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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珍藏着一

份周恩来亲自修改过的《八一起义》说

明稿（复制件）。这份《八一起义》说明

稿为 16 开方格信纸，一共 5 张。原稿由

时任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杜南

用蓝色钢笔书写，红色字迹为当年编辑

所改，黑色毛笔小楷字为周恩来修改字

迹。说明稿中，周恩来修改 97 处，陈毅

修改 1 处。这份说明稿背后有着怎样的

故事？

在 1957 年建军 30 周年前夕，中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总 政 治 部 决 定 在《解 放 军

报》发表一篇宣传“八一起义”的文章，

并配上一组连环画。由于这是第一次

向全国介绍“八一起义”的具体过程，时

任总政领导对此十分慎重，指派解放军

报社美术编辑董辰生专程前往南昌采

访写生，并请南昌有关部门提供文字说

明稿。南昌市委宣传部接到这一任务

后，立即要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负责

起草说明稿。

董辰生长期在部队从事报纸宣传

画绘制等工作，1956 年春调入解放军报

社任美术编辑。虽然入社才 1 年多，但

他画功深厚、经验丰富，是此次“八一起

义”连环画创作最合适的人选。

根 据 连 环 画 绘 制 需 求 ，这 篇 文 字

说明稿内容包括：“八一起义”爆发背

景、起义酝酿决定过程、前敌委员会成

立、起义前夕的争论、起义战斗、南征

广东、潮汕失利、会师井冈等内容，字

数约 1600 字。说明稿由杜南起草，经

南 昌 市 委 领 导 审 阅 后 ，由 董 辰 生 带 回

北京。

这份《八一起义》说明稿带到北京

后，为慎重起见，时任总政领导将其呈

请周恩来总理审阅。周恩来是“八一起

义”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精心组织和

领导了起义，顺利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

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因此，他对起义最

有发言权，由他来审定这份说明稿，无

疑最具权威性。

周恩来收到说明稿后，逐字逐句地

进 行 修 改 ，校 正 了 文 中 的 一 些 历 史 细

节，甚至对标点符号也作了仔细订正。

随后，他派人将修改过的稿子，送请朱

德、贺龙、陈毅等提出补充修改意见。

朱德、贺龙、陈毅都参加过“八一起义”，

对当年情况十分熟悉。其中，朱德任起

义军第 9 军副军长（8 月 3 日改任第 9 军

军长，还被任命为南下先遣司令），贺龙

为起义军总指挥兼第 20 军军长，陈毅

任 第 11 军 第 25 师 第 73 团 团 指 导 员 。

朱德等人看完周恩来修改过的说明稿

后，都表示同意，陈毅还提出一条补充

修改意见。

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亲自审阅的这

份《八一起义》说明稿，重要修改有以下

几处：

一是突出了“八一起义”是在中国

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进行的。周恩来将

原稿第一段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

组织下”改为“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

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把“前敌委员

会”改为“党的前敌委员会”，体现了“八

一起义”领导机构是在党的领导和指示

下成立的。

二是增加了起义部队的番号名称，

说明了此次起义的兵力情况。原稿中写

道“党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决定由周恩

来等同志在南昌举行起义”。周恩来在

“南昌”二字后面加入“以贺龙同志率

领 的 国 民 革 命 军 第 二 十 军 、叶 挺 同 志

