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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走出的著名红军将领
———追忆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红十八军军长严图阁（一）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上接 5 版）

上下求索路何处
投奔共产党苏区当红军

������1931 年，蒋介石采取消灭异己的政策，命令被
他收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开往江西苏区

“剿共”，严图阁也随部队前往。
第二十六路军驻扎的宁都，坐落在赣江支流梅

江的西岸，两座木桥横跨江面，出城 5 公里就是共
产党红军的游击区。 宁都四周都是苏区，仅有一条
公路通往南昌， 这唯一的交通线还经常受到红军
和游击队的袭扰，第二十六路军给养非常困难。 此
外，国民党第二十七师的一个旅已被红军歼灭，第
二十六路军士气更加低落。 在国民党部队里参军
对于普通士兵来说，不过就是混一碗饭吃，逃跑溜
走是常态。

时隔不久 ，震惊中外的 “九一八 ”事变爆发 ，
中日矛盾迅速升级。 严图阁同大多数第二十六路
军官兵一样 ，开始发出 “回北方 ，打日本 ”的强烈
呼声。 同时，他们对到处可见的“打土豪，分田地”
标语十分拥护，一时间军心不稳。 在这种情况下，
共产党地下党员在第二十六路军中积极开展工

作 ，发展了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入党 ，还联络
包括季振同、董振堂在内的一大批官兵准备发动
起义。

由于对红军有一定的了解，在宁都的国民党官
兵多数不愿与红军打仗。 他们在宁都驻守半年，也
没有出城和红军打过一仗。 与此同时，不少共产党
地下党员在士兵中做了许多策反工作。

严图阁看到红军留下的标语，听到俘虏回来对
苏区的宣传，加深了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 早在
五原誓师时， 他对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刘伯
坚等共产党员深表佩服。 国民党背叛革命，成为勾
结帝国主义的新军阀，使得严图阁感到十分失望，
也在军中多次表达不满。 此时的他听说刘伯坚在
苏区，想起在北伐时与共产党人相处的难忘岁月，
便萌发了投奔共产党苏区当红军的念头。

一天晚上， 严图阁与几个军官在团部喝闷酒。
严图阁的团长黄中岳已和季振同、董振堂串通好，
与中共地下组织有往来， 此时故意气冲冲地说：
“搞不好，老子把队伍拉到山上去。 ”严图阁立即
说：“上山当土匪，不如当红军。 ”如捅破了一层纸，
把在座的其他军官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他得到了
季振同、黄中岳的信任。

彼时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力量尚弱，各路军阀
混战，让人分不清谁对谁错。 如果找不到正确的道
路，也徒有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山雨欲来风满楼。严图阁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点是在宁都起义。 但在宁都起义之前，已经下了一
场“大雨”，这就是著名的平江起义。 这是继南昌起
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
革命危急关头发动和领导的又一伟大壮举。

国民党部队接连发生起义事件，因为其统治已
失去民心，参加起义则顺应了人民的呼声。 平江起
义对后来的宁都起义再一次起着示范性的作用。

参加起义只是拨开迷雾的第一步，严图阁的革
命道路还很漫长。 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对于严图
阁来说， 只有参加红军才能找到一支真正为人民
利益而战的军队。

走向光明之路宁都起义立下头一功

������6 月下旬的平江，天气持续闷热，似乎在酝酿
一场暴风雨。

在平江县委党校罗精华老师陪同下，6 月 23
日，记者一行参观了平江起义纪念馆。

记者一行进入史料陈列馆时， 被里面丰富而
详实的内容深深吸引。

平江县古属罗子国，位置显要，历为兵家必争
之地。 1922 年冬，这里就建立了中共党小组，大批
先进分子踊跃投入党组织怀抱。 在党的宣传发动
下，平江人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革命运动蓬勃发
展……

革命力量不断发酵酝酿， 最终导致震惊全国
的平江起义。 1928 年 6 月，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
五师被派到平江换防， 中共地下党员彭德怀时任
该师一团团长。 7 月 22 日，在湖南省委特派员滕
代远指示下，彭德怀、黄公略以闹饷为名发动武装
起义。

平江起义是共产党领导下冲破黑暗的一次起

义，为有革命志向的热血青年做出了榜样，同时也
壮大了红军力量， 推动了湘鄂赣边界革命斗争的
发展。 1929 年，红五军在这里创建了湘鄂赣革命
根据地。

平江起义发生后，影响力持久发酵。国民党部
队再次重复着同样的命运———发生更大规模的宁

都起义。
在寻找光明的过程中，严图阁是幸运的。因为

他所在的部队建立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时任第
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 共产党地下党员赵
博生，以及旅长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对严图阁十分
信任、器重。

