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林 洁

广东省肇庆市西江河畔，坐落着历史

悠久的阅江楼，这里是著名的“叶挺独立

团团部旧址”。15 岁的小讲解员钟子谦向

参观者讲述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如

何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赢得“铁军”美誉的

事迹。在这里当了 5 年志愿者，钟子谦说

自己最大的收获是：这段历史鼓舞自己不

轻言放弃，积极勇敢地面对学习和生活。

时间回溯到 1925 年 11 月 ，在 中 国 共

产党的领导下，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中共

广东区委领导人周恩来和陈延年要建立

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听党指挥的革命

武装力量，由刚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共产党

员叶挺负责组建。叶挺独立团由此在广东

肇庆诞生了。

中 国 共 产 党 直 接 掌 握 的
第一支武装力量

刚组建时，叶挺独立团的番号是国民

革命军第 4 军独立团，但它始终是由中国

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叶挺

独立团连以上干部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叶挺直接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工

作。排以上干部的任免，部队人员的补充

以及重大的军政训练计划等，都由共产党

来决定，不受第 4 军约束。独立团在肇庆

遵照党的指示进行军事、政治训练，部队

的政治觉悟高，军事能力强。

“叶挺独立团的源头是大元帅府铁甲

车队。”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曾庆

榴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1924 年 11 月

成立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员来自黄埔

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当时在黄埔军校当政

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从黄埔军校抽调了一

部 分 人 组 成 铁 甲 车 队 ，虽 然 规 模 不 算 很

大，但是这支队伍推动协助了农民运动、

讨伐反动地主武装等运动。这支部队在编

制上虽隶属于“大元帅府”，但实际上直接

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直接

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1925 年 11 月，周恩来把中共掌握的

铁甲车队大部人员编入叶挺独立团，并从

黄埔军校选派了一批有丰富斗争经验的

骨干分子到叶挺独立团。“铁甲车队有党

组织，是中共独立掌握军队的一个开端。”

叶 挺 独 立 团 是 研 究 军 史
的“老根”

朱德元帅曾说，叶挺独立团是研究军

史的“老根”。

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年轻

的讲解员曾泰说起这段 90 多年前的历史

时充满激情。叶挺独立团刚成立时，中共

广东区委就在团内建立了中共支部干事

会，同时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十分重视党

团工作。全团官兵“百分之九十九是青年

人”，团长叶挺也不到 30 岁。

叶挺素来主张“苦练出精兵”，拟订了

分队训练和干部训练计划，在短时期内训

练出坚强的战斗力。叶挺既管军事训练又

管政治建设，尤其注重加强政治教育。

“他们经常反复研究如何开展党支部

工作，加强党的建设，怎样开展对独立团

内团支部的领导。”每当对参观者讲解时，

曾泰都会强调，“叶挺说，没有坚强的党组

织，没有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不可能取

得这样的胜利。”

作为团长，叶挺对党团组织都很重视，

多次强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日常言行；

在支援农民运动、进行革命和战斗中，要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要

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要红才能打胜仗

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到肇庆视察期

间，看到独立团的军政训练成果，情不自

禁地说：“你们真是革命军！但是太红了！”

叶挺当即回答：“要红才能打胜仗。”

曾泰介绍，叶挺平时没什么架子。他

挑选了 30 多名对共产主义兴趣较浓的进

步青年，组成“肇庆政治研究会”，结合国

内外政治形势和肇庆的实际，研究如何开

展学术研究和政治斗争，集中学习马克思

主义，在青年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1926年 9月，为了攻克武昌城，北伐军

要成立敢死队，由士兵自愿报名，再由长

官决定人选。当时，全团战士向叶挺请战：

“独立团的每一个革命军人都是敢死队，

因为我们为主义而战，所以用不着挑选。”