率 领 的 国 民 革 命 军 第 十 一 军 和 朱 德

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部分

为基础”。

三是体现了“八一起义”集体领导

的 属 性 。 起 义 领 导 人 由“周 恩 来 等 同

志”修改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

刘伯承等同志”。这一处修改文字由陈

毅所改，客观地体现了在“八一起义”中

领导集体发挥的作用。

四是对起义军南征失利的原因作

出评价。原稿为“起义军胜利后，向南

挺进，部队经过汤坑、三河坝时与广东

军阀发生激战，后来敌人越来越多，加

上 敌 人 军 舰 向 汕 头 猛 击 ，由 于 敌 众 我

寡起义军遭到失败。”周恩来改为：“起

义 军 胜 利 后 ，由 于 当 时 领 导 者 没 有 能

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

政 治 路 线 ，而 采 取 单 纯 军 事 向 南 挺 进

的 方 针 ，致 起 义 军 部 队 到 达 广 东 东 部

三河坝、汤坑、汕头地区的时候，在汤

坑 与 广 东 军 阀 发 生 激 战 ，后 来 敌 人 越

来越多，加以敌人军舰向汕头猛击，结

果 起 义 军 主 力 遭 到 失 败 。”这 一 修 改

中 ，周 恩 来 深 刻 剖 析 了 起 义 军 失 利 的

原 因 ，体 现 出 他 敢 于 自 我 批 评 的 可 贵

精神。

五是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创立土地

革命的正确路线。周恩来将原稿“当起

义军处在万分艰苦的战斗时，毛泽东同

志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进军，建

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修改为“当起

义军向南挺进时，毛泽东同志率领了秋

收起义的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创立了土

地革命的正确路线，建立了第一个革命

根据地”。

在这份说明稿中，还有一些动人细

节。比如原稿中提到“周恩来”名字的

地方，他都改为“周恩来等”。他还对原

稿 中 的 错 别 字 、标 点 符 号 进 行 仔 细 修

改，其中标点修改就多达 76 处。这无不

体现出周恩来为人谦逊的品格和细致

严谨的工作作风。

周 恩 来 亲 自 修 改 说 明 稿 ，给 解 放

军报社采编人员以极大鼓舞。特别是

对 董 辰 生 来 说 ，能 担 当 创 作 这 组 连 环

画 任 务 ，他 感 到 既 神 圣 又 光 荣 。 他 根

据 说 明 稿 内 容 ，精 心 创 作 出 8 幅 画

稿 。 这 8 幅 画 再 现 了“ 前 委 扩 大 会 议

的激烈争论”“八一起义战前动员”“攻

打敌总指挥部的激烈战斗”“军民欢庆

起义胜利”“秋收起义”“井冈会师”等

历 史 场 景 ，将 起 义 主 要 领 导 人 的 光 辉

形象、紧张激烈的战斗情景、江西大旅

社等南昌历史建筑都栩栩如生地呈现

出来。

1957 年 8 月 1 日，《八一起义》说明

稿 和 连 环 画 正 式 刊 印 见 报（因 版 面 原

因，刊登时文字作了适当删减），引发

了一波建军 30 周年的宣传热潮。这份

周恩来亲笔修改的《八一起义》说明稿，

随后被珍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国家

博物馆）。1978 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将其复制并陈列展出。

周恩来亲笔修改《八一起义》说明稿
■刘小花

周恩来等亲笔修改的《八一起义》说明稿。

图文军史馆

1927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

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

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定决心，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

