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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 9 月 27 日下午，在中南海怀

仁堂，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仪式隆

重举行。在千余名开国将帅中，47 岁的

李贞是在场的唯一一位女将军。毛泽东

亲自为李贞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并与她

亲切握手表示祝贺。周恩来亲手为李贞

授予少将军衔。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

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的李贞，成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将军。

一

1908 年，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

小板桥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 年，

大革命浪潮席卷中国南方。18 岁的李

贞投身到大革命洪流中，加入了妇女协

会。参加革命后，李贞跟随共产党员发

动群众，参与组织工会、农会、妇女协会

和儿童团等。1926 年 10 月，李贞被选

为乡妇女协会会长。1927 年 3 月，李贞

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李贞成了敌人缉拿

的对象。她一边躲避国民党追捕，一边

寻找党组织。1927年 8月，李贞任永和区

党支部书记，积极开展对敌斗争。9 月，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

打到浏阳，李贞带领地下党支部的同志

立即投入战斗。10 月，李贞参与组织浏

东游击队，任士兵委员会委员长。起初，

游击队主要在永和、高坪、蒋埠江一带活

动。在这一带打了几场胜仗后，游击队

慢 慢 扩 大 了 影 响 ，人 和 枪 也 逐 渐 增 多

了。在上洪地区，为了增强力量，平江游

击队和浏东游击队合编，组成平浏游击

队。通过一系列战斗，平浏游击队打击

了反动势力，推进了湘赣边一带革命运

动的开展。随后，李贞随平浏游击队奉

命编入红 5军第 2纵队，仍在浏阳一带活

动。

1930 年，李贞回到县苏维埃妇女部

工作，暂时离开了部队。白天，她带领妇

女们扶犁掌耙，晚上在灯下做军鞋、补军

衣。同年 8 月，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浏

阳工农武装全力支援，不少妇女参军参

战。李贞代理游击总队政委并兼任县苏

维埃宣传大队队长。宣传大队共 100 多

人，多数是青年妇女。李贞带领她们写标

语、贴布告、散传单等，一边还打快板、即

兴演出，歌声笑语洒满了征途。到了长沙

近郊，妇女们有的直接参加战斗，有的投

入救护工作中。

随 着 妇 女 革 命 觉 悟 提 高 ，中 共 湘

赣省委于 1931 年冬，正式成立湘赣苏

区红军妇女团，共 500 余人，李贞任妇

女 团 政 委 。 妇 女 团 成 立 后 ，参 加 过 两

次 比 较 大 的 战 斗 。 其 中 一 次 ，李 贞 带

领一个连担任阻敌任务。在红军学校

干 部 连 和 青 年 连 的 支 援 下 ，一 次 次 击

退敌人的进攻。坚持了 4 天后，敌人伤

亡惨重，李贞带领的妇女连只有 3 人负

伤 。 这 场 仗 打 得 漂 亮 ，李 贞 得 到 了 上

级组织的表扬。

因妇女单独作战存在许多困难，省

委决定将妇女团转为地方武装，主要担

任保卫机关、维持治安和看守犯人等任

务。妇女团从创建到改编虽然只有几

个月时间，却展现了妇女武装的强大力

量 ，在 我 军 建 设 史 上 书 写 了 光 辉 的 一

页。

二

1933 年夏，李贞由湘赣军区医务学

校 政 委 调 任 中 共 吉 安 县 军 事 部 长 兼

赤卫军政委。为了提高文化基础和政

治理论水平，李贞赴瑞金中央党校高级

班第 2 期学习。学习结束后不久，李贞

担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

1934 年 7 月初，在国民党军队向中

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全面推进的危急时

刻，为吸引国民党兵力，减轻中央革命

根据地的压力，中央决定红军第 6 军团

从湘赣革命根据地前往湖南中部，发展

游 击 战 争 并 开 辟 新 的 根 据 地 。 8 月 7

日，李贞率红军学校全体学生随红 6 军

团西征，抵达黔东与红 3 军会师后，部队

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

1935 年元旦，李贞同时任红 2 军团

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结婚。这对革命夫

