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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广西农民运动先驱、百色起义领导人韦拔群壮烈牺牲。在那风雨如晦的艰难岁月里，韦拔群带领穷人闹革命，

坚信“雾散天会晴”，以非凡的智慧、胆识和牺牲，为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立下了卓越功勋。他的革命实践和英雄壮举，受到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称赞。岁岁清明，绵绵哀思，让我们重温红色故事，感受先烈事迹之中蕴含的精神力量

和信仰之光。 ——编 者

右江，千年不竭地奔涌在桂西大地

上。这里孕育了右江革命先驱、中国工

农红军第 7 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人

之一——韦拔群。

韦拔群，1894 年 2 月 6 日生于广西

东兰县武篆区东里屯一户壮族农家。他

12 岁离家，先后到东兰县高等小学、宜

山庆远中学和桂林法政学堂求学。1916

年初，他在贵州加入讨伐袁世凯的护国

军，参加了护国战争；后入贵州讲武堂学

习，毕业后到黔军任参谋。

辛亥革命的枪响，护法战争的硝烟，

十月革命的炮声，五四运动的呐喊，使这

位 壮 族 热 血 青 年 迅 速 觉 醒 。 1920 年 9

月，他离开黔军，赴上海、广州寻访孙中

山。在广州，他加入受孙中山和廖仲恺

支持的“改造广西同志会”。次年，韦拔

群从南宁回到东兰，开始了他艰苦卓绝

的革命生涯。

三打东兰

一回到东兰，韦拔群便与当地革命

青年一道，结成秘密的革命同盟“改造东

兰同志会”。从此，这一带成为广西农民

运动的发源地。韦拔群以杰出的才能，

迅速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1923 年夏天，韦拔群创建了东兰县

农民自卫军，把农民运动同建立农民武

装结合起来，东兰农军迅速发展到 1000

多人。从这年 7 月起，韦拔群亲率农军

三次攻打东兰县城，拉开了右江农民武

装斗争的序幕。

7 月 1 日凌晨，四路农军 300 余人扛

着火枪、大刀、长矛，赶到东兰县城四周

埋伏。破晓时分，农军总指挥韦拔群鸣

枪示意，各路农军立即向东兰城发起进

攻。霎时间，县城四周杀声震天，从睡梦

中惊醒的警察和民团团丁慌忙占领城内

有利地形，向农军射击。农军战士冒着

枪林弹雨，与敌军展开英勇战斗。将要

破城时，滂沱大雨从天而降，火枪的火药

被雨淋湿后失效，再加上城南河水暴涨，

农军进攻受阻。

为了保存实力，韦拔群下令撤兵。

同月 31 日，韦拔群指挥农军 800 多人，第

二次攻打东兰县城。这时，桂军从百色

调 来 一 个 营 ，配 合 县 警 察 队 和 民 团 防

守。农军遭到敌人猛烈反击，第二次攻

城未能成功。

9 月，韦拔群在武篆召开军事会议，

总结经验教训，共商破敌策略。会后，他

深入东兰、凤山、都安、百色等地，发动青

年农民参军参战。10 月，农军发展到近

2000 人。10 月 21 日凌晨，农军 1500 多

人在韦拔群的率领下，第三次攻打东兰

县城。四路农军划分了攻击目标，统一

了联络信号，总指挥韦拔群率部埋伏在

城南。天刚破晓，韦拔群打响信号枪，四

路农军一齐向县城杀去。各路农军互相

配合，稳扎稳打，从四面逼近街巷，与敌

人进行激烈的巷战。中午时分，敌人全

部缩进县衙。韦拔群命令农军将县衙层

层包围，待天黑后再进攻。

夜幕降临，农军发起进攻，逐渐缩小

包围圈，寻找突破口。天将破晓时，韦拔

群下达总攻命令，农军冒着枪林弹雨，架

梯翻越围墙，跳进衙门，与敌人近战搏

斗。韦拔群指挥突击队砸开大门，农军

战士一齐杀进县衙，敌人小部被歼，大部

投降。东兰县城获得解放。韦拔群在庆

祝大会上宣布：取消反动政府的一切苛

捐杂税，废除各种剥削契约，提倡民族平

等和男女平等，为建设东兰的新政治、新

经济和新文化而共同努力。

参与领导百色起义

1925 年初，韦拔群入广州农民运动

讲习所学习。结业后，他以农民运动特

派员身份回到东兰，继续开展农民运动，

坚持武装斗争。1926 年 11 月，韦拔群加

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 8 月，在共产党

组织召开的广西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

韦拔群被选为省农民协会副主任。从

此，他在中共广西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事

农民运动。

由于广西政局急剧变化，邓小平和

广西特委率领共产党掌握的部队准备在

百色、恩隆（今田东县）举行武装起义。

韦拔群根据指示，率领农军，从南宁乘船

