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本随身带
到处是课堂
——记汨罗公社学哲学

欧 梁

1958年4月，湘阴县汨罗公社
汨罗乡开始学哲学理论。乡党委
书记阳敬国在一次乡、社干部会
上，针对当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运用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的哲学观
点进行分析，给干部很大启发，深
深感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
方法分析处理问题意义重大，决
心向哲学进军。几个月里，汨罗
乡干部们联系工作、生产实际，
学习《矛盾论》《实践论》，提高了
政策水平和认识能力。在组织
干部学习的同时，乡党委实行分
片包干，加强对全民学理论的领
导。先后办起哲学研究所、哲学
讲座、红专学校、夜党校，培养一
批理论教员队伍。汨罗乡百丈
社以党支部为核心成立的哲学
学习班，组织干部群众学哲学，
促使干群思想、生产和工作都
有显著转变，社员群众生产积极
性高涨，出现了团结互助、敬老
尊贤的新风尚，该社后来成为全
省学哲学红旗单位。通过发现
和总结典型，全民性学哲学的活
动在汨罗乡蓬勃展开。

为了把汨罗乡的全民学哲
学经验推广到全公社，公社党委
把“全党抓理论，全民学理论”工
作列为党委重要议事日程，配合
党的中心任务，制定学习运动的
实施计划。第一书记亲自挂帅
抓，党委委员负责边学边教，自
上而下，保证学习运动健康发
展。学习毛泽东思想报告会、学
习小组、讲座，如雨后春笋般建
立起来，全社呈现出“书本随身
带，到处是课堂，逢会便讲课，遇
事就论虚，人人学理论，大家写文
章”的新气象。1958 年 11 月中
旬，全省共产主义教育现场会在
汨罗公社召开，其经验得到推
介。1959 年，全公社参加理论学
习的有17万多人，占全社成年人
口的70%。汨罗公社新华书店毛
泽东著作等理论书籍的销量达38
万多册。公社还先后编印《汨罗人
民学理论》《哲学诗歌选》《农民论
文选集》《工农谈哲学》等小册子，
用生动精练的语言记录了汨罗公
社全民学理论的成果。

195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发表《汨罗公社干部社员齐攻理
论》的文章。1960年2月，湘潭地委
宣传部工作组与汨罗公社党委合
编《湘阴县汨罗人民公社坚持全民
学理论的经验》。4月，汨罗公社作
出《关于在全党全民中进一步掀起
学习毛泽东思想高潮的决定》。
1963年~1966年，省、地、县先后在该
社召开各种现场会10多次，并挑选
学哲学、用哲学的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到省内各地讲课。

1966 年 6 月，汨罗公社即作出
“把汨罗公社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
校”的决议，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
的群众运动高潮。公社党委还制
订了《举办群众性的学习毛主席著
作轮训班的计划》，决定以公社党
校为基地，训练 8 期，每期轮训 400
人。到1967年1月30日结束后，轮
训中断。

1968年，公社革委会成立后，响
应省、地、县革委会号召，继续掀起
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1970年9
月18日，汨罗公社东风大队党支部
书记何培亮等 3 人赴京作“活学活
用”毛主席哲学著作讲用报告，受到
毛泽东的接见。10月，《人民日报》
先后发表了东风大队个人学哲学的
体会文章，《湖南日报》连续4次报道
汨罗公社及该公社一中学哲学、用
哲学的事迹。10 月 15 日，湖南省、
岳阳地区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
现场会在汨罗县召开，省、地县、区、
社和岳阳地区地属以上厂矿、农场
的领导骨干、驻军代表及先进典型
代表共 600 多人参加会议。会后，
全省到汨罗公社参观的达 10 多万
人，发行汨罗学哲学的小册子70多
万册，进一步促成了全省和岳阳地
区学哲学、用哲学的高潮。

性格豪爽讲义气

红军老干部、国家公安部顾
问李握如回忆说：“我和邱训民
同志是同乡，少年时期就与他熟
识，后来受他的影响参加了革
命。在大革命时期与他在一起
参加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时经常
有接触，并有书信往来，关系比
较亲密。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有一段时期我曾在他的领导下
工作过，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
他身材高大，性格豪爽，讲义气，
爱打抱不平。”

李握如回忆：“1921 年我到
平江县城北郊当学徒，我一进城
就去看邱训民，当时他已学徒师
满当了店员。1922 年我出师当
工人，在离城四五里的童子坳做
工，每隔两三天的晚饭后我就随
一些工人一同进城玩，经常到邱
训民那里去。那时邱训民常给

