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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越南共产党

领 导 人 胡 志 明 先 后 到 过 桂 林 三

次。第一次是 1938 年底至 1940 年

12 月，胡志明化名阮爱国从苏联

转到延安后，同叶剑英参谋长由

延安经衡阳到桂林，在越南独立

同盟会桂林所设的办事处活动了

一年半；第二次是 1942 年 12 月 10

日在靖西（德保县足荣乡）被捕后

押解到广西最高军事机关——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审

查；第三次是 1943 年 11 月以越南

革命同盟会副主席的身份，从柳

州到桂林，进行革命秘密工作。

被 捕

1941 年 12 月 7 日，太平洋战

争爆发，国际反法西斯、反侵略呼

声高涨。为寻求中国对越南反侵

略战争的援助，1942 年的 8 月下旬

胡志明准备以“越南独立同盟会”

和“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越南分

会”两个团体的代表的身份去见

蒋介石，争取国际援助。同时希

望在重庆会见周恩来，得到中国

共产党的进一步支持。

8 月 23 日，胡志明装扮成侬族

盲人，从越南蓝山经过边境进入

了广西靖西，进入靖西德保县足

荣乡时被国民党乡警搜查，发现

其身上没有多少钱，却带有 1940

年签发的过期的中国青年记者会

会员、国际新闻社特约通讯员证

明书、国民党军部军用证明书，还

持印有“新闻记者”和“越南华侨”

名片，觉得他身份十分复杂，便将

他拘留，为了立功，立即把胡志明

沿 途 押 解 经 田 东 、南 宁 、柳 州 等

地，历时三个多月，于 12 月 10 日

押解到广西省最高军事机关——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

榕荫路的牢房里审查。后被国民

党政府逮捕，在柳州关押，一年的

时间里，先后辗转了十三个县，十

八个监狱关押。

营 救

胡志明在被蒋介石集团囚禁

期间共转移过近 30 个监狱，度过

了十几个月的囚徒生活。在此期

间，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进步

人士为了营救他，以“三路并进”

方式展开营救。一路是正面的交

涉，另一路是动员国民党中上层

通融，第三路是动用潜伏在国民

党内部的地下中共党组织。

首先是正面的交涉。陪同胡

志明的越南共产党人黎广波目睹

胡志明被捕后旋即返回越南，印

支共中央（越南）获悉胡志明被捕

后，立即以“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

分会”的名义，从靖西拍发了一份

电报给重庆时任国民党立法院院

长孙科，要求释放胡志明。电报

上写道：“敝会代表胡志明赴渝向

蒋公献旗，行抵靖西被扣，伏乞电

释，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

但 孙 科 接 到 电 报 并 没 有 当 一 回

事。越南共产党只得通过其他关

系让中国共产党知道了胡志明被

捕的事。

胡 志 明 1922 年 在 巴 黎 进 行

革命活动期间，就结识了中国留

法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周恩来、

王 若 飞 、赵 世 炎 等 人 ，1938 年 12

月 胡 志 明 离 开 莫 斯 科 的 共 产 国

际机关，来到中国陕北延安受到

毛 泽 东 、王 稼 祥 等 中 央 领 导 接

见 ，月 底 根 据 中 共 中 央 的 安 排 ，

胡 志 明 跟 随 叶 剑 英 同 志 南 下 至

广西桂林以普通军人的身份，在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参加中国共产

党的活动。

周恩来知道胡志明被捕时，

已是 11 月 6 日。他十分气愤，立

即找到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

让他立即无条件放人。孙科这才

引起重视，马上转告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吴铁

城不敢耽误，电告广西省政府，要

求“查明释放”。可是此时，胡志

明已被转押到广西柳州第四战区

司令长官张发奎处。吴铁城又电

告张发奎要他立即放人，张发奎

没有理睬。

周 恩 来 得 知 胡 志 明 还 未 释

放，立即建议印支共以“国际反侵

略协会越南分会”的名义，向苏联

驻重庆塔斯社发一则电文，以争

取国际舆论支持。印支共机关当

即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向重庆塔斯

社发出一则电文。就在该电文尚

未传到驻重庆塔斯社前，周恩来

就已来到该社反映胡志明被捕的

情况。苏联驻重庆的塔斯社接到

越印支共以“国际反侵略联盟协

会越南分会”名义发的电报后，十

分重视，加上周恩来的反映，社长

赫尼古当即通过塔斯社向全世界

播放这则电文。英国驻重庆代表

尼古芬打电话给蒋介石说：“中国

的抗战迟迟没有结束，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得不到全世界爱好和平

人士的支持包括物资支援，你连

反战联盟的人都要逮捕，你们到

底 要 帮 助 谁 ？”蒋 介 石 当 即 回 复

说：“我一定调查此事。”

