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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址见证历史荣光旧址见证历史荣光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贺

龙指挥部旧址、叶挺指挥部旧址、朱德旧居……南昌八

一起义纪念馆的五处旧址真实记录了当年革命先辈们运

筹帷幄、激烈鏖战的场景，是南昌起义的实物见证和八

一精神的物质载体。如今，这些旧址已成为人们缅怀革

命先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抚今追昔，请

跟随经济日报记者的脚步，走进部分旧址，回顾这段耐

人寻味的红色记忆，重温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总指挥部旧址：
南昌起义的指挥中心

这是一座银灰色、回字形的中西合璧砖混结构建

筑，主体建筑共 4 层，坐南朝北，屋顶是一个大平台，

在当时，可凭栏鸟瞰南昌全城。领导南昌起义的总指挥

部就设在这里，被誉为“军旗升起的地方”。

讲解员刘畅介绍，1927 年 7 月 26 日、27 日，叶

挺、贺龙部队先后到达南昌。贺龙所率第20军第1师把

江西大旅社整个租下来。7月 27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

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此宣告成立。

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走进还原当年陈设的旧址，一楼

的喜庆礼堂是前委会议室，会议室旁的 9号房间是起义

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参谋团办公室，军事参谋

团参谋长刘伯承在此办公。一楼还设有警卫队住房，时

任警卫班班长的粟裕就住在这里。战斗打响后，一楼临

时设有卫生队救护室、战利品存放室。

刘畅介绍，江西大旅社的二楼、三楼当时汇聚了全国

的革命精英。他们中有来自各地的工农运动领导者，也

有中国共产党派来参加联席会议的各省代表。他们在这

里商讨斗争策略，研究如何开展未来工作，整个大旅社

都洋溢着火热的革命气氛。四楼是政治宣传人员的活动

场所。起义前后，这里灯火通明，宣传人员常常彻夜写

标语、写传单。起义胜利后，大旅社便成为革命委员会

的办公场所，各种通告、宣言和任职命令都从这里发出。

1956 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筹备处成立并接管

了总指挥部旧址。1959 年 10 月 1 日，经过三年时间筹

备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昔日的大旅

社，成为人人敬仰的红色圣地。

贺龙指挥部旧址：
起义部队的战斗前沿阵地

贺龙指挥部旧址位于南昌市子固路 165号，原为中

华圣公会宏道堂及其主办的宏道中学校址。“1927 年 7

月下旬，贺龙率部队从九江赶赴南昌，准备举行起义。

第 20 军指挥部就设在宏道中学内。”讲解员刘俊凡介

绍，贺龙曾这样解释道：“这里离牛行车站不远，一过

江就到了，离敌人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部很近，仅两三

百米，而且地点位于两处正中，非常合适。”这为起义

军侦察敌情，攻打敌总指挥部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在主楼教室和礼堂内，陈列着大量珍贵的历史文

