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过热闹非凡的湖南省

宜章县星火广场，一座清代风
格的院落出现在眼前 ， 这就
是宜章年关暴动指挥部旧

址。 在指挥部旧址附近的纪
念馆进门处 ，朱德 、陈毅 、王
尔琢 、胡少海全身雕塑栩栩
如生。 宜章县史志办原主任
吴绪斌介绍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 ，
朱德 、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
余部 ２０００ 多人，从粤北转至
湘南宜章县境 。 为减少伤
亡 ，确保暴动成功 ，朱德 、陈
毅制定了智取宜章县城计

划 ，而胡少海为此起到了关
键性作用。

胡少海，１８９８ 年生，湖南
宜章人， 中国工农红军高级
指挥员。 早年考入广东乐昌
中学读书 ， 接受进步思想 ，
对其父兄勒索百姓 、欺压外
族的行径十分愤慨 ，毅然离
开地 主 家 庭 ， 弃 学 从 军 。
１９２１ 年入嘉禾民军 ，后升至
连长。 １９２３ 年所在部队被编
为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直

辖独立旅 ，任营长 ，参加了
南征邓本殷 、东征陈炯明的
战役。 １９２６ 年任国民革命军
第 ６ 军营长 、团长 ，参加了
北伐战争攻克武昌等战役

战斗。
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后 ，

胡少海联络一批湘南籍士

兵潜入湘粤边界活动 ，与共
产党员高静山等人取得联

系 ，使队伍成为党领导下的
一支红色武装力量。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 ，得知朱德 、陈毅率领南

昌起义的队伍转战到粤北 ，
立即赴乳源杨家寨子与朱 、
陈会面 ，共同商议了暴动计
划 。 随即受朱德派遣 ，以国
民革命军第 １６ 军 ４７ 师 １４０
团副团长名义 ，率两个连开
进宜章县城 ，取得了智取宜
章的胜利 。 在此期间 ，他加
入中国共产党。 起义后任工
农革命军第 １ 师 ３ 团团长 、
第 ３ 师师长。 胡少海指挥所
部取得长冈岭 、大黄家村等
战斗的胜利。 同年 ５ 月随朱
德 、陈毅到井冈山后 ，任中
国工农红军第 ４ 军第 ２９ 团
团长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
员 ，参加了开辟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的斗争。 １９２９ 年随红
四军出击赣南 、闽西 ，任第 ２
纵队纵队长 （也称司令员 ）、
４ 纵队纵队长 ， 参加了大柏
地 、 长汀和三战龙岩等战
斗 。 同年 １２ 月参加了古田
会议。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胡少海在
闽西任红 ２１ 军军长 ， 率部
在龙岩东北地区肃清反动

武装和土匪 ，巩固了苏维埃
政权 。 ８ 月在漳平永福圩侦
察敌情时不幸壮烈牺牲 ，时
年 ３２ 岁。

今年 ３ 月，为纪念湘南起
义爆发 ９０ 周年、 传承红色基
因，宜章县编纂出版了《红军
名将胡少海》一书，用长篇传
记文学形式，展现了红军将领
胡少海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

者的一生。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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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乾五 ，１８８６ 年出生在陕西平
利的八仙镇，历任“建国陆海军大元
帅府铁甲车队”党代表，国民革命军
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党代表，中共湖
南省军委书记等， 为建立巩固广东
革命根据地， 为北伐战争和南昌起
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是无产
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早
期优秀党员， 人民军队创建初期的
高级政治工作干部。

１９１１ 年，廖乾五在二哥、同盟会
会员廖定三的资助下，在京师农业学
堂完成学业，后在北京农事试验场工
作。 １９２０ 年在同盟会会员湖北省军
政府交通部长熊晋槐家当家庭教师。
五四运动使廖乾五的政治生活发生

了重大转折。 １９２１年 ８月，廖乾五经
早期共产党人包惠僧、 李汉俊介绍，
同施洋等人参加武汉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廖乾五早年曾参加反对袁世凯

复辟帝制和反对以段祺瑞为首的北

洋政府的斗争。 １９２３ 年参与领导京
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 １９２４ 年
初，他作为汉口特别区共产党代表，
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后任中共汉口地委委员。同年 １１
月，廖乾五在广州参与组建“建国陆
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任该队国
民党党代表、共产党小组长。 他在中
共两广区委负责人陈延年、 周恩来
的直接领导下， 在铁甲车队中建立
共产党的组织和革命的政治工作制

度，对全队官兵进行严格的军事、政
治训练， 充分发挥党小组的战斗堡
垒作用， 使铁甲车队成为我党最早
掌握的一支正规革命武装。 这期间，
他曾与队长徐成章等率部进行支援

广宁农民运动的作战， 参加平定军
阀杨希闵、 刘震寰叛乱和省港大罢
工中封锁香港的沙鱼涌战斗。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以铁甲车队为基
础， 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
（北伐前夕改称第四军独立团 ）成
立， 廖乾五升任第十二师政治部主
任，１９２６ 年任第四军党代表兼政治
部代主任、主任。 他率部参加了北伐
战争，转战湘、鄂、赣 、豫诸省 ，参与
指挥攻占平江 、汀泗桥 、贺胜桥 、武

昌、马回岭、九江等战斗。 第 ４ 军在
北伐战争中征程万里，能攻善战，所
向披靡，享有“铁军”的称号，这与廖
乾五领导的政治工作是密不可分

的。 他十分重视发挥党员的骨干作
用，注重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意
发动和组织民众。 时任中共中央军
委书记的周恩来曾这样评价他 ：北
伐军的许多政治部中， 以四军政治
部成绩最好。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４月 １５日， 廖乾五所在的国
民党第四军各级党部执监委员会议

召开，一致决议讨伐蒋介石。 ５月，张
发奎、廖乾五率队，以伤亡 １万余人的
巨大代价，经过上蔡、临颍战役，击溃
奉军在河南的主力，为东出潼关的冯
玉祥部占领郑州、开封铺平了道路。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下旬， 廖乾五奉命
赴九江参加武装起义准备工作 ，不
久参加南昌起义， 协助叶挺指挥部
队行动， 起义后任革命委员会总政
治部秘书长、宣传委员会委员、第 ２０
军党代表。 南下途中和周逸群共同
介绍第 ２０ 军军长贺龙加入中国共
产党。 同年 １０ 月经香港到上海，在
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

１９３０ 年夏， 廖乾五任中共湖南
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兵运工作，任职
不久就被国民党湖南当局秘密逮

捕。 他坚贞不屈，绝口不谈党的任何
机密。 敌人惧于他的威望和声誉，不
敢公开审讯。 同年 ９ 月 ３ 日他被秘
密杀害于长沙，时年 ４４ 岁。

廖乾五牺牲时未留下任何后

代，他的一生 ，文能提笔安天下 ，武
能上马定乾坤。 １９９７ 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在平利县
中学塑建廖乾五纪念像。 在陕西省
平利县烈士陵园， 也矗立着一座廖
乾五的雕像，昭彰着他的丰功伟绩，
供后人瞻仰和缅怀， 纪念他为中国
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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