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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马鞭的故事
百色起义纪念馆讲解员 黄伟媛

在广西百色市解放街的骑楼之间，藏着一

座古建筑，名叫粤东会馆。该馆始建于 1720

年，是粤商赴百色经商的落脚点。历经三百年

沧桑，岁月抹去了它当年鲜艳的色彩，但坚实

的砖木石结构、精美的水墨壁画、栩栩如生的

雕塑，仍然透着当年的繁华和气派。

1929 年，正是在这座建筑里，邓小平、

张云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挥发动了著

名的百色起义，度过了难忘的峥嵘岁月。

革命烈火映红百色大地

1929 年 7 月，受中共中央委派，25 岁的

邓小平化名邓斌，以广西党代表的身份从上海

来到南宁，对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上层俞作

柏和李明瑞开展统战工作。同年 10 月，俞、

李仓促起兵反蒋失败，南宁政局陷入混乱。

邓小平果断将革命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民运动基

础好、敌人势力较薄弱的右江地区。获知

邓小平等领导百色革命的消息后，广东商人主

动捐让粤东会馆作为指挥部。

粤东会馆以前、中、后三进厅堂为主轴，

两侧配以对称的厢房和房廊，构成“日”字形

封闭式建筑群。现在已恢复为百色起义时期红

七军军部旧址原样。

从粤东会馆大门进入，经过天井，来到正

厅，迎面的是邓小平、张云逸等老一辈革命家

的塑像群。“1929 年 10 月 22 日，邓小平、张

云逸等率我党所掌握的武装部队到达百色，进

入粤东会馆。第二天，邓小平同志就在这里主

持召开了党的领导成员会议，商讨和布置百色

起义准备工作。”粤东会馆讲解员王咪咪介绍。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百色起义于1929年

12月11日发动。当天，5000多名身穿崭新制服

全副武装的军人和各界群众汇集在粤东会馆，

一面鲜艳的红七军军旗高高飘扬在会馆上空，

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权胜

利诞生，右江革命根据地也由此建立起来。

优良作风凝聚磅礴力量

从正厅两侧的门进入后厅，便是百色起义

时期军部的会堂和饭堂。“部队进驻后，尊重

广东商人的风俗习惯，没有对会馆内的摆设做

任何改动。”王咪咪介绍，红七军的统战工作

做得十分细致，注意保护工商业者的正当权

利，维护商业秩序，不扰商不扰民。他们的一

系列政策和举措赢得了百色各界人士的信任和

支持，为后来的百色起义和根据地建设打下了

良好的群众基础。

粤东会馆两边的厢房，是军部参谋处、经

理处、副官处、军医处等的办公室和住室，每

个厢房分上下两层，下面办公，上面休息。登

上邓小平、张云逸同住的小阁楼，不足 20 平

方米的空间简陋朴实，每人一桌、一床，床是

一块木板在两条板凳上搭建而成，仅有的物品

是一双破烂不堪的草鞋和一顶斗笠。

“ 作 为 百 色 起 义 领 导 人 ， 他 们 以 身 作

则、率先垂范，严格执行官兵平等制度，和

战士们同吃同住，睡一样的木板床，吃一样

的饭菜，在军队中树立了艰苦奋斗的良好榜

样。”王咪咪说。

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1930 年 11 月，红七军受中央指示北上，

部队从广西出发，历时 9 个月，艰苦转战桂、

黔、湘、粤、赣五省，行经 7000 多里，打破

了敌人的重重封锁和步步追击，于1931年7月

抵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红七军的指战员先后参加了二万五千里

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血战湘江、突

破乌江、攻占遵义、攻破娄山关、巧渡金沙江

等著名战役中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王咪咪

介绍，其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得

到了毛泽东、彭德怀等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彭

德怀称赞红七军是“猛如虎、精如猴”的英雄

部队，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红七军

“千里来龙”的锦旗。

数以万计的红七军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

铸就了百折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

奋斗的百色起义精神，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激励着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道路上夺取更大胜利。