物。起义期间，军部各个机构就分别设在这里。刘俊凡

介绍，1927 年 7 月 30 日下午，贺龙在这里召开军官会

议，发出了最新作战任务。8 月 1 日凌晨，战斗打响

了。贺龙、刘伯承、周逸群站在小楼前的台阶上亲自指

挥攻打敌总指挥部的战斗。由于敌军事先得到了叛徒的

密报，抢占了鼓楼、端表楼等制高点，用猛烈火力向贺

龙指挥部扫射。贺龙等人沉着指挥，当战斗处于胶着状

态时，他派自己的警卫连冲了上去，终于攻下南昌城内

兵力最强、最顽固的敌人堡垒——敌总指挥部。

据亲眼看到贺龙指挥起义的刘屏庚回忆，在天亮之

前，他听贺龙说道：“快结束了。”旧址三楼的临街窗口

至今还留有当年的弹痕，见证着那场激烈战斗。

叶挺指挥部旧址：
传达起义决定部署战斗任务

位于南昌市苏圃路 1号的叶挺指挥部旧址，是一栋

工字形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坐北朝南。该楼建于

1925年，是当年教育学家熊育钖开办的心远中学校舍。

南昌起义时，叶挺所率的国民革命军第 11 军 24 师

是起义主力军之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长王小玲介

绍，7 月下旬，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 11 军 24 师从九江

来到南昌，当时正值学校放暑假，叶挺将指挥部设在心

远中学内的一栋校舍内。记者在复原的校舍看到，楼上

是军部办公室、会议室和电话总机房，楼下则是警卫

连、通讯班和特务连住房。二楼会议室里配有陈列展

览，展示了叶挺在南昌起义时的历史功绩。

“1927 年 7 月 30 日下午，叶挺在指挥部二楼会议室

召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有 40多位青年军官到会。”讲

解员崔忆冬介绍，会上，叶挺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起

义的决定及前敌委员会对形势的分析。7月 31日战斗前

夜，周恩来赶到叶挺总指挥部亲自视察。起义中，叶挺

指挥第 11 军 24 师主攻驻守在天主教堂、匡庐中学、贡

院、新营房一带3个团的敌军，展现了“铁军”的威力。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八一

广场……一处处革命旧址，在这座城市记忆深处留下刻

骨铭心的烙印，书写着对铁血军魂的追忆。如今，“军旗

红”成为这座城市品格中最亮丽的色彩，“八一精神”更

成为这座城市“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动力源泉。

“八一”军旗高高飘扬
王小玲

在馆藏的众多珍贵历史文

物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

两张泛黄的书信，它们作为国

家一级文物，向观众讲述着军

民鱼水的深切情谊。

1927 年 8 月 3 日，南昌起

义的第三天，繁忙的国民党江西

省党部收到一万银元捐款。这

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是谁这

样慷慨捐赠，雪中送炭呢？

原来，起义前夕，中共江西

省委成立了一个左派群众组

织——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

将士委员会，其中一位负责人

叫朱大桢。起义当天，他迅速

发动南昌群众为起义军捐款捐

物，并将募集到的一万银元送

到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交给

了负责人黄道和罗石冰。这时

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是以共产

党员为核心的国共合作组织，

黄道和罗石冰均为共产党员。

收到捐款后，他们当即为朱大

桢开出收条：“今收到贵会慰

劳革命将士捐款壹万元正”。

然而，捐款的故事并没有

就此结束。第二天，黄道、罗

石冰将这笔慰劳款转交给第

11 军、第 20 军政治部后，又

给朱大桢写了一封信：“迳启

者昨日收存贵会转来之慰劳捐

款已由本会黄道、罗石冰两常委分别送交十一军与二十

军两政治 （部） 主任领收代为分发矣”，告诉他钱款已

经送交了。

“收条”和“回信”看似简单，却意义非凡。“收

条”不仅是起义部队军费来源的证明，更是南昌民众对

这支人民军队的深切情谊；而“回信”则说明早期的共

产党员已经有了非常严格的纪律，体现了他们严谨细

致、有始有终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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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 2月，舒国藩出生在江西南昌县泾口乡北

山舒家村，15 岁考取了江西甲种工业学校。后来在

同学方志敏的影响和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1927年 2月，江西省农民协会成立，方志敏

