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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25 日，黄公略遗骸安葬

仪式在江西吉安举行。

这是一场久别的重逢。红色热土

以最高礼遇向烈士致敬，15 名骑警开道

护送，18 名礼兵鸣枪送别，送行的人们

在细雨中伫立行礼、深切缅怀。

1931 年 9 月 15 日，中国工农红军高

级指挥员黄公略在率部转移路经吉安

东固六渡坳时，突遭敌机袭击，不幸中

弹牺牲，战友将其秘密安葬在吉安的万

仞大山里。多年来，寻找遗骨的工作从

未中断。2022 年 8 月，人们终于在吉安

市青原区东固畲族乡六渡村找到他的

遗骸。

随着烈士遗骸的确认和安葬，黄公

略——这个在党史、军史上熠熠生辉的

名字，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少年胆气凌云，
志在家国天下

1898 年 1 月，黄公略出生在湖南省

湘乡县一个私塾家庭，在书香中度过了

童年和少年时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道理，他从小就知道。18 岁那年，黄

公略像湖南不少追求社会变革的青年

一样，抱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湘军。

在这里，他接受了经年累月的战斗

磨练，一路升任连长，并在北伐战争中

立下战功。在这里，他看到了旧军队的

腐朽，与他希冀的“强军救国”相差甚

远。随着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马日

事变”“七一五政变”先后发生，黄公略

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反

革命本质。

也是在湘军，他结识了一生的挚友

彭德怀。从湘军到红 5 军，他们的命运

交织在一起，在战乱的社会环境下，他

们一路经历艰辛曲折但没有沉沦，坚持

不懈地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

进入黄埔军校后，黄公略接触到很

多共产党员，思想受到很大影响。1927

年 12 月，广州起义爆发，黄公略和同学

贺国中翻越栏杆跳出校园参加起义。

起义虽然失败了，黄公略却看清了革命

的方向，坚定了对中国革命的信念。不

久后，黄公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 3 月，黄公略从黄埔军校毕

业，应国民革命军独立第 5 师 1 团团长

彭德怀之邀回到湘军，组建随营学校，

并担任副校长。这时候，他已经有了

一个“反正”的打算，他要将这支国民

革命军“反正”为工农红军，“反正”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穷人打天下的

队伍。

3 个月后，黄公略调任国民革命军

独立第 5 师 3 团 3 营营长，驻平江县嘉

义 镇 ，彭 德 怀 率 1 团 驻 平 江 县 城 及 城

南。不久后，黄公略、贺国中等人的中

共党员身份暴露。正是这紧急的情况，

促成了“反正”的契机。7 月，黄公略同

彭德怀等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中

国工农红军第 5 军。

黄公略和彭德怀等挚友，从相识到

相知，最后在平江共举义旗，为中国革

命烈火熊熊燃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平江起义声震全国，也震怒了国民

党高层。红 5 军随即遭到围攻，接连受

到挫折和损失。同年秋，红 5 军与工农

游击队合编为 3 个纵队。彭德怀、滕代

远率主力开赴井冈山，第 2 纵队纵队长

黄公略率部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坚持游

击战争，保卫和发展了湘鄂赣边区。与

此同时，黄公略还执笔编写了《游击战

术》的小册子，作为部队的军事训练教

材广为印发，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提供

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1929 年 8 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部

回到湘鄂赣边区，与黄公略率领的第 2

纵队会合，重建红 5 军，彭德怀任军长，

黄 公 略 为 副 军 长 ，全 军 共 3000 余 人 。

此后，彭德怀、黄公略率领红 5 军向北

开辟鄂东南地区，向南打通与湘赣苏区

联系，扩大了湘鄂赣苏区。至年底，湘

鄂赣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

★“赣水那边红一
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1930 年 1 月 ，红 6 军 组 建 ，黄 公 略