溯右江赶回东兰。

韦拔群回到东兰，率领农军趁势攻

下东兰重镇三石，继而攻占武篆，在武篆

设立农军总部，指挥东兰、凤山两县农军

以迅猛的行动，消灭两县反动武装，缴获

大批武器弹药。

为了做好起义准备工作，党组织派

雷经天等人秘密进入右江，联络韦拔群

等领导的右江农军，以策应武装起义。

10 月下旬，邓小平、张云逸率人押运大

批军械物资，由南宁乘船进入右江，韦拔

群组织沿江农军周密护航。10 月底，全

部军械物资平安运抵平马、百色等地，使

即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和农军及时得到武

器。这时，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广

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警备第四大

队、广西教导总队进驻百色、平马等地，

与右江农军会合，组成了强大的武装力

量，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

1929 年 12 月 11 日 ，震撼祖国南疆

的百色起义胜利举行。中国工农红军第

7 军光荣诞生，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

政治委员，韦拔群担任红 7 军前委委员、

第 3 纵队司令员和苏维埃政府委员。

百色起义使敌人胆战心惊，国民党

勾结右江反动势力，集结重兵向百色扑

来。韦拔群率领红 7 军第 3 纵队投入保

卫 红 色 政 权 的 斗 争 中 。 1930 年 2 月 4

日，桂系军阀调集 30 多个连，扑向隆安，

妄图打开进入右江的门户，袭取右江腹

地。2 月 6 日，韦拔群奉命率第 3 纵队从

平马赶到隆安，增援第 1 纵队。他身先

士卒，冲锋在前，最终顺利完成战斗任

务。

1930 年 10 月，红 7 军在河池整编，

把原来的第 1、第 2、第 3 纵队整编为第

19、第 20、第 21 师，韦拔群任第 21 师师

长。随后，红 7 军主力远征，韦拔群奉命

率部在右江地区坚持游击斗争。韦拔群

坚决服从党的决定，以全局利益为重，把

第 21 师的 1000 多名官兵补充给远征的

主力师。

随 后 ，韦 拔 群 带 着 第 21 师 军 旗 和

100 多名战士回到右江，与师政委陈洪

涛一道投入保卫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

他们把东兰、凤山、都安等县的赤卫军常

备营共 2000 多人补进第 21 师，迅速扩充

到 4 个团和两个独立营。1930 年 12 月

初，第 21 师成立大会在恩隆县乙圩镇召

开（次年 8 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独

立师）。

苦战西山

1931 年春，桂系军阀调派廖磊所部

6000 多人在当地反动武装配合下，分四

路 对 右 江 红 色 根 据 地 进 行 第 一 次“ 围

剿”。面对数倍于己之强敌，韦拔群指

挥各级苏维埃政府人员和群众分散转

入山区，继而率领第 21 师师部及警卫部

队转入东兰西山，把 4 个团部署在进入

西山的几条通道上打游击，阻敌进犯。

敌军把“围剿”的矛头指向西山，派兵侦

察、骚扰，妄图把红军引出山外。这一

招 失 败 后 ，敌 人 又 采 取 封 锁 围 困 的 办

法，妄图困死西山军民。韦拔群指挥军

民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忽南忽北，声东

击西，在西山外围不断与敌人周旋，相

机消灭敌有生力量。敌人在西山周围

绕 了 半 个 多 月 ，仍 不 敢 贸 然 进 山 。 于

是，他们又收拢兵力，企图从一两条通

道突进西山。凭着高山密林作掩护，韦

拔群集中兵力阻击敌人。不久，桂系军

阀与广东军阀准备联合倒蒋，急令廖磊

率部撤离东兰、回师待命，敌人的第一

次“围剿”草草收场。

1931 年 11 月中旬，廖磊再次指挥正

规军 8000 多人，对东兰、凤山根据地进

行第二次“围剿”。敌人见路就堵，见山

就占，见人就抓，还组织别动队专抓韦拔

群，气焰十分嚣张。韦拔群领导西山军

民把地雷埋设于交通要道，将部队分散

成若干个“杀奸团”隐蔽山中，严密监视

和打击敌人。敌人一踏进迷宫似的西

山，即被切断后路，断绝给养，很多敌人

被炸死。在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里，韦

拔群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为了鼓

舞军民的革命斗志，他编写了一首《革命

到底》的山歌，歌中唱道：“穷人闹革命，

穷乡亲，雄心要坚定；今日处境难，但相

信，雾散天会晴。”