我讲些革命道理和苏联的事情，

我在他的影响下思想进步很大，

参加了工会。1925 年‘五卅’运

动爆发时，我们在工会领导下参

加了这一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

运动，掀起了禁止日货（日、英等

帝国主义商品）在平江销售的风

潮。就在这次反帝斗争中，邱训

民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

党。1926年，邱训民在沙段担任

党支部书记，农协委员长。当北

伐军到达思村时，农协组织了向

导队、敢死队、纠察队、担架队、

慰劳队等支援北伐军，一举夺取

平江县城。打下平江城后，邱训

民送我参加了北伐军叶挺独立

团，随军北伐”。

1927年初，李握如因病离开

部队回到家乡沙段，邱训民要他

担任有 20 多人的乡农民自卫军

的分队长。大约在 6、7 月份，他

由邱训民推荐到邱平川处，在中
共思村区委当警卫班长，6月间，
区委发动秋收起义，邱训民把沙
段农民自卫军带到了思村，他们
把新江大屋的劣绅李静轩、李益
吾、蒋山的团防局长戴云芦，还
有一名年轻的反共分子刘雄抓
了起来。第二天，经审讯发了布
告，并对这四个反革命分子进行
严惩。

思村地区秋收起义时，敌人
从县团防局派了 40 多人来镇
压。县委指示，要他们参加攻打
平江县城的战斗。他们连夜赶
往平江县城附近的三阳街，等候
县委派到城内的人发出警报（善
慧庵的钟声）就攻城。因为发警
报的人被敌人驻军抓走了，在听
到一声手榴弹声响后，他们有一
部分人冲进了城，由于没有别的
队伍配合又退了出来。队伍撤
离县城后，就散回家了。李握如

也回到家里。敌人随后开始四
处清乡，他被通缉，便跑到淡江
洞党员李简生家。几天后一个
晚上，又只身潜回到沙段打听家
里的情况，才知道全家，包括祖
父、母亲、爱人、妹妹和他的一个
仅三四个月的女儿都被抓到下
沙段的三爷庙关押起来了，那里
关有好几十个人。后来邱训民
带领游击队埋伏在一个山坳里，
派一个机灵的队员，装扮成团
丁，给团防局长报信，把团防队
伍引进伏击圈，消灭了20多个敌
人，并把关押的人全部救了出
来。当时形势很紧张，他们救了
人就转移了。1928年春节前，邱
训民给李握如写了一封密信，说
他们拉起了游击队，在湘桂战争
期间搞到了一批枪支，要李握如
回去跟他们一起打游击。于是
李握如在春节期间趁经理回平
江之机，为他挑行李到了义元贞
总号所在地平江县城后，就准备
回到沙段去。当他在街上准备
先买点盐带回家时，在盐店旁碰
到被邱训民打垮退回城的一个
有数十人的挨户团，其中有一个
姓刘的叛徒认出了李握如，就把
他抓到了县知事公署。一进公
署的院子，就碰到了李信存，他
看着李握如冷笑着说：“你也有
今天！”李握如没有理他，他想这
次可能完了。在县知事公署监
牢里，他恰巧和邱训民的父亲关
在同一个号子里，邱的父亲很坚
强，敌人要他交出儿子的去向，
他始终只回答三个字：“不知
道。”最后被敌人杀害。李握如

这次也很危险，幸好他买盐的那
家盐铺里有人认识他（因他舅父
以前在该店管过账），把李握如
被抓的事告诉义元贞商号，商号

的唐率即通知李家，李家的人把
他被抓之事告诉了邱训民、邱平
川等同志，他们就找社会关系来
营救李握如。他们找到了托莲
老三房的周学成，周的妹妹的公
公是平江的一个大劣绅，从前当
过知州，叫李晓村，李握如小时
常挑柴到李晓村家去卖，他认识
李握如，由他出面向县长具保，
才把李握如保释出来。

英雄虎胆惊天地

邱训民英勇善战，素有“虎将”
之称。20世纪60年代，八一电影制
片厂在湖南平江拍摄的影片《怒
潮》中的邱金，其原型就是邱训民。

1928年7月下旬，彭德怀、滕
代远、黄公略等发动平江起义
后，成立了红五军。邱训民奉命
带领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回平江
整编。这年 9 月 17 日滕代远在
铜鼓的幽居召开了平江、浏阳、
修水、铜鼓、武宁五县党组织负
责人和红五军党委委员联席会
议，正式恢复和组织了湘鄂赣边
特委。会议确定滕代远、彭德
怀、李宗白、邱训民、王首道等五

