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4年12月，部队来到鄂陕交界的

郧西县，领导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彼时，鄂豫陕省委、红二十五军军部

驻扎在郧西县关防乡二天门老街，在鄂陕

边的郧西、镇安等地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

命，成立农会，逐步建成了鄂豫陕苏区。

鄂豫陕省委、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

边不到半年，作战上取得了一连串胜

利。红二十五军很快发展到3700多人，

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 2000 人，还

成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作为宣传

科长，刘华清创办了《战士报》。

12 月 10 日，由郑位三撰稿，吴焕先

政委审稿，刘华清又亲手刻印了《什么

是红军》的油印传单。《什么是红军》传

单大约相当于 16 开纸张大小，油印字

迹工整，笔画有力，全文大约 400 来字，

把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及有关政策讲

得十分明确。

日后，这张传单被发现之初，未能认

定究竟出自谁的手笔。后辗转找到刘华

清，经他确认，是他亲手刻印。

这份“镇馆之宝”流传下来并非易

事。原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郧西县时，

关防乡二天门老街的李玉才参加了红

军。1935年5月，家人报母亲病危，经组

织批准，李玉才回家探望。同时，他带回

了一张红皮纸油印的《什么是红军》的传

单。他将传单交给妻子刘玉英，刘玉英

不识字，也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她

知道这是红军发的传单，决心保存下去。

白色恐怖的艰苦环境中，为逃避国民

党反动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的搜查，刘玉

英将传单包了又包，小心翼翼藏到墙缝

隐秘处。1981 年 9 月，刘立英将这份珍

藏了46年的传单交到了郧西县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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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9 月初，红二十五军强渡泾

河，经镇原、庆阳县境兼程前进，途中多

次击败尾追的敌军，于 9 月 15 日抵达延

川县永坪镇。红二十五军成为长征到达

陕北的第一支红军，与陕甘红军会师后，

为统一指挥作战，统一合编为红十五军

团。于是，刘华清在军团政治部当宣传

科长，程坦是政治部秘书长。

红十五军团接连打了劳山、榆林桥

两个大胜仗，部队补充了大批新兵。在对

新兵进行纪律教育时，程坦建议把《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编为歌曲，让大家天天唱，

刘华清赞成。“我们长征到陕南创造新苏

区时，程子华、郑位三要我天天去部队教

唱歌，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觉得太

麻烦，也曾有过把它编成歌曲的想法。但

天天赶路没精力，另外我没有音乐知识，

也就作罢。现在真是不谋而合，但程坦也

不懂音乐，我们就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

《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歌谱，唱过来哼过

去，一唱一哼很合拍，于是在《红色战士

报》登出这首歌，很快就传唱开去。”

这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

镇（今吴旗），11 月初在甘泉地区与红十

五军团会师。会师后，红十五军团编入

红一方面军序列。在庆祝会师大会上，

红十五军团的官兵唱起了《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立即引起全场注意，“很出了点

风头。会后不久，许多部队都学会了这

支歌”。

这支红军歌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时期，随着军队任务和纪律要求的

变化，歌词做过相应的修改。1950 年，

原总政治部组织文艺专家对歌词又进行

了修改；1957 年，再次修改，就成了现在

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89年2月，刘华清与嫂嫂、姐姐、弟弟在故居门前留影。

“中国航母之父”刘华清：孤军长征的见证
刘华清，上将，有“中国现代海军之父”和“中国航母

之父”美誉。

这位出身放牛娃的“布衣将军”，13岁投身革命，14

岁参加红军，历经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身经百战，

九死一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要职，后成为军委副主席。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军歌的歌