蒋介石知道胡志明是中国共

产党的朋友，特别是与周恩来私

交甚密，他恨之入骨，并不想马上

释放胡志明，便有意拖延。

另一路是动员国民党进步人

士展开营救。周恩来一面从正面

与蒋等交涉，联系国际友人，动员

国际正义力量营救胡志明，一面

发动国民党内部的进步人士积极

营救。1943 年 5 月，周恩来派朱蕴

山面见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托请李

济深设法营救胡志明。可当朱蕴

山接到信息时胡志明已经被当作

政治嫌疑犯秘密转押到柳州，朱

蕴山迅速将周恩来的意见汇报给

李济深，李济深立即按周恩来的

要求，由朱蕴山起草、自己亲笔书

写了一封密信，由朱蕴山亲自面

交李济深的老部下时任第四战区

司令长官张发奎，请其关照，严密

防范特工暗害，伺机释放。

第 三 路 是 秘 密 保 护 。 蒋 介

石 内 心 是 不 愿 轻 易 释 放 胡 志 明

的，他怕胡志明与中国共产党联

合 ，便 一 面 让 李 宗 仁 释 放 ，一 面

又 密 令 张 发 奎 将 胡 志 明 暗 中 软

禁起来。得知蒋介石的密令后，

周 恩 来 要 求 打 入 四 战 区 长 官 部

的 中 共 党 员 对 战 区 司 令 长 官 张

发 奎 施 加 影 响 ，于 是 ，第 四 战 区

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机要秘书、中

共 地 下 党 员 左 洪 涛 与 中 共 地 下

党员吴仲禧（第四战区长官部军

务 处 处 长）、高 若 愚（第 四 战 区

高级参谋、兼任张发奎的随从副

官 长）、张 励（第 四 战 区 司 令 部

高 参 室 主 任）、黄 中 廑（少 将 参

事 、张 发 奎 的 机 要 秘 书）5 人 联

合向张发奎“进谏”。吴、高、张、

黄 4 人 都 是 张 发 奎 信 得 过 的 人 ，

经他们共同劝说，张发奎放弃了

软 禁 胡 志 明 的 计 划 。 迫 于 社 会

各方压力，1943 年 9 月 10 日张发

奎释放了胡志明，此时胡志明已

被关押 1 年多。

自 由

为了应付蒋介石，在左洪涛

的陪同下，胡志明住进了张发奎

安 排 的 专 供 越 南 人 居 住 的 侨 乐

村。之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

帮助下，胡志明一直参与改组越

南革命同盟会的工作，参加了四

战 区 大 桥 干 部 训 练 团 开 办 的 越

南革命青年训练班学习，专门为

越南培养抗法、抗日救国青年干

部 。 后 曾 住 在 今 柳 南 区 柳 石 路

2-1 号 南 洋 客 栈 ，现 鱼 峰 山 小 学

大门右侧，并经常到位于今鱼峰

路 的 越 南 革 命 同 盟 会 本 部 指 导

工作。

1944 年 3 月 25 日至 28 日在柳

州召开了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代

表 大 会 ，完 成 该 组 织 的 改 组 工

作。1944 年夏，胡志明以建立中

越抗战同盟的主张向张发奎提交

了一份《入越工作计划大纲》，在

特训班挑选了 18 名越南青年准备

回国。（第四战区当时负有国民政

府将来进入越南作战或者日本投

降去越南接受投降的任务，兼有

代表国民党的军方处理对越关系

的责任）张发奎也感到胡志明代

表的越盟有群众基础，对国民党

进入越南或者建设抗战同盟也有

帮助。在时任第四战区教导部队

上校副总队长、干训团特训班办

公室主任、四战区长官部外事处

少 将 处 长 的 萧 文（1949 年 5 月 14

日在粤东参加起义）担保下，胡志

明才于 1944 年 9 月 20 日带着中共

地下党人协助下向张发奎争取的

7.6 万元法币和部分药品、通行证

等离开柳州经南宁又再次来到了

龙州，从水口关入越回国，自此，

胡志明才真正的恢复了自由。

营 救 胡 志 明
 赵丰才

著名漫画家、散文家丰子恺先生是弘一

法师的弟子，在弘一法师圆寂后，丰子恺为弘

一法师造像，章太炎的三女婿朱镜宙与丰子

恺书信往来，结下一段珍贵交谊。

◆两对师徒皆著名◆
朱镜宙和丰子恺两人相识于抗战期间的

大后方四川，朱镜宙的皈依师父为虚云老和

尚。虚云与弘一均名列近代四大高僧。朱镜

宙和丰子恺都十分敬仰各自的师父，师徒情

谊甚笃。1959 年虚云老和尚圆寂，朱镜宙闻

讯，泪流被面，泣不能抑。他晚年在回忆录

《梦痕记》里用 3 个章节大量文字记载了虚老

及师徒间交情，同时还撰写了《我所知道的虚

云老和尚》《江西永修云居山真如寺虚云和尚

传》《虚云和尚年谱暨法汇简引》等多篇追忆

文章，以供人们缅怀。丰子恺也不例外，从

1929 年 开 始 ，他 为 了 兑 现 对 弘 一 法 师 许 下

“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承诺，付出了其毕生

精力，历经 46 年时间完成了 6 集《护生画集》，

画作 415 幅，特别在弘一法师 1942 年圆寂后，

发愿要为恩师造像（即画像）一百尊，分寄各

地，勒石立碑，以垂永久。

丰子恺为弘一法师画像，受到了各方普

遍的赞誉。他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

说：“为欲勒石，用线条描写，不许有浓淡光

影。所以不容易描得像。幸而法师的线条画

像，看的人都说‘像’。大概是他的相貌不凡，

特点容易捉住之故。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他

在我心目中印象太深之故。我自己觉得，为他画像的时候，我的心

最诚，我的情最热烈，远在惊惶恸哭及发起追悼会、出版纪念刊物

