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随先遣队 转战龙庆边

刘英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跟随中国工农红军
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庆元、龙泉一带。1934年 8月
26日，先遣队到达庆元县龙溪乡岙里村。国民党在
村里，遭遇地主武装大刀会的阻拦，刘英带领政治
部官兵进行劝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

随后，红军到达举溪（今举水）乡月山村，庆元
县保卫团一个分队在村尾碉堡里驻守，政治部干
部写了一封说明红军宗旨和政策的信，进行政策
攻心，顺利通过村庄。红军取得濛淤遭遇战的胜
利，开进庆元县城。

尽管几千人的队伍驻扎在一个小县城里，但
红军所到之处秩序井然。

刘英组织政工干部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演
“文明戏”，组织群众集会，宣传共产党北上抗日主
张。他们处处保护市民的利益。群众家的猪被误
杀，红军不但把猪肉送回去，还派干部上门道歉，
并赔偿 4 块银元。见邮局关门歇业，就写上“保护
邮局”4个大字，挂在邮局大门口。红军撤走后，邮
局局长返回庆元县城，查看邮局内部情况后，向上
级报告“此次庆局铁箱虽经匪徒撬动，依然无恙”，
报告上虽称红军为“匪”，邮局局长私下却非常佩
服这样的军队。

30日，先遣队在庆元竹口与国民党军遭遇，以
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胜利，史称“竹口战斗”。中
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对这场战斗进行
了报道，认为是先遣队自瑞金出发以来最为成功
一役。见证这场战斗的一座廊桥——后坑桥，被
当地群众称为“红军桥”。

先遣队进入龙泉县境内的梅溪（今小梅）、查
川（今查田）、长安（今八都）、宝溪等地，刘英要求
地方工作团：对关门的店铺、群众家贴封条、公告，
禁止有非分之想的人趁机盗窃；买卖公平，群众出
卖产品收到“红军标”随时到红军银行换回银元、
铜钱，一元换一元，不打折扣。

9月4日，刘英跟随先遣队离开龙泉，继续北上。
先遣队所过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主张武

装起来、北上抗日、反对卖国，给浙西南人民群众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率领挺进师 打开新局面

1935 年初，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省玉山县
怀玉山被国民党军包围，突围出来的先头部队改
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刘英任政治委员，与
师长粟裕一起率部进入浙西南。

3 月 25 日，挺进师占领龙泉宝溪乡溪头村，打
死打伤国民党保安队队员 20 多人，缴获了一些枪
支弹药。溪头战斗是挺进师进入浙江的第一仗，
拉开了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帷幕。30 日，刘
英在庆元半岭村主持召开挺进师政委会，会议不
采纳先到福建的建瓯、建阳、宁德、古城一带建立
根据地的意见，而是要坚持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
建立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在闽浙边活动一个时
期，以期打通与闽东之间的联系。

4 月初，挺进师转战闽浙边，组织攻占了国民
党保安部队在景宁沙湾的据点。10 日，在景宁驮
垟与浙江保安一团李秀部遭遇，红军主动撤出战
斗。这次战斗是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后第一次较大
规模的遭遇战。22 日，挺进师在福建寿宁上村遭
到闽保二团马鸿琛部的袭击，政治特派员姚阿宝
等一个班的人员失踪。刘英为姚阿宝等指战员的
安危担忧，组织部队多方寻找，及时分析总结上村
遭袭的教训，那就是：打了几仗小胜仗而骄傲，放
松了警惕。

红军到达庆元斋郎一带，刘英组织政工干部
对大刀会会徒开展宣传教育。28 日，斋郎战斗毙
伤敌 300余人、俘敌 200余人，还缴获轻重机枪、长
短枪 150 余支（挺）和子弹无数，是挺进师以少胜
多、以弱胜强的一个典型战例，是立足浙西南的

“关键性一战”。刘英认为，这次战斗既为开辟浙
西南革命根据地开了一个好局，更展现了红军指
战员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随后，挺进师进入龙泉、云和和松阳。在龙泉
取得了源口战斗的胜利，在云和的尖坳村宿营，在
松阳受到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青帮”群众的
欢迎和支持。“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刘英等
挺进师领导与“青帮”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
引发了不少感人的故事。