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从

此，“八一”这个响亮的字眼具有了特殊

意义，这个日子被确定为人民军队的建

军节。回顾历史，“八一”建军节的确立

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番周折。

一

作为首举武装旗帜的南昌起义，其

历史地位和作用刚开始时并未得到应有

的重视。1927 年 11 月，中央临时政治局

扩 大 会 议 讨 论 通 过 的《政 治 纪 律 决 议

案》，对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同

志予以警告处分。相比之下，广州起义

的纪念日最先被固定了下来。1928 年 7

月 9 日，中共六大作出《决定广州暴动为

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认为“广州暴动

是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的开始”，号召全

党和千百万的劳动群众于每年 12 月 11

日纪念广州暴动。

随着全国各地武装起义的风起云涌

和红军重要性的凸显，南昌起义创建人

民军队的重要意义被中共中央逐步认

识，相关纪念活动陆续出现。

1929 年 6 月，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号

召，《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

会议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首次提出：

“今年的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工农及劳苦

民众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保护中国革

命的总示威日子，同时又是南昌暴动的

日子，希望你们在当地号召广大群众组

织这一示威。”7 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

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指出

“今年八月一日，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

迫民族，都要在共产国际口号之下动员

起来”，并号召组织开展反帝示威活动。

此时，将南昌起义与“八一国际赤色

日”相提并论，说明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

的评价已发生重要变化。红军部队中开

始出现纪念南昌起义周年活动。1930

年 8 月 1 日 ，红 1 军团到达南昌近郊西

山，在万寿宫设会场组织南昌起义纪念

活动。红 12 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

个纵队到达南昌对岸，攻击赣江西岸的

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鸣枪示威，以纪

念南昌起义 3 周年。

二

1932 年 6 月 8 日，在共产国际指导

下，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八一反帝战

争日”决议》，提出各地党部要成立真正有

群众基础的“八一”反帝战争的筹备委员

会与“八一”行动委员会，加紧准备与组织

“八一”的罢工与示威及各种宣传活动。7

月 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 1军团政治部发

布《纪念“八一”告全军团红色战士书》，宣

称：“‘八一’到了！‘八一’是国际反对帝国

主义的斗争日，‘八一’又是南昌暴动的纪

念日……全中国的工农群众，为着实现上

述的任务，更为着继续南昌暴动的英勇，

也在这一天一致的动员。”

8月 1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八一”

反帝战争日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劳苦

民众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政府，“反对

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在苏维埃的旗帜

下以革命的战争去推翻国民党反动的统

治，争取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从“八一国际赤色日”到“八一反帝战

争日”，尽管称谓发生变化，但二者本质是

相同的，都是当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

实践的产物。此时，“八一”虽然没有单独

作为建军节来纪念，但其意义日渐为广大

红军将士所熟知。这为“八一”确立为红

军成立纪念日奠定了基础。

三

1933 年 6 月 23 日，中共临时中央再

一次作出《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

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八一”为红军成立

纪念日。随后，苏区中央局宣传部专门

拟定了《“八一”纪念宣传大纲》，指明了

“八一”纪念日的意义。26 日，中共苏区

中央局作出《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

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

定》，要求各地党部与红军的政治机关应

根据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宣传大纲，进行

最广泛地宣传鼓动。

30 日 ，中 央 革 命 军 事 委 员 会 发 布

《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

纪念日》的命令，指出：“1927 年 8 月 1 日

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

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

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

国工农红军在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

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历次进攻，根本动

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

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

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

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会为纪

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 1933

年起每年 8 月 1 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

纪念日。”

7 月 1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

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

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

纪念日。当年“八一”前夕，根据中共临

时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和中革军委的指示，中央苏区军民广

泛开展了纪念“八一”的活动。红军各部

队普遍加强了军政训练，以多消灭国民

党 军 、多 缴 枪 的 实 际 行 动 来 纪 念“ 八

一”。中革军委特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

誓词》，为“八一”纪念日及新成立红军部

队举行宣誓之用。

8月 1日，按照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

面军隆重举行了“八一”建军日纪念活

动。自此，人民军队有了一个统一、固定

的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农红军

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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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 7

月 2 日，《红色

中华》刊载《中

央 局 关 于“ 八

一”国际反战争

斗争日及中国

工农红军成立

纪念的决定》。

1936 年 10 月，红一、红二、红四方

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静宁以北的将台堡

（今属宁夏）会师后，北移至海原、靖远

打拉池地区。这时，蒋介石不顾中国共

产党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主张，继续坚持反共的内战政策，并

坐镇西安，调集国民党军 5 个军，于下旬

从会宁至隆德一线由南向北，分 4 路向

红军进攻。

为粉碎敌人的进攻，争取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形成，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根

