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
长江南，鄱湖滨，西襟幕阜，东接匡

庐，南浔铁路穿越南北，沿江交通横贯东
西。区位中枢，地域险要，如遇战火，兵
家必争。

丘陵起伏，山峦连绵，修长翠竹与高
大乔木，浑然一体，偶见零星炊烟，顿感
世外桃源。徘徊于斯，情景柔和，赏心悦
目，实难与烽火硝烟荒野杀喊联想一起。

眼前的英烈纪念碑点醒了我，这里，
曾经血雨腥风，曾经撼山震岳，曾经生灵
涂炭，曾经家国情仇！是的，岷山翠竹松
柏见证了那些往事，那些血腥。这不，微
风吹过，树叶沙沙，丝竹低吟，一定在说
些什么，诉说那些挥之难去不堪回首的
烽烟岁月……

就在这片崇山峻岭中，曾活跃着一
支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赣北工委和赣
北游击队。刘为泗，是这支队伍的主要
领导人。

刘为泗，1908年出生在原九江县黄
老门破塘刘村。家境贫寒，幼年丧父，为
了谋生，十二岁开始到油面作坊学徒，过
早涉世品尝人生酸苦。恶劣的生存环
境，已经注定他会成为燃烧黑暗中国的
一颗火种。1927年初，经人介绍，他加入
中国共产党。举手宣誓那一瞬间，开启
了他革命生涯的序幕。

革命的第一站，是号召乡民，组成赤
卫队，兵锋直指鱼肉乡民的黄老门街靖
卫团，初试锋芒，大获全胜。大革命失败
后，带领赤卫队隐身山林，坚持斗争。同
时，以开饮食店为掩护，担任党组织的秘
密交通员。

1932年 8月，在中共湘鄂赣省委指
示下，岷山组建“赣北工作委员会”，刘为
泗任军事部长。同时，恢复赣北红军游
击队。经过半年的工作，赣北工委共建
立十二个区委会、三十九个党支部；赣北
红军游击队也从恢复时期的四十多人发
展到两个大队，五百多人，刘为泗任大队
长。1934 年 3 月，刘为泗接任工委书
记。那年，为牵制向赣南等地中央苏区
进犯的敌人，他率领赣北游击队，歼灭马
回岭火车站一个连的敌军，烧毁桥梁，拆
掉铁轨，割断电话线，把敌军庞大的兵员
和物资滞留九江市及沙河街一带，有效
策应了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的行动。

1934年，岷山迎来了最为萧瑟的秋
天，湘鄂赣红军撤离，根据地丧失，国民
党集中陆军一个旅、海军陆战队一个团
和地方武装五万二千多人，团团围住岷
山等游击区，隔断游击队和当地群众的
联系。游击队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巨大威
胁。在艰苦卓绝的三年间，刘为泗显示
出一个共产党人的真正本色，不畏艰险，
绝地反击。他领导游击队在九（江）、德
（安）、瑞（昌）、永（修）、星（子）、武（宁）六
县坚持游击战争，转战高山峻岭，迂回峡

谷深涧，声东击西，且游且击，与敌周旋，
专打孤军。据统计，1934到 1937的三年
间，刘为泗领导的游击队共进行上百次
战斗，歼敌正规军四百多名，缴获大批武
器。游击队在残酷斗争中成长壮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
合作开始。1938年 3月，刘为泗在岷山、
张家山主持召开赣北工委扩大会议，作
出拥护党中央团结抗日的方针，团结一
切爱国力量，共同抗日等决定。6月，与
国民党吴奇伟部和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
三纵队司令兼江西保安十八团团长钟石
磐谈判达成共同抗日协议。7月，赣北红
军游击大队改编为赣北抗日游击大队。

1938年 10月，九江沦陷。交通干线
和重要城镇落入敌手。

面对凶残敌寇，刘为泗再一次亮剑，
出色发挥山区游击战术，痛击日寇。这
年冬，日军先后两次向德安、永修进犯。
刘为泗带领游击大队，利用山区优势，组
织战斗，毙敌三十名，缴获战马三十多匹
以及大量弹药。正是这场被誉为“蔡山
垄大捷”的战斗，拉开了赣北人民对日作
战的序幕。从 1938 年 7 月到 1939 年 2
月，刘为泗领导的游击大队对日军作战
数十次，共击毙日军五百多人，打伤数百
人，活捉十多人，缴获长短枪三百多支、
迫击炮四门、轻机枪十五挺及大量军事
物资……这些战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
胜”的神话，极大增强了赣北人民抗战到
底的决心和信心。

