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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王良同志纪念馆参观王良同志纪念馆
纪念馆大厅群雕《齐声唤》

走进王良同志纪念馆，首先映入眼

帘 的 就 是 气 势 磅 礴 的 群 雕 作 品《齐 声

唤》。这组群雕的作者是重庆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徐亮先生。

毅然伫立在群雕前方的就是王良同

志，他神情坚定，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

方，眼里透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他身后

是 21 位没有姓名的中国人，他们中有连

队指挥员，有大刀队，有司号员，有受伤

战士，还有独轮车运输的民工、举旗前进

的战士、卫生员等，他们是那个年代众多

无名英雄的代表。

这组群雕 13 米长，山石纵横交错，看

似简单粗犷的排列，却是跌宕起伏，主题

突出，场景真实。人物形象高大丰满，栩

栩如生，面部表情丰富，他们行走的步伐

铿锵有力，表现出革命必胜的信心。

第一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同志“诱

敌深入”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军民众志成

城取得的伟大胜利。人民战争是毛泽东

同志军事思想的核心之一，用人民的力

量打击敌人，保卫国家，保卫民族。所以

作品在突出展示王良同志风采的同时，

又展现了人民战争的波澜壮阔，再现了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谱写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可歌可泣的

壮丽史诗。

看着这些无名英雄刚毅坚强的表

情，记者顿感热血沸腾。让我们一起致

敬英雄，向英雄献花，表达心中的崇敬之

情。

展厅入口墙上有一副对联：上井冈

驰骋闽赣红四军骁将英勇善战；战黄洋

克敌龙冈好干部王良屡建功绩。

王良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工农红

军的高级将领和杰出的军事指挥家。毛

泽东同志赞扬“王良是一个好干部”，习

近平总书记高度称赞他“英勇善战，屡建

功绩”。这副对联就是对王良同志短暂

一生的高度评价。

这副对联由綦江区委党史研究室根

据王良同志事迹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

王良的评价而创作。短短两句话，掷地

有声，精妙绝伦。

进入展厅，我们抬头就能看到王良

同志的人生地图。这个电子地图是以王

良同志一生中走过的路为线，从綦江的

中华村到黄埔军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他跟随毛泽东进军井冈山、参与创建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参加三湾改编。由一

名见习参谋到红四军军长………

参观时我们可以通过触摸屏，投射

视频立体地了解王良同志一生的光辉足

迹。

第一单元》》》
探索改造社会之路

这里重点讲述了王良同志少儿时代

的成长过程。

少年王良生活在綦江永城一个开明

士绅家庭，在外公朱厚村和父亲王庚成

的先进思想影响下，王良从小就接受私

塾和新式小学教育。王良品学兼优，儒

家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他。

王良 6 岁时进入綦江县立高等小学

学习，1917 年考入重庆华英中学。

王良勤奋好学，特别好学古文，习作

时常援引《左传》《春秋》《论语》等经典古

文，提出精辟论题，引经据典进行论证。

同时，他又联系实际，针对社会的弊端，

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主张。这些习

作，充分反映了王良青少年时期强烈的

爱国、爱民情怀和振兴家乡、改造国家的

远大志向。

1924 年，王良中学毕业后只身来到

上海，进入上海持志大学。大学期间，王

良对学校的洋奴教育极为不满，常与进

步同乡、同学聚会，一起阅读进步书刊，

探 寻 拯 救 国 家 、民 族 于 危 亡 之 境 的 道

路。同时，他依旧同留法勤工俭学的叔

父王奇岳书信联系，在叔父王奇岳革命

思想的熏陶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下，王

良逐步树立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成了一

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者。

1926 年 9 月，王良毅然弃学赴广州，

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步科学员，后

转骑科。在黄埔军校，王良关心时事，不

断参加社会实践，对军阀混战，外国列强

强占中国表示强烈不满。

在校内党、团组织的引导下，王良对

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对俄国十月革

命、工农革命，对时局以及中国前途的认

识更加深刻，并逐步确立了革命的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

王良在 1927 年正月间写的家书中，

提到俄国是“扶助弱小民族之国”、革命

军为“救国救民之师”“民众之师”。在这

些家书中，王良倾向革命，走向革命的思

想已跃然纸上。同时，王良如饥似渴地

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书

刊，思想得到质的飞跃。

第二单元》》》
井冈山斗争淬炼成钢

这里的内容有三个部分。一是“南

昌起义”和“秋收起义”。1927 年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王良从广州脱险到武汉，

