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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内纪念碑园的石刻上，记载有云宗连的生平
������刘向三的《往事的回忆》记述了云
宗连牺牲的经过

�������《雄师铁军》一书中有云宗连的生平
以及获得红星奖章的记述

位于广西兴安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

历史天空 彩云长在
———鹿邑籍红军团长云宗连烈士的故事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侯国防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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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动告慰红军烈士英灵， 让革
命薪火永续传承。

2022 年 11月 1日，周口报业传媒
集团《周口红色记忆》采访组来到老子
故里鹿邑县， 采访长征期间牺牲的红
军团长云宗连的故事。

在鹿邑县产业集聚区姚庄行政村

组织的简单座谈会上， 记者见到了云
宗连的侄孙女云小娇和多年来热心收

集并讲述云宗连故事的老教师王怀

祥、孙德功等人。
过去的岁月， 云宗连家人一直在

打探他的消息。再后来，当地红色文化
爱好者吴万金等人也加入寻找云宗连

的行列，并写出许多怀念性文章，在鹿
邑县引起很大反响。

记者的到来似乎再次拨动云宗连

亲属的心弦， 云小娇眼含热泪讲述了
云宗连离开家乡后的点点滴滴……

其实，在见到云宗连的家人之前，
他的事迹就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红军烈士的故事， 总是充满意外
和传奇。座谈中，记者向大家讲述了今
年 6月在广西兴安县 “红军长征突破
湘江烈士纪念碑园”采访时，意外得到
的云宗连的一些信息。

大家各诉心声，讨论热烈。
云宗连背后有很多历史事件。 有

的惨烈血腥、 有的伤感凄美……拨开
历史迷雾，烈士的形象更加饱满。大家
有着共同的心声， 云宗连牺牲在红军
长征途中，成为共和国烈士。 80 多年
过去了， 虽然他的故事还有许多隐藏
在历史深处，但他英勇无畏、为国尽忠
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烈士英名 闪耀兴安狮子山

云宗连 ，鹿邑县涡北王庄村 （现
属产业集聚区）人，18 岁时加入冯玉
祥的西北军，后该部队被收编为国民
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 1931 年 12 月
云宗连随部队参加第二十六路军宁

都起义，加入红军并入党。 参加过第
四、第五次反 “围剿 ”战争 ，1934 年参
加长征。

云宗连随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经
历了惨烈的湘江战役。一说到湘，大家
首先想到的就是湖南。提起湘江战役，
不少人以为发生在湖南。其实，湘江战
役这段壮丽的红色史诗主要书写在广

西桂北的兴安、全州、灌阳三县。
2022 年 6月 26日，记者从湖南采

访沈丘籍红军烈士、 湘鄂赣省军区司
令员严图阁事迹归来时， 怀着崇敬的
心情， 来到了位于广西兴安县城南一
公里狮子山上的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
烈士纪念碑园”瞻仰。

登上狮子山， 映入眼帘的大型雕
像震撼人心。“红军、送别、长征、渡江、
永生” 浮雕再现了红军突破湘江时的
惨烈情景。

从碑园文字介绍可知， 红军长征
中最悲壮的一页就是湘江战役。 湘江
战役是长征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
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战。碑园经

聂荣臻元帅建议 ， 国务院批准 ，于
1993 年举行开工典礼。

展厅内， 一件件湘江战役中红军
用过的物件展陈在馆中， 似乎在诉说
着那段悲壮的历史。

长达 30 多米的红军烈士英名长
廊， 收集了 20321 名牺牲的红军战士
姓名，看后让人痛心。湘江战役中一幅
幅血与火、生与死、存与亡的历史画面
仿佛就在眼前。

离开烈士英名长廊 ， 记者攀登
184 级台阶来到了位于山顶的纪念
碑碑亭 。在高达 34 米的纪念碑碑亭
内，记者意外发现 ，这里收录有湘江
战役期间师团级红军烈士英名录

碑刻 。
在第一面烈士英名录碑刻前，记者

看到了一行行红军烈士英名和简介：
陈树湘， 湖南长沙人， 红五军团

34 师师长。
刘世浩，红三军团新兵师师长。
程翠林，红五军团 34 师政委。
王光道，红五军团 34 师参谋长。
……
他们都牺牲于 1934 年。
记者认真地参观着、 思考着、记