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中华苏维

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

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

委员会，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正在与敌血战而未能出

席会议的韦拔群，被选为临时中央执行

委员。

1932 年 8 月，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三

次“围剿”开始了。韦拔群把西山中的青

壮年农民全部武装起来，编入红军和赤

卫队，又发动军民自造大刀、长矛，拿起

刀枪棍棒，保卫根据地。在韦拔群的领

导下，军民挖设陷阱、埋下地雷、在山腰

隘口设置滚石、砍倒树木拦断山路。很

快，“杀奸团”遍布山隘、村落和岩洞，部

分红军乔装后还混入敌军内部掌握敌

情。与此同时，韦拔群和政工干部一道，

大力开展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势。随着苦

战时日加长，西山军民的弹药、粮食越来

越少。此时，韦拔群早已把生死置之度

外。他脚穿麻草鞋、身穿破旧衣服，拖着

病体日夜穿行在山林之中，组织人民，指

挥战斗，解决给养，慰问伤员。

1932 年 10 月 19 日凌晨 ，韦拔群被

叛 徒 杀 害 于 东 兰 西 山 香 刷 洞 ，时 年 38

岁。当韦拔群牺牲的消息传来，广大军

民无不万分悲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背

回韦拔群的尸体，将他安葬在特牙山上。

毛泽东曾多次深切地谈起：“韦拔群

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

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

韦拔群：右江农民运动的先驱
■孙 彤

1942 年，由于日军疯狂“扫荡”和严

重自然灾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入极

端困难时期。1 月，晋察冀分局提出“到

日军侧后去开展游击战争”。很快，各根

据地掀起对敌斗争的新高潮。平西根据

地八路军主力由内线转向外线，拔据点、

炸 炮 楼 ，有 力 回 击 了 敌“ 蚕 食 ”和“ 扫

荡”。在当年年底的反“扫荡”中，晋察冀

军区第 11 军分区第 7 团的 5 位勇士为掩

护党政机关、人民群众和主力部队撤退，

在河北省涞水县曹坝岗附近的鸡蛋坨与

敌战至弹尽粮绝，纵身跳下 60 余米的悬

崖，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

赞歌。

一

1942 年 12 月 27 日 ，晋察冀军区第

11 军分区第 7 团接到情报：敌从宛平、怀

来、房山等据点纠集 2000 余人，兵分三

路 向 平 西 根 据 地 扑 来 。 其 东 路 主 力

1000 余人，从拒马河、李家堡、杜家庄出

发，向我第 7 团驻地曹坝岗快速逼近。

当时，第 7 团主力大部在外线迂回

作战，仅剩第 2 连和特务连留守。此次

敌人来得突然，群众和机关未能及时转