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小平厅”

的文物展柜里，陈列着一根引人注

目的马鞭，这是当年邓小平领导百

色起义时使用过的。马鞭长 81 厘

米，质地为白藤，一头镶嵌铜套。

历经风雨春秋的它，蕴藏着一个感

人故事。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领导

发动了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

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期间，担任

红七军前委书记，又兼任红七军、红

八军政委。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经

常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开展调研，

被群众亲切地称为“邓政委”。1930

年秋天的一个早上，邓小平风尘仆仆

地赶到林逢区苏维埃政府视察工作。

下午，他在这里召开座谈会，深入了

解当地的社会状况，听取当地干部群

众的心声，对如何有效开展土地革

命提出了指导意见。傍晚时分，他

要赶回县城，因走得匆忙，将马鞭

遗留在饭堂里。炊事员黎爱廷把它

收藏起来。邓小平离开这里后不

久，林逢区掀起了土地革命热潮，

黎爱廷也分得了一块土地。他对邓

政委无比感激，把这根马鞭当作宝

物珍藏着。

1931 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大举

“围剿”右江革命根据地。敌人知

道黎爱廷曾在苏维埃政府工作过，

一进村就直奔他家。而提前得知消

息的黎爱廷早已转移到深山里。敌

人放了一把火，把他家的房子烧得

只剩几堵墙，但放在屋里的马鞭却

安然无恙。原来，为了保护这条马

鞭，黎爱廷在墙上挖了一条细槽，

将马鞭镶嵌在其中，再用泥巴糊

上，敌人虽然放火烧了房子，却没

烧到马鞭。后来，为了更好地保存

这根马鞭，黎爱廷将它进行了蒸

煮，因为这种白藤蒸煮后，几十年

都不会生虫。黎爱廷还把桐油涂在

马鞭上，又缠上布条，加以保护。

1958年黎爱廷病重时，将珍藏 28年

的这根马鞭托付给了外甥韦赞超。

1961 年，右江革命文物馆 （百色起

义纪念馆前身） 筹建时，文物征集

小组到田东县林逢公社 （现林逢

镇） 征集革命文物，韦赞超将珍藏

多年的马鞭捐献了出来。

邓小平用过的这根马鞭，历经

91年风雨，依然保存完好，体现了百

色老区人民对他的殷殷深情。

在右江革命根据地，有种不朽

的精神，那就是共产党倡导的“快

乐事业，莫如革命”。这种精神在

韦 拔 群 同 志 身 上 ， 体 现 得 淋 漓

尽致。

韦拔群出生在广西东兰县的地

主家庭，但他从小与贫苦农民子弟

生活在一起，了解穷人的苦难和豪

绅的作威作福。后来他以“愤不

平”为笔名，激扬文字，抨击时

政。为寻找救国救民之道，他两次

变卖家产，外出游学。1921年，他

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和国民自卫

军，开始了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

生涯。

为了寻找革命真理，1925 年

初，他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

习。同年 4月，他回到东兰，在北

帝岩举办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讲习

所。1926 年，中共中央在给共产

国际的报告中高度评价称，韦同志

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

农民信仰。

平等幸福是劳苦大众的朴素理

想，但在东兰山区，瑶族同胞却连

基本的平等都没有享受过。韦拔群

经常深入瑶寨，向他们传授革命道

理，制定针对瑶族同胞的平等政

策。瑶族同胞亲切地称他为拔哥。

1929 年 12 月 11 日，百色起义

胜利举行，拔哥领导的农民武装改

编为红七军第三纵队。1930 年 11

月，红七军根据中央指示北上，拔

哥被上级安排留守根据地，并受命

组建红21师。他让北上的部队带走

最好的武器，自己带着 74 个伤病

员，毅然回到崇山峻岭中继续坚持

斗争。

在右江革命根据地腥风血雨

的斗争中，拔哥和战士们一起，

爬山路，吃野菜，经受住了饥

饿、疾病的考验，敌人没有打

倒他，困苦没有压垮他，但他

不幸遭到叛徒暗害而牺牲。

1962 年 12 月 ， 为 纪 念

韦 拔 群 烈 士 牺 牲 30 周 年 ，

邓小平写下长篇题词，其

中提到：“韦拔群同志以

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

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

出了他的生命。”“韦拔

群 同 志 永 远 活 在 我 们

的心中，他永远是我

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

