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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浙江
1934年6月，在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前夕，

红七军团奉命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闽浙赣皖

国民党统治的深远后方，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推动

抗日运动。

7月6日晚，先遣队约6000人从江西瑞金出发，开

始浴血征战。其间，一度转战浙西南的庆元、龙泉，进

占庆元县城，取得竹口大捷。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

及中央机关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长

征。至此，先遣队奉命保存实力，进入闽浙赣苏区，结

束4个月的“小长征”。先遣队以弱小的兵力，浴血敌

后，征战1600余公里，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高举抗

日大旗，并为各游击区留下军事骨干，作为先遣队参谋

长的粟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先遣队与红十军合编的红十军团（仍

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区遭敌重兵包围，

指战员大部牺牲，战略策应长征的行动遭受挫折，粟裕

指挥先头部队浴血突围，转移至原闽浙赣苏区的德兴

县广财山，找到闽浙赣省委，保留了革命力量。

省委随即传达苏区中央分局电令，以先遣队先头

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

展游击战争。浙江是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斗争环境

特别恶劣，1927年6月建立的中共浙江省委屡遭破坏，

不到两年就更替了十位书记（代理书记），致使1929年

4月中共中央被迫撤销浙江省委建制；全省相继爆发的

60多次农民暴动和红十三军的斗争均遭镇压。以粟裕

为师长、刘英为政委，仅500余人的挺进师，不惧兵力弱

小、弹药匮乏、毫无接应，抱着继承先烈遗志、誓死挺进

浙江的坚强决心，誓死出征。途中遭敌袭击，电台被

毁，与上级失去联系，陷入孤军奋战后，依然义无反顾，

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打开进入浙江的局面。

为实现战略转变，部队在闽北开展整训，建立政治

委员会加强领导，以适应游击战。接着，挺进师往返转

战于闽浙边，吸引、调动敌人，造成敌人误以为挺进师

将立足闽浙边，然后于4月下旬在庆元斋郎精心部署，

迎击被吸引而至的近4000敌人，取得大捷，打开进入

浙西南开辟根据地的通道。

转战浙西南
斋郎大捷后，粟裕和刘英率部乘胜挺进浙西南腹

地，在松阳县境得到当地进步群众组织的欢迎后，分兵

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开辟根据地。1935年6

月上旬，挺进师各部会合于松阳县小吉村，召开政治委

员会会议，部署创建根据地。7月，粟裕率挺进师师部

机关进驻至遂昌县王村口，全面开展根据地建设。

为吸引和牵制敌人、战略策应长征，挺进师广泛开

展游击战。每到一地首先消灭国民党的区乡武装和地

方反动势力，然后开仓济贫，打土豪分发浮财，发动群

众投身革命。开展八一军事大示威，主动出击，袭击大

小城镇19个，把革命烈火烧到浙赣铁路线。在松阳、遂

昌、龙泉、江山、浦城五县间建立革命根据地，轰轰烈烈

地开展查田、插标、分青苗的土地革命。

挺进师的斗争，迅速吸引了国民党军。1935年 8

月，国民党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约7万兵力，大举“清

剿”浙西南。粟裕等创造性地实行“敌进我进”，留下第

二、五纵队在根据地内坚持，率主力突破敌包围圈，挺

进敌后，转战闽浙边，吸引、调动敌人，后与叶飞率领的

闽东红军会合，组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联合开展斗

争，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

1936年2月以后，刘英率突击队在浙南开展工作；

粟裕率牵制队广泛游击，数度转战浙西南，在龙（泉）浦

（城）江（山）遂（昌）边建立游击根据地。1936年6月，

粟裕率部收复王村口时，仔细侦察分析敌情，深入群众

调查研究，然后根据敌人布防严密、当地老农判断近日

有暴雨天气的信息，率部于深夜出发，跋山涉水绕过王

村口向衢县方向开进。途经独口村时只缴敌哨兵的枪

械，任凭敌哨兵逃回王村口，待敌人确信红军已开赴衢

县时，又把部队秘密拉回到龙泉住溪，然后利用暴雨大

雾天气和敌人放松布防之机，突袭王村口，无一伤亡地

收复王村口。这次行动表现出粟裕坚持以最小牺牲换

取最大胜利、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1937年初，国民党再次大举“清剿”挺进师，粟裕等