妇于同年 11 月 19 日，随红 2、红 6 军团

从湘西桑植出发，开始长征。李贞任红

6 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长征中，李

贞和甘泗淇经常把部队缴获的骡马让

给 伤 病 员 骑 乘 ，把 帐 篷 让 给 伤 病 员 使

用。组织部只有 3 个干部，她白天既要

负责党团干部工作，又要收容救护伤病

员；晚上宿营时，她亲手为年龄小的战

士们缝补衣服。翻越雪山前，红 2 军团

第 6 师政委廖汉生把围在腰间的一块羊

皮送给李贞。李贞将羊皮撕成两半，自

己身上绑一片，另一片送给一名体弱的

同志。

1936 年 7 月 2 日，红 2、红 6 军团与

红 四 方 面 军 在 甘 孜 会 师 。 5 日 ，红 2、

红 6 军 团 和 红 32 军 组 成 红 二 方 面 军 ，

李 贞 被 任 命 为 政 治 部 组 织 部 副 部 长 。

7 月中旬，红二方面军进入茫茫草地。

部 队 终 日 在 泥 潭 沼 泽 中 跋 涉 ，由 于 过

度劳累、营养不良，怀孕 7 个月的李贞

早产了，还没走出草地，新生婴儿便夭

折了。身体虚弱的李贞，大病了一场，

在 昏 迷 不 醒 时 ，她 被 抬 上 担 架 随 军 行

动 。 意 识 清 醒 后 ，她 又 趴 在 马 背 上 行

进。就这样，李贞走完了长征，随部队

到达陕北。

1937 年 8 月 1 日，李贞参加抗大第 3

期学习。同年秋，八路军妇女干部学校

在延安创办，李贞任校长。妇女干部学

校办得朝气蓬勃，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女

干部。

1939 年初，八路军第 120 师挺进冀

中。李贞同甘泗淇等根据贺龙的指示，

从第 120 师中选拔出一批优秀干部，充

实了冀中军区新建部队。随后，第 120

师和冀中军区部队齐心协力，一个月内

四战四捷，在河间地区先后歼敌 900 余

人，稳定了冀中局势。1940 年 2 月，李

贞担任八路军第 120 师直属政治处主

任。

三

解放战争时期，李贞先后任晋绥军

区政治部秘书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秘

书长、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她随

部队转战华北、西北各地，参加了保卫

延安、解放大西北等重大战役。

1951 年 6 月，李贞参加抗美援朝战

争 ，出 任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政 治 部 秘 书

长。1952 年 9 月，从朝鲜回国后，她出

任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

李贞同甘泗淇夫妇用自己的薪金

先后抚养了 20 多名烈士遗孤和有困难

的干部子女，并将他们视如己出。日常

生 活 中 ，夫 妻 二 人 艰 苦 朴 素 、克 己 奉

公 。 1980 年 ，被 定 为 大 军 区 副 职 的 李

贞，仍然住在香山脚下一间陈设简朴的

房子里。上级领导多次劝她搬到城里

去住，可她总是拒绝特殊照顾，只把自

己当作一名普通党员。日常生活中，她

时常穿着五六十年代的旧军装，脚上穿

着大头鞋。

1990 年 3 月 11 日，李贞走完了光辉

的一生。在这位开国女将军的遗物中，除

了她曾荣获的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

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

誉章外，只有 4把用了 15年的旧藤椅、一

个用了 40年的行军箱、一台用了 14年的

“雪花”牌单门冰箱，以及 11000 元存款、

2500元国库券和战争年代留下的两根小

金条。遗嘱中，李贞这样安排她的遗物：

两根金条，一根捐给自己家乡浏阳县，另

一根捐给丈夫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用于

发展教育事业；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捐

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一部分用于上

交党费。

李贞的一生，是对革命事业和理想

信念忠贞不渝的一生。她留下的不只

是“李贞”这个名字，更是她具有传奇色

彩的革命经历和不忘初心的信仰力量。

人民军队第一位女将军李贞
■陈 升

战 将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

列有一门锈迹斑斑的迫击炮。这门迫击

炮，曾长期沉没于江底，直到 2017 年才

被打捞出来。打捞地正是当年红军抢渡

湘江的渡口之一——凤凰嘴渡口。

凤凰嘴渡口位于广西全州县凤凰

镇 ，是 当 时 红 军 后 续 部 队 抢 渡 湘 江 之

地。这门迫击炮是当年那场惨烈战役的

遗存物，也是红军将士向死而生、一往无

前革命精神的见证。

1934 年 10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