录着。 这些师长、团长们牺牲时大都
是二三十岁， 如花的生命早早凋谢，
让人伤感。

在第二面碑刻前， 记者惊喜地看
到， 在长长的师团级红军烈士英名录
中，第一个是云宗连的名字：

云宗连（———1934），河南人，红五
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参谋长、 团长，
1934 年在湘江战役期间牺牲。

这正是几年来记者苦苦寻找的河

南籍云宗连烈士。万万没想到，记者会
在这里和云宗连“不期而遇”。 这份师
团级英名录中大部分烈士没有出生年

月，甚至没有家庭籍贯，有的只是牺牲
时的职务和时间。

这一刻，忠诚、勇敢、善战的红军
将士把“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定信念跟
党走”的初心使命诠释得淋漓尽致，让
人泪目。

记者轻抚这块碑刻， 想象着这些
红军将士当年长征时的模样， 轻轻呼
唤着云宗连的名字， 告诉这位周口籍
的红军英烈， 现在岁月静好， 国富民
强，你们为之奋斗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云宗连老前辈，来自家乡的问候，你听
到了吗？

在这个被葱茏树木掩映的碑园

里，云宗连和所有红军烈士一样，与狮
山共峻极，与湘水同流长，永远地激励
着后来人不怕困难、发奋图强。

11 月 1 日，当我们来到云宗连的
家乡 ，介绍云宗连 “在湘江战役期间
牺牲 ”的证据时 ，大家颇感意外———
因为云宗连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
水利部副部长的刘向三在回忆录《往
事的回忆 》中曾说 ，云宗连牺牲在掩
护红军战士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 多
年来，云宗连的家乡人已经相信了这
个说法。

云宗连究竟牺牲在哪里？ 仔细分
析两个说法，莫衷一是。 惨烈的湘江
战役和飞夺泸定桥战斗间隔仅半年，
在当时的情况下，红军将士一边战斗
一边行军，将士们一个个倒下。 一位
红军指战员牺牲在何处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他为长征胜利尽了自己最大

的努力。
参加座谈的几位老人争论了半

天，最终达成一致：无论牺牲在哪里，
反正是战死在长征路上。

云宗连， 长征中为革命事业捐躯
的烈士，大家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

战友相助 家人终知“云归处”

在家中，云宗连排行第四，三个哥哥
依次为云宗浩、云宗学、云宗兆。 云宗连
1919年考入开封市 “河南留学欧美预
备学校”，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赵博生（宁
都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等进步军人。

按辈分，今年 50 多岁的云小娇应
当称云宗连四爷。

谈起四爷云宗连和四奶王月英，
云小娇充满了伤感。小时候，云小娇曾
跟着四奶王月英长大， 最了解四奶内
心的痛苦。

“1921年， 四爷参军入伍， 此后 7
年未归，家乡人都十分着急。 直到 1928
年，四爷才回家和王月英完婚。 在家没
几天四爷就走了， 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是生是死？ 家人也不知道一点消息。 ”

“1929 年秋， 四奶王月英为四爷
云宗连生下了女儿云素勤。 家人曾写
信把这一喜讯告诉云宗连，苦等很久，
一直没有收到回信。 四爷知不知道有
个女儿？ ”说到这，云小娇泪流满面。

“四奶这辈子太苦了，她等于守寡
一辈子。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她很善
良， 经常悄悄拿出四爷的照片， 看着
哭，哭着看，然后又把照片放在一个隐
蔽的地方。 ”

“我曾多次问，四奶，你咋不改嫁？
四奶总是说，你四爷会回来的，他想着
我们娘俩哩！ ”

