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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爵一（1909—2004年）是一
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者和追梦
人，他的一生彰显了对革命事业
的忠诚和对航海事业的执着追
求，充满了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

1909年，夏爵一出生在新蒲
新区新舟镇的一个书香门第家
中。夏爵一的叔祖父夏雨耕，曾
做过私塾教师，并随沙滩文化的
杰出代表黎庶昌出使日本，清末
在四川任知县，辛亥革命后回乡
赋闲，在埃河学堂向家族中的子
侄讲课授业。夏雨耕丰富的学
识和不凡的经历，在年幼的夏爵
一心里种下了一颗勤奋学习、追
逐梦想的种子。

1925年秋，夏爵一与几名年
轻人一起前往广州报考黄埔军
校，但因道路受阻而被迫返回遵
义。虽然参军报国的梦想未能
实现，但是继续努力学习的热情
不减。1926年初，夏爵一凭借优
异的成绩被省立遵义三中录
取。1929年春，在伯父夏陞第的
资助下，夏爵一在上海租房专心
复习功课。功夫不负有心人，他
终于顺利考入上海航海专科学
校驾驶专业，开始系统地学习航
海知识。

在上海航海专科学校学习
期间，夏爵一受从北平来上海求
学的族弟夏尊一的影响，开始接
触革命思想，结识了同样从北平
来上海就读的韩念龙、陈沂、周
林、犹凤歧等同乡。他们共同创
办《黔民》旬刊，向家乡民众介绍
全国革命形势和宣传马列主义
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夏
爵一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他利用自己在船舶上工
作的便利条件，向在港的中外轮
船分发党组织制作的标语和宣
传画，同时通过口头宣讲、散发
传单等方式，不失时机地向船
员、乘客等讲述国家面临的形
势、传播抗日救亡的思想，激发
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

抗日战争期间，夏爵一和同事一起，不仅组织领导了川江
上游引水员反压迫反剥削斗争，还为阻止日军利用长江水道
向内地发动进攻，组织海员工人实施了沉船、封江和塞港行
动；不仅在湖北省船舶总队从事党的统战和战时后方水运工
作，还将《新华日报》社二三百名工作人员从宜昌安全转移到
重庆；不仅在六年时间将重庆东溪两家冶炼厂经营得风生水
起，还以厂长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

夏爵一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海员工人运动的领导
人之一，他有担当、敢作为，曾带领 30名上海航专实习生集
体交白卷，成功粉碎了国民党立法委员杨志雄兼并上海航
专、开除部分学生的阴谋；也曾参与起草《中共航海驾驶员联
合会反考试宣言》并将其刊登在《新闻报》上，与国民党招商
局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考试斗争，迫使国民政府交通部取消
了旨在排挤非航校毕业驾驶员的考试，有效维护了海员工人
的合法权益。

新中国成立后，夏爵一凭借其丰富的航海经验和坚定的
革命信念，先后担任华东区海员工会副主席、上海市海运局工
会主席等职务。

1982年，夏爵一在上海离休。离休后，他依然关心着国家
的航海事业和工会工作的发展，不时应邀为年轻人分享自己
的革命经历。2004年，夏爵一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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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中央红军转战遵义期间，在赤
水河畔留下了大量的遗址、遗迹和革命文物，
见证了当年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顽强斗争和
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记载了红军在极其艰难
困苦的征程中，始终运用宣传工作这一有力武
器，去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去组织发动群众、
积极配合军事斗争。红军在赤水河畔留下的
许多红色故事，成了人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多种方式鼓舞民众斗志

1935年 1月，红军长征在赤水县境期间，
所到之处，用石灰、黑炭等在房壁上和岩壁上
书写宣传标语。每到一个场镇，组织街头演
讲，散发传单，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抗日主张，
宣传红军宗旨。红军在土城的宣传活动，极大
地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掀起了“为保护穷
人而参军”的热潮。当时有一首《青年参军歌》
歌词是：“父送子，妻送郎，大家都来把军参，翻
身不忘共产党，打败国民党野心狼。”①

