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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游击战争中始终红旗飘扬的金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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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1月16日，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征，高敬亭重新组成鄂豫皖边区

党的领导机构，以留下的武装为基础，重建红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斗争，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争。1935年1月8日，蒋介石任命梁冠英为总指挥，部署1O万兵力，对继续在大别山境内的红军和根据

地进行3个月“清剿”，驻在熊家河的皖西北道委和赤城县委机关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为了避敌锋

芒，保存红军力量，2月14日，高敬亭在舒城的白果树召开会议，研究根据地问题，决定重新组建中共

皖西特委和红二四六团，实行外线作战，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藉此保护好老根据地。4月，敌人又重

新部署两个月“清剿”，进一步加大对根据地的进剿行动，赤城县委难以立足。6月初，县委决定，县

委书记石裕田率商北大队和县、区苏维埃工作人员200多人，改称二路游击师，离开赤城向东游击，由

二区苏维埃主席张泽礼带部分武装在原地坚持斗争，金寨地区党组织领导人民进入艰苦卓越的三年游击

战争时期。

保存革命力量上金刚台

    金刚台位于豫皖边区立煌、商城两县交界，海拔1584米，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便于武装斗

争开展。为了建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36年6月下旬，高敬亭批准，由中共皖西北道委派来的红军干

部邱玉生和赤城县委临时负责人张泽礼共同主持，在金刚台的铁瓦寺召开赤城、赤南两县干部会议，决

定将两县合并，成立中共商南县委，邱玉生任书记，张泽礼任副书记，余绪龙、陆华宏、徐其昌、雷维

先、史玉清、杜立保为委员，决定以金刚台为依托，广泛发动群众，继续坚持斗争，打击与牵制敌人，

为主力红军筹备给养并配合战斗。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商南县委立即组建革命武装，将赤城特务队和赤南、固始、霍邱、六安第六区转

移到此的工作人员及红军家属组织起来，编成商南大队，余绪龙为队长，徐其昌任秘书。下辖2个分

队、一个手枪队和一个妇女排，共8O来人，成为根据地的主力部队。

   便衣队的组建与战斗

    为使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县委从商南大队中抽调部分人员为骨干，编成5个便衣队，

分布周围失陷的老根据地赤城熊家河、苏仙石和赤南麦园、黄柏山、伏山地区，形成坚持根据地斗争的

基本力量。便衣队发展很快，接着又发展了木梓店、墨园和小河3个便衣队，活动于老根据地各个区

域。

    每个便衣队由6到10人组成。主要任务是：宣传、组织、武装群众；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扩大游击

区，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安置红军伤病员，照顾军烈属；为红军游击队筹粮筹款；严惩反动分子，分

化瓦解敌人，建立“两面政权”；组织地方武装，为红军主力输送兵员。

伏山便衣队队长冯培元率领便衣队为红军和游击队收集情报，筹措粮款，烧炮楼，打得商南民团心惊肉

跳。1936年5月，红二十八军送伤员到金刚台疗养，便衣队在熊家河、狗迹岭、汤家汇等地进行策应，

将敌人引向麻城龟山一带，顺利完成护送上山任务。

    各地的便衣队在县委领导下，活跃于豫东南、皖西南、鄂东北的交界地带，在金刚台形成犄角之势，

护卫着金刚台。据不完全统计，以金刚台为中心，立足于老根据地的便衣队和分遣到敌区的便衣队进行

内与外相互配合，形成便衣队星罗棋布、夹攻敌人的局面。便衣队扎根基层，严守群众纪律，与群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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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相依为命的亲密关系，深受群众的拥护，群众想方设法掩护便衣队与伤病员，为便衣队排忧解难，

便衣队成为地方党政军三位一体的组织，是游击战争主要力量，有力地牵制着敌人。

    党组织领导艰苦卓越的斗争

   商南县委成立后，根据实情，决定采取灵活多样与敌人展开游击战争，坚持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公

