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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9月11日电 寻淮
洲，1912年生，湖南浏阳人。1927年
初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 9
月，随浏阳工农义勇队参加秋收起
义，并随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参加
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反

“会剿”作战。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1929 年春随红 4 军转战赣南、
闽西，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排
长、连长，红 1 军团第 12 军 34 师营
长、团长。

1930年11月，寻淮洲率红34师第
100 团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

“围剿”作战，因为指挥果断，作战有
功，被任命为红12军第35师师长。随

后，他率部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第二、三次反“围剿”作战，屡建战
功。1932 年 3 月任红 1 军团第 15 军 45
师师长，12月任红21军军长。

1933年，在第四次反“围剿”作
战中，寻淮洲率部牵制国民党军几个
师的兵力，保证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取
得黄陂、东陂两个战役的胜利。同年
7月，红21军与红7军改编为红3军团
第 5 师，他任师长。根据党中央指
示，红3军团4师、5师和红5军团34
师组成东方军，执行收复闽西连城、
新泉苏区和开辟闽北新苏区的任务。
他率红 5 师从江西广昌头陂地区入闽
作战几个月，连战告捷。

1933年10月，寻淮洲被任命为红
7 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
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
1 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
执行委员。1934年7月，红7军团奉命
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寻淮洲任军团长兼抗日先遣队总指
挥。在4个月时间里，他指挥部队转战
闽浙皖赣边几十个县，击退其无数次
的围追堵截，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
的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寻淮洲率部进入闽
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合
编为红10军团，任第19师师长，奉令
先行出击浙皖边，继续率部英勇作
战，连连取胜。12月14日，在安徽太
平县谭家桥战斗中，他不幸腹部中
弹，壮烈牺牲，年仅22岁。

寻淮洲：年轻有为的红军将领

据新华社武汉9月12日电 彭干
臣，1899年出生于安徽省英山县 （今
属湖北省），1921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1923年12月转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

1924 年 5 月，彭干臣考入黄埔军
校第一期。毕业后在军校教导团任连
党代表，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委
员。1925 年 1 月，他参加第一次东征
作战，任营党代表。6 月到上海开展
工人运动。10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
大学军事班学习，与朱德等同班。

1926年秋，彭干臣奉命提前结业
回国，加入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战

争。10 月独立团扩编成立第二十四
师，彭干臣任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代
理武昌卫戍司令。1927 年 3 月，彭干
臣按中央指示，带领一批军事骨干秘
密潜回上海，参加第三次工人武装起
义，协助周恩来指挥工人作战。5 月
护送周恩来到武汉。

大革命失败后，彭干臣潜回家乡
组织革命活动，后赴南昌参与起义的
组织发动工作。南昌起义第二天，彭
干臣被任命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卫
戍司令。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失
败后，潜回上海，从事秘密革命工
作。1929 年 8 月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军
事委员会委员。1930 年 5 月任中共满
洲省委军委书记，秘密组织东北地区
的军事斗争。12月任中共顺直省委军
委书记。1931年夏被调回上海，协助
周恩来领导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并从
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2年春，彭干臣奉中央指示到
闽浙赣苏区，先后任红十军参谋处
长、新十军参谋长，参与指挥闽浙赣
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协助
方志敏率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巩固
和扩大了苏区。1934年11月，他参加
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转战于浙赣、皖赣边，开展抗日民主
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吸引敌人，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
1935 年 1 月中旬，彭干臣在上饶、德
兴间怀玉山地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
仅35岁。

彭干臣：闽浙赣反“围剿”作战指挥者

据新华社西安9月13日电 谢子
长，1897 年生，陕西安定 （今子长）
县人。1922年考入阎锡山办的太原学
兵团学军事。1924 年回安定县办民
团，任团总。同年赴天津、北京，参
加反帝斗争，参加进步青年组织“共
进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根
据党的指示回到陕北，利用民团团总
身份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初，谢子长被选为安定县
地方行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农民协会
促成会委员。组织和领导农民协会打
击封建官僚，惩办土豪劣绅，被群众
称颂为“谢青天”。同年 10 月，谢子
长与唐澍等人组织领导清涧起义，任

西北革命军游击支队营长、副指挥。
1928 年 5 月，谢子长参与领导渭

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
会委员兼革命军第 3 大队大队长。后
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委员。1930 年，
谢子长任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
总指挥，在陕北、宁夏、甘肃等地做
兵运工作。

1931年10月，谢子长和刘志丹等
将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
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12日改
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
长任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
革命根据地。

1933 年夏，谢子长被派往察绥
抗日同盟军第 18 师，负责中共组织
的 工 作 ， 协 助 师 长 许 权 中 指 挥 作
战。同年 11 月回到陕西，任中共中
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和建立了
陕北红军游击队 5 个支队，建立了安
定、延川根据地。

1934 年，谢子长任中国工农红
军 陕 北 红 军 游 击 队 总 指 挥 部 总 指
挥、红 26 军 42 师政治委员、中共西
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部队
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围
剿”。谢子长在长期征战中，多次负
伤 ， 积 劳 成 疾 。 终 因 伤 病 恶 化 ，
1935 年 2 月 21 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
世，时年 38 岁。毛泽东曾多次为谢
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
生”，并亲笔写了碑文。

谢子长：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

据新华社成都 9 月 14 日电 邓
萍，1908 年出生于四川富顺县 （今
自贡市大安区）。1926年12月考入武
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校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1927 年冬，邓萍受党
的派遣，在彭德怀担任团长的国民
党湖南陆军独立第 5 师第 1 团做兵运
工作。在该团秘密组织成立中共党
支部和团委，任书记。1928年7月参
与组织领导平江起义，任中国工农
红军第 5 军参谋长、中共红 5 军军委
书记。参加领导开辟湘鄂赣苏区。
同年冬，和彭德怀、滕代远率红5 军
主力到井冈山，参加保卫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0 年 6 月，邓萍任红 3 军团