移，加上敌我力量悬殊，情况十分危急。

27 日午夜，第 7 团团长陈坊仁、政委李水

清命令第 2 连立即出发，占领单翅岭的

前出山梁松树岭，坚决阻击敌人。特务

连负责掩护机关和群众转移。

松树岭属太行余脉，远远望去犹如

一条巨龙，主峰佛松塔位于龙背之上，龙

头是一段高 60 余米的悬崖峭壁，被当地

群众称为“鸡蛋坨”。这里是守护平西党

政军机关驻地的天然屏障。

为了加强火力，团长陈坊仁特意将

特务连的两挺机枪配属给第 2 连，还火

线任命团部参谋张玉亮为第 2 连代理连

长。

第 2 连 官 兵 奔 袭 到 松 树 岭 山 脚 下

时，天还没亮。他们发现远处河滩黑压

压 一 片 ，原 来 敌 军 正 在 悄 悄 接 近 松 树

岭。连长张玉亮立即向各排下达作战命

令：第 1 排负责守卫松树岭前沿高地；第

3 排由副指导员王恩眷指挥，第 1 排副排

长李连山带领 8 班随第 3 排行动，负责守

卫二号高地鸡蛋坨；连部、第 2 排负责守

卫三号高地。全体指战员迅速占领制高

点 ，并 依 托 有 利 地 形 抓 紧 构 设 简 易 掩

体。一场恶战即将打响。

二

天刚蒙蒙亮，数百名日伪军像蝗虫

一般向山上扑来。当敌人进入我军射

程内时，第 1 排排长下令全排战士同时

开 火 ，敌 人 被 打 得 措 手 不 及 ，落 荒 而

逃。吃了亏的敌人开始向山顶发起猛

烈的炮火袭击，并呈散兵队形向我前沿

阵地发起猛攻。第 1 排战士分为几个战

斗小组，分散部署，层层阻击。在三号

高地指挥的连长和指导员，看到一号高

地吃紧，命令炮手将仅有的 3 发炮弹都

打 了 出 去 ，但 只 有 一 发 在 敌 人 面 前 爆

炸。敌众我寡之下，第 1 排牺牲了 30 多

名战士。紧接着，敌军又开始向第 3 排

驻守的高地冲去。副排长李连山带领 8

班战士发起攻势，战斗又一次陷入白热

化。这一上午，第 2 连伤亡很大，但官兵

始终牢牢钉在阵地上，使敌无法突破防

线半步。

中午时分，在得知驻地党政机关和

群众都已转移完毕后，团长下达了“边打

边撤”的命令。连长和指导员商量后，决

定留下副排长李连山带领 8 班和一挺机

枪断后，掩护团机关和其余部队撤离。

李连山立即组织战士们检查武器、收集

弹药、抢修工事，全体指战员誓与阵地共

存亡。

午 后 ，敌 人 又 开 始 向 山 上 疯 狂 进

攻。李连山沉着指挥，战士们用所剩不

多的子弹和手榴弹，不断地杀伤敌人。

敌正面久攻不下，便从松树岭侧翼迂回

进攻。机枪手立即调转枪头向敌扫射，

子弹很快打光了。

为了保住机枪和两名机枪手，李连

山让他们立即撤退，但机枪手刘班长坚

持要留下来和 8 班共进退。李连山急得

大喊：“这机枪是我们用鲜血从鬼子手里

换来的宝贝，你得把它带回去，决不能落

在敌人手里！”他见刘班长还不走，便说：

“我命令你快走！请转告团首长，我们人

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三

转移的同志们知道这次敌人做足了

准备，都很担心李连山等同志的安危。

他们边跑边回头望着鸡蛋坨方向，期待

着他们能够尽快归队。第 7 团政委李水

清在回忆录中写道：“撤退途中，我不时

回头眺望巍峨耸立的佛松塔。鬼子和伪

军正朝那里疯狂地号叫、进攻、包抄，密

集的炮火将制高点周围掀起片片尘雾，

山顶处一缕缕淡蓝色的枪烟在战壕上方

缭绕。英勇的 8 班战士在顽强地战斗，

在奋力阻击着敌人，在用生命和热血掩

护我们撤退！”

