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岭烽火
淬炼“铁军精神”

□ 朱跃芳 邹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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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位于安徽皖南西北

部，青阳、南陵、泾县 3 县交界

处，是一处依山傍水的好地

方。深秋的云岭，更有一种古

朴的美，山色苍翠，天朗气清，

黛瓦白墙，炊烟袅袅，静谧而又

安宁……

谁能想像，如此恬静的山

乡田园，80年前曾经烽火连天；

谁又能相信，这片充满诗意的

土地，孕育出不朽的铁军精神。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10 月，南方 8 省 14 个地区

的红军和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

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

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

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

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

任。1938年8月2日，新四军军

部进驻泾县云岭，中共中央东

南局也同驻云岭。在随后两年

多的时间里，这里成为新四军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军部。

1939 年 2 月 23 日，中共中

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表中共

中央到达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视察工作，与军部领导人共同

商定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

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3月 6

日，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大礼

堂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目

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报告。

为了加快向东作战、向北

发展的步伐，新四军江北指挥

部、江南指挥部相继成立。新

四军各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广

泛开展了游击战争，反击日伪

军的扫荡，共进行大小战斗

1340 余次，歼灭日伪军 3 万余

人，缴获各种武器弹药130万余

件，部队也由近 1 万人发展到

10万余人，先后创建了苏南、皖

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鄂

中等抗日根据地，新建了第五、

第六支队及豫鄂挺进纵队。

皖南北临长江，是控制长

江中下游航线的重要地段。

1938年11月26日，铜陵县城及

大通、顺安等地相继失守，国民

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新

四军第三支队移防铜陵、繁昌等

地，以配合国民党军在皖南地区

的守备任务。繁昌是长江中下

游南岸的突出部位，直接威胁日

伪长江交通运输线的安全。日

军扫荡皖南，首当其冲就是扫荡

繁昌。1939 年一年中，新四军

第三支队进行了 5次繁昌保卫

战，大小战斗10多次，狠狠打击

了日本侵略军，粉碎了日军“夺

取繁昌，扫荡皖南”的阴谋。

1940 年 4 月下旬，日军为

了确保长江运输线的安全，从

南京、芜湖、铜陵等地抽调了共

计1万多人的兵力，向皖南地区

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一举占

领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而

改变整个东南战局。当时皖南

沿江一线的新四军部队总数

6000 多人。第一次皖南反扫

荡，历时 11 天，毙伤敌军近千

人，保卫了军部，收复了繁昌

城，锻炼了部队。第二次反扫

荡历时一周，仍以新四军的胜

利和日军的失败而告终。

新四军军部在云岭两年多

时间，是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

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从政治、

军事、后勤等方面加强军队建

设，推进参谋工作正规化，建立

正规军的规章制度，进行游击

战指导，努力提高全军特别是

各级指挥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

素养。

1939 年 7 月 16 日，中共新

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云岭石

头尖村召开。回顾南方三年游

击战争中党的工作，总结新四

军成立一年来党的建设的经

验，并讨论了当前抗战的形势

与任务，明确了新四军党组织

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贯彻执行

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进一步巩

固和加强党的组织，坚持和发

展华中的抗战。大会号召全军

党员接受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

和教训，保持和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8 月 1
日，中共中央专门致电祝贺新

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成功

召开。

为了动员广大官兵贯彻执

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和新四军作战方针的指

示，配合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鼓舞士气，1939 年春，军部

首长动议创作一首新四军军

歌。由陈毅写出歌词初稿《十

年》，后经叶挺、项英、袁国平、

周子昆、李一氓等新四军高级

将领集体修改定稿，新四军鲁

迅艺术团团长何士德谱曲，以

昂扬振奋的旋律、威武雄壮的

气势，表现了新四军坚决东进

抗敌和进军敌后的精神，是新

四军部队集体宣誓性质的战

歌，伴随着新四军征战的步伐，

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文化遗产之一。

云岭时期的新四军军部，

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留下了光辉

的一页，因此人们把云岭称为

“新四军的摇篮”。

现在，云岭镇依旧完好地

保存着新四军军部司令部、大

会堂、政治部、修械所、中共中

央东南局等 10处主要旧址，是

全国保存最完整的革命旧址群

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八大重

要史迹之一。1961 年 3 月，国

务院公布其为首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1963年 7月，陈毅

元帅亲笔题写了“新四军军部

旧址纪念馆”馆名。从此，新四

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正式成立。

2004 年，新四军军部旧址被列

为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景区

之一、全国 30条红色旅游精品

线路之一、全国100个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之一。2005年被列入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07年，获得“中国红色旅游十

大景区”殊荣，成为中国红色旅

游的标杆和旗帜。目前，正在打

造安徽省党员干部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现场教学点。

据了解，新四军军部旧址

所在的“种墨园”和“大夫第”都

是罗里村徽商的私人宅邸。当

年，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他

们主动将自己的宅邸腾出三分

之二条件优越的房间让给新四

军驻扎。军司令部所属参谋

处、秘书处、作战科、机要科、速

记班等机构均设于这两座宅第

中。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副

参谋长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

参谋长赖传珠等领导人分别有

办公室和卧室。民国 28 年 2
月，周恩来到云岭视察期间也

下榻在“种墨园”。

说起当年的新四军，当地

村民都充满了感激。在那个战

火纷飞的年代，新四军抛头颅、

洒热血，守护着云岭这一方土

地；现在，依托新四军军部旧址

纪念馆，云岭大力发展红色旅

游，打造安徽省红色旅游小镇，

云岭人民在党的富民政策引领

下，发扬铁军精神，不忘初心，

自力更生，不断致富奔小康。

在罗里村口东约 500 米处

叶子河上有一座石桥名为“叶

挺桥”。当年，叶挺将军见群众

过河不便，便亲自设计并下令

建造了一座木桥，还在桥栏上

亲笔书写“军民合作，抗战到

底”八个大字，当地群众因此称

此桥为“军民桥”。解放后，原

桥址新建石桥。为纪念叶挺爱

民事迹，石桥被命名为“叶挺

桥”。如今，桥上的字迹早已被

岁月磨蚀，但新四军与云岭人

民的深情却扎进了世世代代村

民的心中。

80年光阴转瞬即逝。穿越

历史的烽火烟尘，如今的云岭

山明水净、生态优美，百姓安居

乐业、生活幸福，这片红色的圣

地历经战火的洗礼，留下的是

一种永不磨灭的铁军精神，指

引着一代又一代云岭儿女珍视

和平，不懈奋斗。

采访札记采访札记：：

新四军是党领导的一支具

有传奇色彩的军队，靠坚定的

革命理想和严明纪律铸就了“铁

的信念、铁的纪律、铁的意志、铁

的作风”的“铁军”精神。新四军

在云岭时间不长，但开展了大量

的敌后抗日运动，并做了大量的

军政建设工作，为新四军在华中

敌后坚持长期抗战莫定了基

础。叶挺独立团的“铁军”精神

在这里得到继承，并不断丰富其

内涵。

采访过程中，我们无时无刻

不被这种铁军精神所震撼、所感

动。时至今日，我们似乎还能听

到那慷慨激昂的新四军军歌，看

到新四军战士不畏生死、浴血奋

战的场景。“坚定信念跟党走。”

身处新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要

学习并发扬这种“铁军”精神，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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