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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谱写了中国
革命的新篇章。 朱德同志在这场伟大斗争的严酷考验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从众多
将领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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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南昌起义中的光辉典范

响应党的号召， 在历史转
折关头毅然投身起义

朱德早年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
争中，驰骋疆场，战功卓著，成为滇
军名将。 但他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
理，毅然舍弃高官厚禄，远涉重洋到
德国， 由周恩来等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 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为共产主
义事业奋斗的道路。

1926

年
5

月， 在党组织安排
下， 朱德回国参加北伐。

1927

年
1

月，根据党的指示，转赴江西南昌。

朱德通过云南讲武堂同学、 滇军将
领朱培德的关系， 主持创办了国民
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 并兼任
南昌市公安局长， 在所属部队中秘
密建立起共产党组织。 不久， 蒋介
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对共产党
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 朱德作
为“清共”对象，被驱逐离开南昌。他
没有畏缩气馁， 得知党计划在南昌
进行武装起义后， 冒着被杀头的危
险，秘密返回南昌刺探军情，并积极
为起义做准备。

听从党的指挥， 一切服从
服务起义， 出色完成各项任务

南昌起义计划中分配给朱德的
任务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

了解南昌敌军动态。领受任务后，朱
德通过旧交故友在不到一周时间里
把敌人的兵力布防情况了解得一清
二楚， 并绘制出一幅详细的敌军兵
力部署图。

7

月
27

日，周恩来到达
南昌后， 朱德把南昌市街道图和自
己绘制的敌兵力部署图铺在桌上，

向他详细地介绍了南昌情况。

在完成情报保障任务的同时，

朱德还利用社会关系， 巧妙地掩护
了起义军前敌委员会领导人的活
动。周恩来到南昌后，就住在花园角
二号朱德家里； 朱德还租了位于南
昌市中心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作
为起义的指挥部；联络地下党，秘密
发动南昌市的工农群众， 夹道欢迎
准备起义的贺龙、 叶挺率领的国民
革命军进城；起义前夕，朱德根据前
敌委员会指示， 以喝酒打牌拖住了
朱培德部的两个团长。

勇于使命担当， 先后开路
与殿后，坚决扛起瓦敌阻敌的
重任

南昌起义胜利后， 国民党反动
派调集大军疯狂反扑， 起义部队决
定南下广东。 驻防江西的国民党军
队主要是滇军朱培德部， 为了利用
旧谊向滇军借道， 朱德担负起先遣
开路任务。

8

月
3

日，朱德被委任为

第
9

军军长、先遣司令。

8

月
26

日，朱德率领的先遣部
队，同国民党新编

20

师王文翰部遭
遇，激战于江西瑞金北面的壬田镇。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他沉着
指挥，巧妙周旋，拖住了敌人，等贺
龙率领的

20

军赶到，迅速将敌人击
溃，并乘势拿下了瑞金。

27

日，起义
军进入瑞金，从缴获的文件中得知，

国民党军钱大钧部在会昌纠集了
10

个团的兵力，企图阻止起义军南
下。 前敌委员会决定趁敌立足未稳
先发制人。 朱德依令指挥部分兵力
负责佯攻会昌东北， 战斗打得异常
残酷。 三师军需主任蒋作舟英勇牺
牲，师参谋长袁仲贤、教导团团长侯
镜如、 一营营长陈赓等先后负重伤。

有人感到难以为继，要求转移。 朱德
非常坚定地说：“现在只能进， 不能
退！要坚决顶住。顶住了，把敌人吸引
过来，

11

军那边打起来就好办了。 ”

在他的指挥下，起义军同敌人展开殊
死搏斗，钳制住敌军，有力地配合了
主力军的进攻，最终夺取会昌。

9

月
20

日， 起义军进至三河
坝，前委决定分兵应敌，朱德率

9

军
教导团和

11

军
25

师计
4000

余人，

驻守三河坝一带殿后， 监视梅县方
面的敌人，以策应主力进攻。朱德指
挥起义军血战

3

天
3

夜， 击退钱大
钧部三次强渡与偷渡。

经受严峻考验， 高擎理想
信念火炬，竭力保留中国革命
的火种

朱德率部队从三河坝撤出后，

遇到了从潮汕前线溃败下来的
200

余人，得知了起义军主力已经失利。

当时处境极端险恶：敌人方面，密集
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军队
多达

5

个师
4

万余人，气势汹汹，企
图消灭起义军。 而朱德余部是几路
起义部队短时间会合起来的， 加上
与前委失去联系， 面临着瓦解崩溃
的危险。

危急时刻，朱德果断作出决定，

在广东饶平茂芝全德学校召开了领
导干部会议，深刻分析严峻形势，指
出跳出重围保存力量就是胜利。 会
议否决了少数人解散队伍的提议

,

作出“隐蔽北上
,

穿山西进，直奔湘
南”的战略决策。

在千里转战过程中， 由于条件
艰苦，人困马乏，伤病不断，行至江
西赣州天心圩时， 许多重要将领离
开了部队。 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
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 政治干部
仅剩下陈毅， 部队又一次面临解体
危机。 朱德再一次站出来召开了军
人大会， 他恳切地对大家说

:

“大家
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
军也失败了

!

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
的。 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
命的可以回家

!

”他还说道：“

1927

年
的中国革命，好比

1905

年的俄国革
命。 俄国在

1905

年革命失败后，是
黑暗的， 但黑暗是暂时的， 到了
1917

年，革命终于成功了。 中国革
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
也是暂时的， 中国也会有个‘

1917

年’的。 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
法。”感受到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
火热赤诚，大部分人选择留了下来。

在留下的队伍中， 后来涌现出
数十位共和国将帅和高级指挥员，

可以说朱德以其对共产主义的坚定
信念，留住了宝贵的革命种子，保存
了一大批对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大
贡献的人才。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探索
适合现实斗争需要的战略战术

天心圩整顿后，朱德、陈毅等又
领导起义部队进行了大庾整编和上
堡整训。这就是著名的“赣南三整”。

朱德在“三整”中把思想教育、组织
整顿和军事训练三者紧密地结合起
来， 为我党我军积累了极为重要的
经验。

朱德不懈探索着战胜敌人、保
存自己的战略战术。 起义部队攻打
会昌时，朱德对三师教导团团长侯
镜如率领的敢死队说

:

“你们都是
不怕死的中华健儿。 可是，今天我
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
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 你们要分
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
或插到敌人两翼， 向敌人打冷枪，

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
你们的任务。 ”

后来，起义军余部转战粤、闽、

湘、赣，在同敌人战斗的实践中，朱
德审时度势，根据地形、敌我力量对
比、 我军的作战能力和任务以及条
件形势的变化， 灵活地运用多种形
式作战，探索了打游击的各种战法，

为后来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保
卫积累了宝贵的军事经验。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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