在困难的岁月里， 王月英母女俩
相依为命。在亲人帮助下，她们艰难而
顽强地生活着，熬过半个多世纪。

直到 1990 年 5 月初，云宗连的战
友刘向三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到安

徽省亳州市参加淮河水利会议， 当得
知战友云宗连的家乡鹿邑就在附近，
便驱车前来看望。 这时大家才知道，
1935 年，云宗连在掩护红军飞夺泸定
桥时已经牺牲。

得知这一准确消息，王月英心情复
杂。等了一辈子，丈夫早已魂归他乡，从
此，不会再有一点念想。 好在丈夫是个
红军，是好人，这一辈子等待也值得。

而此时， 云宗连的女儿带着从未
见过父亲的遗憾，已经去世几年了。

刘向三回到北京后， 把鹿邑之行
报告给他和云宗连在“宁都起义”时的
领导黄火青 （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中共十二大顾问委员会常委）和
袁血卒（曾任民政部副部长，正部级）。
在刘向三的帮助下 ，1992 年 11 月 19
日，民政部批准云宗连为革命烈士，颁
发“革命烈士证明书”。

然而， 王月英并没有看到丈夫云
宗连被批准为烈士那一天。 烈士证明
书批准前不久， 她就带着思念和遗憾
离开了人世。

座谈会上， 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
刘向三对于云宗连家人的帮助。 刘向
三和云宗连关系密切， 多年来也没有
忘记自己的战友。

刘向三 ，1909 年 9 月 30 日出生
于河南省邓县 （现邓州市 ）罗庄镇刘
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31 年 12
月 14 日， 他和云宗连共同参加了著
名的“宁都起义”，之后加入红军并入
党。 1979 年， 任水利部第一副部长。
2007 年去世。

2001年，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有刘
向三回忆录《往事的回忆》。 里面介绍着
他和云宗连的关系及云宗连牺牲过程。

中原大战失败后， 冯玉祥的西北
军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

军，赵博生被任命为参谋长。 此时，云
宗连、刘向三都在第二十六路军。赵博

生任参谋长后， 从教导团挑选了个头
在一米六以上、身体健壮、品德优秀的
下级军官来总部。 刘向三在回忆录中
说：“我就是被挑选的其中之一。 ”

赵博生让他们先作随从副官，负
责总部警卫工作。数日后，又陆续调来
一些人员，其中就有云宗连。部队开到
江西南昌后，由云宗连、刘向三等人组
成的小队被组建为高级执法队， 任务
是负责总部长官的安全及高级军官的

军风、军纪检查与纠正等。部队到达宁
都后，高级执法队增加到 13 人。 而因
为人员不多， 云宗连和刘向三也彼此
熟悉起来。

1931 年，蒋介石下令第二十六路
军攻打红军。然而，此时的第二十六路
军在地下党影响下，不少人已经“心向
共产党”了。

“当时，我们常在一起谈论时政的
有十几个人， 至今记得名字的有耿万
福、云宗连、吕咸。”从刘向三回忆录可
以看出，宁都起义期间，和他一起推心
置腹谈论时政者就有云宗连。

1931年 12 月 14 日， 第二十六路
军在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
领导下，举行宁都起义。 云宗连、刘向
三一起参加了起义。不久，第二十六路
军被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

后来， 鹿邑有关人员曾去北京看
望刘向三。刘向三经常提到，云宗连的
部队职务比他高， 只可惜老战友牺牲
得太早了。

革命情、战友情在云宗连、刘向三
两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尽管云宗连
牺牲多年，时年 80 多岁的刘向三还专
程到鹿邑看望云宗连家人。不得不说，
刘向三是云宗连真正的革命兄弟。 正
是在刘向三帮助下， 云宗连家人才盼
来了期待已久的消息。

长征途中 大渡河畔建功勋

找到了刘向三， 也就找到了云宗
连的踪迹。 从那以后， 大家才知道，
1931 年 12 月宁都起义后， 云宗连被
调到江西瑞金， 在红军第一步兵学校
任军事教官。

从云宗连的人生轨迹看， 自从他
参加红军，就时刻处于作战状态。1932
年至 1934 年期间， 红军正进行第四
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1934 年 10
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
开始长征，实行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
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第一步兵
学校、 第二步兵学校和红军特科学校
合并组建为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的 “红
军干部团”，即史称的“军委干部团”，
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

这个“军委干部团”不是一般的单
位，其“战士”全部是接受培训的红军
各级干部。其中，级别最高的是上级干
部队，简称“上干队”，队长是萧劲光，
“战士”都是由营、团级党政军干部组
成。此时，团级干部云宗连被派到干部
团任“连长”。 “军委干部团”成员装备
精良，主要负责保卫中央领导，危急时
才出兵作战。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
就经常跟随“军委干部团”一起活动。