之上。”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这些画作提出了意见。朱镜宙

就是其中的一个人，并且丰子恺也认为其有道理，表示接受、更正。

◆“不应蓄须”画弘一◆
1946 年，朱镜宙奉命完成抗战筹资征税，从大后方四川返回

故乡，第二年，因老家乐清瑶岙房屋被日军烧毁，一家人寓居在温

州蝉街喜牛坦九号住所，一边主持公益事业报效桑梓，一边研究佛

法弘扬佛教文化。与此同时，丰子恺也于抗战胜利后，结束国立艺

术专科学校教学生涯，从重庆返回上海，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还

出版了《子恺漫画选》。

1947年10月19日，朱镜宙致函丰子恺，主要内容是认为弘一法师

画像“不应蓄须”，并且从佛门律宗和多方求证阐述了观点，全文如下：

子恺先生：

蜀中握别，寒暑载赓。顷读《觉有情》第八卷十月号，先生为弘

一大师造像，欢欣无量。先生前曾发心为大师造像百尊，今此所

作，其权舆欤？惟间有待商榷者：佛门最重威仪，而律宗尤谨严。

经云，剃除须发，是为沙门。故沙门戒相，剃除须发，乃其先决必具

条件。昔佛住世，凡有求请出家者，以佛神力，须发自落，此为后世

剃度制之滥觞。百丈清规剃度正范云，当举刀时，维那师唱净发偈

云：剃除须发，当愿众生，远离烦恼，究竟寂灭。唵，悉殿都，漫多

啰，跋陀耶，娑婆诃。三举三和，偈毕停刀。是吾国比丘戒相，必须

剃除须发明甚。今大作所造大师像皆有须（所见二尊皆同），实非

佛制，与律不合。弟世障甚深，未识大师一面，然仰止之诚，与日俱

积。昔年客蜀，曾请马一浮先生为函介见，而大师遽以寂闻，引为

生平第一憾事。自见《觉》刊先生造像后，特走访此间大师往来最

密之周孟由居士，询以大师先前究否留须。承告，大师生前，虽偶

有须，但因事未剃，决非有意蓄须也。周居士并言，渠于一日偶询

大师同门某师，大师慨然曰，彼已蓄有长髯矣！周居士又尝见云栖

大师有须像，以质印光大师，师曰，此后人所妄为，非云栖本来面目

也。净土宗且如是讲求僧相，况律宗大德，其敢方便出入耶？至吾

国禅宗大德，间有蓄须者，实以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不暇修饰耳。

若夫律宗，最讲戒相，绝不苟且从事。今先生既称大师为南山律宗

第十一代律祖，而造像有须，恐非大师之意。大师生平，虽细事，必

遵绳墨。曾见其致周居士代借续藏经书，凡麻绳包纸邮票，一并附

来，其不苟如是。又尝闻觉华上人云，大师住持厦门南普陀时，严

冬赤足，竟致龟裂，不能步行。群弟子环请纳履，不从。即此数端，

足概其余。弟深惧造像留传后世，或有误解，影响佛法前途匪浅。

盖蓄须之风，已盛行吾国今日之僧界，大有积非成是之观，用谨掬

诚奉商。明知大作必有所本，然非大师本意，可断言也。未审尊意

以为何如？敬颂著安。

弟朱镜宙顿首 三六、十、十九

丰子恺收到朱镜宙书信后，十分重视，于次月 1 日即作了回

复。他不但赞同他的观点，解释当时误作留须的原因，而且表示待

日后刊印“弘一法师全集”时定将更正，同时还流露出对朱镜宙佛

法精严的敬佩之情，全文如下：

镜宙先生：

蜀中一别，匆匆数载。今大法轮书局转下大札，读之深为惶

恐。律主不应蓄须，弟甚赞善。惟当时画像百尊，根据各种照片，

有蓄须者，有无须者。（编者按：丰先生原函于上句之旁注有“据生

西前最近肖像”八字。）前者题“弘一法师遗像”，后者遵闽僧之嘱，

题“南山律宗……”字样。《觉有情》所载，来示谓有须而题“南山律

宗……”，必是当时误题。异日刊法师全集时，当为文更正也。来

示保存，异日一并刊出，以明先生对于佛法之精严，及对于弘一法

师之厚爱。专此奉复，即颂时祺

弟丰子恺叩 十一月一日

◆书信记录景仰情◆
这两封往来书信，在丰子恺的要求下，刊登在是年 12 月号的

《觉有情》半月刊第 8 卷第 12 版上，标题为《关于弘一大师造像》。

其后还附录了丰子恺致编者陈无我的短信：“无我先生：示奉到。

朱先生原信附上。乞即请将两信刊出，以代声明，则弟可不须另作

声明矣。专此奉复，即颂道安。弟丰子恺叩”。

“从现存的弘一大师照片中可以看出，弘一大师有时确实也是

蓄须的。按朱镜宙信中转述周孟由的解释，此当以‘因事未剃，决

非有意蓄须’来理解。”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

任陈星教授对此作了这样的解说。

由此可见，这两封看似普通的往来书信，不仅记录了朱镜宙和

丰子恺的个人交情，而且更重要的

是，弘一大师在他们心目中都有着

十分重要的位置和推崇景仰之情，

弥显珍贵！

（作者系朱镜宙侄孙）

毛泽东在《西江月·井冈山》一词中，写

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名

句。而在前线指挥黄洋界保卫战的就是驰

骋井冈山的一员骁将、时任红四军第 31 团

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的陈毅安。他率领不

足一个营的兵力，在黄洋界阵地战胜了 10

倍以上的敌人，保卫了井冈山大本营。

陈毅安，1905 年 1 月出生在湖南湘阴县

界头铺。黄埔军校第 4 期毕业，参加毛泽东

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随部到井冈

山，参加扼守七圾岭、攻打龙源口、围困永新

城、指挥了黄洋界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斗。

1930 年 8 月 7 日凌晨，在掩护军团机关转移

时，壮烈牺牲，年仅 25 岁。1958 年彭德怀为

他题词：“生为人民生的伟大，死于革命死得

光荣！”

