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湖南醴陵，有一个人被誉为
红军的一柄利剑 ， 有着血染的风
采，他就是钟纬剑。

钟纬剑，１９０７ 年 ５ 月生于醴陵
县桃花乡 （今醴陵市官庄镇 ）沙田
村一个农民家庭， 又名钟维剑、钟
继连、钟文。 １９２２ 年，钟纬剑进入长
沙长郡中学读书，曾与曾三等进步
学生组织“新雷声社”。 １９２５ 年，参
与领导爱国学生运动，同年秋入黄
埔军校步兵科学习，其间加入中国
共产党。 １９２６ 年秋毕业，分配到国
民革命军第 ６ 军 １７ 师， 先后任连
政治指导员、连长、副团长等职，参
加北伐战争中三克南昌、强攻南京
的战斗。

大革命失败后 ， 钟纬剑到武
汉，从事兵运工作。 他从国民党军
内秘密搞了一部分枪支，弄到一条
帆船，夜里驶离武汉，沿江而上，在
湖南华容与贺龙接上联系，随贺龙
前往湘西桑植。 １９２８ 年 ３ 月参加桑
植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４ 军
军部参谋。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被党组织派
往日本， 入东京士官学校学习，后
转早稻田大学攻读社会科学，积极
参加中共旅日特别支部的活动。

在日期间，钟纬剑遭到日警逮
捕 ，被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 ，但依
然将生死置之度外，坚不吐实。１９３０
年 ４月， 带着满身伤痕和满腔革命
热情，钟纬剑回到上海。面对白色恐
怖， 钟纬剑对妻子说：“共产党人的
意志向来就不会改变， 只有革命才
有生路，即使我牺牲了，革命总是要
成功的。 ”随后，钟纬剑与妻子搬进
法租界， 在一家书社以翻译书籍做
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１９３２ 年 ３ 月，正值中央革命根
据地反“围剿”时期，钟纬剑主动请
缨 ， 告别了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女
儿，奔赴中央苏区。 历任中央军事
政治学校战术教员、上级干部队队

长，第 ５、第 ６ 期步兵团团长，红军
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等职。他军
事素质好，计划周密，讲课细致，受
到学员的好评， 为红军培养了大批
军政干部。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钟纬剑参加长
征，任红军干部团参谋长、第 １ 野战
纵队参谋长、中央军委纵队参谋长。
湘桂边界山区的越城岭 （别名老山
界）海拔 ２０００ 多米，是中央红军长
征路上遇到的第一座高山。 叶剑英
和钟纬剑率部来到这里， 在通过龙
胜山区时，遇上敌机轰炸，司令员叶
剑英不幸负伤， 纵队的指挥任务几
乎全落到钟纬剑身上。 他凭着智慧
和毅力，率领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
终于走出了老山界。

１９３５ 年初部队缩编，钟纬剑任
红 ３ 军团第 ５ 师参谋长、 红 ３ 军团
第 １０ 团参谋长。同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
遵义战役中的老鸦山战斗中，红 １０
团担负守卫主峰阵地任务。 敌人的
炮弹纵横交加，老鸦山硝烟弥漫，乱
石横飞，敌人像蚁群般爬上山来。红
１０ 团全体指战员以视死如归的气
魄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 战斗持续
了五六个小时，仍成胶着状态。

激战中，红军弹药接济不上。生
死关头， 钟纬剑身先士卒， 跨出战
壕，扑向敌群。 在他的率领下，战士
们气势磅礴地冲出战壕， 与敌人拼
刺刀，正面搏杀。 敌人节节败退，正
在红军乘胜追击之时， 猛烈的炮火
再一次轰炸了老鸦山。 钟纬剑腹部
中弹，由于失血过多，再也没能醒过
来。 ２８ 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停留在
了老鸦山上。

如今，钟纬剑的家乡醴陵，已将
他的英雄事迹编入 《醴陵历代名人
录》丛书，并通过当地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新华书店、五彩书吧向市民免
费发放， 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位革命
先驱血染的风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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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柏台烈士是中华苏维埃
第一部红色宪法起草者， 也是红
色政权的反腐先驱， 他的事迹在
新昌老百姓中广为流传， 他的精
神鼓舞着家乡干部群众不断奋

进。 ”浙江新昌县新林乡纪委书记
柴昊钢说。

梁柏台 ，１８９９ 年 ９ 月生于浙
江新昌新林乡查林村 ，１９１８ 年考
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科 ，
１９２０ 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是我国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１９２１ 年，梁柏台和刘少奇、任
弼时等人先后赴苏联 ，１９２２ 年进
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同年底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１９２４ 年毕业后， 梁柏台被分
配到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
工作。 １９２７ 年底，梁柏台调任伯力
（今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华工指导
员， 负责远东的华工工作和中国
共产党的工作。 后被派往伯力省
法院担任审判员， 从事革命法律
研究和司法工作。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 新生的苏维埃
政权迫切需要自己的法律人才 ，
肩负这一重任， 梁柏台秘密回国
参加国内革命斗争，９ 月到达中央
革命根据地。

同年 １１ 月 ７ 日，中华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

召开，梁柏台出席大会，当选大会
主席团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 大
会通过了梁柏台参与起草的 《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成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制定的

第一部红色宪法。
大会前后，梁柏台还参与起草

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
和《苏维埃政府组织法》等法令。

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梁
柏台一直从事临时政府的司法工

作。 他和何叔衡等一起，开展了创
立苏维埃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的

工作，先后历任临时政府司法人民
委员部副部长、内务部副部长和代
理部长、 临时最高法院法庭委员、

临时检察长、司法人民委员等职。
在临时政府成立的短短两年

多时间里，梁柏台组织制定了《革
命法庭条例》《革命法庭的工作大
纲》《看守所章程》和《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司法程序》 等 １０ 多部法律
法规，为苏维埃政权的法制化建设
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梁柏台还亲自参与审理
案件，并多次参加重大反腐案件审
判。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临时最高法庭对
瑞金裁判谢步升死刑上诉案开庭

复审，梁柏台担任主审，这是苏维
埃临时政府成立后惩办的第一个

贪污案件，在苏区引起强烈震动。
１９３４年 ３月，梁柏台以最高特

别法庭临时检察长职务担任公诉

人，指控熊仙璧贪污渎职一案，此案
被称为“红色中华反贪第一大案”，
董必武担任主审，毛泽东、张闻天、
项英、刘少奇等人都参加了旁听。

此外，梁柏台还先后担任《红
色中华》代理主笔、苏维埃大学委
员会委员、中央审计委员等职。 他
的工作涉及司法、 检察、 民政、邮
电、交通、卫生、教育、宣传和财政
等方面，为红色政权建设做出了重
要贡献。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中央红军主力
长征。梁柏台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
争，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

任（陈毅为主任）。他领导军民坚壁
清野、安置伤员、解决部队给养，妥
善处理了大批文件资料。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在突围中梁柏
台不幸负伤被捕，不久被敌“铲共
团”在江西大余杀害，时年 ３６ 岁。

１９９１ 年以来， 新昌县委县政
府先后修建了梁柏台烈士纪念碑

亭、梁柏台大桥、梁柏台故居和梁
柏台雕像， 供后人瞻仰纪念。 其
中， 梁柏台故居被列入新昌县文
保单位 、绍兴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和浙

江省青少年法制教

育基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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