人为特委常委，领导湘鄂赣边区

工作。1929 年邱训民任湘鄂赣

独立团团长。

1930年7月22日，平江城郊

一片欢腾。红三军团和湘鄂赣

边区的革命武装及支前的群众

数万人，在这里举行平江起义两

周年纪念会和攻打长沙的誓师

大会。这时已是湘鄂赣独立师

师长的邱训民，从平江出发，向

长沙挺进。湖南反动头子何键

闻讯，急调四个多旅的兵力，分

两路向平江进犯，妄图堵击红军

于长沙城外。危宿钟部因不知

虚实，抵晋坑一带后不敢冒进。
当即遭到我红三军团的狠狠打
击。敌招架不住，向殷家洞一带
撤退。彭德怀军团长令红三军
团部分兵力插到敌后方断其退

路，邱训民奉命率部配合攻击。

他身先士卒，带头冲锋，有如猛

虎下山，向敌军横扫过去，重创

敌军，歼灭危宿钟师一个团，敌

团长侯鹏飞被俘。危宿钟只得

率残部慌忙逃到离长沙一百多

里的金井一线防守。红军初战
取得重大胜利。

为了乘胜前进，彭德怀军团
长又令红八军、红五军对金井之
敌采取夹击的形势，发起猛烈进
攻。由于敌军以多挺机枪的火
力，凭据险要阵地顽抗，双方激战
四个多小时。我军反复冲杀五
次，未能夺下敌阵。在这紧急时
刻，“老虎”邱训民亲自带领三个
连，避开敌军的火力封锁地带，机
智地潜入敌机枪阵地，夺了一挺
机枪，从敌背后袭击，猛烈扫射。
红军终于冲破了敌人的防守阵
地，夺取了长沙外围据点金井。
敌军全线崩溃，向长沙逃窜。

皎皎忠心昭日月

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阻止我
军继续前进，纠集了四个旅的兵
力，防守朗梨。7月27日，我军进
攻朗梨，陈光中和危宿钟残部不
战自溃。我军挥戈直指七里港，
与刘建绪等部展开了激战。当
时长沙近郊有国民党军 11 个团
的兵力，七里港一带火力很强。
在彭德怀的指挥下，邱训民率部
和红八军第三纵队绕道朗梨市，
抄敌后路，占领杉木港，组织火
力从左侧袭击七里港之敌，从而
有力地支援了红五军主力的正
面进攻。刘建绪等部遭到重创，
残敌纷纷向长沙窜逃，我军缴获
各种枪支三千多，俘敌五千。接
着，邱训民率部配合红军主力，
乘胜进入长沙韭菜园、小吴门一
带，很快扫清了残敌。当晚9时，
我军胜利攻克长沙。

红军进城后，受到了长沙人
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紧接着，红
军打开监狱，救出了数以千计的
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派出人
员，张贴布告，搞好城内治安，并
打击反动的士绅。当时，城内有
个邱训民小时相识的反动绅士，
私下找到邱训民，给他送来金钏
两只，银圆一百块，请求保护他
家的财产，当即遭到邱训民的斥
责。令他将金钏、银圆带回，并
正告他要老老实实遵守红军布
告规定，不再与人民为敌才可获
得生路。后来，邱训民派出没收
委员，清算并没收了他巧取豪夺
的全部财产。红军指战员们翘
起大拇指赞扬邱训民公正无私
的高尚品格。

1930年夏，湘鄂赣独立师奉
命扩编为红 16 军，下辖红七师、
红九师两师，邱训民任红七师师
长，随后，邱训民参加了第二次
攻打长沙之役。率部投入了湘
鄂赣苏区历次反围剿战斗，他坚
韧不拔，顽强抗敌。

为保卫湘鄂赣省委和省苏
维埃驻地，保卫边区根据地，
1933年4月15日，邱训民率部配
合红16军，在万载株木桥与国民
党 16 师彭位仁部进行了一场生
死搏斗。在强敌面前，邱训民冒
着大雨，在前沿指挥战斗。他组
织敢死队，乘黑夜从风竹埚的两
侧偷袭敌人的阵地，马刀横飞狂
舞，直砍得敌人横尸山头。活着
的仓皇逃命。邱训民又率部抄
近路截住了残敌的去路，给以迎
头痛击，终于歼灭了敌人，获得
株木桥保卫战的大胜利。

