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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 12月 14日，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共产党领导下，1.7万余人发动宁都起义，编入红五军团。 一批周口将士参加起义，其中，王广建被推举为
起义委员会总监军，严图阁被指派率全营包围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逮捕团级以上的反动军官。卢子美、理琪是起义前夕队伍中极少数的中共地下党员。鲍
德新为“起义指导者”，云宗连、于朝俊、杨百让积极响应。 周口将士被赋予极大信任，担负重要职责，是起义时各关键部位的执行人，坚定地举起起义大旗。

周口将士：宁都起义擎大旗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1938年毛主席与部分宁都起义的参加者在延安合影。合影者中有来自周口沈
丘的于朝俊。

展开中国革命壮丽画卷，宁都起
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是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规模

最大、最成功的一次起义。 二十六路
军起义时，各关键部位的执行人多属
该军中的中共秘密党员、积极分子或
者进步军官。 其中，来自周口的将士
被安排在起义中一个个关键岗位，听
党话，跟党走，迈向光明。

为挖掘宁都红色资源，党史研究
专家、 今年 90 岁的曾庆圭 1969 年开
始研究宁都红色历史，主编有军事科
学出版社出版的《宁都起义》，书中收
录 3位周口籍起义将士。 党史研究专
家李学文足迹遍及全国各地， 集 20
多年之功，编著有江西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 《雄师铁军———宁都起义将士

录》，书中收录 8位周口籍起义将士。
周口籍将士在起义中发挥了什

么作用？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5月
初，本报《周口红色记忆》采访组来到
江西宁都，召开座谈会、深入采访，共
缅起义将士不朽业绩，丰富周口红色
文化内涵。

党的领导 起义保障

宁都县城东，梅江碧波荡漾、奔流
不息。 沿梅江河畔缓行至梅江北路 5
号宁都县博物馆院内， 可见一座青砖
灰瓦、 占地约 394 平方米的两层砖木
结构小楼———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

博物馆院内，绿树成荫。 轻踩小
楼台阶拾级而上， 步入一楼大厅，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毛主席题词：“以宁
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字字铿锵，
震撼人心。 来到这里，仿佛置身炮火
纷飞的战争年代。 第一展室、第二展
室，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一幅幅
画作，讲述了在党的领导下二十六路
军投奔红军的革命历程。

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西北军。
中原大战败北后， 西北军被蒋介石改
编为二十六路军。 1930年至 1931年 9
月，蒋介石三次“围剿”红军失败后，二
十六路军被驱至宁都“剿共”。 二十六
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对打红军没信心，
就去上海休养， 军权交到赵博生手
上。 赵博生是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参
谋长，本来就有抗日救国思想 ，倾向
革命。 党组织积极做赵博生工作，使
他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决心跟党走。

展厅内 ，保存有 “反对蒋介石的
不抵抗主义”“回北方，打日本”标语，
这是当时官兵们反对内战的真实写

照。 二十六路军被困宁都不久，值日
寇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攘外
必先安内”政策引发强烈不满。 大革
命时期， 党在二十六路军曾建立过组
织，一直有着深刻的政治影响。 非常时
期，中共特支作为成立于二十六路军的
秘密党组织， 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
指明了进步官兵前进的方向。

走上二楼， 有赵博生卧室兼办公
室，里面笔墨纸砚摆放整齐，一桌一椅
一床，还原了他俭朴的军旅生活。赵博
生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申请入党的。 他
利用自己的身份发展中高级国民党军

官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入党，还介

绍来自周口的卢子美入党……
“周口籍 8 名起义将士， 理琪是

太康人，云宗连是鹿邑人 ，其余 6 人
为沈丘人。 当时，七十三旅副旅长兼
一团团长王广建和旅长董振堂搭班

子。 严图阁是七十四旅一团三营营
长，深受旅长季振同器重。 理琪是电
台话务人员，他和卢子美又都是地下
党员。 鲍德新参与指导起义，云宗连、
杨百让是高级执法队队员。 他们的位
置很重要。 ”李学文曾到周口采访，对
周口籍起义将士情况较熟。 展厅里，
《二十六路军共产党组织秘密发展 、
党员身份及分布情况》 清晰表明，地
下党员由一人 、 两人发展至二十多
人，其中就包括卢子美。

山雨欲来风满楼。 平静表面下，
一场晴天霹雳即将到来，它将划破天
空、震惊世界。

周口将士 重任在肩

指挥部旧址二楼宴会厅是两间分

隔但相通的大房间。 宴会厅复原摆放
两套西式黑色餐桌、餐椅，木地板被刷
成红褐色。 92 年前，就是在这个宴会
厅，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较量。

中革军委及地下特支经周密筹

划，克服种种困难，决定 1931 年 12 月
14日起义。 当日黄昏时分，驻军换岗、
换口令、戒严。 晚上，指挥部二楼灯火
通明， 团级以上军官兴高采烈地前来
赴宴。宴会由赵博生相邀，大家被告知
有“好酒好肉”招待。起义时，王广建被
推选为起义委员会总监军， 鲍德新参
与军事指导。 流动岗哨和指挥部岗哨
换成严图阁的三营， 负责抓捕团以上
赴宴军官。卢子美被委派重要任务，理
琪等人把守电台，防止消息外露。