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紧密结合，发动群众，分化敌人营垒，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商南大队活动于金刚台及其周围的熊家河、葛藤山、野人冲一带，采取奔袭、夜袭的手段，镇压反动

地主、保长和地主恶霸，打开工作局面。并开展积极武装进攻，在金刚台南十里歼灭高冲民团，毙其头

目；在熊家河毙反动民团头目，俘虏3O多个团丁经教育释放。冬天，敌人利用大雪封山，实行“雪封

搜山”，造成被困在金刚台上的县委机关和部队面临断炊，商南大队与便衣队密切配合，在挥旗山下设

伏，阻止敌人白天搜山，夜间撤回据点，频频下山，与各便衣队配合，四处筹粮，加之便衣队利用“两

面政权”筹粮，一批批粮食等物资躲过敌人封锁线送到山上，挫败敌人困死饿死共产党和红军人员的企

图。

    中共商南县委根据金刚台地区地形，坚持山区阵地为主，以保存实力为原则的斗争策略，不与敌人硬

拼，派便衣队分别下山，灵活机动地打击民团，巩固山外游击据点。从1936年4月至7月，先后消灭民

团武装200多人，夺取大量的粮食与枪支弹药。

    在打击敌人的同时，商南县委注重加强教育争取工作。1937年7月，县委副书记张泽礼率领商南大队

手枪队一部，将西河联保主任逮捕，向其提出只要为共产党办事，就可以保其生命和财产，继续担任原

职务的条件。他回去以后不断为红军筹粮筹款，提供情报，掩护伤员，保护群众。一次，夜袭商城反动

民团头子顾敬之时，抓获其妻弟及民团副官陈仲华，通过对其教育，提出条件加以释放，陈回去派人送

来银元、西药、棉布、帐篷等。在熊家河，县委对当地地主积极做争取工作，通过规劝，使其与红军合

作，为商南大队提供供养。在金刚台斗争最为残酷之时，县里将几个女同志和小孩送到他们的碉堡里隐

蔽。商南县委通过建立“两面政权”，革命力量得到有效的保护。

    金刚台妇女排的艰苦岁月

    商南县委在组建商南游击大队的同时，为了便于行动，1936年6月，将地方党政干部中的女同志、原

红军医院的部分护士和红军家属约30多人，编成妇女排，由排长袁翠明和县委委员史玉清具体负责，坚

守在金刚台上，牵制敌人，打击敌人。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妇女排很少有粮食和食盐，开始时还可打击土豪、找关系到敌占区搞到一点，但后

