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爷爷的英雄事迹一直影响着
我，他是我们的骄傲，同时，我们也有
责任继承和发扬他的革命精神。 ”革
命烈士王泰吉的曾孙王争红说。

王泰吉，１９０６ 年生， 陕西省临
潼县北田镇（现为西安市临潼区北
田街道）尖角村人。 １９２４ 年 ５ 月考
入广州黄埔军校第 １ 期，离开西安
前曾吟诗怀志：“七尺男儿汉，足立
天地间 ； 满目不平事 ， 蹈覆待何
年？！ ”王泰吉到校不久便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同年冬，王泰吉被派到
驻河南开封的国民 ２ 军学兵营任
排长，他在所在连队组织党的外围
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进行革命
活动，参加成员 ４０ 余人。

１９２６ 年王泰吉转入陕军甄寿
珊部教导团任营长 ， 从事兵运工
作，并介绍在该营任班长的胞弟王
泰诚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８ 年春，王泰吉率全营在陕
西麟游县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部
队， 包括学兵营所属的军官队、军
士队、 学生队以及营部等共约 ３００
人，枪支 １６０ 余支。 后在转战陕甘
边途中失败， 但王泰吉毫不气馁，
他悄悄途经西安时， 没有回家，只
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表达革命之志：
“男尝谓天下事，危然后安，勿图苟
安；乱则思治，勿图小治。 男以身贡
献社会，生死利害，在所不计。 ”

是年 ５ 月，王泰吉参与领导渭
华起义 ， 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
长。 他和唐澍、刘志丹等人一起领
导这支千余人的革命武装，与当地
的农民运动相结合 ，打土豪 、分粮
食 ， 协助地方党组织在东起少华
山、西到临潼县、北到渭北、南至秦
岭的 １００ 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建
立了红色政权。

起义再次失败后， 王泰吉只身
到河南南召县，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不久被捕，被押往南京。 虽与党组织
失去联系， 但并未动摇他的革命信
念，反动当局施以刑讯折磨，他也毫
不屈服， 并在狱中写诗明志：“南京
被押己巳年，蚤虱围攻何足怜。 翻身
消灭尔丑类， 革命精神炼愈坚”“三
尺榻上不容睡，五步室内寄余身，狂
吟将伯君勿躁，独对铁窗思好音。 ”

１９３０ 年王泰吉经杨虎城保释
出狱， 在杨部任第十七师补充旅副
旅长兼参谋长 。 １９３１ 年后任西安
“绥靖”公署新兵训练处长、骑兵团
团长等职。

１９３３ 年，王泰吉的骑兵团移驻
至陕西耀县后， 他找到老同学何寓
础，帮助自己寻找党的组织，并向党
组织汇报率领全团起义的想法。 ７
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王泰吉
率骑兵团 ２０００ 余人在耀县起义，成
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任总司令，
并恢复党组织关系。 后在三原以北
战斗失利，率余部撤往照金，与习仲
勋、李妙斋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 ８
月， 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
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 率部智取张
洪镇，夜袭合水城，在毛家沟门战斗
中以少胜多，使部队转危为安，粉碎
了敌军的“围剿”。

同年 １１ 月，陕甘边特委、临时
总指挥部党委决定， 将所属部队改
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２６ 军第 ４２
师，王泰吉任师长，率部开辟以南梁
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１９３４年 １月， 为了扩大革命武
装力量，王泰吉主动要求去豫陕边做
兵运工作，途经陕西淳化通润镇时被
捕。 被关押期间，任凭敌人软硬兼施，
威逼利诱，王泰吉都未失共产党员的
气节，还在拘留室的墙壁上留下了豪
气干云的诗句：“几经奋起几颠沛，愧
无良平智量深， 引颈辞世诚快事，瞑
目庆祝红旗飞。 ”王泰吉在知道自己
将不久于人世后，恳切地对杨虎城部
队旧友们说，希望十七路军能为全国
的团结抗日事业出力。３月 ３日，王泰
吉被秘密杀害于西安西华门 “绥靖”
公署军法处的大院内，年仅 ２８岁。