参加秋收起义进驻井冈山

1926 年 10 月，陈毅安从黄埔军校毕业，

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教导师师部，后任第三

团第三营第七连任党代表。不久，第三团开

进武昌城，担任武昌国民政府警卫任务，称

“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

这个团的各级干部，包括团长卢德铭在

内，多系共产党员，这是我党掌握的一支军

队，它担负着武汉重要军事据点的警戒任

务。7 月中旬，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地区

实行清党。警卫团各连党部秘密地召开了

党员大会，作出了紧急向南昌方面靠拢的决

定。8 月 9 日，部队到达江西武宁，进驻修水

休整。8 月底，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

来到湘东，组织秋收起义，共有 3 个团，警卫

团编为秋收起义军第一团。

9 月 8 日，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爆发。9

日，陈毅安随第一团进攻长寿街，失利，转向

文家市集中。文家市会师后，起义部队继续

向罗霄山脉中段前进，到达江西芦溪时，遭

到敌军朱世贵师的伏击，伤亡过半，团长卢

德铭牺牲。芦溪失利之后，前委将几个受挫

连队剩下的人员集中起来，成立新的连队，

调任陈毅安为连长，部队到达江西永新湾

时，又进行了改编。三湾改编以后，尽管战

斗环境非常恶劣，生活艰苦，但部队精神大

为振奋。

1927年冬，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中心区

茨坪，毛泽东安排陈毅安兼管在茨坪等处筹

建兵工厂、被服厂、军火库和战地医院的工

作。陈毅安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在他的努力

下，不久，在茨坪等地，小型兵工厂、战地医

院、军械修理厂都因地制宜相继建立起来了。

粉碎湘赣两省敌人联合“会剿”