红军歌谣有：“共产党领导真正确，人民
拥护真正多，红军打仗真英勇，粉碎国民党乌
龟壳。”“红军都是工农兵，行军打仗纪律明，
秋毫无犯民安乐，走街过市鸡犬宁。”“红军干
战讲平等，白军官兵两样人，杀掉军阀拖枪
跑，参加红军打敌人。”顺口溜有：“民国二十
三，红军去四川，强渡乌江水，打垮侯之担；占
领遵义城，攻克娄山关，吓坏王家烈，刘湘心
胆寒。”“红军到，劣绅跑，土豪哭，干人笑。”

“分粮食，开盐包，打蒋匪，驱倭妖。”“红军过
赤水，分盐分浮财，土豪把头低，百姓笑开
怀。”快板有：“同志们，快加油，不怕脚痛汗水
流，飞到土城打白匪，胜利握在手里头。”“同
志们，快步行，再走二十里到土城，今天行军
八十里，毛主席亲自来率领。红军战士志气
大，一切困难都不怕，为了北上打日本，千难
万险脚踏平……”②

红军书写的标语有：“推翻国民党统治，
建立苏维埃政权!”“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建立
自己的政府!”“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没
收地主阶级的田地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
（今赤水市元厚镇）“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得军
阀妙妙妙!”（今赤水市葫市镇金沙村）“白军兄
弟不打红军，拖枪北上抗日!”（今葫市镇小关
子）“红军公买公卖!”“消灭地主武装!”（今习水
县隆兴镇）“红军不拉夫!”（今习水县同民镇）

“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③在赤水地
区广为流传。

红军关心群众疾苦

红军在土城、元厚两地成立了抗捐委员
会，发动和组织群众斗争土豪劣绅，将土豪劣
绅囤积的粮食、钱财和盐分给群众，解决土城、
元厚人民群众缺粮、缺盐、缺衣的困难。红军
活提了伪团长、大恶霸黄平政，带到四川古蔺
的龙爪坝枪决，大快人心，唤醒民众斗志。在
土城文昌宫演出剧目《打倒罗义甫》，激发群众
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的热情。在元厚虎头
乡沙沱河坝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工农群众团结
起来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在醒觉溪（今赤水市

醒民镇）坳口处决了当地罪恶满盈的土豪劣
绅，把他们的粮食、物资分给老百姓。在隆兴
场杨华沟、黄泥坡将大地主的谷子搜出来碾成
米分给穷人。

红军纪律严明，维护人民利益。由于国
民党反动派对红军进行造谣污蔑，导致不明
真相的老百姓纷纷上山躲藏。红军来到后，
不扰民而安民，夜宿房檐下，即使进老百姓的
屋，损坏群众的东西照赔，吃了群众的东西付
钱，如在屋基田买刘丙章的猪来杀，生活所需
用的菜和柴都是按价付钱，分文不少。红军
从住宿地出发时，不但要将住宿的地方打扫
干净，还要帮助穷人挑水、劈柴、喂猪、扫地以
及送医、送药、送粮、送衣。在丙滩，某部指导
员曹木林将自己的一件棉衣、一条军毯送给
一位姓秦的穷苦青年。当地群众耳闻目睹红
军的所作所为后消除了误会，对红军予以信
任、支持。当时红军唱的歌词有：“红军纪律
最严明，行动听命令，不许乱胡混，万众一条
心。缴获要归公，买卖要公平，说话要和气，
开口不骂人。”

军民鱼水情深

红军过境期间，有的进步青年在山崖上书
写“欢迎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拥护中华苏维
埃”等标语。有的进步青年还在赤水县城散发
中共川南地下党印刷的《告赤水人民书》《警告
侯之担》等传单。

土城青年张帮超给红军带路，从土城罗染
坝经瓮溪沟到古蔺桂花场；丙滩青年秦良才给
红军带路，从风溪口经蟠龙到马鹿坝。在柏杨
坎战斗后的一个深夜，旺隆场干滩子的村民王
元顺和母亲为八个疲惫的红军战士煮饭做菜，
带着红军战士摸小路经石板溪、葫芦垴、碓窝
滩，在天亮时到猿猴石梅寺找到队伍，离开时
一红军战士将题写姓名的小本子赠给王元顺
作纪念，并送给他一些银元作酬谢。

