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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昌市中山路 380 号，南昌八一起义
纪念馆坐落于此。在纪念馆序厅，墙上最突出
位置刻印着两段红色文字，吸引人们纷纷驻足
凝眸。

这是 2017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
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
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
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
大事件。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
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
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
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
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
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铿锵有力的话语，将人们的思绪，带回那段
革命岁月。

危急关头的抉择

1927年春夏，正当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节节
胜利、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之际，蒋介石、汪精卫
相继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
群众，大革命宣告失败。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展示了一组数据：1927
年 3月至 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
命群众达 31 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 2.6 万多人。

“这是 1928 年党的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很多革
命先烈都在那时英勇牺牲了。”南昌八一起义纪
念馆陈列保管科科长、副研究馆员刘小花告诉
记者。

1927 年 7 月中旬，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将我
们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决定在南
昌举行武装起义。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悬挂着一张南昌起
义前我们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兵力概况表。当时，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所辖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
师是由共产党人叶挺指挥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
第七十三、第七十五团是以北伐战争时期的叶挺
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十师第三十团是为共产
党所掌握的：第二十军是由接近共产党的贺龙

（在起义后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指挥的。
在南昌，还有原由朱德指挥的受共产党影响的第
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
队。这些部队，是党在大革命时期培植和给予重
要影响的正规革命武装的主要部分，也是举行南
昌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

1927年7月27日，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
委员会 （简称前委） 在江西大旅社成立，由周
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周恩来任
书记。

7月 28日上午，周恩来来到第二十军军部会
见贺龙，告知起义计划，并以前委名义任命贺龙
为起义军总指挥。

7月31日，前委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起义。

英勇无畏的战斗

南昌市子固路 165 号，南昌起义贺龙指挥部
旧址。大楼三层临街窗口，3 个白色箭头，指示
着当年弹痕所在位置。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
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
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 2万余人，举行
南昌起义！

经过 4 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歼灭南
昌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聂荣臻、周士
第在南昌附近的马回岭，将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
部队也拉出来参加起义，于8月2日赶到南昌。

起义胜利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
宋庆龄、邓演达、贺龙、周恩来等25人被推举为
委员。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
号，贺龙为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

1927 年 8 月 3 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取
道临川 （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
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
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

起义军向广东进军途中，同前来堵截的国民
党军队进行多次激烈战斗，虽然打了一些胜仗，
但本身也遭受了很大伤亡。在 1927年 9月下旬攻
占广东的潮安、汕头后，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

（今丰顺县城） 西进，少数部队留守潮、汕。这
些部队于10月初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均遭到
严重挫折，只有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的一小部分
部队，在董朗等率领下转入海丰、陆丰地区，与
当地农军会合；驻三河坝的起义军近 800 人在朱
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
游击战争。此后，周恩来等领导人到达香港。他
们总结教训，决定起义军余部就地在农村开展武
装斗争。

武装斗争的起点

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
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着重批评
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根据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在发言中指出：“以后
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
的。”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
针，提出了整顿队伍、纠正错误而“找着新的道
路”的任务。

三河坝战斗后，朱德、陈毅等率部开展游击
战争。在作战一度失利、军心涣散的危急关头，
朱德在江西省安远县天心圩对部队进行思想整
顿，在大余县城进行整编，在崇义县上堡进行整
训。这就是意义深远的“赣南三整”。

一棵大树之下，朱德单手叉腰、昂首挺立，
神情坚定地向战士们讲话。战士们紧握钢枪，手
擎红旗，认真倾听……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的
一处大型场景，逼真地再现了在天心圩进行思想
整顿的情景。“朱德同志领导南昌起义余部进行

‘赣南三整’，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
的全面领导。这为创建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
军队奠定了重要基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
馆长、副研究馆员熊艳燕说。

1928 年 1 月初，朱德、陈毅率起义军发动湘
南起义。4 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
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 1万余人，陆续转
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
市会师。会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后改
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
代表和军委书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一尊巨大的军旗雕
塑引人注目，鲜艳的红底上面，是金黄色的五角
星和“八一”两字。纪念馆馆长、研究馆员王小
玲介绍，1949年 6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
德怀，发布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
式》 的命令，从此军旗、军徽上都缀着“八一”
两字。

