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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五、南昌起义升起的 6颗少将之星

1955 年我军首次授予 802 人少
将军衔 ， 后来又补授和晋升一批少
将 ，开国少将共计 1360 人 ，其中有
6 人参加了南昌起义 ， 分别是袁也
烈 、李逸民 、张树才 、王云霖 、周文
在 、廖运周 。

袁也烈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 他南昌起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 24 师 72
团 3 营营长。

1924 年， 袁也烈考入桂军军官学
校。1925 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他任黄埔军校
政治部干事，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
团连长，第十一军 24 师 72 团营长，参
加了北伐战争。1927 年 7 月，袁也烈奉
叶挺命令，率 3 营开赴南昌，带兵驻守
在南昌城东门外。7 月 30 日下午，袁也
烈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 24 师营以上
干部会议。

7 月 31 日，为弄清敌人兵力部署，
袁也烈只身一人化装来到附近侦察敌

情， 发现敌军武器精良， 兵力两倍于
我，认为敌我力量悬殊，不能硬拼，只
能智取。 于是，他命令部队故意在东门
外露天宿营，随意堆放行李和枪支，官
兵假装纪律松弛，疲惫不堪，以麻痹巡
查的敌军。 深夜，袁也烈命令战士们悄
悄地打好绑腿，扎紧皮带，左臂缠上作
为识别用的白毛巾。

8 月 1 日凌晨 ，袁也烈率领部队
冲进敌军营房 ， 经过两小时的英勇
冲杀 ，全歼了朱培德部的一个团 ，胜
利完成起义总指挥部交给的任务 。
之后 ， 袁也烈命令战士在东门一线
设置掩体和路障，以防敌军逃窜。 忽
然 ，一个 40 多岁穿国民党军装的军
官骑马过来 ， 袁也烈厉声喝道 ：“站
住 ！ ”那军官刚翻身下马 ，就被袁也
烈和战士们下了枪 ，押进营房看管 ，
并向指挥部报告。 不一会儿，副官慌
忙跑来报告 ，说周恩来告诉他 ，被抓
的人是大名鼎鼎的朱德 。 袁也烈吃
了一惊，连忙跑去“请罪”。 朱德哈哈
大笑 ， 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夸奖说 ：
“你警惕性还蛮高的嘛！ ”

红军时期，袁也烈曾任中国工农
红军第八军第一纵队队长、红七军 20
师 59 团团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 曾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
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
谋长等职。

李逸民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他南昌起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任
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 24 师 72 团政治
指导员。

1925 年 ，李逸民在上海参加 “五
卅 ”运动后 ，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
治大队 ，在参加第二次东征中 ，由军
校政治部主任熊雄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26 年毕业，留校任政治部宣
传干事 ，编辑 《黄埔日刊 》，1927 年任
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 24 师教导大队

政治指导员。
8 月 1 日， 李逸民率领教导大队

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李逸民
撤出南昌，辗转多日，在上海找到中共
地下党组织，并临危受命，担任中共江
苏省委兵运委员会委员， 在李富春的
领导下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 1928 年
春，李逸民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引
渡给国民党反动当局， 最后被判处无
期徒刑。

1937 年秋 ， 李逸民被党营救出
狱 ，转辗到了延安 ，曾任中央情报部
一局局长、陕北公学副校长等职。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曾任 《解放军
报》总编辑、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总
参谋部顾问等职。

张树才 1961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他南昌起义时任第二十军教导团特务

三连勤务兵。
张树才自幼家贫，10 岁到武汉纱

厂当学徒工。 1925 年国民革命军到达
武汉，纱厂成立工会组织，张树才的表
姐夫李宪亭是中共地下党员， 受其影
响，他参加了工会童子团。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 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
二十军在汉口招兵， 张树才和纱厂 20
多个童子团成员参加了二十军， 被编
在教导团特务三连当勤务兵。

张树才参加南昌起义时， 年仅 13
岁。 8 月 1 日凌晨，南昌起义的战斗打
响了。 张树才第一次参加战斗，既不会
打枪也没有作战经验， 只好跟着老兵
后面跑，老兵卧倒他趴下，老兵跃起，
他也爬起来赶紧跑。

8 月 5 日起义军撤出南昌，开始了
艰苦的南下作战。 身体瘦小的张树才
被连长留在身边当勤务兵， 后又改派
到教导团卫生队当勤务兵。

部队一路南征至广东的潮州 ，又
与敌刘岳部展开激战 。 战斗非常惨
烈 ，一直进行了 3 天 ，由于起义军连
续行军 ，受饥饿 、疾病困扰 ，减员很
大 ， 所以部队一直败到江北才站住
脚。 卫生队在抢救伤员中走散了，张
树才在寻找部队途中被一具尸体绊

倒，他起身无意中看到竟是表姐夫李
宪亭，顿时悲痛欲绝。

张树才强忍着眼泪 ， 掩埋了表
姐夫的遗体 ， 又背起背包随大部队
向福建进军 ，经过半个月的行军 ，终
于与朱德率领的第四军 25 师会合 。
大庾整编时 ， 张树才被编入第五纵
队一大队当勤务兵 。 1928 年 1 月 ，
张树才参加了湘南起义 ，4 月跟随
朱德 、 陈毅走上井冈山 。 1929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 。

红军时期 ， 张树才曾任红四军
教导团政治委员 、军委后方政治部
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主任等职 。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曾任湖北省
军区政治委员 、武汉军区后勤部政
治委员等职 。

王云霖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他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25
师 73 团看护。

