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收起义秋收起义：：
拨正革命的航向拨正革命的航向

秋收起义（油画）何孔德等绘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画典》

文家市，注定要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7年9月9日，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由于反动派

军事力量过于强大，起义部队兵力薄弱分散，加之群众未能充分动员等

原因，进攻省会长沙的目标未能实现，秋收起义遭遇挫折。

1927年9月19日，在湖南浏阳市文家市镇，里仁学校后栋的一间教

室里，毛泽东提出：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

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开启，武装夺取政权的

星星之火，开始呈燎原之势。 ■ 龙军 禹爱华 赵嘉伟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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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家市镇文华山北麓，秋收

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的前坪上，

坐落着一尊标志性的雕塑。雕塑的

背景是一面旗帜，名为工农革命军

第一军第一师。雕塑中间有两只巨

手，一只紧握枪杆向上，代表“枪杆

子里面出政权”；另一只托举着一个

燃烧的火炬，代表“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雕塑展现的，是中国革命之

路，逐步探索与确立的过程。

走进纪念馆展厅，映入眼帘的

巨型浮雕，表现的是1927年国民党

反动派残忍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

众的场景。彼时，一场前所未有的

革命危机和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

仅1927年3月至8月，就有31万先

烈遭到迫害。

那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了。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走

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要

“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

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组建了新的

湖南省委，并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

屋召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研

究部署秋收起义。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

开军事会议，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

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共 3 个团，

5000多人，明确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卢德铭为总指挥，计划9月暴动并合

攻长沙。

“工友农友，团结一条心哎，

手中的枪杆要握紧。咳！要握

紧！咳！革命永远向前进，向前

进！”这首民歌，反映了起义部队激

昂的情绪。

9月9日，秋收起义正式爆发。

3 个团共 5000 余人分别从江西修

水、安源、铜鼓出发，联合长沙周边

部分地区军民群众，计划分南北中

三个方向一起，合攻长沙城。

在纪念馆的沉浸式电子沙盘

上，三支红色的箭头从江西直插湖

南。然而由于对敌人力量的估计不

足，同时缺乏战斗经验，三路部队相

继受挫。

面对严重危机，毛泽东在上坪

果断作出决策，放弃原定进攻长沙

的军事行动，组织部队在文家市会

师。到达文家市时，工农革命军的

人数已从5000多人锐减到1500多

人，面对30倍于工农革命军的敌人，

再次攻打长沙，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接下来部队该何去何从，前敌

委员们必须立即作出决定。9月19

日晚，这场决定中国革命道路方向

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一直开到了凌

晨2点，最终通过了放弃攻打长沙，

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的

决定。文家市转兵，在紧急关头挽

救了工农革命军，是中国革命发展

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老区开启新篇
冬季的严寒，给如今的里仁学校，增

添了一份庄严肃穆。这里，也是实事求是

这一思想的发源地。93年前，9月20日

的清晨，在这个学校的操场上，1500多名

战士聆听了毛泽东关于部队向农村进军

的动员讲话。

“我们这块小石头，只要不断地去砸

那口大水缸，只要我们团结紧，打仗勇，我

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把蒋介石那口

大水缸砸破的！”22 年后，这一预言成

真。在中国革命史上，文家市会师制定与

实施的转兵决策，也成为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

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

道路的开端。

“秋收起义精神最本质的特征是‘实

事求是’，立足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还有勇

于创新、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余振魁讲

道。虽然已经过去了近百年，时代赋予我

们党的使命已不相同，但是实事求是这一

思想所具有的力量从未变化，在新时代，

也值得传承发扬下去。

作为完整展陈秋收起义过程的唯一

综合性纪念馆，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

馆年参观人数已达200多万。“在给游客

进行讲解的过程中，我经常沉浸到那段峥

嵘岁月，从中汲取了奋发向上的力量。”现

年27岁的纪念馆讲解员邱烨，已从事讲

解工作3年了，繁忙的时候，她一天要为

游客作8场讲解。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地是历

史的见证，是光辉的起点。如今，随着纪

念馆的发展壮大，文家市正秉承秋收起义

的精神，以讲好我们党的红色故事、奋斗

基因为己任，带动当地群众开启革命老区

发展的新篇章。”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

念馆党组书记、馆长，文家市镇党委书记

谢波郑重说道。

“霹雳一声暴动”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

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

进。”毛泽东在起义途中，写下了这

首《西江月·秋收起义》。

这首看起来没用修饰手法的

词，却清晰点明了秋收起义的历史

意义。

“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

中解决了举什么旗帜、走哪条道路、

建什么样的军队三大问题，建立了

三大历史功勋。”湖南省委党史研究

室原巡视员夏远生评价，正是在秋

收起义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

开始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一条具

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就此发轫。

在纪念馆第一部分的微场景

里，有对中国共产党第一面军旗如

何诞生的生动再现。为了做好起义

准备工作，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

师师部参谋何长工等人奉命设计制

作军旗。没有现成的样板，经过反

复研究，借鉴其他国家军旗的式样，

先辈们设计出了带有镰刀、斧头、五

角星的红色军旗。红色，象征革命；

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角星内

有黑色镰刀、斧头，分别代表农民和

工人。在秋收起义前夕，一面新的

军旗就此诞生。

“秋收起义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工

农革命军的旗号，建立了一支新型人

民军队，并首次提出‘党支部建在连

上’的原则，真正实现了党对军队的

绝对领导。”现年78岁的余振魁表

示。余振魁是文家市岩前中学的退

休教师，退休之后一直在从事秋收起

义的史实和理论研究工作。因为他

的父亲，是秋收起义时期，受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文家市赤卫队班长，曾支

援过第一师在文家市的作战。

1927年 10月 27日，毛泽东率

领工农革命军几经奋战，艰苦跋涉，

终于离开湖南，抵达江西井冈山茨

坪，建立了我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

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

始从罗霄山脉不断燃烧壮大。

“旗号镰刀斧头”

1905 年 10 月，詹天佑主持修建

的京张铁路开始动工，1909年9月通

车，后又延长到大同、归绥（今呼和浩

特）、包头，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一条

自建国有铁路。

詹天佑在勘测选线时，很注意

保护农田和水利工程，千方百计地

少占用农田，尽量不使农业生产和

农民的生活因修建铁路而蒙受损

失。当勘测到怀来县新保安一带

时，看到城前是一片广阔的稻田，地

势平坦，土质肥沃，当地农民修筑的

惠民渠纵横交错，灌溉着大片的良

田，若将此地占用，就会损害农民的

利益。于是他重新勘测，把线路改

选在从城墙后面的一座小山包的脚

下绕过，虽说这要使铁路爬坡，但却

避免了占用良田和切断水渠，从而

保护了当地的农业生产。

京张铁路动工后，詹天佑也处处

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当铁路要从农田

穿过时，他看到地里长着嫩绿的庄

稼，认为如果马上动工，势必毁坏大

片青苗，这对农民显然不利，于是就

把这一段的工期推迟，待秋后收完庄

稼再进行。

詹天佑维护农民的利益，关心农

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佳话，直到笔者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京包铁路东段

（旧称京张铁路）担任运转车长时，沿

线民众仍有传颂。

■ 杜浙泉 据《人民政协报》

詹天佑维护农家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