来由于敌人封锁越来越严，只能靠野菜、野果充饥，冬天就只能吃草根、树皮、野菜度命。她们穿的只

有一身破衣服，常年露宿山林，牵制敌人，对付敌人的不断搜山“围剿”。

   彭玉兰等医务人员克服无医、无药、无医疗技术等困难，用山茶、草药煮沸代替消毒药水，用盐水清

洗伤口，用南瓜瓢子经处理后代替消炎解毒敷料，千方百计地救治护理伤员。便衣队的陆化宏，到敌占

区搞粮食，途中遇敌头部负重伤，因为无医无药，伤口腐烂严重，送到妇女排养护，妇女排人员用草药

贴敷，精心护理，伤愈归队。妇女排的老肖负伤时，她们就用针、兽骨片代替手术刀，取出子弹，用草

药治愈了伤口。1936年夏，苏仙石便衣队中敌埋伏，战士小邢在激战中腿负重伤掉队失踪。史玉清带

领妇女排部分人员翻山越岭，10多天后，找到了小邢，把他抬回来。由于是夏天，他伤口里生了蛆虫，

经过几个月的护理，伤愈归队。妇女排就这样陆续护理了几十名负重伤的革命战士重返前线。

敌人为了扑灭金刚台上的革命火种，除了大规模搜山外，1937年春，在金刚台主峰修建碉堡，驻剿、

搜剿同时进行。妇女排为了牵制敌人，日夜不停地转移，攀缘在金刚台的深山密林和野兽出没的地方。

在敌人的一次搜剿中，妇女排被冲散了。史玉清、陈宜清等4人在寻找妇女排失散人员的途中，被敌人

包围。她们4人便从几丈高的岩石上溜下深涧，史玉清攀着树枝落到一个乱石林中。陈宜清等3人为了掩

护史玉清，暴露了自己，被敌人抓走。妇女排里唯一的一位男同志老李，6O多岁了，儿子当红军长征

走了，老伴死了。妇女排冲散后，他和排长袁翠明，寻找史玉清、陈宜清等人，途中被敌人发现，老李

为了掩护袁翠明被捕，敌人严刑拷问妇女排下落，他至死不说，最后被敌人割了头颅。

“山沟石洞是我房，树枝稻草盖身上，山菜野果能当粮，三天不吃打胜仗”。在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

月里，妇女排在金刚台上吃野菜，嚼草根，穿密林，卧冰雪，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周旋了3年之久，克服

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牵制了大批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商南县委和游击队、便衣队坚持根据地斗争，直到

最后胜利。妇女排的史玉清、袁翠明、范明、彭玉兰、方立明、胡开彩、陈发新、吴继春被人们誉为

“金刚台上英雄八姐妹”。

    开展打碉堡破围寨斗争

   敌人为了加大对根据地红军和革命力量的“清剿”力度，采用碉堡线、递步哨、倒林“三位一体”的

方式。此时在我县熊家河、胭脂等地碉堡林立，封锁根据地所需物资，控制革命力量活动。中共商南县

委发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武装及便衣队，积极配合红军打碉堡，破围寨，掌握游击战争的主动权。



1936年1O月下旬，商南县委配合高敬亭的手枪团和1营，开展打碉堡，破围寨，摧毁敌人的封锁线，

恢复赤城根据地。11月26日，张泽礼率商南大队，扮成敌11路军伤员队，林维先率手枪团3分队扮成护

送伤员人员，在熊家河朝阳山下的柴沟，没用一枪一弹，俘敌一个班民团，将其碉堡毁掉。接着又打掉

赵家集等11个碉堡，俘虏全部民团。第二天，又打破前后两个围寨连在一起的王家圩子，歼灭敌人10

多人，解放了囚在寨子里的5O多名群众，遂后端掉茶铺、柯家祠等地碉堡，除掉地主恶霸柯三爷。

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商南大队与手枪团3分队，打掉熊家河、汤家汇、麻河岗、胭脂、墨园等30多个碉

堡和6O多个“移民并村”围寨，使根据地出现新的斗争局面。

   战斗到胜利与大部队汇合

   1937年2月，敌向我根据地发动了规模更大的“三月清剿”。4月27日，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鄂豫

皖边区督办公署”督办，指挥正规军38个团及各县保安团，总兵力3O万人，对根据地进行“密剿”。

战斗在金刚台上的商南县委，面对敌人深入山区，在山顶和路口修碉堡，封锁山口，层层包围，日夜

“搜剿”，决定撤出金刚台，外线游击寻找新的立足点。1937年6月，县委率商南大队钻出包围圈，转

移到我县南溪葛藤山附近槐树坪山区。商南便衣队继续依靠群众，在金刚台周围坚持反“清剿”，进行

革命斗争，绝大多数同志牺牲。

   1937年7月28日，为了团结抗日，高敬亭化名李守义在九河朱家大屋与卫立煌部达成停战协定，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9月，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三分队队长李世炎与曾任赤城县委书记石裕田来到我县南

溪、胭脂、麦园、金刚台、伏山一带，寻找商南县委。历时22天，在金寨县南溪槐树坪找到张泽礼和徐

其昌，经过严格政审，并校对高敬亭的亲笔信件，赤南县委带革命队伍到七里坪与大部队汇合，接受整

编。党组织为了以防万一受国民党欺骗，以便保留革命种子与敌人继续战斗，秘密留下区委书记杜立保

和熊家河便衣队。

 

（作者单位：金寨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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