1926 年 9 月 5 日 ，北 伐 军 再 次 攻 城 ，

独立团一营战士爬上城楼与敌人展开肉

搏 ，奋 战 至 全 部 壮 烈 牺 牲 。同 年 10 月 10
日，在里应外合的局面下，独立团战士爬

入城墙与敌军展开巷战。经过 40 天的激

烈战斗，吴佩孚的军队基本被消灭。据当

时担任攻城总指挥的李宗仁追忆：“第四

军独立团牺牲的惨烈，达至极点。”

曾庆榴说，在北伐战争中，以共产党

员、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年轻人，真真正正

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这就是共产主义信

仰的力量。

叶挺独立团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

其成果是丰硕的。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

阅 江 楼 展 出 的 史 料 中 看 到 ，北 伐 战 争 期

间，青年官兵们都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

精神和不怕死的斗争精神。

很多鲜活的生命也永远定格在了青

春年华，攻打醴陵时牺牲的三营九连连长

胡焕文、一营二连连长吴兆生，在武昌城

之战中壮烈牺牲的第一营营长曹渊⋯⋯

“最敬佩他能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

舍 小 家 顾 大 家 。这 些 始 终 激 励 着 我 们 成

长。”安徽寿县小甸镇的曹玉飞是曹渊烈

士的第四代亲属，谈起先辈的英勇往事，

曹玉飞感慨颇多。

在阅江楼工作半年多，曾泰最大的体会

是，“叶挺独立团对整个肇庆地区的影响非

常大。”他说，肇庆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年轻人

时时受到熏陶。叶挺独

立团之所以能够攻无不

克、战无不胜，一是叶

挺 工 作 到 位 ， 主 抓 纪

律；二是独立团的将士

们思想意识到位，红色

信念笃定；三是团结奋

进才有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一幢青砖灰瓦结构的“工”字形二层小

楼，静静地坐落在南昌二中的校园里。这里

的学生都知道，跨越时空，历史就在他们身

边，课本上的“八一南昌起义”曾从这座小

楼里发出过战斗号角。1927 年 7 月下旬，叶

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 11 军 24 师从九江来

南昌，经朱德安排，在这里设立指挥部。

八一南昌起义中，叶挺是起义前敌总

指挥，他所率领的第 11 军 24 师是南昌起义

两大主力部队之一，这支部队正是由叶挺

独立团抽调骨干组建而成。

南 昌 八 一 起 义 纪 念 馆 讲 解 员 甘 婧 介

绍，指挥部最早是心远中学的教工宿舍，南

昌起义时成了叶挺的总指挥部。

冬日里，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参观了指

挥部旧址，小楼的二层是军部办公室、会议

室和电话总机房，楼下是警卫部队住房、通

讯班和特务连。

从 1927 年的 7 月 26 日叶挺来到南昌，

至 8 月 5 日部队撤离南昌，叶挺在这栋小楼

里待了 10 天时间。小楼因此成了历史的承

载者和见证者。

1927年 7月 30日下午，指挥部内气氛紧

张，营级以上干部会议在二楼会议室内召

开，为了保密，会场周围布置了岗哨。会上，叶

挺向到会的 40 多名青年军官传达了中国共

产党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及前敌委员会对

形势的分析，部署了作战任务。这些生龙活

虎的年轻人一个个摩拳擦掌、蓄势待发。

南昌起义期间，为何将师部设在一所

中学内？事实上，朱德早在 1927 年的元月

就已到南昌，了解当地情况。“当时，很多敌

军驻扎的位置就在这所学校附近，校内较

为隐蔽，不容易被敌军发现，有利于作战，

且 7 月正值暑期，学生都已放假，在这里开

展斗争不会伤害无辜。”甘婧说。

1926 年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北伐战争中，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