和舒国藩被选为农协常委，方兼任秘书长，舒兼

任秘书室主任，6月接任秘书长职务。

1927年 7月 31日下午，一名党内通讯员来到

江西省农协找到舒国藩，传达一个绝密通知，当

晚午夜之后，举行武装起义。并同时交给他一个

绝密任务：起义时，农协协同驻扎在状元桥的

一个起义连，严防北营房反动武装过桥逃窜。

晚上 10 点，舒国藩和战士们把桌椅板凳

和其他笨重物堵塞在状元桥上。

砰！8月1日凌晨2点，清脆的起义枪声

划破了宁静的夜空，南昌城头顿时火光血

影、硝烟弥漫，舒国藩伏在屋顶平台上，

浑身热血沸腾。2 个小时后，如蝗虫般溃

退的叛军扑向状元桥企图逃走。

打！舒国藩居高临下，站起身，一脚

踏在平台边，端起手中机枪，“哒……

哒……哒”，仇恨的子弹飞向敌群，敌人应

声倒地。

战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早上 6 点，

穷寇发动最强烈的一起攻势，数以千计的

火舌窜过浓浓黑雾，飞向拦截的义军，距

离状元桥头只有 3 米……如果敌人冲出状

元桥，起义就要功亏一篑，要不惜一切代

价截住敌人退路！

舒国藩在同志们掩护下，冲下拦截点与

叛军进行直面交锋……半个小时后，击退了

逼近的敌人。历经4个多小时战斗，起义部队

终于全歼驻守南昌的叛军，并控制了全城。

起义胜利了，舒国藩又在第一时间向各

省农协发出了胜利后的第一份报捷电报。紧

接着，舒国藩带领百余名农民组织的担架

队，协助起义部队向广东转移。第二天下午 2

点，，在南昌起义胜利庆祝大会和革命委员会在南昌起义胜利庆祝大会和革命委员会

成立的联欢大会上成立的联欢大会上，，舒国藩代表各省农协慷舒国藩代表各省农协慷

慨陈词慨陈词，，做了演讲做了演讲。。

33日日，，起义军南下后起义军南下后，，舒国藩奉命留守舒国藩奉命留守

南昌南昌，，从事地下党和外围工作从事地下党和外围工作。。后与党后与党

组织失去联系组织失去联系，，他又辗转到杭州他又辗转到杭州、、上海上海

寻找党组织寻找党组织，，因有特务跟踪因有特务跟踪，，几次未几次未

果果，，但他仍不断地为党工作但他仍不断地为党工作，，直到全直到全

国解放国解放。。晚年晚年，，他撰写了他撰写了《《关于南关于南

昌起义的回忆昌起义的回忆》《》《舒国藩自述舒国藩自述》》等等

作品作品，，回顾了他的革命岁月回顾了他的革命岁月。。

舒国藩：

不惜代价截住敌人退路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刘小花

南昌市民陈永明南昌市民陈永明：：这次参观让我接受了一这次参观让我接受了一

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我将继承和发扬老我将继承和发扬老

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大学生熊可威大学生熊可威：：我们要学习革命先辈们我们要学习革命先辈们艰艰

苦奋斗的精神苦奋斗的精神，，学习他们学习他们不畏艰难不畏艰难、、锐意进取锐意进取

的坚强意志的坚强意志和思想品格和思想品格。。

公务员汪海公务员汪海：：““八一八一精神精神””成为我成为我在日常在日常工工

作生活作生活中克服困难中克服困难、、不断进取的核心不断进取的核心动力动力。。

青年志愿者青年志愿者杨涵媄杨涵媄：：站在红旗旁重温那段站在红旗旁重温那段

辉煌的历史辉煌的历史，，是何等的骄傲和自豪是何等的骄傲和自豪，，心中的血心中的血

液在沸腾液在沸腾，，浑身充满无穷的力量和激情浑身充满无穷的力量和激情！！

南昌中学生熊伟伟南昌中学生熊伟伟：：我们要勇于担当起我们要勇于担当起作作

为历史接班人的责任为历史接班人的责任，，努力奋斗努力奋斗，，刻苦学习刻苦学习，，为为

祖国的强大繁荣贡献祖国的强大繁荣贡献力量力量。。

上图 叶挺指挥部旧址。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提供

下图 游客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马 悦摄

六版责编 陈 郁 李 哲 七版责编 杜秀萍 敖 蓉 视觉统筹 高 妍 倪梦婷

南昌起义的枪声虽远去，但其所

孕育的“听党指挥、敢为人先、百折不

挠、为民奋斗”革命精神是不可磨灭

的。新的历史时期，弘扬八一南昌起

义的革命精神，对坚定理想信念、继承

革命传统、传播红色文化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南昌起义精神是资政育人的生动

教材。90多年前，参加南昌起义革命

的先辈们，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生动感

人的故事，比如，贺龙听党指挥，在南昌

起义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德率起义

军余部百折不挠，最终上井冈山等。

南昌起义精神是培育革命军人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宝库。从人民军队诞

生的第一天起，“救国救民”就成了这支

军队的使命和担当。不同的时代，同

样的使命。90多年来，无论是在保家

卫国的战场上，还是在卫国戍边的坚

守中，不管是在抗洪救灾、抗震抢险第

一线，还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防

控阻击战中，都能看到人民军队的身

影。这就是红色革命精神的传承。

南昌起义精神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

力。当年南昌起义的将士，以敢为天

下先的精神为陷入黑暗的中国革命指

明方向。如今，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

的历史交汇点，要大力弘扬这一精神，

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状态，

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南昌八一

起义纪念馆将贯彻“讲好八一故事，传

承红色基因”的理念，让南昌城头升起

的“八一”军旗永远高高飘扬！

（作者系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