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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亲历记》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回忆他在贺龙身边的所见所闻，而这些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
他觉得贺龙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我们的教育和启发都很大，因此，作者就写
下这篇回忆。作者对 “八一”南昌起义的意义，“八一”作为建军节纪念日，“八一”军旗、军徽的
来由，都作了阐述。并对贺龙同志如何参加革命、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的当时情况和背景以及贺龙同
志入党的坚强党性，那时的政治见解、军事思想，带兵、爱兵，为民、爱民，整顿纪律，培植一支忠
于党、忠于人民、战无不胜的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明、果敢的事迹，都一一作了描述。

唐天际同志给作者的信（代序）
自序
回忆贺龙同志
一、我到贺龙部工作的前夕
二、第一次见面的深刻印象
三、贺老总和共产党
四、赤手空拳智取手枪连
五、在武昌群众大会上
六、石灰窑军官大会
七、从九江到南昌
八、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九、不计成败坚决干
十、南昌暴动之夜
十一、起义胜利之后
十二、枪决蒋介石的“特使”
十三、关心连队的巩固
十四、严肃军纪爱人民
十五、壬田和会昌两战两捷
十六、贺龙在瑞金入党和宣誓
十七、从瑞金至讪头
十八、汾水战役（汤坑之战）
十九、流沙会议和陆丰失败
二十、朱德同志等从三河坝到井冈山会师
二十一、贺老总，我永远怀念您!
附录1：汾水战役（汤坑之战）之后
附录2：南征补叙
附录3：“八一”南昌起义感想——献给南昌市的全体志与全体人民
附录4：访问参加“八一”起义的老战士黄霖同志（林耀）
　访问参加“八一”起义的老战士黄霖同志（李兵）
附录5：黄霖同志1950年8月1日在“南昌各界庆祝建军节暨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大会”上的讲话
附录6：从“八一”起义来看伟大的光荣的和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
纪念而作
附录7：伟大思想 无往不胜
黄霖同志生平简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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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唐天际同志给作者的信(代序)自序回忆贺龙同志在版前言一、我到贺龙部工作的前夕二、第一次见面
的深刻印象三、贺老总和共产党四、赤手空拳智取手枪连五、在武昌群众大会上六、石灰窑军官大会
七、从九江到南昌八、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九、不计成败坚决干十、南昌暴动之夜十
一、起义胜利之后十二、枪决蒋介石的“特使”十三、关心连队的巩固十四、严肃军纪爱人民十五、
壬田和会昌两战两捷十六、贺龙在瑞金入党和宣誓十七、从瑞金至讪头十八、汾水战役(汤坑之战)十
九、流沙会议和陆丰失败二十、朱德同志等从三河坝到井冈山会师二十一、贺老总，我永远怀念您！
附录一：汾水战役(汤坑之战)之后附录二：南征补叙附录三：“八一”南昌起义感想——献给南昌市
的全体志与全体人民附录四：访问参加“八一”起义的老战士黄霖同志(林耀)访问参加“八一”起义
的老战士黄霖同志(李兵)附录五：黄霖同志1950年8月1日在“南昌各界庆祝建军节暨反对美帝侵略台
湾、朝鲜大会”上的讲话附录六：从“八一”起义来看伟大的光荣的和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为庆祝
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纪念而作附录七：伟大思想 无往不胜附录八：八一起义参加者，解放后南昌
市首任市委书记黄霖的感人故事黄霖同志生平简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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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亲历记》