1927 年 12 月底，陈毅安率领第一营跟

随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向遂川县城挺进，守

城的敌军闻风逃窜。1928 年 1 月 5 日，工农

革命军占领了遂川城，建立了遂川县工农兵

政府。

1928 年 2 月，正当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

川分兵发动群众之际，敌朱培德率部向我革

命根据地进犯。陈毅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请求任务。毛泽东指示陈毅安避开敌人的

优势兵力，令他将第一营带回井冈山。2 月

17 日，毛泽东在茨坪召开军事会议，布置攻

打新城的战斗任务，命令陈毅安率领第一团

第一营主攻东门，第三营在南门、北门阻击，

第二团进抵西门埋伏在稻田两侧。18 日早

晨，城内敌人一部到南门出操，被埋伏在护

城河的第三营打得晕头转向，弃枪往城里逃

窜。主攻东门的第一营，在陈毅安指挥下，

架梯越城墙，同敌人展开肉搏战，终于攻破

了东门。我军大队人马从东门杀入，敌人向

北门逃命，被占领制高点的我军击退，又逃

向西门，遭到早作埋伏的我二团的袭击，前

后夹攻，敌军溃败逃散。这次战斗全歼敌一

个正规营和一个警卫团，共 500余人。

5 月中旬，赣敌二十七师杨如轩奉命率

4 个团从吉安向永新前进，占领永新城。为

了调动敌人，毛泽东命令陈毅安率领第三十

一团第一营佯攻高陇。高陇战斗打响后，敌

军以为红军主力已转向湖南，便对永新根据

地发起进攻。敌留一个团守城，派出两团军

队进犯永新，前锋到达龙源口。这时毛泽东

命令陈毅安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王尔

琢率领第二十八团立即返回龙源口，一天急

行军 130 里，飞兵里田，埋伏在草市坳袭击

敌军，全歼敌军一个团，缴枪数百，当场击毙

敌团长刘胡子。

6 月，蒋介石命令湘敌吴尚率领 5 个团，

赣敌杨池生、杨如轩率领 5 个团，联合进攻

井冈山。毛泽东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

力在新老七溪岭一带歼灭江西进犯之敌，命

令陈毅安率领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二

十九团迎击由新七溪岭进攻之敌。陈毅安

率领部队到达新七溪岭，把营指挥所设在新

七溪岭的“望月亭”，挖好工事，严阵以待。

端午节那天，突然，山下传来了密集枪声，陈

毅安命令各连干部返回战斗岗位，他自己来

到前沿阵地，观察敌情。他发现敌军第二十

团从山下正面向营指挥所两侧发起进攻，便

命令机炮连发炮轰击山下的敌人，同时命令

一连派出两个排埋伏在营指挥所两侧，伏击

敌人。炮弹在敌群中爆炸，一炮落地，敌人

倒下一大片。侧面敌人也遭到伏击，死伤很

多。敌人扔下无数尸体狼狈逃窜。红二十

八团在老七溪岭，夺取了敌制高点，乘胜直

抄龙源口。

陈毅安率领红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立即

向敌人出击，同二十八团配合夹击敌人。敌

人腹背受击，全线崩溃。这一仗歼敌一个

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粉碎了湘赣两

省敌人的联合“会剿”。

指挥黄洋界保卫战

1928 年 8 月初，红军大队在湘南失利的

消息传到井冈山。毛泽东当即决定，亲自率

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去桂东迎还红军大队，

令陈毅安率领第一营坚守井冈山根据地。8

月中旬，湘敌第八军一个师，我军主力在桂

东之际，急忙从酃县进攻宁冈，偷袭井冈山

大本营。陈毅安得此情报后，率领第一营和

团部直属队，日夜兼程从宁冈、茶陵边界等

地区撤退，直奔井冈山重要哨口黄洋界。

8 月 29 日，第一营全部进入黄洋界阵

地。30 日清晨，云雾消散。麇集在黄洋界

山脚下的湘敌先头部队，向黄洋界阵地发起

了进攻。由于草丛里插了竹钉，敌人只能一

个个地缓慢甸匐前进。敌兵力虽多，但无法

展开，最多一次只能使用一个营的兵力。敌

