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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昆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

员，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桂林市委党史
研究室专家黄利明说，周子昆出生于广西桂林，
是从桂林走出去的革命英烈， 他的英雄事迹至
今仍在激励后人。

周子昆 ，原名周维宽 ，字仲和 。 祖籍湖南 ，
1901 年出生于广西桂林一个中学教员家庭。 早
年曾参加五四运动。 1919 年在广西甲种工业学
校毕业后 ，入桂军刘震寰部当号兵 ，后任上士 、
事务长、排长。 1925 年 6 月投身革命，入孙中山
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任班长。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月任叶挺独立团 2 营
4 连排长。 1926 年随军北伐，参加了汀泗桥、贺
胜桥和攻克武昌等战役，曾任连长、第 4 军军官
教导大队大队长、营长。

1927 年 8 月，周子昆参加南昌起义 。 起义
军南下广东失败后，随朱德、陈毅等转战闽赣粤
湘边界。 1928 年初参加湘南起义 ，任工农革命
军第 1 师 28 团 1 营营长。 4 月到井冈山。 后历
任红 4 军教导队副队长、 红 6 军第 2 支队支队
长，红 1 军团第 3 军参谋长 、军长 ，红 5 军团参
谋长 、江西军区参谋长 、福建军区总指挥 、独立
22 师师长等职。 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
和赣州、 南雄水口等重要战役。 在中央苏区期
间，周子昆工作频繁变动 ，几上几下 ，但他一切
听从党的安排， 体现了共产党员的组织性和忠
诚于革命事业的高贵品德。

1934 年 10 月，周子昆参加长征。 先后任红
9 军团第 22 师师长、红 5 军团副参谋长 。 1935
年 6 月， 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和红四方
面军会师后， 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指挥
科科长、红军总司令部第 1 局局长 。 1937 年初
入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兼任队长。

1937 年 12 月，周子昆任新四军副参谋长 、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委员， 协助叶
挺、项英组建新四军 ，并参与组织部队向苏南 、
皖中 、皖东敌后挺进 ，建立抗日根据地 ，开展游
击战争。 1938 年 8 月兼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总队
长。他治军严格，重视司令部建设与部队的教育
和训练，亲自编写教材和授课，对提高部队战斗
力做出了贡献。

1941 年初皖南事变后，3 月 13 日， 周子昆
在泾县茂林蜜蜂洞被叛徒杀害 ， 时年 40 岁 。
1955 年 6 月，遗骸移葬于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
陵园。

桂林市秀峰区丽君街道党工委书记司俊红

说 ，今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 ，英烈
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家乡人民的生
活越来越好。 “走进新时代，我们一定要继承好
英烈的革命遗志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把家乡
建设得更加美好。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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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吕梁自古就是英雄辈出的热土。 位于吕梁市柳
林县西南的贺昌烈士陵园里， 一座纪念碑无声地诉说着
英雄的历史。

贺昌，１９０６年生，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今柳林县）人。
１９１９年，１３岁的贺昌写下《壮志歌》———“扛罢笔杆再扛枪，
经文纬武干一场。 颈血常思敌国溅，寸心久欲报家邦。 ”

１９２１ 年 ５ 月，贺昌与高君宇等共同创建了山西第一
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后任青年团太原地方执委会书
记。１９２３年贺昌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入上海大学学习。
他先后在太原、安源、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从事青年和工
人运动，被选为共青团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 其间，贺昌
曾为《中国青年》撰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年来的奋
斗》《青年学生与职工运动》等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了青年
运动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重大意义。 他随后参与组织发动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共江浙区委负责人之一。

１９２６年 １月，贺昌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身份，
参加了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中旬， 贺昌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委
员，８月参加南昌起义， 后又参加广州起义的组织准备工
作。１９２８年，贺昌参与重建中共湖南省委，选派干部，输送
物资，支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他曾被选为中共第
五、第六届中央委员。

１９２９ 年夏，贺昌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主管两广及
湖南等地党的工作， 协助邓小平策划了百色起义。 １９３０
年春，贺昌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他曾组织唐山兵变和
多次武装暴动，均因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强敌
进攻下失败。次年贺昌到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代主任， 中国工农红军
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后参
加南雄水口等战役和中央苏区反“围剿”。 他重视部队党
的建设和政治教育， 曾协助王稼祥主持召开红军第一次
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１９３４ 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贺昌留在赣南坚持游
击战争， 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 中央军区政治部主
任。 为掩护主力转移，他曾亲率一支部队抗击敌人，右腿
负伤，仍坚持指挥。后遭敌大举围攻，形势危急，贺昌鼓励
大家：“不仅要当胜利时的英雄，也要当困难时的英雄，真
正的英雄是在困难中考验出来的。 ”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贺昌率部向粤赣边突围，１０ 日在江西会
昌与国民党军作战中英勇牺牲，年仅 ２９ 岁。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陈毅在 《哭阮啸仙、
贺昌同志》一诗中沉痛地写道：“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
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寄托了对贺昌等同志的深切哀思。

１９８４ 年，柳林县人民为纪念贺昌烈士，开始修建贺
昌烈士陵园。 １９８７ 年，贺昌烈士陵园被列为省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２０１５ 年，当地政府在陵园内修建贺昌纪念馆、贺昌
雕像。如今，贺昌烈士陵园已是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每年都有数千人到这里扫墓，缅怀革命先烈。

漫步在柳林县城，“贺昌”元素随处可见，贺昌大街、
贺昌中学、 贺昌村……贺昌的故居就掩映在贺昌村的一
条小巷中。 ８３ 岁老人薛维元在这里居住了近 ６０ 年，他告
诉记者， 这些年不断有当地政府和文物保护单位前来查
看，时常告诉他这里“不能拆，要保护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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