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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

序幕。

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闪现着一群英姿飒爽、青春昂扬的女兵们。她们活跃在革命队伍的一线上，英

勇无畏、一往无前。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称呼她们为“女将们”。她们是我军建军以来人民

军队中的第一批女兵。

陈升

1932年，陈寅恪受清华大学中文系代主任刘文典之请

出国文考试题。

他为入学考生出的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另加对对

子，题目有三：“孙行者”“人比黄花瘦”“少小离家老大回”；

为二三年级转学的学生出的对子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为研究生考试出的对子是“墨西哥”。此举引起舆论沸腾。

某生阅题后大表不满，以“我去也”对“孙行者”，下注“老子

不考了”以示抗议。某报以北平城东一间名为“清华园”的

浴室来调侃此事道：“东城有一清华园，西城有一清华园，梦

游要仔细，莫把澡堂当学堂。”

为此，陈寅恪在《清华暑期周刊》第六期上发表《答记者

问》，又撰《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解释出题含义。33年

后的1965年，陈寅恪还为《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补写后

记，以申前义。他认为：“（甲）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

知道分别虚字及其作用……（乙）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

否分别平仄声……（丙）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读书之多少

及语藏之贫富……（丁）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思想条理。”

作家端木蕻良是当年的考生，几十年后他回忆，“少小

离家老大回”，他对了“枣花未落桐叶长”；“孙行者”他对了

“花和尚”。他认为这种考试方法检验了他的语言能力；于

同年考清华的周祖谟和张政烺，当时对“孙行者”的对子都

是“胡适之”，陈寅恪阅卷时大为赞赏，传为佳话。周祖谟后

为北大教授，张政烺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

员，主要研究古文字、古文献。 崔鹤同 据《人民政协报》

人民军队的第一批女兵

1927年 2月 12日，是近代中国妇

女解放运动史上非常特别的一天。国

共合作创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

分校（又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这

一天举行开学典礼。183位穿着灰色军装、戴着灰色军

帽、紧束皮带、打着绑腿的女兵，醒目地站在队列里。

同一天，在汉口四维路五号开办的妇女政治训练

班（又称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委训练班）正式开学，宋庆

龄担任训练班主任。训练班以训练妇女政治能力、培

养妇女干部为目标，号召妇女参加革命，培养妇女革命

军。后来，从“女生队”和妇女政治训练班走出了一批

如赵一曼、胡筠、张瑞华、彭援华、刘志敏等赫赫有名的

巾帼人物，成为革命事业中的妇女骨干。

南昌起义中的女兵共30余人，她们大多来自中央

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少数来自妇女政治

训练班，被分派至南昌起义各部队，担任宣传或救护等

工作。南昌起义中的女兵队伍并不是同一天集结完毕

的，也没有特别的称谓和独立编制。除少数几人较早

加入部队工作外，大多数如散落在各处的星星之火，自

发奔赴南昌起义军。

1927年6月15日，妇女政治训练班结业，许多毕业

生决心深入到军队、农村等革命一线中去。“七一五”反

革命政变发生后，革命形势急转而下，中央军事政治学

校武汉分校“女生队”解散，“女生队”中的共产党员和

一部分不愿离队回家的女兵，一部分被分配至叶挺率

领的第11军第24师和贺龙率领的第20军，另一部分编

入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以及第二方面军军医处

等。女兵们奔赴四面八方，走上各自的革命道路。

一

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

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

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

影响下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城头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