八一军旗猎猎，八一军徽闪耀。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
展的钢铁长城，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力量支撑！

凝聚奋起力量 点燃革命希望
——记南昌起义

本报记者 武卫政 郑少忠 刘 毅 朱 磊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有这样两件文物，真
实地记录了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得到人民
群众拥护和支持的历史。

“今收到贵会慰劳革命将士捐款壹万元正。
此致。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
这是一张收条。

“昨日收存贵会转来之慰劳捐款，已由本会
黄道、罗石冰两常委分别送交十一军与二十军两
政治 ［部］ 主任领收……”这是一封回信。

纪念馆玻璃展柜内，陈列着国家一级文物
——两张泛黄的传统红色竖行“八行笺”，这是
当时江西民众为起义军将士捐款的见证。

南昌起义时，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的负
责人之一是朱大桢，他是当时国民党左派人士。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让朱大桢认清了
国民党的本质。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南昌起义取

得胜利，让朱大桢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1927 年 8 月 3 日，朱大桢将募集到的一万银

元送到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这时的江西省党
部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国共合作组织。中共江
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罗石冰接受了这笔捐款，并当
即为朱大桢开具了收条。“一万银元是什么概
念？”讲解员向围在展柜旁的参观者们介绍，“当
时一个家庭一个月收入是 3块银元，一万银元是
一大笔钱，这都是群众自发捐来的。”

8月 4日，罗石冰又给朱大桢写了一封回信，
告知他这笔捐款的详细去向。

“收条和回信饱含着浓厚的军民情谊，民拥
军、军爱民的鱼水情自人民军队诞生的那天就开
始传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保管科科
长、副研究馆员刘小花说，“这两件文物也鲜明
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纪律严明、严谨细致、光
明磊落、有始有终的工作作风。”

无声的文物，历史的注脚。

1996 年，还在读
中学的我，第一次参
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一幅幅照片、一
件件文物把我带到了
那段岁月。革命先烈
们不怕牺牲、前仆后
继的精神让我震撼。
再次参观南昌八一起
义纪念馆时，我已是
一名有着16年党龄的
党员。观摩文物时，
似乎有个声音在告诉
我：信仰坚定，才能
一往无前。

1927 年，第一次
大革命惨遭失败，白
色恐怖笼罩全国。面
对生死抉择，共产党
人选择用生命捍卫信
仰，积蓄力量准备武
装暴动。信仰犹如导
火线，打响了南昌起
义——武装反抗国民
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在南昌八一起义
纪念馆里有一面墙，
镌刻着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在这面墙
前，倾听讲解员讲述背后的故事，让人
感慨，信仰的力量如此强大。

2020 年 8 月 1 日，纪念建军 93 周年
的日子，纪念馆迎来一位白发老者，他
是南昌起义参加者陈昌 （又名贾佐） 的
儿子陈龙狮。陈昌在南昌起义后作为我
党隐蔽战线工作者，深入敌后 20余年，
新中国成立后遭遇错捕、被误解，却从
未放弃过信仰，一直在为恢复党员身份
而努力。

陈龙狮两岁时，父亲去世。陈昌临
终前拉着妻子的手念叨：“把我们的孩
子 养 大 ， 让 他 们 成 为 革 命 事 业 接 班
人。”1981 年，中组部为陈昌恢复党
籍，2020年陈昌的名字进入南昌起义参
加者名录。“我愿一直做纪念馆的志愿
者，把革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陈龙
狮说。

作为一名党报工作者，我去过很多
革命圣地。从井冈山上的八角楼，到解
放战争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循
着这些历史的根脉，我不断从中汲取
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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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条和回信里的军民情
本报记者 朱 磊 周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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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讲
解员在为观众讲解。

本报记者 周 欢摄
图②：朱德军官教育团会议室旧址。

本报记者 朱 磊摄
图③：江西大旅社喜庆礼堂内景。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供图
图④：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序厅的

组合雕塑。 本报记者 刘 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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