学 习 的 榜 样 ， 我们永

远纪念他！”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

精神和灵魂。百色坚持高起点规划

建设百色起义纪念园，助推全市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在保护利用中激活红色文化。

充分利用百色起义纪念馆馆藏文物

及珍贵文物资源服务社会大众，通

过文物展品，多层次、多角度地展

示百色起义的革命历史，以丰富爱

国主义教育形式为载体，以国家级

红色基因库示范点创建为契机，探

索文物数字化保护及利用。

在开拓创新中传承红色文化。

将百色起义纪念园内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遗迹保护、爱国主义教育建设

等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全市“十四

五”规划和重大项目建设规划。积

极探索“共建共享”创新开发模

式，与浙江大学—东盟创新研究中

心、美团等科技公司联合打造“互

联 网 + 旅 游 + 红 色 课

堂”的融合文旅大数据

服务平台。

在对标提质中弘扬

红色文化。强力推动百

色起义纪念馆改陈提升

项目竣工并对外开放，全

面启动红七军政治部旧址

（清风楼） 环境整治项目

和红七军军部旧址 （粤

东会馆）、政治部旧址

（清风楼） 基本陈列展

览 （历史沿革） 项

目，推进百色起义

纪念碑园烈士纪

念 设 施 提 质 改

造工程和百色

起 义 英 烈 展

示 馆 建 设

工程。

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红七军

政治部编印的《土地革命》小册子。右江苏维

埃政府根据农民意愿采用“分耕”“共耕”两

种经营形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同

时实行正确的工商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解决部队供给问题。这些符合实际的举措，使

右江革命根据地短时间扩大到10多个县。

据部分红七军老战士回忆，邓小平每到一

处，都深入实地搞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进行

具体分析。右江地区土地革命没有照搬井冈山

地区的经验，也不硬套中央的条文，而是结合

社会和经济现状，灵活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活的

灵魂。百色起义是邓小平对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坚持实事求是的一次实践。

邓小平、张云逸等及其领导的中共广西军

委、广西党组织，实事求是地分析广西错综复

杂的阶级关系及其矛盾情况，制定对广西国民

党左派进行统战的正确策略，对俞作柏、李明

瑞采取团结、教育、争取的方针，与他们共谋

反蒋、反新桂系军阀的斗争。这一开展统战工

作的成功经验，为我党革命统一战线战略思想

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借鉴。

邓小平选择左右江地区为武装起义的立足

点，率领我党在南宁掌握的武装，挺进左右江

地区，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实行武装割

据。百色起义后，红七军根据实际情况，不搞

硬打硬拼，保存了军队精华，最终实现与中央

红军会合。这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

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经验。

邓小平在领导百色起义的伟大实践中，突

显出来的实事求是精神，为后来形成的邓小平

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百色起义精神推动我们

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肩负起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使命，不断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粤东会馆里的红色记忆粤东会馆里的红色记忆
本报记者 周骁骏

实事求是的艰辛探索
童 政

韦拔群：

快乐事业 莫如革命
百色起义纪念馆馆长 何小燕

打响百色起义文化品牌
广西百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徐 毅

图① 红七军军部旧址。

图② 百色起义纪念馆小平厅。

图③ 邓小平使用过的马鞭。

图④ 百色起义纪念馆序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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