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3000多人，

占领了南昌城。根据中央原定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

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谭勤先等11名“女生队”女兵随军从武汉乘船赴九

江，与第11军政治部的女兵周铁忠、苏同仁等会合。7

月30日晚，女兵们随队冒雨翻过庐山，由狮子岭抄近

路南下鄱阳湖，在星子换船，沿赣江偷渡去南昌。得知

起义军去向后，在接近南昌时，女兵们在军服外罩上印

有红十字记号的白大褂，于李家渡上岸，步行至抚州与

起义军大部队会合。

在抚州，贺龙率领的第20军中，也陆续集结起了一

支女兵队伍。除了随第20军赴南昌参加起义的女兵

何柏华、陈兆森等，王鸣皋、杨庆兰、孙格非等女兵，历

经千难万险，终于在抚州追赶上第20军的队伍。

“女生队”解散后，女兵王鸣皋被分配到第二方面

军军医处当卫生员。她随队到达九江后，第二方面军

总指挥张发奎便下令缴械，开始在部队“清共”。王鸣

皋等及时召开党员紧急会议，决定秘密出发到南昌寻

找贺龙率领的第20军。他们一共10多人，其中5名女

兵，于当日下午出发，辗转跋涉，于8月5日到达南昌。

此时，起义军已经南下，他们随即向南追去，沿途不断

打听消息，终于在抚州赶上部队，找到第20军第1师政

治部。女兵杨庆兰、孙格非等在随军校野外演习途中，

得知了南昌起义的消息，经过几天急行军，也在抚州追

上了起义军，加入第20军宣传队。

宣传工作是女兵们随队南下途中的一项重要任

务。为了让百姓了解共产党的革命任务和政策主张，

女兵们常常走上街头，通过张贴革命标语、发表演讲、

自导自演文艺节目等方式，开展宣传工作。书写标语、

走上街头张贴是吸引群众、开展街头宣传的好办法。

女兵们在路边书写“打倒军阀”“开展土地革命”“工农

革命万岁”等标语，四周便聚拢来围观的群众。标语写

完了，群众也集合好了。女兵们站在凳子上，高声演

讲，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号召农民参加土地革命斗争。

为了增强宣传效果，女兵们还自编自导自演文

艺节目，其中彭援华编排的《老母亲念经》备受欢

迎。《老母亲念经》讲述了江西乡村的一户农家原本

过着安定的生活，因受国民党军阀压迫而流离失所、

生活凄惨的故事。节目反映了人民生活的现状，揭

露了国民党对百姓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号召百姓行

动起来开展斗争。女兵们以真实生活作为创作蓝

本，用生动逼真的演出，让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产生了

共鸣，引发热烈反响。

8月，正值盛夏酷暑，女兵们每日都要随队行军走上

八九十里路。经过十多天的行军，女兵们脚上都磨起了

水泡，却没有一人掉队。向瑞金进军时，在壬田遇到涨

水，为避免与敌遭遇，部队走小路前进。这一路都是涉水

前行，一走就是一天一夜。夜里涉水行走困难，女兵们滑

倒在水里又相互拖扶起来，就这样一直向瑞金方面奔走。

二

起义军经过一个月的行

军战斗，减员近万人。中共前

委决定改道经福建长汀，再沿

汀江、韩江进入东江地区。队

伍向福建汀州出发时，王鸣皋

等女兵留在瑞金照看伤员，王鸣皋担任护士长。

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救护工作十分困难。有的

伤员负伤失血过多，急需抢救输血；有的身上有

弹片，急需开刀取出；有的需及时消炎，防止伤口

腐化和感染恶化……由于条件有限，女兵们只能

极尽所能为伤员们治疗，鼓励他们和伤病作斗

争。待把需要住院治疗的伤员都移交给汀州医

院后，她们才整装出发，再次奔赴起义军。

杨庆兰、何柏华、谭勤先等女兵跟随起义军

南下到潮、梅地区，在枪林弹雨中传送命令、运送

弹药，直接参与战斗。女兵们还积极动员当地群

众支援起义军。在东江地区，绝大部分妇孺老人

都留守在家，占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二。大革命兴

起后，妇女们是当地农会的主要成员。在女兵动

员下，妇女们主动为部队担米、做饭、送水。战斗

最为激烈时，女兵们把数百名妇女组织起来，侦

察敌情、运送弹药、救护伤员，发挥了重大作用。

起义军占领潮州后，为进一步掌握敌情，革

委会派胡毓秀、谭勤先和苏同仁等到邮政局、电

报局收发情报。谭勤先在执行任务中负了伤，她

们和部队失去联系。在医院工友的帮助下，她们

三人在挂着“女厕所”牌子的房间里躲了一个星

期。谭勤先伤好以后，一位医生为她们换了便

服，让其充当医院的看护，照看在医院里养伤的

起义军伤病员。后来，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她

们三人离开潮州，经汕头乘船前往上海。

起义军到达潮汕后，敌众我寡，作战连连失

利。女兵们根据组织安排，一部分在潮州红十字

会的医院里担任护理员，后来乘船转移到上海；

周开壁、曹泽芝（又名曹泽之）等女兵随队到了海

陆丰地区，加入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彭援华、肖

凤仪等女兵随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余部，转战于闽

粤赣边界。进入赣南地区后，环境越来越艰苦，

朱德派人与武汉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动员女兵

到武汉做地下工作。随后，这批女兵几经周折到

了武汉，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南昌起义军中的女兵们，是人民军队的第一

批女兵。周恩来曾对女兵们说：“女将们，你们这

一路表现很不错，又勇敢又有毅力……将来革命

发展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这一路，看得出你

们女同志能够和男同志同样过严格的军事生活，

将来也可以和男同志一样担负重要的革命工作

……”南昌起义军中的女兵们用不断向困难作斗

争的决心和勇气、对革命的一片赤诚真心，为第

一 支 人 民 军 队 的 诞 生 增 添 了 新 鲜 力 量 。

据《解放军报》

三

陈寅恪出考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