１９５１ 年，党和人民政府在西安
革命公园为王泰吉烈士修建了纪

念亭和纪念塔 ， 供后人瞻仰和纪
念。 ２０１２ 年，在王泰吉的家乡北田
街道尖角村，王泰吉烈士墓被命名
为西安市党史教育基地。 ２０１３ 年，
为了缅怀英雄，尖角村村委会修建
了王泰吉烈士广场。 ２０１５ 年，这里
被命名为临潼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每年都有许多青少年来此学习
革命传统。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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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安

化街的旷继勋烈士故居， 来自全
国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在这
里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

旷继勋 ，原名大勋 ，号集成 ，
出生于思南县大河坝区桂花乡庙

塘湾，兄弟姊妹共 ７ 个，旷继勋排
行老三。 １９１４ 年，旷继勋与邵家桥
邓家二女儿邓白玉结为夫妻。

旷继勋早年随友人入川参加

反对清政府的保路同志军， 投身
民主革命。 他机智勇敢， 武艺高
强，连立战功，由“下等兵”提升为
排长、连长、营长。 受五四运动后
反帝爱国思潮的影响， 旷继勋革
命思想开始萌芽。 １９２５ 年，旷部编
入邓锡侯的江防军，旷继勋任第 ７
混成旅第 ２ 团团长。

１９２５ 年冬， 旷继勋和王文鼎
发起成立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
四川分会”，并派人赴广东与中共
党组织接头，得到党的支持。 １９２６
年底由秦青川、王文鼎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８ 年冬任第 ７ 混
成旅代旅长。

１９２９年 ６月，旷继勋带领全旅
在蓬溪起义，竖起“中国工农红军
四川第一路军”的大旗，并建立起
四川第一个红色政权———蓬溪县

苏维埃政府。 起义失败后，当年秋，
旷继勋被党组织安排到中央军委

特科， 在上海参加清除叛徒的工
作。 后赴湖北做兵运工作，带领被
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军 ３ 个连到洪
湖地区加入中国工农红军。１９３０年
春任红六军军长，参与开辟洪湖苏
区。 此后，旷继勋调赴鄂豫皖苏区，
任红四军军长。 这一时期，是旷继
勋军事生涯的一个辉煌时期，他率
领红军创造了许多成功战例。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 旷继勋在鄂豫
皖苏区指挥了第一场战斗———
“磨角楼战斗”。 战斗中，他带领部
队顽强冲杀，经三天苦战，终于攻

下磨角楼， 歼敌 ５００ 余人， 缴枪
１０００ 余支， 拔掉了鄂东北苏区与
皖西苏区之间的一颗 “钉子”。 ２
月，旷继勋指挥部队攻打战略要地
新集，运用坑道爆破的方法把城墙
炸开，一举攻占新集。从此，鄂豫皖
根据地连成一片。 ３ 月，旷继勋率
领红四军打响“双桥镇战斗”，仅用
７ 个小时歼灭敌人 １ 个师，取得空
前大捷。 旷继勋等指挥红四军主
力， 在全区军民的大力支援下，粉
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１９３１年 4月，旷继勋任鄂豫皖
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后调
任红 １３师师长。 １０月，在皖西组建
红二十五军，任军长。 １１月，红四方
面军成立，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
军，旷继勋继续担任红二十五军军
长。 率部参加商潢、苏家埠等战役，
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进一步
扩大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旷继勋调任红
四方面军第 １２ 师师长 ，１２ 月 ，任
红 １０ 师代理师长。 后调红四方面
军总部工作，率部参加了开辟川陕
苏区和反三路围攻等战役。后任川
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通江县
军事指挥长等职，领导和主持川陕
省的各项工作。

他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军事指

导方针，严厉批评张国焘的家长制
作风等问题， 张国焘心生恨意，伺
机报复。 １９３３ 年，张国焘诬陷旷继
勋与反动军阀秘密勾结，以“国民
党改组派”“右派”的罪名逮捕旷继
勋，并于 ６ 月将旷继勋秘密杀害于
四川通江县洪口场。

旷继勋烈士故居解说员苏达

莉说，作为旷继勋的家乡人，每次
为参观者讲解他的革命事迹都倍

感自豪。一代红军“虎将”虽英年早
逝，但他理想信念的火种播撒在家
乡的土地上， 至今仍广为流传、生
生不息。 （据新华社）

王泰吉 （资料照片）旷继勋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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