云宗连能进入 “军委干部团”任
职，可见上级对他十分信任。

“提到云宗连同志，很多人都知道
他。 在行军路上，他高高的个子，健壮
的身影， 总是替身体弱或年龄小的同
志背枪支、拿东西。 云宗连常说，革命
大家庭相互帮助是应该的。”这是战友
刘向三在回忆录中对他的评价。

谈到云宗连， 刘向三回忆录中还
说，“我和云宗连同志自 1928 年在山

东冯玉祥的部队时相识， 直到他牺牲
前，以兄弟相称，往来密切。 听说他牺
牲时，我掉下了眼泪。 ”

有关云宗连牺牲的过程， 刘向三
提到了强渡大渡河。

大渡河战役在长征途中关乎红军

生死存亡。 主要包括安顺场强渡大渡
河和飞夺泸定桥战斗两部分。 1935 年
5 月，红军渡过金沙江 ，先遣队 24 日
突袭大渡河安顺场渡口， 控制南岸渡
口。 次日，由红一团第二连 17 人组成
的突击队强占北岸渡口。 但由于追敌
逼近，又缺乏渡河工具，毛泽东果断决
定兵分左右两路。其部署是：右路由刘
伯承、 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师和陈
赓、宋任穷领导的军委干部团，从安顺
场渡过大渡河。渡河后，沿东岸北上赶
向泸定桥，云宗连就在这支队伍里。左
路由红一军团二师、 一军团军团部和
红五军团组成， 沿西岸北上赶向泸定
桥。两支部队在两岸相互支援，夹河而
上，奋力相机夺取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先头部队是沿大渡河

西岸北上的二师四团（团长为黄开湘、
政委为杨成武）。 他们受领任务后，立
即紧急开进， 一边走一边消灭沿途碰
到的敌人，一昼夜竟强行军 120 公里，
按时赶到泸定桥。 5 月 29 日，西岸的
左路部队组织 22 人突击队，冒着东岸
敌人的火力封锁， 在铁索桥上边铺门
板边匍匐射击前进。与此同时，东岸的
右路红一军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不断

击溃和消灭河东岸沿途敌军， 并向死
守东岸桥头的敌人发起猛攻， 对西岸
四团夺取泸定桥起策应作用。

关于云宗连牺牲过程， 刘向三曾
向到京访问他的鹿邑有关同志回忆：

飞夺泸定桥战斗打响时， 西岸的
四团 22 位勇士开始冲锋。 在东岸，军
委干部团被调上去掩护并配合抢占泸

定桥东岸阵地。敌人防线开始崩溃，西
岸 22 名勇士乘机攀索铺板过河。东岸
桥头的敌人孤注一掷， 把早已经准备
好的两桶柴油泼在桥东头， 放火筑起
第二道防线。此时，在东岸打掩护的云
宗连眼疾手快， 立即端起枪击溃十几
名放火的敌人，只身闯入火海，飞起一
脚把一个装有半桶柴油的油桶踢进河

里。 接着又奋不顾身把另一个已着火
将要爆炸的油桶推到桥下。 他因用力
过猛，身子随之跌入河中，用年轻生命
谱写了一曲壮歌。

“作为云宗连烈士后人， 我真的
很想到泸定桥烈士纪念馆看看，哪怕
是在那里抓一把土或者舀一碗水带

回来到俺四奶坟前，也算是让俺四爷
四奶相见了。 ”说到此处，云小娇泪流
满面……

座谈中， 几位老人真诚地表达了
想为云宗连画像为其立碑的愿望，并
以此教育后人，弘扬红色精神。 相信，
这个朴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歌颂烈士 再苦再累都值得

近年来 ，云宗连的故事 ，从不为
人知 ，到开始传播 ，再到今天的广为
传颂，当地几位红色文化志愿者功不
可没。

“平时我很注意收集有关云宗连
的消息，有一次，我还在一期《党史博
览》上看到介绍有关长征期间牺牲的
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介绍，其中就包
括云宗连，非常高兴。 ” 80 多岁的孙
德功老师介绍说 ， 包括自己孩子在
内，平时也很关注这方面的消息。 有
关云宗连的消息，大家齐心协力不断
丰富着充实着，或许将来还会有更多
消息。