担任军长。为了带好这支队伍，黄公

略既抓军事，又抓政治。组建后不久，

他和政治委员联名发布了一份六言体

的《红军第六军司令部布告》，言明党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及其在军队宗旨、

政策、纪律等方面的要求，“接受共产

指导，努力民权革命；实行武装游击，

肃清地主豪绅；彻底分配土地，给予贫

苦农民”。布告在赣西南地区产生了

很大影响。仅半年，黄公略就把红 6 军

打造成为一支政治过硬、作战勇猛的

红军主力，在后来的战斗中战无不胜，

屡建奇功。这年夏天，黄公略率红 6 军

沿湘赣边北上，连续攻克修水、安源、

万载、浏阳数座县城，将分散的游击区

连成一片，开辟了拥有 34 个县、人口达

400 多万的赣西南根据地，为建立中央

苏区奠定了基础。

彼时，毛泽东从汀州向长沙行军，

一踏上赣水，就感受到赣西南红红火火

的革命气氛，他兴奋不已，在马背上吟

出 了 壮 丽 诗 篇《蝶 恋 花·从 汀 州 向 长

沙》，诗云：“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

黄公略”，盛赞了黄公略的革命功绩，也

足见其对黄公略的信赖和倚重。

1930 年 7 月，红 6 军改编为红 3 军，

并与红 4 军、红 12 军合编为红 1 军团，

黄公略任红 3 军军长。8 月，在奇袭湖

南浏阳文家市的战斗中，黄公略指挥红

3 军奋勇作战，歼灭国民党军 3 个团又 1

个营，取得红 1 军团成立后的第一个大

捷。此后在战醴陵、攻吉安的战斗中，

红 3 军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黄公

略以其出色的军事才华和对革命的赤

胆忠心在苏区军民中享有崇高威信，与

朱 德 、毛 泽 东 、彭 德 怀 被 人 们 并 称 为

“朱、毛、彭、黄”。

红军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攻城略

地、纵横驰骋，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恐

慌，当年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当年年底，蒋介石集结十万大军，大举

进攻中央苏区。对此，毛泽东提出“诱

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

的作战方针。黄公略旗帜鲜明地维护

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领导和红一

方面军的团结，坚决执行诱敌深入的

战略方针，指挥红 3 军英勇作战，屡建

战功。

12 月 30 日清晨，永丰县龙冈细雨

薄雾，国民党军第 18 师师部和两个旅

深入根据地腹地，由龙冈向东推进。黄

公略率红 3 军在龙冈设伏，围歼国民党

军第 18 师 9000 余人，活捉了张辉瓒，取

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首战大捷。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被

粉碎后，蒋介石气急败坏。他为了破坏

红军内部团结，瓦解红军将领斗志，曾

千方百计地妄图策反黄公略。他先令

何键将黄公略的母亲和妻子押到长沙，

然后在报纸上大造所谓“黄公略既将母

与妻子送来长沙，足见悔过情殷，投诚

心切”的舆论，借以混淆视听，进行要

挟。同时，他又委任黄公略的堂叔黄汉

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并派黄公略的长

兄黄梅庄为参议，携带银洋 1500 元和

蒋及黄汉湘给黄公略的亲笔信进入苏

区，劝诱黄公略“归正”。蒋介石自以为

这样双管齐下，必有所成。谁知黄梅庄

一入苏区，即为红 3 军扣押。当红一方

面军总部写信向黄公略征求他对其兄

的处理意见时，黄公略在复信中斩钉截

铁地回答：“一刀两断，义无反顾。”他的

这一大义灭亲的坚定立场，不仅彻底粉

碎了蒋介石的阴谋，更激励了红军指战

员革命到底的决心。

次年春天，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

行了第二次“围剿”。在富田战斗中，黄

公略率红 3 军独当一面，在中洞秘密设

伏，突然出击，一举包围国民党军第 28

师师部，捣毁其指挥机关，为五战五捷

首开胜局。

正在白云山指挥作战的毛泽东闻

此捷报，连呼黄公略为“飞将军”，他挥

笔填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赞道：“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

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

自重霄入。”从此，黄公略“飞将军”的美

名传遍苏区。

6 月下旬，不甘于失败的蒋介石亲

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 30 万兵力对

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红 3 军

和兄弟部队一起，首战莲塘，再战良村，

三战黄陂，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黄陂

战役后，红 3 军急行军到了永丰、宁都、

兴国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中。9 月 7 日

凌晨，黄公略率红 3 军赶到老营盘附近

时，意外发现国民党军第 9 师正在老营

盘村的峡谷里集合。面对突发情况，黄

公 略 率 红 3 军 迅 速 占 领 有 利 地 形 ，从

北、南、西三面向其先头部队发起总攻，

仅用 1 个小时就将其全歼。9 月中旬，

黄公略又率红 3 军参加方石岭战斗，取

得胜利。至此，第三次反“围剿”以胜利

告终。

黄公略在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

战斗中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为

创建和保卫中央苏区立下不朽功勋。

★“如今竟牺牲，
堪恨大祸从天落”

1931 年 9 月 15 日中午，方石岭阻击

战胜利后，黄公略率红 3 军第 7、第 9 师

奉命由西向东转移，行进至东固六渡坳

时，突遭敌机袭击。在指挥部队隐蔽的

过程中，黄公略身中数弹。由于伤势太

重，医务处条件又极差，军医们竭尽所

能仍无力回天。

怀着对革命未竟事业的深深眷恋，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黄公略交代身边的

同志：“一、二、三次反‘围剿’我们胜利

了，但是我们绝不可骄傲轻敌，应该充

分准备，要巩固和扩大红军，以争取中

国的独立和解放……以后就把我埋在

东固，我喜欢这里的山和水。”

