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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9年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初十），是老一辈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江西苏维埃运动的主
要领导人之一，曾山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日。
曾山同志出生于江西这块红色的土地。
他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曾山同志鞠躬尽瘁，无私无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为了弘扬他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的高尚品德，缅怀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表达故乡人民
对他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决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组织编写了这本
《曾山传》。
    本书主要依据中央档案馆和省、地、县档案馆保存的数千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和当时的报刊资料，广
泛参考了老同志的回忆录和访问记录，力求根据丰富而可靠的历史资料，写出一部真实的历史传记，
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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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家庭二、青少年时代三、投身大革命四、领导“四九”暴动五、第一任吉水县委书记六、在
“二七”会议上七、攻打吉安总指挥八、江西省第一任苏维埃主席九、出度罗坊会议十、在反“围剿
”战争中十一、留守苏区十二、辗转游击十三、千里寻党十四、参与组建新四军十五、恢复发展东南
党组织十六、战斗在皖南十七、苏北淮南的艰苦斗争十八、指导华中土改十九、统一华中、华东财经
二十、进驻潍坊二十一、接管济南二十二、领导淮海和渡江两大战役后勤支前二十三、在上海二十四
、治理淮河总指挥二十五、新中国首任商业部长二十六、主管交通战线二十七、出任共和国内务部长
二十八、六次率团出访二十九、情系老区三十、革命伴侣邓六金三十一、最后岁月曾山生平大事年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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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8月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在横江渡召开“二全会议”，由李文林、曾山传达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
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精神，并改选了特委常委。
选举曾山、王怀、郭承禄、萧道德、李文林等5人为常委，曾山为书记。
8月10日，赣西南特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部署第八次攻打吉安。
为了加强统一领导和指挥，由党、团共组前敌委员会，王怀任书记。
并成立赣西南军事委员会和总指挥部，曾山任总指挥。
　　8月20日，曾山发布《紧急通令》，对第八次攻吉作了周密的布置：“在总攻击以前，须召集各种
会议，如红军赤卫军赤卫队等，须召集大队长政委以上会议，区政府须召集乡政府主席联席会等。
尽量加紧宣传鼓动工作。
　　注意长期各部工作，发动四郊农民起来斗争并建立政权。
交通队、担架队要特别组织健全。
　　各地如不能派吉安的人，或能找到吉安城内熟人的同志去切实计划，在猛攻时(作)内应。
　　作战时应注意在火线上高呼口号。
”　　8月25日，红二十军在吉安城西南郊开始了第八次攻400余人，缴枪400余支。
28日，曾山发出《火速筹集巨款供给前敌战士的急要的紧急通知》，指出：“敌人死守孤城不出，靠
铁网深沟为最后的抵抗，必须要费时日，才能把它打破，在这几天当中，需要巨款维护一切，并且是
万分迫切的。
”《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务须下十二万分的决心，依照应派数目，如期筹集交来，以济急需
，以便很快的拿下吉安，开展大大的局面，猛烈北上，响应各军团会师武汉，争取全国革命胜利。
”　　9月5日，各路队伍从四面八方向敌军阵地发起总攻。
此次参加攻打吉安的部队除红二十军、红军学校和青年干部学校学员外，还调集了10万“精勇工农”
配合作战。
这次攻吉的鼓动口号是：“红军打仗真勇敢，手拿梭镖打冲锋，打开吉安捉反动，捉到反动立大功。
”两校学员队伍在儒林赤卫队的配合下迅速占领了天华山；红二十军在北路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配合
下攻打真君山，群众推着“土坦克”用湿棉絮裹着的独轮车掩护红军冲锋，冲到铁丝网前与敌人展　
　开肉搏战。
激战数小时，牺牲200余人。
为保存实力，特委决定红二十军撤往峡江休整，留下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继续包围吉安。
