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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龙源口战斗的时间问题 

龙源口战斗，又称七溪岭战斗。此次战斗，是红军第四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最大的一次
大，歼敌之多，影响之深，前所未有。红军乘胜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城，彻底粉碎了
根据地的第四次“进剿”。杨克敏1929年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
略情形，其间大小战争凡经过十余次，平均每五天要打一次，总是我方占优势。作
多，敌人较弱，乘势歼灭之。6月23日在龙源口（永新境内，由宁冈入永新的道路）一
军亦三团与敌战一日之久。敌为二十五、六团江西军队之最狠的部队，战斗力最
这次战争敌我兵力相当，为江西所未经过的大战。其间进退周旋，经过许久的肉搏，因
越，敌仰我俯，居高临下，幸幸一鼓败之。其间战机的危险非常严重，不为敌人所
团全溃，缴枪约七八百支……俘虏敌兵官长士兵甚多，敌死伤数百，我方亦有死
完全为红军占领。”①边界群众在龙源口大捷后流传着一首歌谣：“不费红军三分力，打
羊’”。②有关这次战斗的时间，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目前较流行的说法是1928年6月23日。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称：“赣敌进
两路进犯宁冈，于22日分别进至龙源口和白口。23日上午，我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
要地，打退左路之敌一个团的多次冲击，守住了阵地。与此同时，我第二十八团
右路两个团多次发起猛攻，至午后，将敌击溃，接着转入追击，在白口歼敌一部，直
军的退路，进而协同我第二十九团等部将左路敌军歼灭于龙源口地区，乘胜进占永新城，
第四次‘进剿’。”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江西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军事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
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军事 

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说。 

    有的虽说6月23日，但紧接着又强调这一天正好是端午节。如《井冈烽火》
天还没有亮，我军按照确定的作战部署，分头向新、老七溪岭前进。……担任前
高点后，继续沿山路直向山脚下搜索前进，恰巧和蜂拥而来的敌人李文彬团顶面遭遇。于是，激烈的
在新七溪岭首先打响了……下午3点钟光景，战斗胜利结束。”①《井冈山革命斗
统的端午节。这一天凌晨，红四军广大指战员满怀着战斗的激情，以星星作伴，迎
新、老七溪岭。二十九团……占领了新七溪岭的制高点……不久，敌李文彬团大喊大叫地往制高
来。”“二十八团……赶到老七溪岭时，制高点已被敌人……抢先占领……敌人居高
扫射。”经激烈战斗，直到下午3点钟才打败敌人。“随后红四军乘胜直奔永新，第三次占
②其实，这两个时间是有矛盾的。据查《中国近代史历表》1928年的端午节为公
3日。 

    也有的说是6月22日。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星火燎原》称：“
七溪岭打响，经过一天浴血混战，红四军在击溃赣敌两个团后，又在龙源口全歼敌
次占领永新县城。”④  

据笔者所掌握的史料分析，上述几种说法均不大确切。 

那么，龙源口战斗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笔者认为，要了解龙源口战斗的确切时间，首先要弄清敌人是何时从永新出
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是6月21日。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称：“从21日起，敌方也紧锣
九师的三个团(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团)由永新向宁冈北面的新、老七溪岭



十七师的两个团(第八十团、八十一团)驻守永新城。”⑤《何长工传》(中央文
说。 

二是6月22日。如《井冈烽火》称：“6月22日，两只‘羊’分头行动了：杨
和维持补给线；杨如轩带着自己的两个团和杨池生的一个团从永新探头探脑地向新、老七溪

笔者倾向于6月21日说。其根据和理由如下： 

20世纪50年代初，何重仁随中央访问团湘赣边区分团访问了永新县、宁
后，写成《红四军建立经过》一文。他在该文中写道：“1928年端午节头一天，
池生两个师由永新进攻宁冈”。⑦上面已讲到，1928年的端午节，即为公历的6
即为6月21日。这就是说敌人是在6月21日由永新出发的。 