针对敌人的大拉网战术，将部队“化整为零”，分兵游

击。4月，粟裕率部活动至遂（昌）宣（平）汤（溪）边区，

与谢文清部会合，建立游击根据地，依托根据地出色开

展反“清剿”，使敌哀叹“未奏肤功”。

实现抗日夙愿
自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开始，粟裕始

终把宣传、推动抗日运动作为重要任务，在挺进师开展

活动的各地，到处都有“红军是抗日的武装力量”“废除

卖国条约”等宣传抗日的标语。

粟裕非常关注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不仅一再呼吁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

下，自觉地根据形势不断调整斗争策略和政策，用实际

行动争取团结抗日。一是将挺进师没收委员会改为征

收委员会，不再打土豪筹集经费，而是根据地主豪绅的

负担能力，向其征收抗日捐；二是推行“白皮红心”的两

面政权，对国民党乡镇长和保甲长，由镇压改为争取，

使他们为红军服务；三是区别对待士绅和中等商人，进

步的欢迎，中立的允许来去自由，继续营业不受侵犯，

欢迎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发展山区经济，

改善群众生活；四是改“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

红军”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同红军一起共同抗

日”；五是做好团结和争取城镇知识分子的工作，许多

知识分子手中的书报，成了粟裕了解和分析形势的重

要信息来源。

1937年9月，率部活动在浙西南的粟裕，根据形势

和“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的传闻，敏锐地觉

察到国共两党可能已开始合作抗日。得到证实后，他

立即向遂昌县当局倡议合作抗日。9月18日，遂昌县

当局复函，要红军派全权代表到金岸“接洽”。高度警

惕的粟裕识破对方欲收编红军的阴谋，要求对方派代

表到根据地谈判。

10月14日，粟裕指派谢文清、刘清扬与遂昌县当

局代表在根据地中心门阵村举行和谈，达成合作抗日

协议。10月19日，粟裕率部开赴浙南集结待命。离开

门阵前，许多根据地农民积极分子要求参加红军上前

线抗日，但粟裕坚持不带走有家庭负担的同志，不增加

群众负担，只带走了没有家庭负担的7人。

1938年3月18日，粟裕率挺进师主力改编的新四

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离开浙南，奔赴皖南前线，开始驰

骋抗日疆场和解放战场。

1934年8月至1938年3月，粟裕率部挺进浙

西南，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付出巨大牺牲，

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孤军奋战，表现出他对党

和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 周德春 据《学习时报》

1911年，李叔同从

日本留学回国，次年，

便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

授音乐和图画。在这里，他等

来了人生中最为得意的两个学

生：丰子恺和刘质平。教图画课时，他把在东京的学

习经验搬到自己的课堂上，策划了一场人体写生课。

这全新的艺术实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堂人体写生

课。而他的音乐教室，四周装着新式玻璃窗，居中放

着两架钢琴，周边贴墙放着50多架风琴。这样的阵

容，国内唯一。

李叔同每周教一次钢琴课，授课时他先弹一遍做

示范，然后学生去练习。一周后学生再弹给他听，他称

之为“还琴”。“还”不好的，也就是弹得不合格的，下次

继续“还”。第一次上他的钢琴课，琴没有“还”好的，就

是那一届担任级长的丰子恺。紧张过度的他不是指法

错，就是按键错，弹得乱七八糟。与他的图画相比，实

在逊色多了。李叔同不仅是识器的伯乐，更是一位雕

琢璞玉的大师。作为级长，丰子恺要经常向先生报告

班上的重要事务。在一个仲夏夜进行的简短汇报后，

李叔同轻松两句话，便点透了丰子恺一生的道路：“你

的图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见过像

你这样进步快的学生，你以后可以……”聪明的丰子恺

从此决定一生与笔墨为伴。

而对音乐资质最高的刘质平，李叔同却用了很特

殊的教化方式。在一个积雪如毯的隆冬，刘质平刚刚

作了一首曲子，便踏雪去向先生请教。李叔同拿着曲

谱细细阅过，抬头道：“今晚八点三十五分，去赴音乐教

室，有话讲。”到了晚上，刘质平冒着狂风暴雪来到音乐

教室门口，发现早有人的足迹通向室内，而教室的门却

是关闭的。他不敢轻率推门，礼貌地站在门口静静地

等待。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教室里的灯一下子亮了起来，

李叔同拿着金表走出来，认真地说：“时间无误，你饱尝

了风雪之味，可以回去了。”

李叔同不仅仅是考验学生是否守时，更是考验刘

质平面对暴风雪的不畏难情绪，拥有这些素质，美玉方

可雕成器。从此以后，师生二人情如父子。

■ 沈治鹏 据《人民政协报》

粟裕在浙西南的光辉岁月粟裕在浙西南的光辉岁月

李叔同育人如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