刘英注重做好群众工作，在古市等地开展访贫
问苦，做社会调查。他重视游击战，与粟裕一起以
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等计策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取得了遂昌姚岭等多次战斗的胜利，粉碎、消灭了
国民党保安团的“进剿”和一些地方反动武装。

为加强地方群众工作，刘英决定建立地方工
作团。他们 30多人按照刘英的要求，深入山村，宣
传和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组织，发展党员。

6月初，在松阳小吉村，刘英主持召开政委会，
总结了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后宣传党和红军政策、
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建立革命组织等活动中的
经验教训。会上，成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军分
区，建立松遂龙游击大队。这次会议全面部署了
根据地建设，为浙西南革命斗争打开了新的局面。

开展游击战 建立根据地

小吉会议后，刘英与粟裕率领挺进师打败了
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亲自指挥的士官教导
团，使其“怀中利剑”发挥不了作用，也使一个多月
来浙江保安团为主的“进剿”宣告失败。

7月初，刘英指示地方工作团在松阳安民乡高
背村成立中共竹溪区委和苏维埃政府。这是挺

进师政委会在浙西南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也
是挺进师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中旬，刘英
与粟裕率领挺进师进入遂昌王村口，成立王村口
区委。这标志着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建设进入到一
个新的阶段。

“八一”前夕，刘英主持召开政委会，决定“八
一”前后在浙西南开展一次以“缴枪扩红”为内容
的大示威。他说，我们举行大示威的目的就是向
敌人显示红军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共产党和红军
的政治、军事影响。29日，挺进师大示威誓师大会
在王村口的天妃宫举行，刘英作动员报告。他与
粟裕一起指挥了这次行动，挺进师袭击了多个县
城和中心镇，缴获长短枪 200余支、轻机枪 2挺、现
款数万元，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建设。

“八一”示威行动后，浙西南完全被热火朝天
的土地革命运动所席卷，基本形成了以龙泉、遂
昌、松阳以及江山、浦城等纵横百余公里为中心的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随后，挺进师决定在遂昌境内的后塘村建立
后方基地。8 月 19 日，后塘乡苏维埃政府成立。
这里还先后建立起包括军需物资供应站、军械修
理所和伤病员疗养所等后方基地。26 日，王村口
区苏维埃政府成立。

这个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喜讯，似春风吹遍了
根据地的各个乡村，在短短一两个月时间里，松
阳、遂昌、龙泉境内建立了上百个乡村苏维埃政
府，没收地主财产特别是将土地分配给广大贫苦
农民。刘英认为，对广大贫苦农民来说，土地是赖
以生存的命根子，只有采取革命活动和措施，才能
最大地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

按照刘英的指示，师政委会和浙西南特委选
择群众基础较好、骨干力量较强的松阳玉岩、安岱
后、斗潭和小吉等七八个村作为土地革命的试点，
取得经验后全面铺开推广。

刘英亲自到田间地头，听取群众的意见，决定
按人口进行分田。他认为，如果按劳动力分田，那
些上有年迈老父母、下有年幼子女的贫苦农民，就
不能很好地敬孝老人、抚养小孩，他们的日子就很
难好起来。

按人口分田的做法很快就推广到浙西南广大
地区。

卢子敬在刘英的鼓励下，带头在斗潭村分田
大会上主动上交自家的田契，请与会村民确认后
销毁。他还写了一首支持、歌颂土地革命的打油
诗：“田里豆子开红花，红军来了笑哈哈。土豪劣
绅都打倒，山林田地回老家。”

情系浙西南 抗战费心血

1935年 9月初，刘英针对国民党调集大批正规
部队进攻浙西南的情况，主持召开上田政委会，确
定“敌进我进”的对敌策略。下旬，他与粟裕率领挺
进师主力突出重围，转战浙南，欲调动国民党部队，
借以保卫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计
划。

敌人没有受挺进师主力的调动，而是血洗浙
西南。刘英在回忆中深情地指出：“浙西南特委领
导广大工农群众配合自己的武装部队与敌人绝对
的优势兵力作长期的英勇奋斗，这是非常光荣
的。”