年已 70 多岁、多年前就开始收集
云宗连事迹的吴万金就是这样一位热

心人。 他曾写过多篇有关云宗连的事
迹， 不遗余力地传承着老子故里红色
文化。

在和云小娇等人座谈结束后，记
者一行专程来到吴万金家中采访。 菊
花、兰花 、梅花……吴万金家中的小
院前摆满各种各样的鲜花，一派温馨
景象。

“作为一位退休干部，退休后自发
义务搞些地方党史研究感觉很有意

义。几年前，我开始调查收集云宗连事
迹。 采访中，年已 80 多岁的小学退休
教师王怀祥把全身瘫痪、 生活完全靠
他照料的妻子抛在家里让邻居暂护，
专程陪我骑着三轮车四处调查、 了解
云宗连的情况。 ”说起这些事，吴万金
感慨地说，我们都是年迈之人，但为了
烈士，一切都值得。

“为收集云宗连事迹，李现理经常
和我一起相约外出采访、写作。 ”

“退休 20 多年并患有严重 ‘肺心
病’的孙德功不能起床，他就把《党史
博览 》2016 年第 10 期刊登有关云宗
连事迹的内容用电话向我介绍。 ”

“云宗连的侄子、 时年 79 岁的云
兆启在介绍他四叔云宗连的童年家事

和四婶王月英后半生的生活时声泪俱

下……”
“县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的何

恒当时正在外地出差，听说此事后，提
前回来帮我翻档案查资料。 为掌握更
多资料，我从网上查到刘向三著有《往
事的回忆》，就向这本书的出版销售部
发电求购，但书售告罄。他们就把已赠
送给他人的书给我寄来……”

说起收集资料的往事， 吴万金累
并快乐着。就像海边拾贝一样，有辛苦
就有收获。 他十分高兴地介绍说：“我
看到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雄师铁
军———宁都起义将士录》一书，书中记
载， 云宗连还是一位曾获得过三等红
星奖章的红军指挥员呢。 ”

于是， 大家谈论起具有特殊意义
的红军红星奖章。

建军以来， 人民军队颁发过各类
奖章， 但最早在全军范围内统一颁发
的还是红星奖章。 1931年 11月，中华
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叶

坪村召开。 1933 年 7 月，在中央从叶
坪村转移至沙洲坝这一段时期， 中央
政府决定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红军官

兵。 1933 年 8 月 1 日，在第一次庆祝
八一建军节时，颁发了红星奖章。1934
年八一建军节又一次颁发。资料显示，
一等红星奖章获得者有周恩来、朱德、
彭德怀等人。 二等红星奖章获得者有
陈毅、罗炳辉等人。三等红星奖章颁发
给“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人员”，获得
者有杨得志等人。

云宗连也获得过三等红星奖章，
这是他一生的荣耀。 能收集到这样的
信息，吴万金感到很高兴、很自豪。

对自己收集烈士资料的采访感

触，吴万金深情地说，为了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和挖掘云宗连烈士革命事迹，
应加大宣传， 在村里或县里为烈士树
碑立传，作为红色教育基地，供后人缅
怀瞻仰。同时，教育子孙后代学习红军
烈士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 激励全
县人民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

采访中接触到的众人几乎都认

为， 云宗连的许多故事还有待继续挖
掘。 他的故事对于鹿邑，对于周口，是
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体现在他身上
的长征精神会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湘江、金沙江、大渡河，都留下了
云宗连征战的身影。滔滔江河水，浪花
颂英雄。 或许未来某一天， 云宗连的
“身影”还会在远方某个地方出现。 来
自老子故里的家乡人会以最热烈的方

式等待他的“归来”！ ②16

������鹿邑籍红军团长云宗连烈士，生
前身后的传奇故事， 镌刻在历史的
深处。

———他曾获得著名的红星奖
章，然而后人对其战功知之甚少。

———湘江战役烈士纪念碑有他
的英名。 而战友回忆他牺牲在大渡
河畔泸定桥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