王云霖年幼时读过私塾， 曾在制
秤行当学徒 ，1926 年参加国民革命
军，在北伐军叶挺独立团任医务看护。

1927 年 8 月 1 日，王云霖随部参加南
昌起义，起义军撤离南昌时，跟随朱德
带领的部队转战广东、湖南等地，参加
了三河坝战役。

朱德率部留守三河坝失利后，部
队思想混乱，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失望，
出现许多逃兵，有的甚至成班、成排、
成连地离队， 连一些高级军官也相继
离去。 当队伍到达赣粤边境的大庾镇
时，只剩下 800 人左右。 在革命生死存
亡的关键时刻，朱德说：“要走的就走，
要革命的跟我来。 ”王云霖革命意志坚
定，坚定不移地留了下来。 他随朱德参
加了湘南起义，直至走上井冈山，与毛
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1928
年，王云霖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时期，王云霖曾任红四军后
方医院院长、红一方面军第二兵站医
院院长等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曾任华北军区补训兵团卫生部部
长、华北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
生部部长等职。

廖运周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 他南昌起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任国民革命第四军 25 师 75 团团
部参谋、连长。

廖运周在南昌起义后进入国民

党军队 ，淮海战役时率部起义 ，是我
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潜伏将军”。

1926 年 ， 廖运周河南中州大学
肄业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 ，
后随炮科迁移至武汉 。 在武汉军校
学习期间 ， 由中共著名兵运专家靖
任秋介绍 ， 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27
年 7 月 ，从黄埔军校炮科毕业后 ，被
派到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炮兵

团任少尉见习排长 。
8 月 1 日，南昌起义爆发，廖运周

任第四军 25 师 75 团团部上尉参谋兼
警卫连连长， 带领起义战士在枪林弹
雨中奋勇拼杀。

起义军南下潮汕失利后 ，廖运
周辗转上海 、 南京等地后返回家
乡 。 第二年 ， 受中共中央军委指
派 ，到皖北寿县筹办学兵团 ，任国
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学兵团中尉

教育副官 ， 后学兵团因故解散 ，又
回到廖家湾 ，建立了党支部 ，并发
动 “六六 ”雇工罢工 ，参加了阜阳 、
正阳关武装起义 。 同年 ，出任国民
党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参谋处上

尉参谋 ，12 月调任第 96 师参谋处
上尉参谋 。

当时 ， 中央顺直省委军委书记
张兆丰领导该部秘密党组织 ，廖运
周是主要成员之一 ，他们曾策动安
庆兵变 ，通电讨蒋 。 此后 ，廖运周历
任连长 、营长 、团长等职 。 抗战爆发
后 ， 率第 110 师 656 团参加了台儿
庄会战 ，在战斗中身先士卒 ，屡立
战功 ，直至升任国民党第 110 师少
将师长 。

淮海战役期间，经刘伯承、陈毅、
邓小平批准， 廖运周率 110 师师部和
两个团 5000 人成功起义，为人民解放
军全歼黄维兵团和淮海战役的胜利发

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 廖运周先后担任沈阳炮兵学校校

长兼党委副书记、 祖国统一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后任党组副书记）、黄埔军
校同学会理事等职。

周文在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南昌起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
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学兵营一

连政治指导员。
周文在学生时期在上海参加 “五

卅” 运动，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26 年夏考入黄埔军校，因第五期满
额被编入了正在招生的第六期。 周文
在到了黄埔军校后， 联系了几个共产
党员，谨慎地开展了团结左派、孤立右
派的工作，受到多数同学的拥护。1927
年 3 月， 周文在所在连队奉命从驻地
燕圹开往黄埔军校本部， 看守暗杀廖
仲恺的有关嫌疑犯。“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后， 周文在突然受到黄埔要塞司
令部的传讯，紧急情况下，他悄悄地离
开营房，乘轮船到达上海，之后辗转回
到家乡常熟，不久又到达汉口。

1927 年 5 月，周文在和常熟党组
织接上关系后，进了常熟《国民日报》
社担任编辑工作。6 月初，周文在由共
产党中央军部正式分配到贺龙部队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教导团 2 营 1
连任指导员。

教导团在 7 月 28 日 、29 日即被
紧急调防到离南昌五六里的顺仪门

附近的老营盘。 部队刚驻扎下来，党
内即秘密传达了举行暴动的命令 ，
教导团的任务是消灭第九军金汉鼎

的一个主力团。
8 月 1 日凌晨 2 时， 南昌城上空

响起三声清脆的枪响， 周文在带领 2
营 1 连战士出其不意地翻墙奇袭敌
人。 刚被枪声惊醒的敌人丝毫没有防
备，顿时惊慌失措，乱成一团。 战斗不
到半小时 ， 除了少数抵抗者被击毙
外，其余的全部投降。

之后， 周文在率领一连支援了兄
弟部队，直到将敌人全部消灭。

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退到广
东汕头 ，周文在所在部队被打散 ，辗
转返回故乡 ， 在常熟和上海等地开
展党的地下工作。 1935 年 2 月，周文
在被捕入狱， 直到 1937 年第二次国
共合作时才被释放 。 在地下斗争年
代里 ，周文在先后四次被敌人抓捕 ，
面对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 ， 他坚贞
不屈，视死如归。

抗日战争爆发后 ， 周文在受党
的派遣 ， 在阳澄湖畔的抗日队伍
“第六梯团 ” 担任政治部主任 。 之
后 ，曾任苏北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
长 、第十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
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曾任
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福建省军
区副政治委员等职 。

在建军 91 周年来临的历史时
刻 ， 当年参加南昌起义的开国元
帅 、大将 、上将 、中将和少将都已离
去 ，但他们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
在共和国的史册上 ，永远铭记在亿
万华夏儿女的心中 ，激励着我们为
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而不

懈奋斗 。
（完）

卓越功勋 璀璨将星
———八一南昌起义走出的 26位共和国将帅

焦予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