干的叶挺独立团在友军的配合下取得了汀

泗桥、贺胜桥战役大捷，为该团所在的第四

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后来叶挺独立团

改扩编的第 4 军 25 师、第 11 军 24 师成为参

加南昌起义的重要军事力量。

叶挺指挥部旧址内（南昌）还陈列着叶

挺当年使用的指挥刀、马灯和斗笠。南昌起

义前夕，起义部队和国民党部队都隶属于国

民革命军，为了区分敌我，起义部队战士们

以胸前佩戴红色领带，臂扎白毛巾，并在马

灯、手电筒和水壶上贴上红十字作为标志。

甘婧介绍：“标识的颜色为红、白两色，

在夜间很是醒目，更重要的是，这几样标识

易携带，便于隐藏，佩戴也方便，当年南昌

老百姓都亲切地称起义军为‘红带兵’。”

南昌起义中，这支“铁军”负责主攻驻

守在天主教堂、匡庐中学、贡院、新营房一带

三个团的敌军。陈守礼是叶挺部队第 72 团

教导队中队长。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起义

打响后，第 72 团一部向驻守在南昌贡院的

敌军发起进攻。敌军为夺路逃生，攻势异常

猛烈。在带领十几名学员打退敌人多次进

攻后，陈守礼不幸腹部中弹，倒在血泊中。陈

守礼也成为当天牺牲的唯一留下姓名的共产

党员，牺牲时只有 20多岁。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新陈列大楼二楼，

众多青年在一面刻有南昌起义参加者姓名的

名录墙前驻足停留，这面

名录墙上有1042个名字。

甘婧说，截至 2020
年年底这一数字又新增

了 21 位。南昌起义参加

者共两万余人，留下姓

名者至今仅确认了 1063
人，其中包括陈守礼。

上海的南京路繁华现代，游客们的笑

谈声、游览车滴滴答答的音乐声中，一块小

小的“五卅惨案纪念”不锈钢碑临街竖立。

在高低错落、五彩缤纷的商厦前，这个并不

显眼的所在，正是 96 年前一个小小的斗争

火种点燃的地方。

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工人为

反对外国资本家举行罢工，引发了全国范

围内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由中国共产党直

接领导的五卅运动有力打击了帝国主义势

力，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

国民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五 卅 运 动 的 导 火 索 是 顾 正 红 惨 案 。

1925 年 5 月 15 日 ， 上 海 内 外 棉 七 厂 的 日

本资本家枪杀了带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

工的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5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决

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 30 日到租界内举行

大规模反帝示威活动。

5 月 30 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这里举行

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

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向密集的群

众射击，打死学生、工人等 13 人，伤者不

计 其 数 。 这 13 名 五 卅烈士平均年龄 22.4
岁，最小的年仅 15 岁。之后几天，在上海

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

杀中国民众的事件。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

民的极大愤怒，国内多地形成了工人罢工、

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为加强对运动

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门机构。6 月 1
日，成立了由李立三任委员长的上海总工