参谋长。同年 7 月，协助彭德怀指
挥 攻 打 长 沙 的 战 斗 。 长 沙 攻 克
后 ， 兼 任 长 沙 警 备 司 令 。 撤 出 长
沙后，红 3 军团在平江整编，邓萍
兼任红 5 军军长。同年 8 月，根据
中共中央的指示，红 3 军团与红 1
军 团 组 成 红 一 方 面 军 。 从 此 ， 邓
萍指挥红 5 军，在朱德、毛泽东的
亲自指挥下，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
反“围剿”。

1933 年 7 月，邓萍兼任红军东方
军 参 谋 长 ， 参 与 指 挥 所 部 入 闽 作
战。在中央苏区，邓萍南征北战，
战功卓著，成为红军的著名将领。
期间，邓萍兼任红5 军随营军校教育
长，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任副总队长兼教育长，培养了大批
红军干部。1934年1月，邓萍当选为
中华苏维埃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候补委员。

1934 年 10 月，邓萍参加长征，
协助彭德怀指挥红 3 军团，担任右
路前卫，连续突破国民党军 4 道封
锁线，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和中革军
委机关突围。遵义会议后，在毛泽
东的正确指挥下，邓萍与彭德怀指
挥红 3 军团，两渡赤水河，激战娄
山关。

1935年2月27日，邓萍在指挥部
队攻打遵义老城时被子弹击中头部，
壮烈牺牲，年仅27岁。

邓萍：遵义城下洒热血

据新华社长沙9月15日电 何叔
衡，1876 年出生，湖南省宁乡人。
1913年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讲习班。在第一师范结业后，先后在
长沙楚怡学校和第一师范附小任教，
同时积极参加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
的革命活动。1918年4月，他与毛泽
东、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成立新民学
会，曾任执行委员长。

五四运动中，何叔衡与长沙的进
步教师支持学生反帝爱国行动。1920
年3月，参加驱除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斗
争。1920年夏，他与毛泽东等发起组
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先后介绍刘少

奇、任弼时、萧劲光等进步青年到上
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及赴俄留学。

1920年冬，何叔衡与毛泽东共同
发起成立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
一。10 月，参与组建中共湖南支部，
任支部委员。1922年任中共湘区执行
委员会委员。在湖南大力发展党员和
基层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第一次国
共合作时期，按照党的要求，他在湖
南发展国民党组织，推动国民革命的
发展，曾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
员、监察委员等职。

1927年马日事变后，何叔衡前往
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坚持秘
密斗争。1928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
六大。9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
年7月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在上海负责
全国互济会工作，组织营救被捕同
志，将暴露身份的同志转往苏区。

1931年11月，何叔衡进入中央革
命根据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
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
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坚持游击战争，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
验。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
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时壮烈牺
牲，实践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
一滴血”的誓言，时年59岁。

何叔衡：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据新华社长沙9月16日电 钟纬
剑，1907 年 5 月生于醴陵县桃花乡
（今醴陵市官庄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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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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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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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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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和
钟纬剑率部来到湘桂边界山区的越城岭
（别名老山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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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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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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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纬剑：血染的红军利剑

据新华社南昌9月17日电 古柏，
1906 年生于江西长宁 （后改寻邬，
今寻乌）。1920 年起在广东梅县广益
中学读书，并兼任梅县女子师范学
校 教 员 ， 曾 参 加 进 步 学 生 运 动 。
1925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组织农民协
会，建立中共寻邬支部，开展革命
活动。

1928 年 3 月，古柏参加领导寻邬
农民起义，建立游击队。1929 年春，
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主力从井冈山向
赣南进军到寻邬时，红 4 军一部与当
地游击队合编为第21纵队，他任政治
委员，率部开展游击战争。同年 10

月，中共寻邬县委组建，古柏任书记
兼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领导创建寻
邬根据地。

1930 年 5 月 ， 古 柏 协 助 毛 泽 东
开 展 寻 邬 调 查 ， 毛 泽 东 在 《寻 邬
调查》 中写道：“在全部工作上帮
助 我 组 织 这 个 调 查 的 ， 是 寻 邬 党
的书记古柏同志。”此后，古柏调
到 毛 泽 东 身 边 工 作 ， 先 后 任 中 共
第 4 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
前 委 秘 书 长 ， 全 力 以 赴 协 助 毛 泽
东工作。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
期，古柏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
张，因此，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
俊一起受到错误批判。他坚持真理，
百折不挠，始终忠实积极地为党工
作。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古柏留
下坚持斗争，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
队司令。1935 年 2 月，被派往赣粤边
开展游击战争。3 月 6 日在广东龙川
上坪鸳鸯坑被国民党军包围，在掩
护同志们突围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年仅 29 岁。古柏牺牲的噩耗传到延
安后，毛泽东亲笔题词：“吾友古
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
悼。”

为缅怀古柏烈士，继承发扬革命
传统，1980 年秋，古柏家乡人民将古
柏出生地的乡镇小学命名为“古柏学
校”。1984年，寻乌县革命烈士纪念馆
修建古柏烈士纪念碑。

古柏：红军高级指挥员

据新华社太原9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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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写文章，从理论上
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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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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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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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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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昌：经文纬武报家邦

据新华社杭州9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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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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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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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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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柏台：红色司法开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