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决定集

中主要兵力给国民党军第 1 军（军长胡

宗南）以歼灭性打击；以一部兵力牵制

第 3、第 37 军，并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

军第 67 军等积极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以

迟滞其前进。

10 月底，红一方面军第 1、第 15 军

团和第 81 师，红二方面军第 2、第 6 军团

及红四方面军第 4、第 31 军，开始由打

拉池、海原地区逐次向东转移，寻机歼

敌。至 11 月 15 日，各部分别移至豫旺

堡、毛居井以东和环县以西以及萌城、

甜水堡地区。

此时，国民党军第 37 军正准备西渡

黄河，“追剿”红军河西部队；东北军第

67 军等部经红军劝阻，前进缓慢；第 3

军进占同心城后，也停止前进；唯独国

民党军第 1 军紧紧尾追红军，进至豫旺

地区。红军主力奉命向山城堡迅速靠

近，打击国民党军进攻。16 日，红军各

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结。

山城堡位于环县以北洪德和甜水

堡中间地带，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利于

大部队设伏。17 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

第 1 军分左中右三路向盐池、甜水堡、山

城堡方向前进：左路第 1 师第 1 旅由惠

安堡东进；中路第 1 师第 2 旅向萌城、甜

水堡推进；右路第 78 师由西田家原向山

城堡前进；第 43、第 97 师为第二梯队，

进至豫旺县城及附近地区。当日，红军

第 4、第 31 军击溃中路第 1 师第 2 旅，歼

敌团长以下 600 余人。

17 日 18 时，毛泽东电示彭德怀：红

军宜以第 28 军钳制敌第 1 旅，第 4 军钳

制敌第 2 旅，集结第 1 军团、第 15 军团及

第 31 军首先消灭敌第 78 师，然后再打

第 2 旅，向西北横扫。18 日，国民党军

第 78 师发觉红军主力已向洪德城、环县

方向转移，即向山城堡方向追击。

19 日 ，红 军 前 敌 总 指 挥 彭 德 怀 作

出集中优势兵力求歼孤立深入之敌右

路 第 78 师 的 部 署 ：第 1 军 团 在 山 城 堡

以 南 待 机 ；第 15 军 团 一 部 诱 敌 东 进 ，

主 力 隐 蔽 于 山 城 堡 以 东 及 东 北 山 地 ；

第 4 军 主 力 于 山 城 堡 东 南 地 区 ，第 31

军于山城堡以北地区隐蔽待机；第 28

军在红井子一带牵制国民党军左路第

1 师第 1 旅；红二方面军第 6 军团以及

红 一 方 面 军 第 81 师 、特 务 团 、教 导 营

在 洪 德 城 、环 县 一 线 以 西 地 区 ，阻 滞

东 北 军 ；前 敌 总 指 挥 设 在 山 城 堡 东 南

于家湾。

20 日，国民党军右路第 78 师进占

山城堡、小台子、风台堡等地，并派出两

个连沿山城堡至洪德城大道向南侦察，

在八里铺以南遭到第 1 军团一部突然攻

击，大部被歼，少数逃回山城堡。

21 日，国民党军第 78 师由山城堡

继续向东攻击。预伏在山城堡周围的

红军各部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向山城堡

之敌发起总攻。第 1 军团第 2 师协同第

15 军团一部向山城堡西北的哨马营攻

击，断其退路。第 1 军团第 1、第 4 师由

山城堡以南向北进攻，第 31 军一部由山

城堡以北向南进攻，第 4 军由山城堡东

南向西北进逼。

当日黄昏，第 1 军团第 1、第 4 师和

第 31 军一部，乘敌向山城堡以北山地撤

退之机，从南、东、北三面攻入山城堡，

并乘胜追击。此时，第 2 师、第 15 军团

一部已经绕至敌后，截断退路。敌军顿

时溃散，一部突围。至 22 日 9 时，敌军

大部被红军包围压缩于山城堡西北山

谷中，后被歼灭。

这次战斗，红军共歼灭国民党军第

78 师超过一个旅的兵力，取得山城堡战

役的胜利。第 78 师在战报中称，此战

“损失极重，混乱不堪”“以现计约损失

三分之二以上”。

山城堡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

主力会师后，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取得

的重大军事胜利，给蒋介石嫡系胡宗南

部以沉重打击，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

陕甘苏区的进攻，对促进“逼蒋抗日”方

针的实现起了积极作用。

三大主力红军团结战斗的成果—

山城堡战役
■黄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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