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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路面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角，

珍藏着一块历经战火洗礼的怀表，表盘

上分针已经缺失，时针和秒针由于发条

动力缺失，也不复转动。这块看似不起

眼的怀表，却讲述着革命将领王良的光

辉往事……

“这块怀表，是毛泽东同志为了表

彰王良的卓越战功，嘉奖给他的。”陈平

告诉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记者，王良

是中国工农红军建军初期的著名将领，

曾屡建战功，年仅27岁就升任红四军军

长，两次获得毛泽东同志诗词赞颂。

“王良英勇善战、果敢坚毅的品格，

与其年少离家的经历锤炼不无关系。”

陈平介绍。

1905 年 8 月 5 日，王良在綦江区永

城镇一个书香世家出生，父亲王根澄是

晚清秀才。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当王良进

入私塾读书时，王根澄成为了同盟会成

员，而叔父王奇岳（中共党员、革命烈

士）是后来与邓小平等人一起赴法勤工

俭学的学生。

青年时代，受“五四”运动和叔父革

命思想的影响，王良立下了救国救民的

志向。

1924年，从重庆华英中学（现11中）

毕业后，19 岁的王良只身来到上海，进

入上海持志大学学习，开始接触马克思

主义。

没有循规蹈矩从持志大学毕业，王

良一面读书，一面苦寻中国革命的方

向。

1926 年，北伐军节节胜利，王良深

受鼓舞，毅然弃文从军，同年9月，考入

黄埔军校第5期。他先学步科，后学骑

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一年后，王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曾俘获敌军总指挥
红军27岁军长王良血染沙场

1931年1月，国内大部分地区还沉浸在冬春交替的肃杀之中，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却已经呈现出一派万千林木被霜染红之景。

1930年末，反第一次大“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红色”的希望，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提笔写下“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

头捉了张辉瓒”的壮丽诗篇。

其中，这位捉住张辉瓒的年轻将领，正是重庆綦江籍革命烈士、原红四军军长王良。

近日，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记者重访英雄家乡，追寻先烈足迹，采访到了綦江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平，还原这位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的“好干部”一生……

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周

年庆典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

长罗瑞卿大将亲手将王良遗物交给党

中央，完成了王良带着怀表直到中国革

命胜利的遗愿。

此后，记录着王良显赫战功的怀

表，一直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成为他为党和人民事业英勇献身的

历史见证。

福建武平县和江西会昌县两地，人

民分别修建了纪念碑，以纪念这位为党

和人民捐躯的年轻将领。

千里之外，英雄的事迹早已传遍家

乡，綦江人民听闻无不动容。

作为将领，王良抛洒尽了自己全部

热血和生命，在革命胜利的历史画卷上

书写了光辉篇章；身为长子，年少离家

的他，除了几张模糊的黑白照片，却没

能将太多记忆留给家人。

新中国成立不久，王良的父亲王根

澄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邮件——毛泽东

同志签署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

念证》。翻开纪念证，上面写着“永垂不

朽”四个大字，行文第一句为：“查王良

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

永垂不朽”。日期是1951年12月21日，

并加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之印”的印章。

家人一直悉心保留着这份证书。

永城镇中华村三槐坝，王良故居的一砖

一瓦、一梁一木，同样传唱着英雄的佳话。

2005年，王良诞辰100周年，当地群众在王良

的家乡永城镇最高的山——凤冠山上，自发修建

了一座“将军亭”，山上的大石头上，刻有“军功传

千古”“千古之师”等题刻。

陈平告诉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记者，目前，

修缮一新的王良故居已经进入布展阶段，预计今

年7月中旬就将正式开馆。此外，集爱国主义教

育、文化传播和居民休闲为一体的王良故居前永

丰广场建设也如期竣工。围绕这些红色资源，綦

江正积极筹备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旨在讲好烈士故事，让王良精神的光芒照亮

当代。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良所在

的武汉军校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

军军团教导团，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参

加南昌起义。

当他们乘坐的船只到达九江的时

候，突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王良沉着

应对，联络几位同志，机智脱身，辗转来到

修水一带，找到了党组织，参加了毛泽东

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随部

队到达井冈山，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

此后，王良屡立奇功，多次获得提

拔。

1927年9月——1929年12月，王良

参加三湾改编，率队打响黄洋界保卫战，

又跟随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踏上前往

赣南闽西的征程。其中，保卫黄洋界一

战，创造了红军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王良也逐渐从见习参谋成长为红十师师

长，此时，他刚好25岁。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

对红军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一次大“围

剿”。王良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率红十师东渡赣

江，退守革命根据地，待机歼敌。

12月30日，王良率领红十师，担任对

龙岗西北之敌的攻击任务。他指挥所部

迂回敌之侧后，配合兄弟部队发起猛攻，

一举全歼国民党军18师师部和两个旅，

俘敌9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9000多件，

并活捉了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取得

了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同志挥毫题词《渔家傲、反第

一次大“围剿”》以作纪念，留下了“万木霜

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的壮丽诗篇。

为表扬其卓越战功，毛泽东、朱德同

志决定，把缴获张辉瓒的怀表、钢笔嘉奖

给王良。

“我要一直带着它直到中国革命的

最后胜利！”此后，王良一直将这两件物品

珍藏在身，并带着它们走南闯北，驰骋沙

场，参加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1932年3月，年仅27岁的王良被提

任为红四军军长，他和政委罗瑞卿率部

参加漳州战役，短短十多天就歼灭敌军

四个团，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他所率领

的红四军被老百姓誉为“铁四军”。

不曾想，革命胜利钟声还未敲响，英

雄将命陨沙场……

1932年6月13日，王良率红四军奉

命回师赣南根据地途中，经福建武平县大

禾圩时遭到敌人猛烈攻击，王良到前沿阵

地侦查敌情时，被敌人密集的子弹击中头

部，倒在了血泊中。

临终前，王良艰难地从怀里掏出毛

泽东、朱德同志奖励给他的怀表、钢笔，转

交给了政委罗瑞卿同志，并嘱咐罗瑞卿：

“要将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

“王良将军壮烈牺牲了！”消息传来，

红四军将士悲痛万分，将他的遗体护送到

闽西赣南交界处的会昌县永隆乡安葬。

两天后，红军东路军顺利到达会昌

县的罗田圩，休整期间，召开了追悼王良

烈士的大会。毛泽东同志在召开红四军

干部会议时，高度评价了王良，表示“王良

是一个好干部”。

“王良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1927年

参加秋收起义，一贯作战勇敢，待人热情

诚恳，对他的牺牲，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

痛惜。”聂荣臻在回忆中写道：“他英勇善

战，屡建功绩。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在闽

南群众中传为佳话。”

带着王良转交的珍贵怀表，罗瑞卿

继续转战南北，出生入死，直到全国胜利。

●少小离家 为报国弃笔投戎

●擒获国民党中将 27岁任军长带出“铁四军”

●血洒沙场 第四次反围剿前夕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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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故居前永丰广场

毛泽东同志嘉奖给王良的怀表

王良军装照

修缮一新的王良故居修缮一新的王良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