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庚庆与彭泽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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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为民志在胸，枪林弹雨育英雄。率部
山区游击战，捐躯摩顶毕生终。”这是流传于彭泽县
瀼溪、浩山红色山区歌颂革命英雄李庚庆的诗篇。

李庚庆，1901年出生于瀼溪河畈李村一个贫
苦农民的家庭。八岁进私塾读书，勤奋好学，品
学兼优。1925年，李庚庆考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创
办的南昌市黎明中学。在校期间，李庚庆各门功
课都名列前茅，思想也进步很快。翌年，他就秘
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他受党组织委派，
联系了在外地学习的彭泽籍青年学生，先后回到
彭泽，从事革命活动，在县城掀起了打击国民党
右派和土豪劣绅的革命热潮。

之后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深入到农民家
里，宣传先进思想，组织农民兄弟团结起来，打土
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在他的带领下，
农民兄弟的热情空前高涨，斗倒了大地主方庆
如、方九如，把家乡的农民运动引向高潮。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惨绝人寰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革
命暂时处于低潮，李庚庆也被迫转入地下。面对
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中国共产党于 8月 7
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党的“八七”会
议决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
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1929年初，中共彭泽县特别支部成立，李庚
庆任书记。肩负着党的重托，先后两次前往湖北
黄梅学习武装斗争经验。一年后，他到瀼溪、浩
山一带筹建游击队。

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彭泽县浩山游击队”
终于成立了。他带领游击队立即展开了打土豪、
打团防、闹翻身的革命运动，搅得当地地主豪绅
恨之入骨。恶霸阳国春，逃到县城状告李庚庆。
国民党彭泽县政府以“赤匪”罪名将李庚庆逮捕
入狱。残酷的审讯长达数月之久，李庚庆受尽折
磨，坚贞不屈，坚决不暴露身份，表现出共产党人
临危不惧的气节和崇高的革命精神。

1933年 11月，中共彭泽特区委成立。同年
底，国民党县政府，最终因为没有确凿证据证明
李庚庆是共产党游击队，不得不将他无罪释放。

1934年春，中共彭泽县第一届县委成立。国
民党县政府指派保安队一个中队驻扎瀼溪港，派出
侦探，探听中共彭泽特区委和游击队的活动情况。
为了防止保安队的骚扰和破坏，浩山游击队在特区
委的领导下，决定铲除这个保安中队。4月11日夜
晚，李庚庆带领30余名游击队员，摸黑赶到保安中
队驻地，本想一举将其歼灭。没想到包围圈还没完
全形成，就有人先响了枪。当场打死了保安队的哨
兵，其余的保安队员，惊恐万状，无心恋战，全部从
哨所后面逃走了。此次战斗，虽未达到预期目的，
但总结了经验教训，游击队越来越壮大了。

国民党为对付游击队，镇压农民暴动，彭泽
县保安大队又派了一个分队，进犯浩山。盘踞在
柳墅村，四面出击，刺探情报，企图一举消灭游击
队。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游击队制定了详
细的作战方案，并请求上级支援，在闽浙赣省军
区游击大队200多人的增援下，由李庚庆全面指
挥，一举歼灭县保安中队9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
武器弹药，创造了名闻遐迩的柳墅大捷。这次战
斗鼓舞了士气，促进了彭泽县革命斗争的空前高
涨，使浩山成为赣皖边区革命斗争的中心。

1934年井冈山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10
月中旬，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赣皖分区的大部分
人员也同时北上，浩山根据地孤立无援。此时，
敌人重兵压境，中心县委和武装力量被迫化整为
零，由公开转入秘密活动。

有一次，李庚庆得到情报，安徽省保安旅有
一大批物资和军用品要经过瀼溪发洪岭一带。
他率领一支游击队，在发洪岭设下埋伏，缴获了
这批物资和军用品。敌人为了报复游击队，派了
大批武装，把李庚庆包围在瀼溪大桃源村。在寡
不敌众的情况下，李庚庆为保护革命的有生力
量，只身断后，掩护游击队突围。游击队突出了
重围，李庚庆却身中数弹，光荣牺牲，为革命事业
献出了年仅34岁的宝贵生命。

李庚庆牺牲以后，游击队化悲痛为力量，愈
战愈勇。这支革命队伍，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成
为彭泽对日作战的一支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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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竟然上了百度词条，上了中国非
遗文化数字博物馆，还让武宁打
鼓歌上了国家级音乐书籍。