会，同时成立具有联合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

学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导机关。

6 月 11 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的

有 20 多万人。全国各地约有 1700 万人直接

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反对

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以不可遏止的

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

上海市黄浦区党史研究室的马亦男非

常 熟 悉 这 片 区 域 ，不 仅 是 现 在 的 商 业 布

局，90 多年前的历史地图也在研究中刻

在 了 她 的 脑 子 里 。 这 位 年 轻 人 带 领 中 青

报·中青网记者走访革命遗迹时介绍，1925
年 的 南 京 路 已 经 是 上 海 最 繁 华 的 商 业 中

心，被后人称为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中

的先施、永安公司已经建成。参与运动的

人群中，就有永安百货公司的职工。

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整个上海开始

“更新”，南京路上很多老建筑被拆除、重建，

或者“腾笼换鸟”——即保留外立面，内部按

现代化需求改建，其中也包括四大百货公

司。随着南京路越来越时髦、洋气，南京路步

行街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旅游的地标。去年，

这条商业街进行了东拓，不少国内外大牌、

潮牌争相来开旗舰店，唯恐错失商机。

在南京路步行街南面的湖北路、汉口路

交叉口，马亦男指出了五卅运动原指挥部的

位置。她说，当时从这里能看到南京路上的

整体情况。现在的路口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南京路步行街西面的人民广场下沉广

场内，建有五卅运动纪念碑和纪念雕塑。高

大的主体雕塑“五卅魂”由不锈钢打造，形

态从“五卅”二字变化而来，刚劲有力，如鲲

鹏展翅、烈焰燃烧。弧形的碑体上有陈云题

写的碑名；背面是陆定一题写的碑文，两侧

各有一组展现五卅斗争历史的青铜浮雕。

碑前有一座青铜圆雕，一个工友神情悲愤

地怀抱着另一位中弹倒下的战友，传递着

中国工人阶级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革命

精神，使观者热血沸腾。

当时，五卅运动不仅推动了全国的反

帝热情，也获得了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

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

共产国际执委会、红色工会国际执行

局、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于当年 6 月 7 日联

合 发 出《告 工 人、农 民 和 全 世 界 劳 动 人 民

书》。苏联、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的共产党

以及劳动群众团体，纷纷以发表宣言、集会

示威、刊登报道等形式援助中国人民的反

帝爱国运动。在亚洲、欧洲、美洲的华人华

侨、留学生义愤填膺，举行集会和演讲会、

散发传单，广泛宣传五卅惨案的真相，并捐

款支援国内的罢工斗争。

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组织得到了

快 速 发 展 。1925 年 1 月 ，党 的 四 大 就 强 调

“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

要的问题”，决定设立能指导地方党组织的

中央组织部。随着大革命的高潮到来，这一

年党员人数从年初的不足 1000 人，增长到

年底达 1 万人；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原

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

为纪念五卅先烈，上海各界人士在原

闸北宝兴路方家木桥北首（今广中路 668
号）筹建烈士公墓。1928 年 5 月 30 日，上海

各界群众举行了隆重的烈士墓落成典礼，

全城降半旗致哀，南京路等主要马路和戏

院停止娱乐活动。

不幸的是，烈士墓在抗日战争时遭毁。

1985 年 5 月 30 日，在纪念五卅运动 60 周年

之际，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市总工会在

市中心人民公园东北部举行奠基仪式，并

将该场地命名为五卅广场。建碑工作历时

5 年 ，于 1990 年 5 月 30 日 终 告 落 成 。那 一

年，上海地铁 1 号线正在建设中；浦东开始

开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马亦男告诉记者，上海的红色革命遗

迹众多，仅黄浦区内就有 100 多处，如党的

一大、二大会址，团中央机关旧址，中共中

央政治局机关旧址等。相较那些有室内场

馆的纪念地点，五卅惨案、五卅运动纪念碑

受到的关注并不多。

参加工作 10 年来，马亦男工作、逛街

时经过这一带，经常特意去看看这两个纪念

碑，次数已多得数不清了。她说，过去由于五

卅运动纪念碑旁环境潮湿、长有青苔，又因

为游客众多，有时会堆起一些垃圾。两三年

前，区党史研究室给市容部门提建议后，纪

念碑得到清理，旁边还多了一块提示牌；五

卅惨案纪念碑周围也重新布置了绿化。

马亦男觉得，革命纪念地必须保持整

洁。她说，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很多工作生活

在南京路周边的人，也不了解这场轰轰烈烈

的运动。

“但我们的新生活不是凭空建立起来

的。”她说，“这些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

历史革命遗存就是最好的活教材，可以引

领年轻人了解历史，让他们知道，是当年的

那些年轻人用鲜血和热情，为我们换来了

今天的美好生活。”

上海南京路：曾有颗小小的火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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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 日上午，上海人民广场，下沉式广场内的五卅运动纪念碑和纪念雕塑旁，市民和游客漫步休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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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广东省肇庆市西江河畔，“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阅江楼。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林 洁/摄

八一南昌起义叶挺指挥部旧址二楼会议室。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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