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审稿：李顺桥 责编：刘振华 版式：张 凌 总检：尹一冰 2018年6月10日 星期日

游步瀛，又名游步仁，1903年出生
于隆回县金石桥镇丰云村，青少年时
代求学于宝庆县国民学校、湖南省立
农业专门学校；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1926年夏任黄埔同学会总务科科员，参
加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27年在叶挺
第11军25师任营长，参加“八一”南昌
起义，旋即任 25 师参谋处长；同年 10
月，在著名的三河坝战役负重伤，转移
途中壮烈牺牲，时年24岁。

三河坝位于广东省大埔县西部，是
梅江、汀江、梅潭河的汇合处。1927年

“八一”南昌起义后，朱德率领起义军在
此浴血奋战三昼夜，以坚定的信念力挽
狂澜，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珍贵的火种。

文韬武略显身手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创办伊始，中
国共产党为培养军事人才，从各地推荐
优秀党员去报考。游步瀛以优异成绩
考入军校第一期第一队，与徐向前、陈
赓、蒋先云、周士第、王尔琢等成为第一
批黄埔学员。在学习期间，党组织成立
了中共黄埔直属支部。游步瀛才华横
溢，古文功底深厚，经常为支部撰写革命

理论文章，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当年11
月，第一期学员毕业，游步瀛留校工作，
任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区队长、
连党代表。

1926 年夏，游步瀛任黄埔同学会
总务科科员兼文书股长。他不仅要抓
好学生的军事操练、政治动员，而且还
要为《黄埔潮》刊物撰稿，进行革命宣
传。《黄埔潮》由黄埔同学会宣传科于
1926年7月创刊，是国共合作时期的政
治刊物，共出刊5期。游步瀛在《黄埔
潮》发表了多篇理论宣传文章，特别在

《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之比较观》《军
中政治工作人员应具备之条件》等文
中较早地介绍了孙中山的“联俄、联
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影响重大。

英勇善战举义旗

在风云激荡的广州黄埔军校，游
步瀛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政治素养、
军事能力迅速提升，被周恩来挑选进
入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
力量“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参加讨伐
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5年叶挺独立
团成立，游步瀛被周恩来选调到该团任
排长。1926年7月，他随叶挺独立团北
伐。在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中，游步瀛
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敢打硬拼的不
怕死精神，以及丰富过硬的政治工作经
验，深得叶挺赏识，成为其得力爱将，
1927年升任营长。

正当游步瀛随叶挺独立团在北伐
战争中胜利进军时，蒋介石发动了“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
和革命群众。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党中央决
定发动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
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各路
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
进攻，经过 4 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

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游步瀛营隶
属起义部队叶挺第11军25师73团，负
责驻守马回岭。当日下午，73团随25
师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宣布起义，8
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起义胜利后，25
师进行了改编：周士第任师长，李硕勋
任师党代表，游步瀛任师参谋处长。南
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
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序幕。

热血铸就英烈魂

南昌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
状，疯狂反扑。8月3日，按照周恩来的
部署，2万余起义军撤出南昌，南下广
东。游步瀛随朱德率领的第11军25师
及第9军军官教育团3000余人作为断
后部队，驻守三河坝，阻击尾追之敌。

10月1日，国民党钱大钧部2万余
人由梅江乘船而下，气势汹汹向三河坝
扑来。起义军在朱德和25师师长周士
第、党代表李硕勋、参谋处长游步瀛的
指挥下，利用笔枝尾山的天险，采取“半
渡而击”的战术，与10倍于己的敌人激
战三昼夜。此役战况惨烈，起义军歼敌
数千，坚守住阵地。

战斗进行至第三天，敌军东渡韩江，
攻占梅子岭制高点，直逼起义军阵地。
在敌众我寡、弹少援绝的险恶情况下，游
步瀛向师长周士第请战，率领73团到达
梅子岭指挥部队英勇反击。在战斗中，
游步瀛身先士卒，勇猛顽强，一直冲在
队伍最前列，不幸腹部受重伤。陈毅发
现后，下死命令让战士强行将游步瀛抬
下火线，送进师指挥所。朱德、周士第、
李硕勋见到游步瀛，立即让卫生员包扎
并送往后方。后来在转移到福建平和
时，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

黄埔军校一期高材生游步瀛血染三河坝
罗志元

母亲的腰腿病越来越严重了，
她弯着腰、一瘸一拐走路的时候，分
明能看到她微微用力地咬着牙关。
年近古稀，生活在县城的母亲还是
闲不下来，每天料理家务、照顾儿
孙，还要精心打理邻居亲戚送给她
的两块小菜地。母亲原本不足一米
五的个头，被岁月又削去了一些，显
得越发瘦小。

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
在我姐弟年幼时，父亲在一所离家
十几公里的乡镇中学任初三英语