展览室内的展板图文并茂地还

原了当年的场景。
酒过三巡。 “啪———”拳头重重地

打在桌子上的声音。 宴会厅瞬间安静
下来 。 赵博生突然拉开墙上的地
图———日寇侵占的地方用粗大的红

箭头标记。 众人震惊之余，赵博生慷
慨激昂，控诉日寇罪行及蒋介石投降
政策，要求每位团旅长表态是否加入

红军。 宴会厅内顿时骚动起来。
在王广建等人监督下，严图阁率领

的三营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老实的军官
被控制，楼下护兵被缴枪，两名跳楼团
长被擒获。短暂交火，起义进展顺利。当
晚，凄厉的枪声、嘈杂的脚步声、洪亮
的呐喊声划破寂静的夜晚，传遍宁都
每个角落。 黎明，即将到来。

拨云见日 奔向光明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赞美宁都，那当
红色莫属。 宁都是中央苏区核心县份、
前期政治军事中心， 是中共苏区中央
局、中革军委、少共国际师创建地……

为让记者全面了解宁都起义，宁
都县政协为记者提供了县政协红五军

团文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编辑的 《红五
军团日志》一书。 厚重的《红五军团日
志》，让记者距离红色历史更近一步。

起义部队联络处、 起义小道、起
义部队饮水处、起义部队领导人议事
处……沿着起义部队的足迹，记者一
行驱车来到红五军团诞生地固厚。固
厚文化站站长黄秋生当起了讲解员。

起义第二天，东方欲晓。 部队在
宁都城外东南角河滩集结。赵博生来
到队列前，撕碎青天白日旗 ，扯下国
民党帽徽，宣布起义成功。出发前，遣
散不愿参加红军的人员，部队迎着朝
霞向苏区进发，走出黑暗，奔向光明！
晚上，起义将士到达固厚。 中革军委代
表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人热情迎接，
不久向全国通电《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
团宣言》。宿营固厚，妇女为官兵们缝补
衣服，群众为病号寻药送药、喂水喂汤，
再现军民鱼水情深感人画卷。 12 月 16
日晨， 起义部队集结于固厚圩河滩，
刘伯坚宣读中革军委命令，宣布红五
军团成立。 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
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红
五军团诞生后，经过整训，迅速成为
红军一支雄师铁军。

如今，固厚被打造成“红军村”，处
处红旗招展， 和红五军团有关的宣传
画、展板、大型墙体彩绘生动讲述着辉
煌的历史。不负历史选择，周口籍将士
起义中出色完成任务， 更是选择了一

条荆棘满布又充满光明的道路。
当年 1.7 万多人参加宁都起义 ，

有的起义后回到了家乡， 而 8 位周口
将士同绝大多数起义者一样，在党的
领导下，追寻光明，坚守信仰，书写了
精彩的人生。

铁血革命 喋血霍源

在宁都博物馆召开的座谈会上，
党史专家李学文用“铁血革命 ，喋血
霍源”8 个字，概括了王广建短暂而光
辉的一生。 王广建早年考入军校，历
经直奉战争、“北京政变”、北伐战争。
宁都起义前，已官至国民党二十六路
军副旅长兼团长。 宁都起义后，曾任
红五军团十三军三十九师师长。 1933
年 2 月 ，率部参加第四次反 “围剿 ”，
在江西宜黄县黄陂镇霍源村伏击国

民党陈时骥五十九师。 战斗即将胜利
时，王广建视察前沿阵地 ，不幸被流
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 35岁。

王广建牺牲后 ， 因当时信息不
畅，长期“下落不明”。 新中国成立后，
有人说他打仗死在战场，有人说他到
了台湾。 其家属一度被扣上“国民党
反动军官家属”的帽子。 王广建妻子
1970 年离世后，寻找王广建下落的重
任，便落在其女儿王素芹身上。

父亲在哪里？怀揣着希望，远嫁安
徽界首的王素芹每天都在打探消息。
一次， 她意外得知父亲参加宁都起义
后加入红军，牺牲在战场。一定要拨开
历史迷雾，让父亲九泉下安息。 从此，
她开启寻父之路，在孙毅、袁血卒等老
革命的帮助下， 她终于知道了父亲悲
壮的经历。 1976年 12月底，王广建被
追认为烈士。 《革命烈士证明书》下发
到王素芹户籍所在地界首， 由界首民
政局送达烈属手中。这，是对王广建最
好的告慰。 一家人喜极而泣。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 红军师长
献身许党的故事将永远流传下去，在
人们心中播下红色文化的种子。

生死嘱托 起名“红军”

血洒沙场的另一位红军将领鲍德

新，1909年生，1932年入党， 曾任红五
军团十五军四十四师参谋长、红十五军
参谋长，参加赣州、漳州、水口等战役和
第四次反“围剿”。 后调任红军第一步兵
学校（彭杨步兵学校）训练处处长，1934
年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牺牲在江西。

“若生男孩就起名红军，生女孩就
叫红英，革命成功后再团聚……”这是
鲍德新加入红军不久写信转告妻子的

话。 刚刚参加起义、投身革命的鲍德新，
就认准了红军的道路。 妻子张氏产下男
婴，家人按照鲍德新的要求，为其取名鲍
红军。 然而，张氏产后一个月因病离世。
从此，鲍红军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
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战争，继承父亲红色血脉，刚毅而勇敢，
育有两儿两女。 上世纪 80年代，和鲍德
新一起参加宁都起义、原解放军炮兵副
司令员苏进到沈丘慰问，点名要找老战
友鲍德新的后人，大家才知道鲍德新已
于 1934年在战场上牺牲。

（下转 A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