这种说法可被目前发现的历史文献所证实。如1928年6月20日国民党湖南省督
党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等电中写道：“电复永新杨师长池生等皓电会剿共匪朱毛由。
杨师长，第二十三（二十七）师杨师长勋鉴：口密。皓午电：敬悉贵部准马日按照
即令饬吴军长由茶、酃出师会剿，以期一鼓而歼灭之，尚望不分畛域，努力兜剿，
为盼。鲁涤平、何键叩。哿未印。”①  

电文中的“皓”，即为韵目代日的19日，“马日”即为21日。这就清楚地说
新出发开始进击红军。这与何重仁的说法是相吻合的。 

由上可断定，敌人从永新出发的时间是6月21日，而不是6月22日。 

第二，战斗是何时打响的? 
要了解战斗是何时打响的，笔者认为首先要弄 清敌我双方是何时向新老七溪
有的说是22日；有的说是23日。 

笔者倾向于22日说。其根据和理由如下： 

我们上面已分析过，敌人是在21日从永新出发的。那么从永新到新、老七溪
0公里的路。这20公里的路，一般情况下，当天即可到达。敌人到了龙源口一线
备于次日，兵分两路向宁冈进击，即一路由白口向老七溪岭进击；一路由龙源口向新七溪
说，敌人于21日当天到达龙源口一线之后，准备于次日，即于22日开始兵分两路向新、老七溪
说法是比较可信的。因为从龙源口到宁冈红军根据地，中间隔着两座大山——新、老七溪
距不到10里，紧靠龙源口村拔地而起，横在永新和宁冈两县之间。山上树高林密，溪急谷深，地
要。两座山岭各有一条小路蜿蜒而上，西边老七溪岭的小路从永新的白口通往山那
溪岭的小路从永新的龙源口通往新城。这两条小路上七里下八里，是永新通宁冈
门，拱卫着红四军的大本营宁冈。如敌人到了龙源口一线之后，不停下宿营，而
击，这样敌人势必很疲乏。再说，山上没有房子不好宿营，且临近夜晚，敌人怕夜

也有的认为敌人于21日从永新出发之后，直到第三天23日才向新、老七溪岭
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何长工传》就这样认为的。②我们上面已讲到，
脚下的龙源口一线约20公里，这么一点距离，当天即可到达。敌人到了龙源口一
天才慢吞吞地向新、老七溪岭进击呢?上面两书并认为红军侦知敌人出动后，于
扩大会，研究对策，23日才和敌人一样慢吞吞地去占领像两扇铁门扼守着根据地大本
可思议。难道他们不知道兵贵神速这个道理。难道他们是去赶集而不是去打仗。不
侦知敌人要来进犯后，即紧急行动起来迅速地去抢占新老七溪岭。如当时任红四
(后叛变)在《龚楚将军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二十九团自5月下旬开到酃县十都地
日的中午，突接到军部十万火急的命令，以敌情紧急，立即全部开回宁冈县城集中
领部队星夜行军，于次日中午到达宁冈县城……朱德对我们说：安仁有敌军11个
时，又接到永新方面的情报：江西敌军金汉鼎部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集中永新，正在拉夫准
山。根据这两方面的情报判断，湘赣两省敌军有会攻井冈山的企图。昨晚，前敌
决定：对江西永新方面取攻势，对湖南方面取守势。部署如下：(一)二十八、二十九
新老七溪岭，迎接由永新向新老七溪岭进攻之敌……朱德并告诉我：今天黄昏前就要出
占领新老七溪岭主要阵地”。① 

龚楚的回忆清楚地告诉我们：20日晚上红军得知敌人行动后，即于当晚就召
昏前从宁冈出发，准备于22日拂晓前占领新、老七溪岭。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判断敌人是在6月22日开始向新、老七溪岭进击的，而
占领新、老七溪岭，这样敌我双方势必于22日在新、老七溪岭相遇。换言之，也就是
的。 

这种分析被许多当事人的回忆所证实。如当时任少先队员的宁冈新城谢长生在上
道：“这一仗是在端午节(6月22日)打的。战事发生前，敌人师部扎在岭南山脚
到了山上蛤蟆湖(即下马铺)打算攻下新城过节!打仗的前一天，我们在城里城隍
席、朱总司令的动员报告……整夜做准备工作。在黑夜星光下，我们分三路出发
开火了。”②  



