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

年
9

月
16

日， 红
25

军在陕西省延川县永平
镇（今永坪）同陕甘红军会师。 图为会师时的情景（资
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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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
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
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
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
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
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
啊！ ”这是毛泽东同志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共中央为吴玉
章补办六十寿辰庆祝会上的
一段话。毛泽东指出：“我们的
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
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

１８７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吴玉
章出生于四川荣县，早年参加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
革命，

１９２５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

１９２７

年参加南昌起义。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吴玉章与董必
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
起，被誉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
“延安五老”。 新中国成立后吴
玉章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
职，为新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

巨大贡献。

吴玉章一生坚持革命，坚
持办教育，坚持“做好事”。 从
参加同盟会到解放战争，始终
战斗在革命第一线，历经旧民
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
期，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奋斗史
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年逾
８

旬的
吴玉章写下一首自励诗：“春蚕
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

一息尚存须努力， 留作青年好
范畴。 ”吴玉章是这么说的，也
是这么做的，把自己的一生，献
给了革命，献给了教育事业，真
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

在少年求学时代，吴玉章
就一心寻求救国兴邦真理，始
终为理想而奋斗。 他早年支持
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
动。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寻
求救国真理， 于

１９０３

年东渡
日本， 求学期间接受孙中山
“三民主义”，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胜利后， 南京临
时政府曾派人送给吴玉章一张
疆理局局长的委任状，被吴玉章
谢绝并说：“我们革命党不是为
了做官。 ”不久，受孙中山邀请，

吴玉章到总统府秘书处工作。

辛亥革命失败后，吴玉章
又赴法国留学，接触到马克思

列宁主义。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
１

日吴
玉章谈到在探寻救国救民革
命道路时曾说：“我入党时已
经

４７

岁，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条
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
的。 我从少年时代起就为国家
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

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到
一条光明大道。但是我找了将近
３０

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

直到
１０

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
到中国以后， 我才找到了真理，

踏上一条光明的大道。 ”

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后，吴
玉章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
生的信念更加坚定。

１９３８

年底
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蒋
介石对他说： 你是同盟会、国
民党的老前辈， 还是回到国民
党来吧。面对劝诱，吴玉章明确
表示：“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相
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
理， 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
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对于
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绝不会
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 ”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吴玉章在《共
产党改造了我的思想》一文中写
道：“我加入共产党以来，在学习
中，在革命实践中，自己觉得我
幼年学的好思想，更以马列主义
发扬了，巩固了；我错误的不正
确的思想，也逐渐洗掉了许多。 ”

四川省吴玉章研究会专家
李仕根在《纪念吴玉章笃行
马列主义》书中介绍，抗战胜
利后，吴玉章以中共代表团驻
渝联络代表和中共四川省委
书记的身份同国民党反动派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露他们
破坏团结、发动内战、实行法
西斯统治的本质，号召社会各
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要为
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
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吴玉章不仅一辈子革命，

还一辈子办教育，为中国的教育
事业，特别是新中国的高等教育
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１９１２

年，吴玉章倡导并组织留法俭学
会。

１９２２

年，吴玉章担任四川大
学前身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抗战时期，吴玉章先后担任鲁迅
艺术学院院长、新文字干部学校
校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 新中
国成立后，吴玉章又被任命为中
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

“你的事业，就是中国革命
和人类解放的事业， 这个伟大
的事业是一定会在全中国和全
世界胜利的。 ”正如

１９４０

年中
共中央在吴玉章六十寿辰庆祝
会上的祝词所言， 吴玉章一生
都在为有益于中国， 有益于人
类的事业而奋斗， 坚持做一辈
子好事。 （据新华网）

红25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部队
“我们红

２５

军是红军长
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部队，

为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
会师创造了条件。 ”

８３

年前
的伟大远征，是

１０２

岁的开
国少将詹大南最引以为豪
的人生经历之一。

作为当年红
２５

军副军
长徐海东的保卫员，原南京
军区副司令员詹大南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红

２５

军组
建于

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隶属红
四方面军。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红
２５

军第
７４

师分别编入方面
军各师， 红

７３

师跟随方面
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红

７５

师留在鄂豫皖边坚持斗争。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 中共鄂豫皖
省委决定将红

７５

师和红
９

军
２７

师合编， 重新组建红
２５

军，继续坚持大别山区的
革命斗争。

１９３４

年
８

月，中
央军委派粤赣军区红

２２

师
师长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

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了中革
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

红
２５

军主力要作战略转
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就这样， 红
２５

军踏上
了漫漫远征路。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翟清
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红
２５

军
约

３０００

名指战员，打着“中
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
遣队”的旗帜，在军长程子华、

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的
率领下，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
冲出发，开始了长征。

长征中， 红
２５

军经历
了一系列大仗恶仗，独树镇
战斗是红

２５

军长征初期的
关键性一仗。 “当时， 红

２５

军刚刚通过豫西地区，正向
河南省西部的伏牛山前
进。 ”詹大南说，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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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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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他从
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

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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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 徐海东副军长
率

２２３

团立即投入战斗，一
次次将歇斯底里的敌军顶
回去。 ”詹大南回忆，不知反
复了多少次，天黑后，军领
导决定连夜突围。

翟清华介绍， 在创建和
巩固鄂豫陕苏区的过程中，红
２５

军从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起，相继
取得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

袁家沟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
了敌人发动的两次“围剿”，部
队发展到

４０００

多人。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１７

日，红
２５

军攻占隆德，尔后翻越六
盘山，向东挺进。

２１

日，在泾
川县的四坡村与拦截之国
民党军

１

个团激战，将其全
歼。 战斗中，政治委员吴焕
先牺牲。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在
抗击了

３０

多个团敌人的围
追堵截之后，红

２５

军终于到
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 次日
同西北红军第

２６

、 第
２７

军
会师，结束长征。

后来，红军第
２５

、第
２６

、

第
２７

军合编为红军第
１５

军
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
任政治委员。 （据新华网）

“寻求救国安邦真理”

———吴玉章的革命故事

吴玉章同志
1941

年在延安时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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