“把关”教师。那年头还没有“双休
日”，父亲很难得回家一趟。爷爷奶
奶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母亲独自在
家照顾公婆和我们姐弟三个，同时
耕种着三亩多菜地、四亩水稻田。那
时父亲的工资每月仅有三十几块，
为贴补家用，母亲还喂养了一头母
猪。每次母猪分娩的那段时间，就是
我们姐弟三个最开心的时刻。因为
母亲会挑着十来只小猪崽，上县城
去卖。售卖完小猪崽后，母亲就会带
着我们姐弟仨去“打牙祭”——吃饺
子，还会给我们每人买一件几块钱
的新衣裳。回家前，母亲会再去买上
几斤我们叫不上名的水果，并反复
交代“水果要先给爷爷奶奶尝尝
鲜”。一路上，我们只得忍受着“煎
熬”，盼着快些回到家中。

那时，各家各户的生活都过得
非常拮据，但母亲总会尽自己的能
力给乡邻提供帮助。有些邻居家里
人口多，时常出现口粮“青黄不接”
的状况，母亲就会主动送去一些，并
嘱咐“有困难尽管开口，千万别饿着
了老人和孩子”。有时邻居家没钱买
肥料甚至没钱买盐了，只要别人找
上门来，母亲都会拿出压箱底的那
一张张“块票”“角票”倾囊相助。每
年的“双抢”时节，许多叔伯大婶都
会来帮我家收稻谷，却从来没在我
家吃过一顿饭。母亲因此时常告诫
我们：“一定要记着别人的好，有能
力的时候多帮帮乡里乡亲！”

后来，我们慢慢长大，老家到县
城也通了班车。姐姐在市内一所高
中上学，我和哥哥在县城同一所学
校读初中。那时寄宿的学生，每个月
要交30斤米、30块钱。每月学校统
一收米时，为了省下车费，母亲还是
坚持走路去县城。一大早，她会炒上
一锅好菜，待爷爷奶奶吃好后，她会
把锅里的菜再分成三份，装在三个
大大的罐头瓶里，再挑着上百斤大
米往城里赶。在学校食堂交米时，食
堂师傅每次都称赞母亲交的米最干
净。这时，母亲总会腼腆地笑答道：

“每个家长都应该这样！只有这样，
所有的米掺在一起后孩子们才能吃
上好的米饭。”交清大米和菜钱后，
母亲会等到下课间隙分别给哥哥和
我各送上一瓶“罐头菜”，并给每人
塞5 块钱，同时叮嘱我们：“菜和同
学们分着吃，钱是用来买学习用品
的，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将来做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上课铃响起，母
亲一边催着我们进教室，一边匆匆
赶去搭乘每天只往返一趟的班车。
看到母亲瞬间走远的身影，我总会
忍不住簌簌地流下眼泪。

儿时的我一直认为母亲虽然瘦
小，却有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再重的
担子她也能挑起来，再大的疼痛她
也能忍受。有次她去县城给我们姐
弟送米的途中，因雨后路滑扭伤了
脚踝，但她忍着痛、挑着近百斤的担
子仍坚持走了三公里把米送到了学
校。半个月后父亲从学校回来，看到
母亲右脚脚踝处鸭蛋大的淤肿，生
拉硬拽下才把她带到了诊所诊治。

今年五一假期，我陪母亲到省
城检查身体。因为检查结果要第二
天才能拿到，我决定带从未到过省
城的母亲去植物园看看。那天在植
物园里游玩的人特别多，每辆电瓶
车里的人都塞得满满的。母亲说边
走边看吧，正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许是走久了的缘故，她一瘸一拐得
越发明显，脸颊上还挂满了细细的
汗珠。遽然，一段儿时的记忆映入了
我的脑海：夜幕笼罩下，母亲一手握
着电筒，一手紧紧扣住背上正发着
高烧的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
梗道上。万籁俱寂中，母亲的喘气声
显得急促而紊乱……

看到那步履蹒跚中分外显眼的
满头银发，我不由分说地背起了母
亲。须臾间，一阵心酸涌上心头：母
亲的身体那么轻，蜷在我背上，竟像
个孩子一般！走了大约两百米，一辆
电瓶车在我跟前停住，一个背着旅
行包的年轻小伙很快下了车，伸手
一把搀扶着母亲坐上了他的位置。
紧接着，和小伙随行的女孩也下了
车，把位置让给了我。“孝行天下，爱
满人间。”母亲一辈子都在无怨无悔
地付出，因给予她一次小小的回报，
却让我受到了礼遇和尊重。霎时，我
再也没能抑制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诗人洛夫写道，“母亲卑微如青
苔，庄严如晨曦，柔如江南的水声，坚
如千年的寒玉，举目时她是皓皓明月，
垂首时她是莽莽大地”。卑微中孕育崇
高、柔弱中诠释坚强、平凡中播撒大
爱，这就是对母亲的真实写照吧！

●岁月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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