刘英虽然身在浙南，心常系浙西南。挺进师
改编为新四军北上，刘英指导浙西南的统战工作，
派得力干将吴毓作为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主任，
入驻丽水高井弄，为新四军北上进行沿途服务，介
绍进步青年赴延安、皖南参加革命；派遣施平到庆
元建立党组织，中途还几次派人指导庆元党的工
作，在 9 个月的时间里，庆元发展了 4 个中共区委
和一个特别支部，党员 100多人。

1939年 3月，刘英决定把中共浙江省委工作机
关从温州迁到丽水。从此，他连续开启了 700多个
日日夜夜在丽水指挥党在浙江的发展和抗日救亡
运动。丽水市区的兴华广货号表面上是一家百货
商店，其实是省委秘密交通站。刘英化名为王志
远，以经商为名开展革命工作。

刘英领导骆耕漠主抓浙江抗日文化工作，推动
浙西南各地创办报刊和开设书店，宣传抗日救亡。

骆耕漠按照刘英的指示，和党员张毕来一起
协助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这是第一支由台湾
同胞在大陆组织的武装抗日队伍，人数一度发展
到 200多人，成立三个区队。队员中有不少人懂日
语，协助各地抗战部队收集日军资料和情报，并积
极参与日语翻译和日军俘虏的管理工作。他们主
要活动基地在浙江，活跃于东南各省，积极从事抗
日宣传和瓦解日伪工作。刘英支持义勇队创办樟
脑厂并在丽水设总厂，还指示在义勇队里发展党
员，建立中共支部，直接接受他亲自兼任部长的省
委统战部的领导。

刘英支持骆耕漠与路易·艾黎组建工业合作
化组织，建立丽水油脂生产中心，举办工合技术培
训班，推动抗日经济的发展。

共产党员张锡昌等人利用国民政府的力量，
创办特约太平经济建设实验区。刘英支持张锡昌
通过国民党浙江省建设厅开展这项工作，他认为，
开垦荒地不但可以组织群众发展农村经济，还可
以进行政治革新试验。后来，在党组织和党员的
支持下，浙西南还相继建立了七个经济实验区，这
有利于摆脱国民党顽固派势力的控制，更加主动

地发展抗战经济、开展抗战工作。
周恩来到浙江视察抗战工作期间，刘英多次有

机会聆听周恩来的指示。他以省委的名义把周恩来
的讲话整理成文，作出“学习贯彻周恩来同志指示的
决定”，在全省党组织和党员中传达、学习和贯彻。

在丽水期间，刘英还通过省委工作人员滕雪
凡指导温州“九柏园头事件”等不幸被抓捕的 8 名
同志在狱中开展斗争。鼓励他们在狱中建立党组
织，争取自由的斗争，还设法越狱等营救狱中的同
志。滕雪凡一共 7次探监，作为省委书记的刘英在
秘密而繁忙的工作条件下，几乎每次都亲自过问
探监情况，亲自领导和指挥狱中党组织的斗争。

刘英亲自组织筹备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
会，布置党的“七大”的宣传和党代表的选举工
作。26 名各地党员代表全省 18000 名党员参加大
会，成功选举 12名浙江省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
还选出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常委，刘英当选为书
记。大会通过了目前形势与浙江党的任务的决
议，以及国际国内形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职
工、农民、妇女、青年群众团体的领导等一系列文
件，内容异常丰富。

这次筹备在丽水、召开在温州的大会，是新中
国成立之前中共浙江省委组织召开的仅有的一次
代表大会，在浙江党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刘英率领中共“七大”浙江代表到达皖南中共
中央东南局报到，向项英书记等领导汇报浙江党的
工作。项英等领导高度评价闽浙边三年游击战争
和当前浙江党的工作。但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加紧
反共，根据要求刘英带领部分代表返回浙江。期
间，刘英撰写《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
回忆》一文，后来经过多次慎重修改，在丽水厦河村
完成了写作，留下了七万多字的宝贵历史资料。

