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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仲权镇竹元村，修林密竹
中掩映着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四合院：小青瓦、桩板墙，
透过历史的烟尘，无声地诉说着一段尘封的往事。 秋收
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烈士当年就出生在这里，至今仍有不
少人前来寻觅英雄的足迹。

卢德铭，字邦鼎，又名继雄，１９０５ 年 ６ 月 ９ 日出生。
少年时期受五四运动影响，阅读了《新青年 》等进步书
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４ 年 ２ 月，卢德铭持李筱亭
（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秘书）的信函拜见孙中山，经孙中
山面试、推荐，被黄埔军校破格录取。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
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５ 年 ２ 月，卢德铭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
役，任学生军侦察队长。 同年 ６ 月毕业留校，在政治部组
织科当科员。１９２５ 年 １１ 月，调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
立团任第二营第四连连长。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独立团担任北
伐军先锋，从广东省肇庆出发，挺进湖南。６ 月初，卢德铭
率部坚守安仁县城以北的渌田镇， 不仅打垮了进攻之
敌，还主动发起反击，全歼残敌，受到叶挺的称赞。 在平
江、汀驷桥、贺胜桥等战斗中，卢德铭指挥果断，身先士
卒，屡建战功，晋升为第一营营长。 攻克武昌后，独立团
改编为第 ７３ 团，卢德铭任参谋长。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总指挥部在武昌
成立警卫团， 卢德铭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担任团长 。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１ 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的第一枪。 ８ 月 ２ 日，他率部开赴江西，未赶上南昌起
义，遂转移到江西修水与平江、浏阳农军会合。

９ 月， 卢德铭率警卫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
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 １ 军第 １ 师总指挥、中共湖
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委员。 起义受挫后，在 ９ 月 １９ 日的文
家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
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 卢德铭坚决支持毛泽
东的主张，认为再攻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一意
见，对于会议统一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会议经过激烈
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部队沿罗霄
山脉向南转移。

９ 月 ２５ 日拂晓，起义军从芦溪出发南进。 当行进到
山口岩时，后卫第 ３ 团遭到敌军伏击。 在这危急时刻，卢
德铭挺身而出，率领一个连的兵力前往增援。 他指挥部
队抢占制高点，用猛烈的火力还击敌人，同时指挥被打
散的第 ３ 团官兵迅速向前卫部队靠拢。 在这场恶战中，
卢德铭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 ２２ 岁。 对卢德铭
深为赏识的毛泽东听到噩耗时，痛惜不已，他悲愤地大
呼：“还我卢德铭！ ”

卢德铭已经牺牲 ９０ 余年， 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这
位为中国革命和军队建立发展做出过贡献的革命英烈。
如今，烈士家乡仲权镇建有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卢
德铭烈士事迹陈列室和卢德铭烈士纪念馆，原貌保护卢
德铭故居的部分房屋。 全区还集中实施了征集德铭精神
表述语和诗文原创歌词、重走革命路等“九个一”系列活
动，“德行兼备、铭记使命”的卢德铭精神在自流井大地
得以弘扬和传承。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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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野畴，１８９８ 年 ３ 月出生于陕西兴平一户农家。 幼年在本村私
塾读书，１９１２ 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１９１７ 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１９１９ 年参加五四运动。 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他开始学习马
克思列宁主义。

１９２０ 年，魏野畴参与发起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 ，并创办 《秦
钟》月刊，以“唤起陕人之自觉心”。 同年冬魏野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

１９２１ 年，魏野畴撰写了《中国近世史》一书，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释中国近代历史。 同年夏，魏野畴毕业回到陕
西，任教于华县。 任教期间，他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向学生介
绍《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

１９２２ 年魏野畴再次来到北京， 参与组织陕西旅京学生进步团体
共进社，出版《共进》半月刊，任负责人，同时为《共进》撰稿。

１９２３ 年初经李大钊介绍，魏野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春，应邀
到榆林任教，在青年学生中广泛进行革命宣传。 魏野畴在华县和榆林
任教期间，影响和培养了刘志丹、吉国桢、潘自力、高克林、阎揆要、王
子宜等一批进步青年和学生，使他们纷纷走上革命道路，先后加入中
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优秀干部和红军的骨干。

１９２４ 年夏，魏野畴参与建立了西安市第一个青年团支部。
１９２５ 年，魏野畴在西安先后领导了驱逐军阀吴新田和反对教育

界封建顽固势力的群众运动。 同年秋，魏野畴参与组建共青团西安特
别支部，担任特别支部委员；后参加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筹建工作。 在
此期间，他创办了《西安评论》，成为当时陕西宣传革命思想、促进革
命运动发展的重要阵地，被誉为陕西“革命舆论的唯一指导者”。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国民联军驻陕司令部在西安成立，魏野畴任政治部
副部长。 ２ 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魏野畴任委员，负责区委宣
传工作。 ７ 月，中共陕甘区委改为陕西省委，魏野畴任陕西省军委书
记。 此时，国民党四处悬赏通缉魏野畴，他在陕西已难以立足，省委同
意他接受杨虎城的邀请，前往河南展开工作。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蒋介石派人打入杨虎城部活动，威逼其逮捕魏野畴
等共产党员，遭到杨虎城拒绝。 ２ 月 ９ 日，魏野畴连夜召回 ７０ 多名党
员干部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在皖北举行武装起义、建立豫皖平原根
据地等决议，决定成立中共皖北临时特委，魏野畴任书记。

４ 月 ８ 日晚，阜阳起义因叛徒告密提前行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
战斗非常惨烈。 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下，魏野畴仅率百余人突出重围，
从阜阳转移到老集，但立足未稳又遭国民党部队包围。

魏野畴临危不惧，向敌人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其弃暗投明。 敌人
佯装谈判，将魏野畴等人抓了起来。 魏野畴与胡怀西趁深夜看守懈怠
之机，咬断身上的绳索撤退。 魏野畴考虑二人同时撤离目标太大，故
让胡怀西单独转移，寻找组织汇报情况，自己留下坚持斗争。 敌人发
现后恼羞成怒，于 ４ 月 １０ 日凌晨将年仅 ３０ 岁的魏野畴杀害。

为纪念魏野畴等烈士，永昭后人，当地政府在阜阳建立了革命烈
士纪念馆，在王官集建立了“四九”起义纪念馆，在太和县草寺集修建
了革命烈士墓和纪念碑， 成为干部群众学习和弘扬革命精神生动的
课堂。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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