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机关和中央红

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至 11 月中旬，中央红军接连突破国民党

军三道封锁线。此时，蒋介石判明中央

红军西进与红 2、红 6 军团会合的战略意

图，调集 25 个师近 30 万人，以湘江天险

为屏障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

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

面 对 这 种 严 峻 形 势 ，中 革 军 委 领

导 人 博 古 、共 产 国 际 派 来 的 军 事 顾 问

李德未能因势调整行军路线和作战方

针，仍继续西进。由于部队采取“搬家

式 ”转 移 ，携 带 大 量 辎 重 ，中 央 红 军 错

失了桂军主力南撤，全州、兴安一线兵

力 空 虚 ，湘 江 防 线 完 全 敞 开 的 良 机 。

11 月 25 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

广西全州、兴安间强渡湘江，突破国民

党军第四道封锁线。

27 日，红 1 军团第 2 师作为前锋部

队，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控

制了屏山渡到界首的渡河点，并在脚山

铺设阻击阵地。左翼红 3 军团第 5 师占

领新圩、马渡桥。至 28 日晚，红 1、红 3

军团已控制了全州屏山渡到兴安界首湘

江上游 30 公里的所有渡河点。红 5 军团

作为全军后卫，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

口关地域，迟滞追击之敌。

为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

渡过湘江，中央红军的前卫、后卫部队与

国民党军在湘江两岸展开了浴血奋战。

由于被辎重拖累，军委纵队行军速度缓

慢，到湘江东岸仅 55 公里的路程，竟走

了两天多。为此，守卫在湘江两岸的红

军战士在灌阳新圩、兴安光华铺、全州脚

山铺等阻击阵地拼死抵抗，为掩护全军

过江付出了惨重代价。

12 月 1 日凌晨，除红 1 军团第 1、第 2

师，红 3 军团第 4、第 5 师渡过湘江外，还

有 8 个师仍滞留在湘江东岸，军委纵队

也未全部渡江。此时，国民党军队的合

围口袋愈收愈紧，红军面临着严重危机。

同日，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

治部致电红 1、红 3 军团：一日战斗，关系

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

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

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

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

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

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

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

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

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

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

本口号。

随即，激烈的战斗在文市、石塘、古

岭头、白沙铺、光华铺等地展开。湘江东

西两岸枪声愈来愈紧，江面的浮桥、木船

不断遭到敌机轰炸。为了减少掩护部队

的伤亡，红军后续部队不顾连续作战的

疲劳，争分夺秒，急奔湘江。在抢渡湘江

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屏山渡、大坪、界首

等渡口相继失守后，凤凰嘴渡口成为红

军抢渡的最后一个渡口。由于遭到敌机

的疯狂轰炸，红军在凤凰嘴渡口的伤亡

异常惨烈。

11 月 30 日，红 5 军团部及第 13 师强

忍饥饿，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一夜急行

军 100 多里，于 12 月 1 日凌晨从凤凰嘴

渡口过江。

1 日拂晓，红 9 军团先头部队经石塘

和麻市赶到凤凰嘴渡口涉渡过江。当

时，天已蒙蒙亮，敌机朝着开阔的渡口江

面疯狂投弹，致使红 9 军团损失惨重。

红 8 军团在赶往凤凰嘴渡口途中，

得知红 5 军团第 13 师及红 9 军团正从凤

凰嘴及附近渡口抢渡。为了掩护兄弟部

队渡江，红 8 军团主动担负起后卫掩护

任务，与敌军激战。完成掩护任务后，红

8 军团大部于 12 月 1 日下午，赶到凤凰