他积极参与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

义 、创 建 井 冈 山 革 命 根 据 地 等 革 命 运

动。1927 年 8 月，王良正式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经历三湾改编后，王良从见习参

谋升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三

营九连连长。

第二部分是“黄洋界保卫战”。1928

年 8 月下旬，毛泽东、朱德率领大部分红

军到井冈山外线作战。8月30日，湘军吴

尚和赣军王均纠集四个团的兵力，乘虚

进犯井冈山根据地，妄图消灭红军留守

部队。时任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一团一营

一连连长的王良，奉命率红一连坚守黄

洋界哨口阵地，负责阻击来犯之敌，配合

兄弟部队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创造了红军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

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早已森

严必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

隆，报道敌军霄遁。”《西江月·井冈山》是

毛泽东的一首词，这首词通过对黄洋界

保卫战的描写，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井冈

山将士，坚守根据地英勇斗争的精神，表

达了诗人从容不迫，以不变应万变，运筹

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天才般的战

略战术思想。

第三部分是“古田会议代表王良”。

1929 年 12 月 28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

古田村召开。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

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

队建设的基本原则，重申了党对红军实

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和工

农红军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

古田会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

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会议根据

中共中央指示，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

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王良作为代表参加了古田会议。

第三单元》》》
从支队长成长为纵队司令

1929 年 1 月，王良跟随毛泽东、朱德、

陈毅同志，踏上了前往赣南闽西的征程。

1929 年 2 月 9 日，王良在江西省瑞金

市北部参加了大柏地伏击战，诱敌深入

的伏击战术，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是

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仗，沉重的打击了敌人，使红四军摆脱了

一路被敌人尾追的困局，赢得了民心，为

之后在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王良跟随部队攻占长汀，三打

龙岩。取得了上杭，武平争夺梅县，攻打

长沙，夺取吉安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为中

央苏区初步形成立下了卓越战功。

1929 年 12 月，红四军到达上杭古田

镇，王良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1930

年 6 月，红四军在长汀整编，王良任红四

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0 月，红四军在吉

安改编，25岁的王良出任红十师师长。

第四单元》》》
铁军师长反围剿

这个单元主要讲述“第一次反‘围

剿’”斗争。

1930 年 11 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

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围

剿”。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曾任南昌

卫戍司令，他发明电刑、水刑等残酷刑法

残杀爱国志士和革命群众，杀人如麻，被

人民恨称“张屠夫”。

在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王良坚

决执行毛泽东在罗坊会议上提出的“诱

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率红十师东渡赣

江，退守革命根据地，伺机歼敌。12 月 30

日，红十师作为参战主力部队，奉命攻击

龙冈西北之敌。王良指挥所部迂回敌之

侧后，配合兄弟部队发起猛攻，全歼国民

党军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俘敌 9000

余人，缴获各种枪支9000 多支。

当时，张辉瓒见势不妙，慌忙把上身

衣服换成士兵服装，下身还是军官服装，

藏在一个茅草棚里，被搜索残敌的红十

师战士抓获。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

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

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

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

红旗乱。”

这是毛泽东主席在第一次大“围剿”