    当时任红四军的军长朱德，在1962年6月同陈奇涵、杨至诚等谈话时亦称：
端午节)拂晓打起”。③ 

龚楚亦称：6月21日，“我和团长胡少海同志率领着二十九团于下午6时出发
崎岖，步履难行，到达最高山坳时已是早上7时，我二十八团第一 

营的尖兵连，已占领两翼高地，发现敌军相距仅400码，正在搜索前进中，我即登左
发现我军占领了有利地形，……正当我拿着望远镜观察战场的时候，敌人的重机
……我方的两挺重机枪亦……向敌阵地扫射。”④  

以上说法可被目前发现的历史文献所证实。如国民党赣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
平、何键等电称：“机最急。鲁督办、何会办、吴军长、熊师长、刘师长：晶密。接敝
来示：朱、毛、袁各匪(按：为保持史料的原貌，对我这类攻击、诬蔑之词，以下均未予改
注意)率千余人，沿七溪岭一带，据险与我军激战。我肉搏冲锋数十次，连掳敌
匪数千向我袭击，当即抽队抵御。养午电话称：接师长调一部迅驰回救，毙匪甚多，我
现仍在七溪岭对战中，等语。查朱匪等扰乱边疆，为时已久，利用我各方军队行
窜。现又总集匪众，与我军在七溪岭一带，负固顽抗。乘此一鼓围攻，歼灭较易。
万祈迅示。并请不分畛域迅即进剿，俾免有受匪各个击破之虞，如何?盼即电告。

电中“养午”，即为韵目代日的22日中午，“梗”为23日。因此，我们从此
日午前打响的。这个时间与谢长生、朱德、龚楚的回忆基本相同。 

    综上所述，龙源口战斗打响的时间可断为6月22日拂晓。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龙源口战斗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 
    目前，几乎所有史著都认定龙源口战斗于当天就结束了，也就是说只战一天。其
说法是不确切的。据上引的杨如轩梗电中，我们不难发现战斗于养日(按：22日
发梗电(按：23日)时还未结束。杨克敏在《关于相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亦
②这一日之久的含义，就是指一天多，绝不会作一天解释。如杨在同一报告中，
记“一日之久”，而是用“激战竟日”一词便是明证。当时在湘赣边特委机关工作的
月间，正是端阳之际……双方对抗，历经一昼夜……敌人大败而逃，缴获各种枪
    那么，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毛泽东在当年7月4日代表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和在
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均称：6月23日击溃敌人。④ 

由此可知战斗是在6月23日结束的。 

我们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龙源口战斗发生于1928年6月22日(端午节)拂
并非在一天之中就结束了战斗。 

    另外，顺便指出，许多史著均认为敌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也参加了龙源口
为“前线总指挥”。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一书称：“6月上旬，赣敌
轩为前线总指挥，率5个团再次进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⑤其实，这种说法是不
如轩自5月中旬在永新被红军击伤后还未痊愈，正在后方养伤。其依据如下： 

    其一，当时任国民党赣军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团附胡彦，在《我所知道的朱德和二
回忆道：1928年5月中旬，“杨如轩负伤后，第九师师长杨池生奉命从‘北伐’
永新，进攻红军。……端阳节快到了，‘两杨’提前过端阳节，杨如轩对杨池生
的朱玉阶(按：朱德)了’。杨池生说，‘老朱的打法我知道，没有什么了不起’
池生指挥作战，不料，杨如轩还没到吉安，杨池生就败下阵来，而且败得更惨。
杨如轩当时并未到前线去，而是在后方养伤。 

    其二，杨如轩自己也说没到前方。他在《南昌起义后在赣西作战亲历》中回
第二次占领永新后，“朱培德大为震动，决定第九师从山东调回江西，到永新与
杨池生指挥进攻赣西红军。我因伤未愈，准备赴上海就医。杨池生师长率领第九
七溪岭红军发起进攻，结果大败而回，损失惨重。”②  

其三，从鲁涤平、何键6月25日复杨如轩梗电时的地点来看，也可知当时杨
线。该电称：“急。吉安(按：着重号由笔者加)杨师长勋鉴：口密。梗电，敬悉，匪
挥各部积极进剿，仍望随时电示情况，俾资策进为祷。鲁涤平、何键有印。”③