章节摘录

　　在炎热季节，长途行军很困难。沿途突然中暑死亡者日多，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连上也有，我连
在行军途中，一个大个子战士，一下子就在路上倒下去了，死了！到一个地方吃午饭休息时，我发现
怎么还有好几个人没有到啊，原来是这几个战士在掩埋那个去世的战友。我们连背的是驳壳枪，每个
战士还要背一百发子弹，这对士兵来说，负担是够重的。此外，还要背上自己用的东西，是相当苦的
，所以很容易中暑。步枪连的战士就背得更重了，更苦了。再加上给养困难，反动派的宣传，减员问
题就更严　　重。还有“宁汉合流”后，蒋介石、汪精卫、朱培德等反革命头目，对起义军大肆造谣
诬蔑，胡说什么“共产共妻”呀，什么“杀人放火”呀，甚至强迫老百姓逃走。因此，从南昌出发到
临川的路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裹胁一般劳动农工逃的逃、躲的躲。　　从临川到广昌北面约20
多里的甘竹（圩名），沿途都差不多看不见什么人。像宜黄城内约有两万人口，我军到达时，留下来
的只有48个60岁左右的老人，这样，我军的给养就十分困难，更谈不上广大群众的支持。只有到甘竹
及其以南各地时，情况才有变化。到甘竹前约十来里时，我看见侦察员来向贺老总报告：甘竹已准备
欢迎我们的队伍。贺老总立即告诉前委几位负责同志，大家都很高兴，并劝贺老总接受欢迎。我连雄
赳赳地走在前面，贺老总和他后面的十五六个马弁（即警卫员）都骑在马上。老远就可以看见欢迎的
人群，手摇着红绿纸旗。贺老总一到，他们就大放鞭炮，鞠躬迎接。贺老总微笑答礼，挥手致意。　
　在炎热天气行军，加上给养困难、医药缺乏，疾病日益增多，甚至沿途病死者不少，特别是政治工
作很差，因此部队不断减员，抛弃的枪支弹药，沿途都可看见。　　对于上述情况，周恩来同志、贺
龙同志、前委各位负责同志，都异常着急。于是，先后采取各种措施，最主要的就是加强对各级军官
和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在临川、广昌时，先后还召开过连长以上的军官会议，进行思想教育，给部
队以休整。　　在临川、广昌的军官会议上，周恩来、恽代英、彭湃、郭沫若等同志都讲过话，亲自
做思想政治工作（1959年在庐山时，贺老总对我说，当时行军非常艰苦、疲劳。有一次郭沫若同志给
干部战士讲话，听讲话的战士就睡着了）。因为白天行军太热，这次休整以后，改为夜行军。在南昌
时，我连就做了一点准备，每个班买了个马灯。一个班十个人，十个人有一个马灯，基本上就可以看
到路影子了。可是，部队夜行军走不快，一天只行约五六十里。大部队行军，又是在盛暑炎夏的季节
，每天走五六十里路也不简单。当时，在筹款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在离临川南下的路上，还给每个官
兵发了两个银元，作为零用费。也是改进措施之一。　　同时，政治工作人员在沿途都尽可能地作了
宣传工作。我军所到之处都贴有宣传大纲和标语。主要标语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
”“打倒恶霸地主！”“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革命！”等等。　　各
连也在做思想政治工作，鼓舞战士们的革命情绪。拿我们这个连来说，我们还动员战士学唱革命歌曲
，战士们也积极地、主动地愿意学，学会了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起来》等歌曲
。沿途到处是歌声。革命歌曲不但在行军中起了作用，在壬田、会昌、汤坑战斗中也起了鼓舞作用。
　　我们所经过的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等县，都由革命委员会委任林祖涵同志担任各县的县长。
每到一个县，县长都贴出安民布告。　　为了维护和密切军民关系，贺龙总指挥部曾三令五申，严禁
鸣枪抓佚，但还有不少违抗者。有一次从南昌到抚州的途中发现前后都有随便鸣枪的情况，贺老总命
令我连派人去抓，抓住了一个确实鸣枪抓佚违犯军纪的战士，为了严肃军纪，贺老总命令参谋写了一
张布告，宣布其罪状，予以枪决；然后就要我连将此战士押到交通要道桥头旁边执行。执行后用几个
小石头把布告压在被处决的尸体上。从此，才禁止住了鸣枪抓佚等违犯军纪的事情。　　但是，逃亡
是禁止不往的。我连在到广昌宿营的夜晚就逃跑了两个战士，虽然他俩把枪、弹都留了下来。据大家
分析，他们是两湖人，不愿离家乡太远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连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做得很不够，
我要负主要责任。　　为了巩固起义军部队，前委经过研究，还先后以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
名义发布了《告全体官兵书》。到广东后，又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发布了一次
《告示》。　　在《告示》上取消“兼代”二字，原因是：到长汀后，在前委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指
出，张发奎早已投向反革命了，不能对他再存任何幻想。因此，提议取消张发奎的挂名总指挥职务，
总指挥的实职、实权均由贺龙同志承担。前委一致通过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提议。所以在广东发布的《
告示》中就取消了“兼代”二字。　　后来，到达三河坝南面一百里名叫□隍的小镇时，发生一起抢
劫粮店的事件。贺老总命令我连立刻去抓违犯军纪、破坏政策者。我连立刻行动，当场抓到两个抢米
的战士：一个是二十军的，一个是十一军的。当时为了严肃军纪，只得从严处理。贺老总命令在场头
场尾各枪决一个。对十一军的人他有些迟疑，前委的一个同志说，都枪决！贺老总即要参谋写了两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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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场头场尾各贴一张，命令我连立刻执行。我当然照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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