隐蔽丽水城 鱼水情谊深

在丽水期间，刘英以兴华广货号百货店老板
的身份开展革命工作。他与百货店工作的交通员
老顾、小郭、王阿三建立了很深的情谊，处处关心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刘英亲自检查兴华广货号百货店的布置，拍
拍伙计们的肩膀，风趣地跟伙计们调侃，给他们作
出许多具体的指示和要求：时刻要保持高度的警
惕，活动要隐蔽；东南局派来联系工作的政治交通
员在这里联络，但不能安排在店里住；要注意做社
交工作，与隔壁的商人要搞好关系。

在丽水城内外还有多处省委秘密工作机关和
交通联络处，刘英都作了精心安排。

梅山脚绅弄口，名义上将其改建为交通员王
阿三个人开办的家庭织袜工场，其实作为各特委
负责人到丽水的住处。花园弄二号是中共党员黄
景之租赁来的寓所，也是他的私人律师事务所，刘
英经常在这里接洽省委交通员和各地特委领导，
主持省委一些重要会议包括统战、宣传等会议都
曾在这里召开。

面对严峻的形势，为加强与浙江省委的联系，
东南局给浙江省委配发一部电台及机务人员。刘
英亲自把电台委托给处属特委管理，对机务人员
张子斌、杨萤等都十分关心和爱护，每次他们来送
电文都热情地接见，经常留他们在家里吃饭。刘
英关心张子斌成家没有，表扬他以革命事业为重；
指导杨萤如何遵守纪律、保守秘密。

他还安排新四军四师政委黄祖炎、秘书长李
一氓的家属，先后秘密来丽水生产，关心他们的孩
子在老区的成长。

刘英到丽水后从厦河村一处梨园边王玉坤家
租了一幢小房子。他爱人丁魁梅描述过这处房间
内的布置：“把斑驳的泥墙用白纸糊上，挂上双层
的窗帘。在墙壁上挂着他写的一副对联‘明月松
间照，清泉石上流’，显示自己是不问政治的清高
之士。并贴着一幅他画的寓意深蕴的‘水中鱼乐
图’，暗喻地下党员与群众的鱼水关系。”

刘英经常跟邻居孩子逗着玩，讲故事给他们
听。邻居打骂孩子，烂脚的孩子无钱医治，他会去
管，调解邻里关系，帮助小孩治好烂脚，还从城里
买一双漂亮的鞋子给孩子穿上。房东王玉坤的孩
子生了疮，刘英给他换了几次药就好了。

1941 年春节将至，刘英与厦河村的乡亲欢聚
在一起，非常热闹。他给各家各户写对联准备过
新年，乡亲们对刘英的字赞不绝口。他还给房东
的儿子王德云雕镂了一枚“高射炮击落敌机”的木
刻，非常精致。

4月初的一个晚上，刘英带领省委机关的工作
人员告别“兴华广货号”，与厦河村的乡亲们依依
惜别，在大水门坐上蚱蜢船前往温州，投入到新的
战斗和生活。

作者吴利明系原丽水市档案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浙西南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余群勇系市
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员、市社科联专职副主席、浙
西南红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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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在浙西南的日子
——写在刘英同志牺牲80周年之际

■ 吴利明 余群勇

80 年前的 5 月 18 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刘英在永康方岩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 37 岁。他是中共浙江省委为共产主
义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第 9 位书记。“幼时不识路，今日上坦途。赤身献革命，决然无返顾。”这是 1929 年刘英参加革命时写下的诗句，也正是
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刘英从红都瑞金踏上革命征程，到长眠在永康方岩山麓，先后担任过红四军机关的会计、军需供应部出纳股长、军部文书，基层连队指
导员，营、团、师政治主官，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挺进师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浙江临时省委、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华
中局委员、闽浙赣三省特派员等重要职务。

他在浙江长达 7 年多时间，其中有近半时间在浙西南工作、战斗和生活，写下了他人生中壮丽的篇章。
刘英与粟裕、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在浙西南掀起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是浙西南革命精神的重要创立者。孕育形成

“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的浙西南革命精神，丰富了中国革命精神谱系，并为之增添了新的意蕴。

丽水厦河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遂昌王村口红军挺进师师部旧址。

刘英烈士（1905-1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