盖板洞，位于平江县长寿镇黄金
洞石田村境内。它在中国地图上是
个找不到的地方，但在中国革命史上
却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里崇山峻
岭，地势险要，古木参天，青竹吐翠，
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1922年，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
毕业的赖伟英回盖板洞后，在当地发
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筹建红色武
装。1926年，赖伟英出任乡苏维埃政
府主席，不顾家庭极力反对，强行捐
出银洋二百元，良田三十余亩，分别
赠予贫困农民，为当地的土地革命顺
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赖伟英
带领的一百多人的红色游击队仅有
两条半枪和梭镖、马刀、硝包、鸟铳做
武器，以盖板洞为根据地，凭借天险，
屡创顽敌，点燃了革命的希望之火。
1928年，赖伟英在江西铜鼓开展革命
活动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英勇
就义。牺牲前预言：“共产党有身翻，

我朝天而倒，否则扑地而亡”。枪响
扑地后的赖伟英，凭着顽强的革命意
志，用尽生命的最后一丝力量翻过身
来，面天而亡，年仅23岁。天地为之
动容，山河为之悲痛。

1934年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江
西万载小源后，中共湘鄂赣省委、省
苏维埃政府、省军区从小源撤出，突
破敌军重重包围，于7月入驻盖板洞
至1937年8月。在这三年中，盖板洞
成为了湘鄂赣三省革命武装斗争的
指挥中心。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
傅秋涛、涂正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先后在这里领导革命运动。此
时敌强我弱，白色恐怖，乌云蔽日。
国民党军队实行“三光”政策，疯狂清
剿。革命斗争极其艰苦，红军战士衣
不蔽体，食不果腹。黄金洞革命志士
风涌云聚，抛家舍业，追随革命，涌现
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有抱敌
双腿，共坠悬崖；有徒手攀岩，飞身肉

搏；有咬敌咽喉，同归于尽。不幸被
捕者，惨遭酷刑，仍严守机密，慷慨就
义。年仅25岁的红军战士凌恕卿被
捕后，妻子已有孕在身。面对敌人的
威逼利诱，他正气凛然，决不投降。
史载当时黄金洞十室九空。现有在
册烈士 650 多名，无名烈士不计其
数。牺牲之巨，居平江之首。

1935年，傅秋涛上将带领的红十
六师兵力损失惨重，黄金洞人民群众
踊跃参加红军，出现了许多父母送儿
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动人场景。易
冰风老大娘只有一个独生子，，她毅然她毅然
将其送进红军队伍将其送进红军队伍。。临走时临走时，，连换洗连换洗
的衣服都没有的衣服都没有，，只能把仅有的一条床只能把仅有的一条床
单交给儿子单交给儿子，，儿子坚决不要儿子坚决不要。。最后最后，，
母子各分一半母子各分一半。。儿子带着半条床单儿子带着半条床单
参加红军参加红军，，这就是平江盛传的这就是平江盛传的““半条半条
床单送子参军床单送子参军””的感人故事的感人故事。。经过半经过半
年的突击扩红运动，共动员 1500 多
人参军。红十六师由原来的10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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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板洞：丹心酬壮志 碧血染青山
江超群

20 世 纪 60 年 代
有一部风靡全国的电
影《怒潮》，主人公邱
金的原型就是著名烈
士邱训民。

翻开中华人民共
和国地方志丛书《平
江县志》，在人物传略
篇中，浓墨重彩地记
载了邱训民一家三代
五烈士的事迹。

邱 训 民（1898-
1934），原名邱炳卿，
平江爽口沙段人（现
三市镇沙段村），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农民自卫军队
长、湘鄂赣红军独立
师团长、师长，红 16
军 7 师师长。1934 年
12月作战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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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扩大到3000多人。遭到严重损失的红十
六师，又发展成一支威震敌胆的革命武
装。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这支部队
在平江改编成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开
赴皖南抗日前线。

站在盖板洞烈士陵园前，耳旁仿佛响
起了当年的冲锋号，眼前仿佛浮现了无数
英雄浴血奋战的画面。长眠于此的将士用
鲜血为中国革命史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电影《怒潮》剧照。

电影《怒潮》海报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