嘴渡口。此时，敌机在渡口上空轮番轰

炸，江面激起一股股水柱。指战员一面

进行反击，一面冒着弹雨冲进江里，徒涉

渡江。

2 日，红 8 军团整理队伍时，发现红

21 师几乎全部损失，红 23 师也严重减

员，全军团从长征出发时 10922 人锐减

至不足 2000 人。红 8 军团后改编成一个

团，编入红 5 军团第 13 师，原建制撤销。

更令人痛惜的是，担任掩护全军任务的

红 5 军团第 34 师和红 3 军团第 18 团被阻

滞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

牺牲。

英 雄 血 染 湘 江 渡 ，江 底 尽 埋 英 烈

骨 。 如 今 ，这 门 被 红 军 鲜 血 浸 染 过 的

迫 击 炮 静 静 地 陈 列 在 展 柜 中 ，无 声 地

诉说着当年在湘江发生过的那场生死

血战。

血
染
凤
凰
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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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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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西南鄄城县，有一段重要的黄

河河防工程，名叫江苏坝。这道堤坝曾

因 70 多年前一场鲜为人知的保卫战而

载入军史。

历 史 上 ，黄 河 在 鄄 城 属 于 地 上

河 。 1925 年 ，黄 河 鄄 城 段 决 口 ，洪 水

不仅淹没了鲁西南，就连江苏北部也

成了一片汪洋。第二年，为了防止黄

河 再 次 在 鄄 城 决 口 ，苏 北 出 钱 出 力 ，

在鄄城苏泗庄筑起 10 道黄河堤坝，取

名江苏坝。工程结束后，苏北部分民

工留在江苏坝附近定居，村名就叫江

苏坝村。

1947年 6月 30日晚，刘伯承、邓小平

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 4 个纵队约 12

万人，一举强渡黄河，在冀鲁豫军区部

队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

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7 月上旬，蒋介石为扭转战局，命令

驻扎在郑州的国民党军破坏鄄城江苏

坝。于是，国民党军的 3 架轰炸机飞到

江苏坝上空狂轰滥炸。此时，黄河已进

入汛期，河水飞涨，如果江苏坝被炸开，

冀鲁豫解放区将岌岌可危。危急关头，

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个高炮连奉命协助

鲁西南军分区等地方武装，保卫江苏

坝。

7 月 25 日 深 夜 ，国 民 党 军 趁 着 鲁

西南一带下大雨，偷袭江苏坝。在遭

到鲁西南军分区等地方武装的顽强阻

击后，无功而返。27 日夜，晋冀鲁豫野

战军对羊山之敌发起总攻，国民党军

连连溃败。为解羊山之围，国民党军

又派出两个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携

带铁锹等挖坝工具，连夜朝江苏坝方

向奔去。鲁西南军分区主力和鄄城县

民兵武装早已严阵以待，在东、西杨楼

和小李庄一带同敌人激战两天两夜，

连 续 打 退 敌 人 10 多 次 反 扑 ，毙 敌 500

余人。29 日傍晚，晋冀鲁豫野战军主

力火速增援江苏坝。国民党军自知不

是对手，仓皇逃窜。从此，国民党军队

再也不敢打江苏坝的主意了，蒋介石

“以水代兵”的阴谋彻底破产，江苏坝

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1952 年，当地村民对江苏坝进行了

改建，增加了 16 道坝，改名为苏泗庄险

工。2019 年，山东黄河河务局将江苏坝

遗址列入山东黄河历史遗产名录，当地

黄河主管部门还设立了江苏坝遗址纪

念碑，时刻警醒后人牢记江苏坝保卫战

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江
苏
坝
保
卫
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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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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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在苏泗庄治河历史文化公园内的江苏坝保卫战浮雕修建在苏泗庄治河历史文化公园内的江苏坝保卫战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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