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1 年 12 月 29 日，蔡协民出生

于华容城南磐石垸的一户贫苦农民

家里。他 8 岁进私塾，1921 年考入

武昌中华大学预科，后因腿疾辍学

回 家 ，当 了 一 名 小 学 教 师 。 1924

年，蔡协民考入长沙湘江中学增设

的农村师范部，并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6 年秋，北伐军过境岳阳，

蔡协民组织了一支 3000 余人的农

民义勇队，配合北伐军作战。这一

时期，蔡协民主要在家乡华容发展

党的组织，领导开展革命活动。马

日事变后，蔡协民被迫转移到武

汉，随后参加南昌起义，参与领导

湘南起义，并随朱德上井冈山，担

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是毛泽东的

坚定支持者。1929 年 7 月，蔡协民

被派到地方工作。

到地方以后，蔡协民先后担任

过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福州市委

书记。1931年3月下旬，福建省委机

关遭到破坏后，他主持成立中共福

建临时省委，任书记。5 月，中央决

定福建不设省委，蔡协民改任中共

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兼军委书记，

1932年1月调到厦门中心市委工作，

4月，任漳州中心县委书记。漳州中

心县委由闽南特委改组而成，受厦

门中心市委直接领导。在中央红军

支持帮助下，闽南游击队扩编为中

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团，辖 6 个连

队，蔡协民兼任总指挥。5 月底，中

央红军回师中央苏区，红三团留下

来开展游击战争。6月底，红三团在

驻地车本村遭国民党军和反动民团

“围剿”，由于执行王明“左”倾冒险

主义“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错误

指示，红军损失严重。

车本战斗失利后，蔡协民勇于

承担责任。然而，受“左”倾错误影

响的厦门中心市委却给他扣上“右

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等大帽子，

并通知他去上海，由党中央另行安

排工作。就在蔡协民到达上海之

前，党中央收到厦门中心市委的报

告，蔡协民被诬陷为社会民主党人，

党中央决定与他断绝一切关系。因

此，蔡协民到上海后，与组织接不上

关系，流落在十里洋场。此时，中央

已指示福州和厦门中心市委要与蔡

协民等“社会民主党人”展开斗争，

蔡协民在福州仍接不上组织关系。

他回到厦门中心市委，市委已决定

停止他的组织关系，并在党内开展

“反协民路线”的斗争。在严峻的考

验面前，蔡协民没有动摇对党的信

仰，他坚定地表示：“我是真正的共

产党员，我还要为党工作。”他拖着

瘦弱的身躯，来到市郊禾山，打石

头、修马路，并不忘发动和组织工人

斗争，开展党的工作。

蔡协民的革命精神最终感动了

省委的同志，也赢得了群众的尊敬

和信任。1933年7月，他终于回到党

内，被派到安溪中心县委任秘书。

蔡协民毫无怨言，欣然就职，很快打

开了新的局面。不久，组织上又将

他调回厦门工作。

1934年4月，蔡协民受毛泽东之

邀离开厦门，前往中央苏区，途中，

由于交通员叛变出卖，不幸被捕，狱

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7 月在漳州

英勇就义，年仅34岁。

1907 年 12 月，邱一涵于出生于

平江县。她的父亲邱紫霞是平江

早期共产党员，哥哥邱炳曾任湘鄂

赣省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长，后来为

革命牺牲。邱一涵从小具有反抗

精神，5 岁时，母亲按照旧传统，拿

着裹脚的长布条，将邱一涵叫到身

边，要给她裹脚。邱一涵摇着头

问：“为什么要裹脚？”母亲告诉她：

“女孩到了五岁就要裹脚，不让脚

长大，要不然长大了就嫁不出去！”

邱一涵撇撇嘴，天真地回答说：“我

怕痛，不裹脚嫁不出去，我不嫁人

就是了！”