词改编就有刘华清的功劳。

纷飞的思绪让记者回到了那次专访的情景：2002年

7月3日上午10时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军委

原副主席刘华清如约步入中央军委办公厅所在的办公

室。拄着拐杖，带着微笑，迎面缓缓走过来，同我们一一

握手……

□ 据《人民政协报》

红二十五军是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

遣队的名义开始长征。据刘华清生前回忆：“这支部

队的长征很特殊。自从撤离鄂豫皖苏区，就一直和党

中央失去了联系，连遵义会议都不知道，成了一支独

立作战的孤军。直到 1935 年 7 月，才得知中央红军

的消息。”红二十五军纪念馆展示了一幅手工刻印的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这是

刘华清当年亲手刻印的。

1934年11月15日，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把鄂豫

皖省委发布的《出发宣言》原稿交给刘华清，要求他快

速刻印，多印一些，发给部队，出发前来不及发，就边

走边发。《出发宣言》主要内容是强调当时中华民族危

机深重，宣布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宗

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

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定，共同抗日。刘

华清连夜完成了刻印任务。

当问及“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都经历了哪些

战斗，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战斗是哪一次”时，刘华清

说：“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经历了许多次激烈的战

斗，哪一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红二十五军离

开鄂豫皖苏区时，开始是先向西挺进。当时，国民党

军5个师和“鄂豫皖三省追剿队”已麇集在鄂东北，正

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但尚未完全形

成合围。我军适时而主动地实施转移，打破了敌人的

“围剿”计划。蒋介石急忙调动 3 个团的兵力追击堵

截，先后在湖北枣阳、随州一带，河南境内的桐柏、方

城、卢氏等几个地区布置了封锁线，企图将脱离根据

地孤军远征的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途中。

红二十五军人数虽少，但武器装备好，弹药充

足，战斗力很强，指战员们都是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

骨干，个个能征善战。后勤、医院等保障单位也都非

常战斗化，说走就走，说打就打，全军随时都保持着良

好的战斗姿态。“11 月 17 日，我军在一个叫朱堂店的

地方突破敌人阻拦，当晚趁夜暗从信阳以南越过平汉

铁路，进入豫鄂交界的桐柏、枣阳一带，实现了战略转

移的初步目标。鉴于该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较近，

机动范围狭小，加之敌重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遂掉

头北上，向豫西的伏牛山区转移。”

长征第 10 天，独树镇之战，关系红

二十五军生死存亡。那一仗，刘华清负

了伤，死里逃生。

当时已是 11 月下旬，寒流南下，气

温骤降，而红军指战员却衣着单薄，粮秣

不给。但部队仍保持着高昂的斗志，顶

风冒雪，向北突进。26 日下午，我军正

准备从方城独树镇附近越过许南公路

时，突然遭到预先抵达在该地区的敌一

个旅和一个骑兵团的阻击。同时敌“追

剿纵队”5个支队和1个师又随后紧追，形

势相当严峻。而那天的气候条件又极为

恶劣，我军发现敌人较迟，一时陷入被

动。衣服被雨雪浸透，饥寒交加的战士们

手指都冻僵了，有的枪栓也被冻住了。敌

军乘机发起冲击，并分兵从两翼包抄，情

况异常险恶。“在这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

先冲到最前线，发出‘坚决顶住敌人，决

不后退’的命令，使我军很快稳住了阵

脚。在他的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

冲上前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

吴政委的举动让刘华清热血沸腾，

刘华清也举枪高喊：“冲啊！”冲着冲着，

刘华清觉得左腿被重重敲了一下，身子

一歪就倒了。爬起来一看，左腿踝骨上

侧被子弹打穿一个洞，鲜血直流。“当时

也不觉痛，还要冲。但刚一站起又摔倒，

被后面的人抬了下去。”

经过一番恶战，我军终于打退了敌

人的进攻，但负伤的人不少。刘华清说，

自己的伤经过处理，血止了，也不那么痛

了，但不能走路。天黑以后，风雪大作，

接着转为大雨，部队行动极为困难。但

数倍于我的敌军仍在附近，天亮后必将

发动新的进攻。因此，军领导果断决定：

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带领部队迅速

脱离危险区。紧急集合的命令一下，大

家都忍受着极度的饥饿和疲劳，又顶风

冒雪踏上征程。

“这次战斗后，为了使部队迅速摆脱

敌人，军领导决定让我和部分伤病员留

在当地养伤，可是我不愿意离开部队，说

‘拖着伤腿走可能会死，就是死，也要死

在红军队伍里’，坚决要求跟随大部队转

移，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才同意让我骑

马走。”靠了那匹小马，刘华清跟上了部

队的转移。刘华清一直很感激戴季英和

那匹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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