话整理成文，呈给毛泽东审阅，同时

提 议 在 延 安《 解 放 日 报 》上 发 表 。

毛泽东看后，稍作斟酌，随即在文章的

上方挥笔写下：为人民服务。从此“为

人民服务”这 5 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便成

了这篇著名讲话的标题。

21 日，这篇讲话整理稿在延安《解

放 日 报》第 一 版 上 发 表 。 12 月 15 日 ，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

议会上作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演

说时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

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

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1945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前，讨论七

大文件时，许多同志提议把“为人民服

务 ”作 为 我 们 党 的 根 本 宗 旨 写 进 报 告

中。毛泽东十分赞同，但觉得“为人民

服务”5 个字似乎还不够，提出要在前面

加上“全心全意”4 个字。毛泽东的这个

意见被中共中央其他同志所赞同。经

中央讨论，决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写进党的七大文件。

张 思 德 与“ 为 人 民 服 务 ”
■于美丽

军史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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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 9月，我军在陈庄战斗中的机枪阵地。 资料图片

1939年 9月，八路军第 120师主力部队在晋察冀军区第 4分区部队配合下，在

河北省灵寿县陈庄镇全歼日军第 8混成旅团 1200余人。此战被八路军总部称为

“模范歼灭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