当晚 7 时，黄公略与世长辞，年仅

33 岁。

得知这一消息，毛泽东悲痛万分，

于 16 日下午 4 时在兴国莲塘村，亲自主

持黄公略追悼大会，并亲撰挽联：“广州

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

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

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

来。”毛泽东对黄公略短暂的一生做了

极高的评价。

1931 年 11 月，毛泽东当选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为纪

念黄公略，毛泽东连续作出三项决定：

在东固六渡坳和瑞金叶坪修建公略亭，

将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

学校，并以吉安、吉水两县的红色区域

为主成立公略县。

★山河皆已无恙，
英雄何处长眠

青 山 有 幸 埋 忠 骨 。 黄 公 略 牺 牲

后，战友们将其秘密安葬。多年后，他

们回忆说，根据当时的纪律，军长牺牲

是机密，“任何时间、地点都不能说军

长已牺牲”。

山河为碑，家国永念。

1951 年，东固人民为缅怀先烈的功

绩，在当年举行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祝

捷大会旧址处，建起了“公略台”，精心

打造了“公略台”匾额。硝烟远去，人民

深情不改。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中央人民

政府和中央军委怀念为中国革命作出

巨大贡献的黄公略军长，决定尽全力寻

找他的遗骨，安放八宝山。1964 年，根

据毛主席指示，中央军委启动寻找黄公

略同志墓址工作，黄公略当年的勤务兵

高书官随同。工作组一行在东固挖寻

近 20 天，最后只找到了一颗马牌手枪

的子弹壳。

山川已改，英雄难寻。或许，正如

黄公略的遗言所说，他要永远和东固

的人民、东固的山和水紧紧地联结在

一起。

黄公略牺牲时，女儿黄岁新还不满

周岁。直到 1939 年，她和母亲才得知

父亲牺牲的消息。岁岁年年，万象更

新。这一生，黄岁新从未亲眼见过父

亲，却在心中筑牢了一个为民族独立和

革命胜利贡献一生的革命者形象。

在黄岁新的女儿张献华的记忆里，

自 1972 年起，父母就开始拜访与外公

一起战斗和工作过的战友，收集与外公

有关的原始史料，她和哥哥张忠经常跟

着母亲到湖南、江西走访。

1985 年 ，黄 岁 新 带 着 全 家 来 到 东

固。这片土地，承载着她无尽的思念和

深深的眷恋。站在六渡坳父亲牺牲的

地方，黄岁新告诉兄妹俩：“外公的遗骸

还没有找到，你们不要放弃。”

为完成母亲的心愿，这些年，张献

华整理了父母所著的《我的父亲黄公

略》一书，并出版发行。张忠也为寻找

黄公略墓址积极奔走，“找到外公黄公

略的遗骸，是我们全家的执念，但随着

时间过去 90 多年，这种希望也几近于

奢望。”他说。

此后，上级有关部门也多次派人寻

找，仍遍寻不获。山河皆已无恙，英雄

何处长眠？

找到黄公略遗骸，是伟人的心愿、

亲人的夙愿。

2020 年，吉安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

中心先后两次召开专题会议，对黄公略

同志墓址重新研讨论证，最终形成共

识：黄公略同志疑似墓址在青原区东固

畲族乡螺坑村大坳西北方向 3 里外的

螺坑背村后山（属白云山）上，坐北朝

南，面对兴国县齐分村。

得此消息，张忠深感激动与震撼，

“江西老区人民始终没有忘记黄公略！”

此 后 ，中 央 军 委 政 治 工 作 部 、退

役军人事务部、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 对 寻 找 工 作 先 后 作 出 部 署 。 吉 安