1926 年 10 月，在平江县城读

书的邱一涵加入共青团，这时她的

哥哥邱炳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并

在县团防局工作，兄妹俩常在一起

畅谈革命理想。在哥哥的影响和

支持下，她放弃学业，回到家乡从

事革命工作。马日事变后，面对国

民党反动派的大搜捕、大屠杀，邱

一涵毫无惧色，她挑起平江县九区

共青团区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的重

担，与反动的清乡队展开殊死斗

争。1928 年 3 月，邱一涵参加平江

20 万 农 军 扑 城 斗 争 。 扑 城 失 败

后，她同父亲和哥哥一道重建革命

武 装 ，转 战 在 平（江）修（水）铜

（鼓）山区。

1929 年 5 月，中共湘鄂赣特委

宣传部长袁国平到平江巡视工作，

遇 见 正 在 这 里 坚 持 斗 争 的 邱 一

涵。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了解，邱

一涵从心底里爱慕袁国平的才华，

袁国平也很快喜欢上邱一涵那份

山里妹子的纯真，共同的理想和信

念，把他们的心紧紧拴在一起。他

们相知、相爱，不久便结为伉俪。

婚后，邱一涵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任 红 三 军 团 政 治 部 青 年 干 事 。

1930 年，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邱一涵跟随丈夫战斗在前

线。在江西吉安一次反“围剿”作

战中，她因救护受伤的战友，右臂

被子弹击成重伤，由于医药奇缺，

她的右手落下终身残疾。

1934 年 10 月，邱一涵同袁国平

一道参加长征，成为红一方面军参

加长征的 30 名女战士之一。她以

顽强的毅力，战胜了种种艰难险

阻。为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她创

造了 80 公里的日行军纪录。有一

次，部队正在渡河，敌机突然呼啸

而至，投下一排排炸弹，其中一枚

就在她的身边爆炸了，邱一涵被震

得晕死过去，所幸没有大碍。爬雪

山时，她晕倒在地，袁国平和警卫

员将她拉醒，要扶她骑马，她说什

么也不同意，而是将马让给受伤的

战友唐亮，自己只是拉着马尾巴爬

过雪山。过草地时，邱一涵看到抬

担架的民工十分饥饿、疲乏，就和

女战友将仅剩的一团饭、一小把豆

子让给民工吃，自己没有留下一点

吃的，饿了就找点野草充饥。七天

七夜，邱一涵咬紧牙关，凭着坚强

的革命意志，艰难地走出沼泽，最

终胜利到达陕北。

新中国成立后，邱一涵任中共

江苏省委常委、监委书记，她铁面无

私，惩治腐败，实事求是，纠正冤假

错案。1956 年 10 月，邱一涵积劳成

疾，不幸病逝，她的光辉人生定格在

49岁。

1949年7月的一天，平江县委书

记接待了一位特殊来客，只见她衣

衫褴褛，身体虚弱，看上去就像一个

街头要饭的妇人。在她身后跟着一

个男孩，大约十一二岁，个子瘦瘦

的，看见生人还有些腼腆。没等书

记开口，这位来客就将背上的包袱

取下，从里面翻出一件破破烂烂的

棉衣，撕开一条小口，掏出几样金灿

灿的东西，竟然是黄金！县委书记

惊呆了！

原来，这位乞丐模样的妇女不是

别人，正是十年前在平江惨案中牺

牲的烈士涂正坤的遗孀朱引梅，跟

在她身后的是烈士的儿子涂明涛。

故事还得从十年前说起。1939

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

派却不断制造摩擦。6月12日，杨森

部突然血洗驻加义的新四军平江通

讯 处 ，制 造 了 震 惊 全 国 的 平 江 惨

案。正在通讯处工作的中共江西省

委副书记涂正坤惨遭杀害。涂正坤

的妻子朱引梅和不足一岁的儿子涂