隆兴淋滩青年刘丙云从凉水井、三叉咀
将红军一连人带到塘房过河与大部队会合。
隆兴村民胡明清，从土城赶场回家时，在石高
咀为红军一个炮兵连带路沿着高涧漕、凤凰
咀、顶兴场，到斑鸠井红军团指挥部，红军送
给他一把大刀作纪念。隆兴流水岩村民张国
文、张国福、张连山等人，在红军驻扎杨华沟、
流水岩、罗湾子、黄泥坡期间，为支持红军打
仗，不辞劳苦当脚夫，每人背两箱子弹从顶兴
场往返几次到流水岩、罗湾子，尔后又冒着生
命危险，将子弹背到白鳝土山脚下的秦家坳
口战地。

在黄陂洞、复兴场战斗中受伤的红军战士
撤回元厚后，不能继续同部队一起行军，留在
元厚的石梅寺河坝、九角洞、小岭一带隐蔽治
疗。伪乡保长得知消息，派乡保兵丁捕杀受伤
的红军战士，一部分红军战士在群众的保护下
安全转移。当地群众保护下来的红军战士有
吴老理、邓友春、张玉林等。

红军战士何木林，在土城青杠坡战斗中腿
部负伤，不能随部队行动，贫苦农民赵原洲将
他背回家中，掩护治疗数月后送到土城居住。

红军战士黄万先，在土城青杠坡战斗中
肩部锁骨受伤，不能随军行动，贫苦村民张先
安将其背回家中尽心照护，两年后，黄万先返
回家乡。新中国成立后，黄万先给张先安一
家写了多封书信。后由于张家搬家，黄、张两
家一度断了联系。经过多年努力，黄万先之
子黄观荣在 2022年见到了张先安的孙子张
德高，并亲手将父亲写下的遗嘱和留下的 150
元钱，交到张德高手里。见面时，张德高将老
红军黄万先的这一件套遗嘱，捐赠给了四渡
赤水纪念馆。

红军战士胡国彬，一渡赤水时身染重病，
躺在浑溪口黄桷树下休息。贫苦村民赵银安、
钱贵和二人看见后，将他带回照顾直到病愈，
后又送给路费，让他到太平渡安家居住。

隆兴淋滩爱国民主人士刘纯武，凭其特
殊身份，最初收留在淋滩地区掉队的红军战
士有田成五、何祖生、宋家通、刘廷江、谢佩
银、胡金彪、李进士、肖金文、赖普根、杨寿山、
刘仁方等 27名，继后又收留从各地来的红军
掉队伤员汪志祥、刘克华、黄建才、刘湘辉等
共 20多人，不但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还给
伤病员提供医疗帮助。伤病痊愈后听其去
留，愿回家的资助路费，愿留下的安排职业。
刘纯武先后资助回乡或归队的红军约 40多
人，安排就业的 10多人。此外，还热情支持
留在当地的红军伤病员宋家通等人组织开展
的抗日宣传活动。

在土城青杠坡战斗阵亡的红军战士，当地
劳苦大众自发地组织起来集中掩埋英烈遗
体。在隆兴三锅桩战斗阵亡的红军战士，也被
附近民众集中掩埋；在金狮台、台潲坝一带是
附近的穷苦人掩埋。当地村民倪幺娘在山王
庙发现一位红军伤员后，割茅草给伤兵编了一
条草裙遮盖在其身上，等她送水去照护时，红
军战士已经死亡，她立即就地掩埋④。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前夕，土城、元厚两地
群众挑来竹篓赤水原浆、古滋宋窖慰劳红军指
战员，并主动捐献门板、木料、竹竿、棕绳、纤
绳、木船为部队搭建浮桥，帮助红军顺利西渡
赤水河。

另在《病员的话》《胡耀邦改写标语》《红军
长征在赤水》等书中所收集的故事有：元厚境
内的“聂永珍救护红军伤员”“民间医生和红军
伤员”“一少年为红军搭浮桥”“一红军死中得
生”“元厚苏维埃和李世卿”；土城境内的“张震
疗伤永安寺”“青山有幸埋忠骨”；隆兴境内的

“王宗金弃笔从戎”“冉大妈救治红军”及复兴
新店黄陂洞战斗中的“一块‘哑板’银元”等感
人肺腑的故事流传至今，在老百姓中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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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赤水河畔的故事
■ 何世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