胜利后写下的一首词《渔家傲·反第一次

大“围剿”》。此词上半阕写作战的胜利，

下半阕却是再发雄音以表达第二次迎战

的决心。

活捉张辉瓒敲响了国民党反动派第

一次围剿苏区和红军的丧钟，迎来了土

地革命的新高潮。为表扬王良的卓越战

功，毛泽东、朱德决定，把缴获张辉瓒的

怀表、钢笔嘉奖给王良。王良激动地表

示：“我要一直带着它，直到中国革命的

最后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王良率红十师在第

一次反“围剿”作战中，还缴获了敌 18 师

两件不同寻常的战利品，这就是红军历

史上有名的“一部半电台”（即一部 15 瓦

无线电台，1 台收报机和 1 台损坏的发报

机）。这台收报机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第

一部电台。正是以这部电台的使用为起

点，红军逐步开拓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

事业。同时，王良率红十师俘获的配合

敌 18 师行动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王

诤、刘寅等十余人加入了红军。

第五单元》》》
铁四军东征福建

1932 年 3 月，中央红军编制调整，王

良升任红一军团第四军军长，罗瑞卿为

政委。为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

“围剿”，前委决定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

团组成东路军，在毛泽东指挥下东征福

建，红四军为东征主力部队。4 月 20 日，

红四军和兄弟部队一同攻取了漳州城。

红军在攻打漳州的战役中，共歼敌

军主力 4 个团，俘敌 1600 余人，缴获枪炮

2300 多件，子弹 13 万发，炮弹 4900 余发，

飞机 2 架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

东征福建的巨大胜利。

随后，红四军又解放了石码以东大

片地区，威逼厦门。驻漳期间，王良遵照

毛泽东指示，组织红四军分兵深入石码、

海澄、浦南、长泰、角美等地，发动群众，

歼灭残敌，建立新生政权，并筹集了 14 万

元军款及大批军用物资，扩军 500 余人，

为红军进行第四次反“围剿”作了充分的

物质准备。从此，王良所率红四军，被漳

州人民誉称为“铁四军”。

这个单元的几张老照片值得关注。

王良军长与战友合照：1932 年 5 月红

四军军长王良（右）与参谋长聂鹤亭（中）

和红十师长陈光（左）在漳州石码镇合

影。

据老战士罗胜旺回忆，红四军军长

王良生活简朴、爱护战士、平易近人、性

格爽朗，热情培养年轻战士，见到战士总

是笑容满面，喜欢和战士一起打乒乓球，

赛自行车。

他工作细心，对战士经常问长问短，

了解家庭情况和出操、上课情况，对罗瑞

卿政委收到公文是否打了收条、有什么

回信接着要办等，他都非常关心。

王良浓眉大眼、神采奕奕。头戴一

顶旧的八角军帽，讲话时老爱把帽舌往

上推，穿一身灰色粗布军装，绑腿打齐膝

盖下，脚穿一双草鞋，非常简朴。

红四军集体照：照片上的文字是中

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全体摄影一

九三二. 五 . 十九于漳州石码。

第六单元》》》
将星之陨

此处的雕像再现了王良军长不幸牺

牲的情景。王良身边的就是时任红四军

政委的罗瑞卿。

罗瑞卿的儿子罗箭将军回忆说，我

父亲与王良是战友，也是一对很好的搭

档。王良担任红四军军长时，父亲是该

军政委，在革命斗争中他们结下了很深

的友谊。他们一同共事到王良牺牲，而

且王良牺牲时就躺在父亲的怀中。

1932 年 6 月 13 日，王良率红四军回

师赣南根据地，途经福建武平县大禾圩

时遭敌匪袭击。

王良在前沿阵地侦察敌情时，不幸

被敌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临终前，

王良将毛泽东、朱德同志奖给他的怀和

钢笔转交给了罗瑞卿，并嘱咐罗瑞卿要

将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

王良牺牲后，罗瑞卿与红四军将士

一起将王良安葬在江西省会昌县永隆

乡。

青 山 低 垂 掬 厚 土 ，长 叹 饮 泪 纳 英

魂。1932 年 6 月 15 日下午，红军东路军

顺利到达会昌县周田镇河墩圩进行休

整。休整期间，红四军召开了追悼王良

烈士的大会。毛泽东同志在召开红四军

干部会议时，高度评价了王良同志，他说

“王良同志是一个好干部”。

“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上有这

样一段文字：1934 年 1 月 24 日，毛泽东同

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词

中提到王良等同志光荣牺牲，提议为烈

士默哀三分钟，表示哀悼和敬仰。

195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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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战功的怀表，一直存放在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成为王良将军为党和人

民的事业英勇献身的历史见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缅怀

王良烈士，福建武平县和江西会昌县两

地人民分别修建了纪念碑。綦江人民在

烈士陵园树立了王良烈士纪念碑，并将

烈士的遗物，一顶军帽和一根军用皮带

埋葬在墓碑下。

———————☆———————

王良已逝留英魂，璀璨的将星在历

史的天空熠熠生辉，仰望星空，致敬王良

同志，致敬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献身的

革命先烈！

文/记者 张学成

图/记者 石亮

王良同志纪念馆位于永城镇中华
村王良故居旁边。纪念馆的总面积是
26000 平方米，馆内分六个单元向观众
呈现了王良同志光辉的一生。今天，记
者带大家一起参观王良同志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