军进攻，红军开始不予理睬，等敌军进入有

效的射程内，陈毅安一声令下：“打！”步枪、

鸟铳一起发射，滚石、檑木同时向敌阵倾泻，

大批敌人被打死打伤，活着的慌忙钻进树丛

中，又掉进陷阱和竹钉阵里。战斗打响后，

陈毅安一直在前沿阵地，密切注视着战情变

化，随时改变打法。激战一上午，敌人连续

发起了三次冲锋，都未能通过小山梁的一条

隘路，就被红军击退了。

下午 4 时，陈毅安命令部队从茨坪修械

厂抬来一门修好的八二迫击炮，安在指挥所

阵地附近，向敌人发射了三颗炮弹，一发炮

弹正好在敌群爆炸。炮声轰隆，吓得敌军魂

飞魄散，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不敢恋战。

晚间，敌人乘云雾弥漫，我军无法下山的时

候逃回酃县去了。在宁冈、新城伺机出动的

赣敌听说湘敌败退，也赶紧逃跑了。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非常高兴，写了著

名的《西江月·井冈山》诗词，以此来纪念这

次战斗胜利。

担任攻打长沙战役总指挥

1930 年 初 ，爆 发 了 蒋 、冯 、阎 中 原 大

战。红五军利用军阀混战之机，打了几个大

胜仗，开辟了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占领了北

至长江沿岸，南至广东南雄，西至平江、浏阳

的广大地区。

当 时 主 持 党 中 央 工 作 的 李 立 三 犯 了

“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命令红三军团攻打

长沙和武汉。彭德怀认为武汉周围有敌重

兵防守，不易攻克，即使一时侥幸取胜，也不

能久守。根据彭德怀的意见，红三军团从大

治出发，接连攻占了咸宁、通山、蒲圻、崇阳

等县城。7 月初，又乘敌钱大钧两个师调离

岳阳之际，攻克了岳阳城。

攻打长沙战役的序幕是从占领岳阳以

后开始的，当时陈毅安受伤还未归队。岳阳

攻下后，部队重返平江扩军整训，做进攻长

沙的准备工作。7 月中旬，何键率他的主力

部队向衡宝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长沙空

虚；于是，湘鄂赣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

三军团在 7 月 25 日向长沙进攻，同时任命陈

毅安为攻打长沙战役总指挥。

陈毅安协助彭德怀指挥红军在晋坑歼

灭敌军一个团，在金井歼灭敌军两个团的

大部，突破了敌人的金井防线。27 日，陈

毅安亲自指挥一支 300 人的敢死队，一律

背着冲锋枪，佩戴手榴弹，绕到敌人侧面杉

木港渡河。敢死队登岸以后，猛攻敌人左

右两侧，突破敌人七里巷据点，敌人在长沙

外围的防线，全部陷入瘫痪状态。陈毅安

马上找到渡口船夫说：“你们天天盼望红军

来，今天红军真的来了，快些搭起浮桥让红

军大队通过吧！”船夫敲锣集合船只，立即

在浏阳河上架起了浮桥，集结在河对岸的

第一纵队全体官兵，便迅速地从浮桥上通

过，进逼长沙城。

27 日傍晚，在陈毅安指挥下，第一纵队

先头部队两个团首先从长沙韭菜园小吴门

入城。接着，各路大军像潮水般地向长沙

城挺进，直捣省政府。在那里的两千余敌

军被包围缴械。红军随即占领了发电厂、

江岸、码头、火车站等地和高大的建筑物。

革命红旗在长沙城上空飘扬，整个长沙被

红军占领了。

攻克长沙后，国民党反动派以数倍于红

军的兵力，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分三

路渡河进攻长沙城。陈毅安指挥第一纵队，

沿新河和浏阳门防线正面阻击敌人，他指挥

部队冲杀，击退敌人的进攻，但终因敌众我

寡，战斗逐渐向长沙城外转移。在转移途

中，敌人一挺机枪突然从侧面向他开火。陈

毅安腰中 4弹，经急救无效而牺牲。

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陈 毅 安 ：以 一 胜 十 的 骁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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