让人悲愤的是，冲锋在抗日前线的
刘为泗，没有倒在抗日战场上，而是死在

“自己人”的枪口下——

二二
前面提到的那位第三纵队司令兼保

安十八团少将团长钟石磐，正是这起血
案的元凶。

1939年 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制定了“限共”“防共”“反共”等政策，钟
石磐奉旨在赣北进行反共活动。

1939年 2月 24日，农历大年初六。
钟石磐精心编织一张罪恶大网，正在撒
向刘为泗及其游击大队。他精心部署，
兵分三路，相互策应，旨在消灭刘为泗游
击大队。一路是委派童昌辉带领十二名
军官前往赣北工委和赣北抗日游击大队
驻地岷山洼里陈村，谎称举行联席会议，
商量合作袭击马回岭等地日军。二路是
派出部分官兵携带武器和挖掘工具分别
来到各游击中队部，谎称一起合作破坏
南浔铁路。三路是保安十八团三个大队
乘大雾分别埋伏在三个游击中队驻地附
近丛林中。

未知有诈，刘为泗热情接待了童昌
辉、钟文圣等人。正当刘为泗等人俯身
查看地图时，童昌辉发出信号，其部下向
着刘为泗、田文灼（工委组织部长）背上
各开一枪，凶残的钟文圣还对准刘为泗

的前脑补射四枪，刘为泗、田文灼当场身
亡。工委宣传部长辛忠荩，妇女部长徐
木秀，经济部长钱少卿，少共组织部长张
发荣，游击大队长陈立顺等工委领导，有
的被当场杀害，有的逮捕后拒降而被杀，
只有在外地执勤的政委李顺希闻讯后率
少数官兵奔走阳新。三个中队的游击队
员被钟石磐二路和三路人马内外夹击，
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或被枪杀，或被缴
械……

历史记住了岷山这个血腥的春节！
殇岷山，岷山殇！

三三
刘为泗虽然死了，但是，他是一座丰

碑，至今依然活着，活在岷山苍松翠柏
间，活在赣鄱大地人民心中；而凶手钟石
磐却继续活了许多年，余生中，他活得如
何？

钟石磐也是江西人，萍乡的，生于
1903年。早年投笔从戎，追随张宗昌，
25岁，当上了奉军少将支队长，参与军
阀混战。国民党北伐成功后，东北易
帜，他辞去军职，东渡日本深造，毕业于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应江西省
第五区行政专员华洸任之约，出任专员
公署保安主任。翌年，出任保安司令。
抗战爆发后，他奉命率领保安团在岷山
地区对日游击战。除开制造“岷山惨
案”，屠杀刘为泗等共产党人的深重罪
孽，钟石磐的游击抗战，也见之于史
料。他率部在岷山坚持抗战四年，与日
寇作战两百多次，毙敌两千四百六十
人，伤敌一千七百多人，俘敌七十三人，
夺取枪支四百多支，轻重机枪百余挺，
获得多次嘉奖。1940年获陆海空军甲
种一等奖章奖状。

岷山四年游击抗战，钟石磐所部牺
牲巨大，为缅怀为国捐躯的部属，钟石磐
自号“岷樵”，以示感念。

去台湾后，钟石磐历任台湾“东南长
官部”少将高参、第六军少将高参、“国防
部”少将参议、“国防部”少将高参。他侨
居嘉义，开始反省自己戎马一生，沙场征
战，涂炭生灵，鲜血淋漓，杀戮无数，自感
罪孽深重，遂起放下屠刀，皈依佛门之
念。1952年，适逢五十岁生辰，钟石磐与
夫人贺玫，同时皈依佛门，拜甘珠上师与
慈航法师，钟石磐法名慈圣，贺玫法名慈
贤。余生诵经念佛，不再参与政事。
1974年撰写回忆录《一梦七十年》，检讨
平生。1992年1月28日病逝于台湾新营
建业路新居，终年九十……

自号“岷樵”的慈圣法师，能摆脱因
果轮回吗？

在那边，他见到了先他而去的部属
么？他又如何面对惨死的刘为泗们？

环顾眼前的烂漫春景，本该放飞心
情，而我内心却一直在伤痛纠结，久久难
以释怀着……

春意最浓
时，山峦滴翠，
繁花遍野。这
是我第二次踏
上这片被鲜血
浸润与烈火烤
炙的土地。我
放 轻 放 慢 脚
步，轻慢，起于
不忍之心，是
崇 敬 ，是 敬
畏。脚下，安
睡着那些长眠
于斯的英魂，
可 以 垂 首 拜
谒，不敢喧嚣
惊扰。

这里是位
于柴桑、德安、
瑞昌三县（市、
区）交界处的
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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