明涛在乡亲们的全力掩护下逃出虎

口。事后，朱引梅含泪清理丈夫的

遗物，发现了12两黄金。她知道，这

是丈夫保管的党的活动经费。可是

惨案发生后，她跟党组织失去了联

系。朱引梅只好把这些黄金结结实

实地包裹好，连同自己的嫁妆4两黄

金一起，缝在一件破棉衣内，背在身

上。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她带着

年幼的儿子，辗转流离于湘鄂赣边

的浏阳、通城、通山等地。孩子嗷嗷

待哺，自己饥肠辘辘，为了活命，她

只能靠挖野菜、摘野果充饥。在战

祸连绵的日子里，他们一度沦为乞

丐，住破庙、宿牛棚，沿路乞讨，艰难

度日。

谁也不知道，朱引梅的背上还

背着沉甸甸的黄金。在那个年代，

这些黄金可以置田买地，也可以购

房买车，足以让他们母子过上富裕

的生活。然而，在朱引梅看来，虽

然丈夫牺牲了，革命还要继续，再

苦再累，也要替丈夫把党的经费保

管好。

十年，经历了整整十年的苦苦

煎熬，终于迎来了曙光。1949 年 7

月，家乡平江解放，朱引梅欣喜若

狂，她立即带着孩子奔向县城，找到

了县委书记，把 16 两黄金全部交给

了组织。

黄金固然可贵，但是比黄金更珍

贵的，是对组织的忠诚！

毛简青：
初心不改 奋斗终身

胡筠：游击队的女司令

蔡协民：
真正的共产党员

朱引梅：
忠诚比黄金更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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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引梅

邱一涵：
平江走出来的女红军

邱一涵（1907-1956）
蔡协民（1901-1934）

胡筠出生于平江县一户富绅

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又勤练

武术，能文善武，是远近闻名的才

女。19 岁时，父母做主，把她嫁给

了虹桥一位大地主做儿媳，丈夫名

叫李积琦，当时还在外地求学。胡

筠以此为由提出读书要求，得到许

可后，于 1924 年秋考入平江启明女

校。在这里，她接触革命书刊，参

加群众运动，追求政治进步。1925

年冬，胡筠由余贲民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

北伐时期，胡筠根据组织安排，

先后在叶挺部队和黄埔军校武汉分

校历练，革命精神经受进一步洗

礼。大革命失败后，她回到虹桥，成

立了一支 50 余人的游击队，买了 47

支步枪、数百发子弹。她亲自担任

游击队长，带头斗争身为大地主的

公公，将夫家的田地、山林分给农

民，当众烧毁田契、地契，又打开夫

家粮仓，掌斗分粮。为彻底与地主

家庭决裂，经县农民协会批复，她于

1928年初与丈夫李积琦离婚。李积

琦暗中派人把他们的孩子李荣光偷

走。胡筠失去了儿子，心里十分难

过，但从那时起，她甩掉一切包袱，

全身心投入革命的洪流中。

有一次，胡筠被叛徒告密，省保

安司令部派缉捕队来抓人，她一不

做二不休，干脆同缉捕队公开交火，

打得敌人落荒而逃。为此，省保安

司令部向各地保安团、清乡队发出

通令，联合围剿“女共匪”胡筠，并以

十万大洋悬赏她的人头。胡筠毫不

畏惧，她以幕阜山区为依托，采用灵

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经常给敌人以

重创，游击队也不断壮大，并正式建

立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开创了从

浏阳至平江的大片根据地。后经中

央军委批准，游击总队改称平江工

农革命军，胡筠任司令员。恽代英

前去祝贺时激动地对她说：“你是红

军队伍中唯一的女司令，敌人闻之

丧胆，我们却为之欢欣鼓舞！”