真正的革命者往往在历史关键时刻能够看清

方向、找到正确的道路。 宁都起义前，严图阁在革
命志士的深刻影响下，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变化，
为他参加宁都起义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在与红军对峙过程中，严图阁所在的第二十六
路军长期不与红军打仗，还利用电台收听红色中华
的广播， 甚至编造一些假消息敷衍国民党南昌方
面。南昌方面得知情况后，电令第二十六路军“立即
进剿，不得有误”。 形势危急，中共地下党组织立即
派人请示中央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作出了宁都
起义的决定，推选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
等军官出面领导起义， 并以严图阁的第三营为主
力。 可是，12月上旬，第二十六路军的两万套冬衣
和 11 月份的薪饷不日可到宁都，有人主张推迟起
义，争取给全军发了军衣和薪饷之后再去当红军。
于是，起义领导人赵博生一面给南昌方面复电，一
面加紧起义准备。 严图阁也命令第三营官兵“兵不
离班，枪不离手，随时准备紧急集合”。晚上，他还要
求大家“和衣而卧、枕戈待旦，以备万一”。

紧张形势一直持续到 12 月 14 日下午。 这支
部队受地下党影响愿意参加起义的人越来越多。
苏进（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炮兵副司令
员兼参谋长）和严图阁相识于西北军，同在冯玉祥
第七十四旅一团当兵。苏进任副团长时，严图阁任
三营营长。他们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最终决定一
起参加宁都起义。

1982 年 9 月，苏进将军在《忆湘鄂赣军区司
令员严图阁》中，详细回忆了当年起义的过程：

起义当天下午， 他和严图阁到旅部参加了旅

长季振同召开的紧急会议。 按照季振同和团长黄
中岳要求， 严图阁的主要任务是率三营包围第二
十六路军总指挥部， 负责在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
生举行宴会时，捉拿赴宴的全体反动军官，这关系
到起义的成败，责任重大。

下午 4 时，赵博生要在总指挥部“宴请”团级
以上军官。 宁都平时给养困难、生活很苦，大家听
说参谋长要请客，还有好烟、好酒，平时干活找不
到人，一听说请客，这回都到齐了。

总指挥部设在一座两层的西式教堂里， 营长
严图阁率第三营其余部队（缺机炮连）和平时练习
跑步一样，来到总部驻地周围，秘密而迅速地把总
指挥部包围得水泄不通。 这时，那些反动的团长、
旅长们，身后跟着传令兵或者骑兵，神气活现地前
来参加总部为他们举行的宴会……严图阁从旁边
看见他们一个个趾高气扬地走进总部大门， 就像
猎人盯着猎物落进了自己设下的圈套……

按照安排，下午 6 时整，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终
于到了。 严图阁率部“瓮中捉鳖”，带着 20 多名全
副武装的士兵，跑步冲进总指挥部，突然出现在举
行宴会的二楼会议厅， 一个不漏地把十多名团级
以上反动军官逮住了。 不出半个小时，一枪未发、
兵不血刃，总指挥部的战斗就结束了。严图阁率第
三营为宁都起义胜利立下了头一功。

整个起义非常顺利，除少数军官逃跑、一个团
由于路远未参加起义外，基本做到“一呼百应，秩
序井然”。起义后，苏区军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
第二十六路军 1.7 万人参加的宁都起义部队被改
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季振同任军团总指
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红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
军团参谋长兼红十四军军长， 黄中岳为红十五军
军长。当晚，红色首都瑞金的电台还向全国广播了
这一震撼人心的消息。

“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非常弱小的情
况下， 国民党军队内的一批进步官兵冒着巨大的
风险，没有停止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明知前路艰
险却一往无前，在白色恐怖时期终于拨开迷雾，毅
然参加起义，谱写了一曲无私无畏的英雄壮歌。 ”
罗精华老师欣慰地说。

宁都起义是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前三次 “围
剿” 惨遭失败后准备投入更多兵力进行更加疯狂
的第四次“围剿”之际发生的。 中央苏区被敌人重
重包围，新生的政权面临严峻挑战。在敌强我弱的
情况下，敌军整支部队阵前起义，极大地坚定了苏
区军民沿着正确革命道路走下去的决心。 宁都起
义进一步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推动了湘鄂
赣边界革命斗争的发展。

对于宁都起义的重要意义，1938 年底， 毛泽
东在延安接见了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 与大
家一起合影留念， 并在照片上题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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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毛泽东对宁都起义多么重视。

宁都起义， 使严图阁的革命生涯拨开了心中
的迷雾。 起义中，他遇到了志同道合的革命者，遇
到了党组织，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心中有了共产主
义信仰并矢志不渝追随党。

宁都起义后，在共产党人带领下，严图阁开始
了自己的追寻光明之旅……②18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