其四，从1928年7月4日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可印
该报告仅称“击溃杨池生”，而只字未提杨如轩。④倘杨如轩果真到了前线，与
中是不会不提及的。 

那么，为什么诸多史著都认定杨如轩到前线了呢?这可能是吸收了杨克敏的
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写道：“6月23日龙源口一战，赣敌
……此役敌3团全溃……，杨如轩带花逃跳〔跑〕”。⑤ 

    从上面一些史料证实，杨克敏这一报告明显有误，他把红军第二次和第三次占
这次进犯明明是由杨池生指挥的，却说成是杨如轩指挥；把杨如轩在红军第二次占



是这次在龙源口战斗时负的伤。他之所以会记混，我想，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
委关于军事工作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指示信称：“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
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按：即杨克敏)同志为特委书记，……详见省委通告，
同志及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此致  敬礼  湖南省委6月26日”。⑥从此信中我
6日被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任特委书记的，也就是说是在龙源口战斗之后才到达红
    二、黄洋界保卫战的时间问题 

    黄洋界保卫战，是红军第四军于1928年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次重要战
山》词中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⑦，就是描述这次战斗的情景。
了井冈山战略基地，为红军主力返回，打破敌人第二次“会剿”，恢复根据地，
战的时间，长期以来，几乎所有史著都认定是1928年8月30日。探究这种说法的依据，恐多吸收了毛
型的文章。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8月30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
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①刘型在《
文中亦写道：“湘敌吴尚第八军抢赣敌之先，从酃县直趋黄洋界，进攻井冈山。
薄雾，在小井准备好的饭菜送来了。吃完饭，天色大亮，雾也消了，敌人还无动
雾大看不清山上，只好挨到8点钟光景，才向我攻击。……我军都严阵还击，把
数十人，打垮了1个团，丢下许多尸体，毫无所得，只好星夜逃回酃县去了。”
    但据笔者所掌握的史料分析，这种说法有误。下面引两条史料为证： 

其一，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写道：“八月卅一号
进攻宁冈，是日进至茅坪，仰攻黄洋界。……我们建筑工事在上， 

是日敌人以大部来攻，我方仅有两连不足的兵力防御，居高临下，激战竟日，我方死守不退，
我方仅伤数人，敌受大创而退。”③ 

    此报告清楚地写明敌人是在8月31日开始进犯黄洋界的。 

    其二，国民党湘军在1928年作的《纪念周清乡报告二》中亦写道：“朱毛大股
定，匪势既就涣漫，实我湘赣军队会剿之机会，乃檄湘边各部，速向赣境推进。
月……31日，我二师五团达大小院附近；一师达龙王铺、乔岭附近，匪凭险筑防御工事
难。先是朱毛大股遁入赣属上犹、崇义一带，窥赣南防虚，窜陷遂川。刘师回兵救遂，
营驻宁冈，余悉开赴永新之新栎坪一带，友军既未能及时会合，我军多伤亡，遂令退
次入赣无功而返也。”④  
    此报告中提到的“大小院”、“龙王铺”、“乔岭”等地名，均在黄洋界山
是在31日到达黄洋界附近的，这与杨克敏报告是相吻合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
月31日，而非8月30日。 

    至于毛泽东、刘型为何会记误?笔者认为毛泽东记误的原因，主要是毛泽东
军大队了。黄洋界保卫战的时间是他在桂东听说的⑤，印象不深刻。后来(11月
文时，又距事发的时间将近3个月。 

刘型虽然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但他写《黄洋界保卫战前后》一文时，距事
太久了，这恐怕是他记误的主要原因吧。 

①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的武装割据》，江西人民出版社
② “羊”，即“杨”的谐音。“两只羊”，指江西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和第九师师长杨池生。
③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① 颜广林、盛祖绳等编写：《井冈烽火》，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7页。 
② 桂玉麟著：《井冈山革命斗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③ 荣孟源：《中国近代史历表》，中华书局1953年版，第99页。 
④ 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星火燎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 页
⑤ 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⑥ 颜广林、盛祖绳等编写：《井冈烽火》，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7页。 
⑦ 何重仁：《红四军建立经过》，1952年8月2日第82期《进步日报·史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