此时，敌人发起了更加疯狂的进攻，

开始对 8 班进行夹击。敌人原以为围攻

的是主力部队，打了半天才知仅有一个

班，气得发了疯。迫击炮、掷弹筒、轻重

机枪一起向 8 班袭来，硝烟和烈火迅速

笼罩了阵地。此时，阵地上只剩李连山、

王文兴、刘荣奎、宋聚奎和邢贵满五个

人。他们打光所有弹药，举起石块向敌

人砸去。当又一大批敌人蜂拥而来，五

名勇士毫不畏惧，一同纵身跃下 60 多米

高的悬崖。

第二天一早，云开雾散，阳光又一次

照亮了曹坝岗。政委李水清带领第 2 连

指战员和驻地群众在悬崖底部找到五位

勇士的遗体。李连山多处负伤，双拳紧

握，两眼圆睁。刘荣奎、宋聚奎手拉手躺

在血泊中，面容安详宁静。邢贵满背靠

峭壁，闭目垂首，仿佛在休息。刚满 18

岁的王文兴用那条平日舍不得用的毛巾

蒙上了双眼。

军民怀着崇敬和悲痛的心情，将五

壮士的遗体擦拭干净，裹好白布。老人

们争着献出自己的棺木，将烈士们收殓

入棺，含泪葬于松树岭。

1943 年 l月 5 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

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发布通令，嘉奖五

勇士，“宁死不当俘虏，英勇顽强，精神可

佩”，号召全体指战员向他们学习。

平西根据地跳崖五勇士
■史波波

在 包 头 市 王 若 飞 纪 念 馆 的 展 柜

中，整齐地叠放着一件蓝色棉背心，这

是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乌兰夫的夫人云

亭为狱中的王若飞专门缝制的。背心

由蓝色粗棉布手工缝制，右衽开襟，领

口和腰间各有两道盘扣，里面絮了一

层厚实的棉花。

大革命失败后，内蒙古地区的共

产党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革命

斗争。1931 年 7 月底，中共驻共产国

际代表团和中共中央派遣王若飞回

国，任中共西北工委特派员。

9 月，王若飞冒险来到充满白色

恐怖的包头同乌兰夫接头。乌兰夫和

王若飞早在莫斯科就相识。王若飞此

行的任务是开辟包括内蒙古西部在内

的西北地区的工作，并在包头建立国

际交通总站，以打通共产国际同我国

西北地区联系的地下交通线。

王 若 飞 住 在 商 贾 云 集 的 一 家 客

栈。考虑到王若飞初来内蒙古，人地

两疏，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乌兰夫请他

到乡下去住。王若飞说这里工作方

便，以商人身份作掩护，不会出事。为

了配合他的行动，乌兰夫也化装成商

人开展工作。

正当乌兰夫按照王若飞布置的任

务和要求积极工作时，王若飞被叛徒

告密，于 1931 年 10 月被捕。乌兰夫等

人立即展开了营救工作。王若飞被转

押到绥远（今呼和浩特）监狱后，乌兰

夫安排人关照王若飞，自己当即赶赴

外蒙古，向共产国际驻外蒙古代表报

告王若飞被捕和中共西北特委遭到破

坏的情况。

乌兰夫从外蒙古回来后，设法将一

名叫张有明的地下党员安插进监狱工

作，打通了狱内外的联系。根据张有明

反映，关押王若飞的牢房阴暗潮湿，人

在里面待久了会生病。乌兰夫便让夫

人云亭缝了一件厚实的棉背心，想办法

托人带给王若飞。在那个艰苦的斗争

年代，一件款式简单的棉背心寄托了乌

兰夫与王若飞深厚的革命友谊。

王若飞被捕后，坚贞不屈，同国民

党当局进行各种斗争。1937 年 5 月，

王若飞经中共中央北方局营救出狱。

关 于 王 若 飞 在 内 蒙 古 的 革 命 工

作，乌兰夫曾给予高度评价：“若飞同

志虽然在内蒙古工作时间很短，但他

对民族工作的开展，对军队工作、武装

斗争和群众运动的结合，指出了方向，

影响是深远的。他对内蒙古地区党的

工作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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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勇 士 跳 崖 处 。 出 自《平 西 烽

火》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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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军史馆

陈列在王若飞纪念馆中的棉背

心。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