——题记

“呃，早晨啦太阳呃，
一啦点呐红，
快呀上呀工呀，
早晨啦太阳一啦点呐红

呐，
清啦早喂起来哟，
把哟工呀上哟，
上工呀好比哟，
打哟冲呀锋呀……”
乡场上，一鼓匠头戴草帽、

腰扎白汗巾，肩上斜挎着山鼓，
正领着一群女歌手在茶林中表
演打鼓歌，他的左手拇指频频
点着鼓面，如荷塘蜻蜓击水，似
修河排工急流点篙；右手的鼓
槌追着鼓面不离不弃，慢时轻
约脆鞭，快似冰雹雨骤，激激昂
昂，一如春天的马蹄“嗒嗒嗒”
响。油茶林挡不住场下的一片
叫好声，所有的目光全都聚焦在
他身上，显然他是歌场的主角。
一阵滚鼓过后，他拉开了嗓子，
歌声高亢又嘹亮，有穿云裂帛的
豪迈奔放，有游龙击水酣畅淋漓
的痛快，如天籁之音，带着一股
浓重的赣北乡土气息，听得人心
旷神怡、如痴如醉。

这位鼓匠，就是人称“辽山
歌王”的方由根。

1941年的方由根，出生在
武宁县船滩镇坎头村方家自然
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
他从小随父亲方宜春学唱武宁
打鼓歌，不到十岁练就了一副
好嗓子，背住了上百首山歌，而
且把鼓敲得像模像样，以至于
村民喊他小鼓匠。那时穷，打
鼓只是为了讨一口饭吃，能填
饱肚子，就算一门“艺”，有“艺”
不算“贫”。以至于他打了几十
年鼓，鼓槌年年换，山鼓破了又
买，而那面鼓终究没能改变他
家贫穷落后的生活，也没能给
他的子女带来一点希望。有几
回，农事正忙，他在帮人打鼓催
工，妻子不得不下地锄田种秧，
所有的农活都落在一个弱女人
身上，而他不管不顾，天天抱着
他那心爱的山鼓进东家跑西
家，忙得不消不停，就是忘了自
己家，忘了自己还有妻女，忘了
一家人还要过活。妻子见他爱
鼓忘家，都成了“懒人”，气急之
下，便想把这害人之物——山

鼓收起来，或者送入灶堂，一焚
了之，没想到被他一声嚎叫夺
下。

他的执着，会有希望吗?
1986年 9月，武宁县首届

打鼓歌会演与学术交流会在船
滩镇隆重举行，大会吸引了数
十位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音
乐学院、江西音协的专家学
者，可谓江西省的地方文化盛
会。毫无疑问，方由根带着他
心爱的鼓与来自上汤、东林、
澧溪等乡镇的鼓手一齐走上
山野中的“舞台”，而且一鸣惊
人。现场专家学者们说他歌
声独特，时而圆润，时而粗犷，
富有张力，起唱、提音、转调与
众不同，风格老到，鼓点变化
出新出奇，繁复惊险，夺人耳
目，胜过天籁，令人称奇。会
后有几名专家学者主动上前
与其探讨打鼓之要领，还向他
索要打鼓歌词，又着实让他兴
奋了几晚。这次汇演后，武宁
打鼓歌被《中国音乐大辞典》
收为辞条，另外，武宁打鼓歌
还被列入到上海、武汉等音乐
学院的教材，以及中国音乐研
究所研究科目，有 6首民歌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中国
民歌》中。

方由根的劲头更足了。
2006年，武宁县举办首届

民间艺术节，这次方由根不是
一个人参加，而是带着他的徒
弟一同走上舞台。这一次，他
演唱的山歌得到了九江民歌大
王徐嘉琪的大加赞赏，也因此
获得了武宁县民间艺术家的称
号，并被村民誉为辽山歌王。
2010年，方由根被评为江西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宁打鼓传
承人，2018年又被确定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宁打鼓传
承人。

据不完全统计，方由根先
后接受中央电视台、江西电视
台、九江电视台、武宁电视台等
省内外百余媒体记者的采访。
他说山歌就是他的命，他的命
离不开山歌。他组织了一支山
歌队，带了十多个徒弟，还到学
校给学生上过百余场山歌课，
可谓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他心
爱的山歌事业，为武宁打鼓歌
的发展和传承耗尽了最后一滴
血，令人痛心的是，他于 2020
年 6月 30日晚不幸去世，离开
了他心爱的歌台，带着遗憾去
了另一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