　　梁必业回忆说：“地方武装第七、八次围攻吉安，我都参加了，在第八次围攻行动中，我担任陂
头村少先队指导员，全队100多人高举红旗，手持梭镖，肩扛松树炮，按照指挥部分配在水东地段安营
扎寨。
吉安东西南北、赣江两岸排满了围城的群众，举目之下红旗招展、梭镖林立，口号声、呐喊声响彻云
霄。
”　　第八次攻打吉安后，守城敌军再也不敢出城一步。
吉安周围呈梅花形的红色区域已扩展到30余县，吉安已成为红色海洋中的一座孤城。
　　此时，正是蒋、冯、阎军阀混战期间，中共中央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集中
全国红军力量攻打大城市，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随后，红三军团打长沙，乘虚得城，但不能立足而退出。
红一军团打南昌，军至城外受阻，折回湘东。
8月23日，红一、三军团会师浏阳永和市，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后奉命第二次攻打长沙，久攻不克而
撤围。
　　9月12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作出撤围长沙，进占株洲、萍乡待机行动的决定。
13日，毛泽东在株洲主持召开前委会议，总结攻打长沙的教训，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
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为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而“准备好转弯的步骤”。
在会上两次提出“占领吉安、争取江西”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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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攻取吉安的条件已完全成熟，吉安城已被广大群众四面包围，守敌邓英师已成“瓮中之鳖”。
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了由株、萍兵分两路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的战略决策，并颁布命
令：红一军团攻取吉安，红三军团攻取峡江、新干。
规定部队于9月30日到达吉安延福乡集中。
　　红一军团在向吉安推进的途中，毛泽东交给红一方面军总部参谋长朱云卿一项特别任务：将前委
的一封信函火速带给赣西南特委，通报红一方面军汁划，并要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立即广泛
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策应和配合主力红军攻取吉安。
　　9月26日，特委接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来信，立即在陂头召开常委会议，对配合主力红军攻打吉
安的行动作出部署。
曾山回忆说：“1930年10月攻打吉安，也就是第九次攻吉，这次人吉红军主力部队还未来之前，毛主
席就派了一个姓朱的参谋长和我们接头，同我们一起研究地方武装和群众如何配合红军主力部队打下
吉安。
这次攻打吉安，地方上成立了东路、西路、北路三路总指挥，赣西地区所有地方武装都参加了，有十
几万之多，北路调武装2万人，配合二十军向真君山猛攻，逼近吉安，西路调工农群众2万人攻天华山
。
儒林赤卫队，少年队全体动员，配合干部学校攻神岗山，相机渡河，直下吉安；富田调一个赤卫队配
合水东赤卫队向吉安进攻，以防备和堵截溃退下来的敌人：纯化调一个赤卫队在滩头、张家渡一带；
兴国独立团在水东，配合富田水东群众作战。
各路都有交通队，担架队，冲锋队，向导队；沿路还设交通站，后方伤兵站，特别是水东山上到处是
红旗和梭镖队，吓得敌军不敢过河。
”　　曾山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和特委常委会议的部署即向各地苏维埃政府发布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
紧急通知》，号召广大群众“迅速准备”，组织各种支前和战斗队伍配合红一方面军夺取吉安。
　　《紧急通知》还将各地已经编制好的红军独立团迅速集中，由伍中豪统率，以配合红军作战；并
要求调工作人员300名“略能识写文字，对革命忠实者及进步的贫苦工农分子”，送第一方面军分配工
作。
　　当时，吉安守敌邓英部约有3个团的兵力，另有江西保安第三团和吉安县警备大队，共约9000余人
。
国民党军凭借7道壕沟的外围纵深防线和赣江天堑，吹嘘：“吉安是金城汤池”，“可保无虑”。
　　10月2日，红一军团第三、四军经袁州会合红二十军抵吉水县的富田一线。
红军总部在富田发出分五路向吉安进发的命令。
　　1O月4日拂晓，主力红军在10万余群众的配合下，对吉安城发起总攻。
红四军首先在螺子山开始攻击，接着红二十军、红三军分别在真君山、天华山、神岗山一线打响。
曾山组织的大批地方武装也同时响应，积极参战，粮食、药品等支前物资源源不断送到前线。
阵地上军号嘹亮，杀声震天，剧烈的枪炮声响彻云霄。
群众武装各施技能，有的持柴刀砍铁丝网，有的用禾草填壕沟，用楼梯、木板搭沟桥。
经过一天的激战，红军从城西突破敌军阵地，直插县城中心的中山路大街。
守敌邓英被迫率部弃城登船逃跑。
红军沿岸追击，截获敌船4艘，俘敌22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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