市委市政府迅速行动，于 2021 年秋成

立 寻 找 黄 公 略 烈 士 墓 址 工 作 协 调 推

进小组和工作专班。由此，新一轮寻

找黄公略同志墓址工作正式推开。

由于黄公略牺牲已 90 多年，知情

人士已无存世、地貌环境发生变化、现

有安葬地线索互不印证，搜寻难度巨

大。工作组抱着决战决胜的坚定信念，

决定依靠群众、依靠科技放手一搏。

2021 年 11 月，工作组以东固畲族

乡为中心展开调查，实地走访了周边乡

村的老烈子女、苏区老干部后代、老复

员 军 人 、老 村 干 部 、老 党 员 等 400 余

人。尔后，工作组赴省自然资源厅测绘

院申请获取东固畲族乡及周边地区三

维地表图。

通 过 走 访 调 查 、现 场 踏 勘 ，工 作

组 初 步 勘 定 6 处 疑 似 黄 公 略 烈 士 墓

址。11 月 24 日，工作组一行带着无人

机 、雷 达 扫 描 仪 、地 下 金 属 探 测 仪 等

设 备 ，第 一 次 登 上 白 云 山 现 场 勘 察 。

白 云 山 绵 延 于 青 原 、兴 国 、泰 和 三 地

边界，这里杂树丛生，植被茂密，多年

来 人 迹 罕 至 ，昔 日 远 在 天 边 的 苍 鹰 ，

此 刻 连 同 巢 穴 都 近 在 眼 前 。 深 山 中

早已没有了道路，全靠徒步攀爬。工

作组历时一个月，对寻访的线索进行

逐一踏勘和论证。

此后，根据上级有关要求和批示精

神，黄公略烈士墓址从前期搜寻、踏勘

阶段转入发掘、鉴定阶段。

★六渡坳上草木
葱茏，英雄忠魂浩气
长存

2022 年春，吉安持续降雨，对开挖

工作造成很大影响。直至 6 月底，天空

才逐渐放晴。7 月中旬，6 个疑似墓址

相继开挖，均一无所获。白云山山如其

名，直插云天，云雾缭绕，宛若仙境。与

此相映照的，是一行人此刻的心境，是

问山问水无回音的失落和无奈。

7 月 16 日清晨，就在继续勘测最后

一个疑似墓的过程中，工作组突然接

到来电，称东固畲族乡六渡村一黄姓

村民知晓红军首长烈士墓安葬的具体

位置。

这名村民年过 5 旬，是烈士后代，

平日多居住在赣州，这几日碰巧回到

东固。寻访黄公略遗骸的消息，唤醒

了黄家后人沉睡的记忆。他表示：“小

时候陪奶奶祭扫过一座墓，奶奶说这

是黄军长的墓，要保护好，不要声张，

除非见到他的后人才能告知，要不然

谁都不能说。”然而，他提供的墓址地

点与工作组之前勘定并挖掘的地点相

隔十几公里，与多位将军回忆录的记

载也不太相符。

工作组决定不放弃这个偶然的机

会，从山上下来便马不停蹄地找到黄姓

村民了解情况。随后，在村民的指引

下，工作组前往六渡村的深山展开寻

找，终于在原东垦茶山的山坡上找到了

一座老墓。这座老墓的正面两侧垒有

鹅卵石，坐北朝南，面向兴国县崇贤乡

齐分村，无墓碑，墓形清晰可见。老墓

周边的地形地貌与相关史料有部分契

合之处。

经过一系列周密的准备，8 月 3 日 7

时，挖掘工作正式开始。当工作组向

山体内挖至 1.5 米深时，发现了一个直

径约 80 厘米的圆形洞穴，墓中陆续出

土了人体长骨、人体碎骨、棺材钉、瓦

片等物品。随后，工作组将遗骸收集

并送检。

2023 年 2 月，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

究院历经 5 个多月的技术攻关，终于成

功提取到了遗骸的 DNA 数据。在与 4

名黄公略烈属口腔黏膜细胞样本进行

对比后，确定为同一家族的血缘直系亲

属。出土于青原区东固畲族乡六渡村

无名老墓的人体遗骸样本，最终认定为

各级寻找多年的黄公略烈士遗骸。

至此，工作组不负重托，圆满完成

黄公略烈士遗骸搜寻发掘鉴定工作，了

却 了 伟 人 的 心 愿 和 黄 公 略 亲 人 的 夙

愿。张忠感慨万千地说：“回顾艰辛而

复杂的寻找历程，堪称奇迹……是党和

军队的关怀及老区人民发自肺腑的爱

戴，才让外公英灵再现。”

六 渡 坳 上 草 木 葱 茏 ，英 雄 忠 魂 浩

气长存。这位文武双全的红军军长在

祖 孙 三 代 的 守 护 中 ，沉 睡 了 90 多 年 。

此后，他将在东固的青山绿水间，获得

真正的安息，并在后世的记忆里、缅怀

中永生。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安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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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找 黄 公 略
■曾 亮 陈 莹

随着烈士遗骸的发现和安葬，黄公略——这个在党史、军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在
漫长的找寻过程中，人们找到的不仅是烈士的遗骸，更有那段浸染着慷慨和悲壮的历史，和激荡在革命者血脉
中炽热的信仰。

图①：黄公略半身照。

图②：9月 25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黄公略烈士遗骸安葬在江西省吉安市东固革命烈士陵园。 新华社记者周 密摄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