1928 年 3 月，平江发生 20 万农

军攻打县城的著名事件，胡筠是北

乡农民攻城的组织者之一。扑城斗

争失败后，反动派疯狂反扑，平江党

的区、乡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共

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胡筠没

有屈服，她四处奔走，寻找失散同

志，并与李宗白、张警吾等恢复了中

共平江县委，成为县委主要负责人

之一。

7 月 23 日，平江起义后的第二

天，胡筠率县委机关及游击队伍、四

乡农民，扛枪背刀、挑菜抬猪进入县

城，与起义部队会师，并慰劳将士。

这位平江人民心中的女英雄，留着

短发，腰里掖着双枪，左臂佩戴鲜红

的袖章，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走在

队伍的前头。在平江县城的群众

中，胡筠早就是一位传奇式人物，她

枪法如神，百发百中，甚至有人说她

的坐骑能穿山越岭，腾云驾雾，是幕

阜山里修炼了千年的“神驹”。美好

的传说，足以说明平江人民对这位

革命女将的拥戴。

1930年9月，胡筠担任新成立的

赣北独立团团长。1931 年春，赣北

独立团与修水、铜鼓等县的游击队

组成红八师，编入红十六军，不久，

胡筠担任红八师师长，成为红军时

期少有的女师长。

胡筠不仅英勇善战，还善于做

政治宣传。她创作的苏区歌舞使

红军战士热血沸腾，也使白军士兵

坐卧不安。当时，胡筠几乎天天都

要带着宣传队向白军做宣传，每次

锣鼓一响，歌声一亮，白军长官就

不准他的士兵们出来，怕他们听了

红军的歌会变心，因为有好几次胡

筠带人演出后，晚上就有白军拖枪

投诚。

1933 年 10 月，胡筠受诬陷被捕

入狱，第二年 4 月在转移途中遇害。

被害前，她写下诀别词：牺牲换人间

幸福，奋斗乃吾辈生涯！

他的入党介绍人李六如评价

他：革命性很强，忠于党的革命事

业；他给战友谢觉哉的印象是：爽

朗 、诚 恳 、耐 艰 苦 ，对 革 命 坚 定 。

这样，一直到他的死。他，就是毛

简青。

1891 年 11 月，毛简青出生于平

江。他的父亲经商致富，广置田

产，在县城附近建有别墅，是当地

有名的富绅。毛简青是家中独子，

父母对他异常溺爱，但他并没有被

宠坏。毛简青不但天资聪颖，学业

拔尖，而且思想进步，从小就爱打

抱不平。中学读书的时候，遇到大

同学欺侮小同学，他总是挺身而

出。他关心时政，疾恶如仇，在反

对道台、鼓励学潮这些事件中，他

总是一马当先，同学们都叫他“毛

大炮”。

1913年，毛简青东渡日本，留学

东京，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东京帝国

大学经济系。他夙兴夜寐，废寝忘

食，成为同学们所推崇的“学有根

底”的人物。

1921 年夏，毛简青取得硕士学

位，学成回国，在长沙任教。1922

年，经李六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

党。此后，他以学者身份为掩护，积

极从事革命活动，同毛泽东、何叔衡

等建立了深厚友谊。

1925 年，组织上派他到广西梧

州从事党的工作。毛简青到梧州

后，同谭寿林等一道，建立了广西最

早的一个党的支部——梧州支部，

后来又成立梧州地委，地委机关就

设在毛简青的住处。在梧州地委领

导下，南宁、桂林、柳州、桂平、玉林、

来兰、怀集等地党组织都先后建立

和发展起来。为掌握舆论阵地，开

展革命宣传，毛简青恢复停办已久

的《民国日报》。他还同当地党组织

一道，培养革命骨干，广泛发动群

众，组织工农运动，推动了广西地区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大革命失败以后，毛简青回到

湖南。此时，平江党组织遭到严重

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被杀，革命形势

异常严峻。在危急时刻，毛简青被

湖南省委派到平江担任县委书记。

他毅然回到家乡，同罗纳川等同志

一道，一面恢复党的组织，一面扩大

工农武装，平江的斗争形势很快得

到改观。

1928 年 3 月，平江县委召开扩

大会议，决定组织革命群众进攻县

城。毛简青动员所有区委、支部和

县直辖小组、游击队、工会、农民

协会、妇联会等 20 余万人，分四路

大举进攻平江县城，由此发动了

规模空前的工农群众大起义，史

称三月扑城。由于敌军大量增援

等原因，这次斗争最终没能成功，

但是革命群众的壮举，不仅震撼了

平江县，也使湖南全省乃至临近的

江西、湖北两省反动派为之颤抖，

毛简青的革命意志和领导能力由

此可见一斑。

三月扑城斗争之后，毛简青到

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在这次回平

江工作期间，他把家里的资财大部

分拿出来作为革命经费，只留下一

栋房子。离开平江时，他甚至连路

费都是向一位好友借的。他走后，

敌人又把他留下的房子拆了，将砖

石拿去修了碉堡。

1931 年，毛简青从党中央调到

湘 鄂 西 省 委 ，负 责 主 编《红 旗 日

报》。湘鄂西省委驻地在洪湖地

区，气候潮湿，对毛简青文弱的身

体极为不利，但他毫无怨言，编辑、

采访、校对等工作都由他一人兼

任。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他长期

带病坚持工作，1932 年不幸病逝，

时年41岁。

毛简青（1891-1932） 胡 筠（1898-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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