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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苏区群团组织与万源保卫战

刘长江，陈显川
(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达州 635000)

摘要:万源保卫战是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的关键之战，其胜败关乎川陕苏区的生死存亡。

当时红军虽然在物资储备、运输、兵力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但最终还是取得了战斗的胜
利。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与群团组织的贡献密切相关。群团组织在苏区党的领导下大力动员和
组织苏区群众为红军生产和运输军需物资，积极号召群众参加红军、辅助红军战斗，为万源保卫
战提供了急需的物资和兵员。因此，群团组织的支持是万源保卫战取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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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源保卫战是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中关乎生死存亡的一次决战。1933 年 10 月，刘湘就任“四川

剿匪总司令”，纠集近 20 万兵力，分六路对川陕苏区发动进攻。1934 年 7 至 8 月，红四方面军面对国民

党军队的层层推进、步步为营、分进合击、不断压缩苏区的战争态势，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战略

方针，经过三次收紧阵地，最后退至万源一带。在苏区党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凭借万源山区的有利地

形，坚守于万源大面山、花萼山等阵地。经过艰苦的战斗，打退了国民党军队数次大规模进攻，并且在青

龙观战役等反攻战中大破敌军，毙敌 8 万余人，缴获枪 3 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敌机 1 架，彻底粉碎了刘

湘的“六路围攻”，取得了万源保卫战的胜利。

尽管万源保卫战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其中的艰辛曲折不应该被忘记，人民群众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

更应当被铭记。万源保卫战最终之所以能取得重大胜利，与苏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正如

徐向前所说，万源的人民群众，“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一切力量。”［1］302尤其是苏区党建立和领导下的

雇工会、贫农团等群团组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一直以来学界鲜有论者探析群团组织在万源保卫

战中的地位和贡献，本文拟就此略作探讨。

一、群团组织在万源保卫战中的地位

( 一) 川陕苏区红军在兵力和装备上面临的困难
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红军虽已扩大到八万余人，但以刘湘为首的军阀却拥有二十余万兵

力，并获得了蒋介石资助的步枪万余支，子弹五百万发，飞机十八架和军费两百万元，敌我力量十分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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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在万源保卫战的大面山正面战场，担负防守任务的红二十五师仅有三个团，共一万多人，而刘湘先

后出动了九十个团的兵力，兵力数十倍于我。其中也包括装备最精良的刘湘嫡系部队，不但有重机枪、

迫击炮，还有在当时来说是新式武器的的轻机枪和山炮，甚至经常出动飞机助战。在兵力和装备的巨大

优势之下，“军阀更依赖自己兵多，不惜用人海战术，一冲锋就是一个团，一个团上不来两个团，两个团还

不行就四个团，八个团……”［2］452 加上长期战斗带来的伤亡，红军在兵力和装备上所面对的困难可想

而知。

物资的短缺是川陕苏区在整个反“围剿”斗争中一直面临的难题。一方面，苏区的工业和农业生产

本来就相对落后，物资储备十分薄弱。加之“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坏”，“把川陕根据地搞到了民穷财尽

的地步”。苏区虽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战争过程中，敌人两进两出，在我根据地空舍清野，烧杀

掳掠，破坏尤烈”［1］300。根据地的各种物资都比较紧张，比如食盐就尤为稀缺，“缺到一块光洋买不到一

两，甚至有钱没处买的地步。”［1］233在万源保卫战时，由于战略收缩阵地，“根据地日益缩小，敌人经济封

锁严密，粮食十分困难。”［3］147另一方面，由于运输基本靠人力，并且受战争环境的限制，导致前线红军的

物资补给经常出现短缺。
( 二) 群团组织为万源保卫战提供强大的“后盾”

万源保卫战形势艰巨、困难重重。要想取得万源保卫战的胜利，扭转红军在反“六路围攻”中的战略

局势，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如果没有

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我们要打赢这场战争，简直是难以想象的。”［1］277而群团组织的作用，就是组织和

凝聚群众的力量，为万源保卫战提供强大的“后盾”。正如时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刘瑞龙所说，“雇

工会、贫农团、青年团、妇女会、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普遍建立起来，把农村原来一盘散沙的农民组成

为坚强的、有组织的、建设新生活的革命力量”。［4］48可见，在国民党的“围剿”面前，川陕苏区党正是通过

建立和领导群团组织的方式，才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动员，激发了巨大的群众力量，并在人民群众

的支持下最终取得了万源保卫战的胜利。

党在川陕苏区领导和帮助群众建立了许多群众性的团体组织，其中主要包括雇工会、贫农团、妇女

生活改善委员会( 女工农妇协会) 、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等。这些群团组织是动员和组织人民

群众参加反“围剿”斗争的重要组织，在“建立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领导作用”方面，“雇农、苦力工会、贫
农团同党的组织是同样的重要”。［5］10

在川陕苏区，针对不同的群体建立有相应的群团组织，几乎所有的群众都可以通过群团组织动员起

来。工会是川陕苏区工人群众的组织。贫农团是“包括乡村苦力背老二、雇工和贫农”的群团组织。青

年团是由苏区青年群众而组成的团体。“少先队是工农劳动青年的群众的军事性( 实为半军事性质) 组

织。它是在团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团的领导是通过少先队内团员队长来实现的。”［4］376 少先队队员主要

是青年工人、贫农、手工业工人、苦力、学徒以及部分中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是川陕苏区的地方妇女

社会组织，是解放劳动妇女的机关［6］160。其“成分都是贫农、中农、小市民、雇工的家庭妇女”，后来扩大

为女工，更名为女工农妇协会，会员至少有 30 万［4］383，384。
( 三) 万源农会的建立使万源很早就有了深厚的群团组织基础
万源早在 1929 年固军坝起义的时候，就组织建立了农会，并且在“摧毁敌伪政权”后，“实行一切权

利归农会”。当时由李家俊等人“到各处发动群众，建立农民代表小组，召开代表会议，建立场农会、区农

会等组织”。该农会组织严密，颇具规模，1929 年 11 月召开的第一次根据地农民代表会议就有 300 名代

表参加，并选举了委员 32 名，常务委员 13 人，李家俊当选为主席。在农会之下，“设经济、粮食、军事、妇
女等部”，并且还“在城口、宣汉、开县、万源西南等地发动群众，建立农会”，“鼎盛时期建有场农会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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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农会 4 个，县农会 1 个”。当时的农会“负责宣传政策，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参军支前和分配土

地”，并承担了“教育、组织青年农民，参军参战，扩充兵员，组成声势浩大的农军，以对付敌人”的重要革

命任务，成为固军坝起义的中坚力量①。
万源农会早期的活动，使万源的人民群众早早就有了拥护红军、支持革命的背景。在当时的万源地

区，流传着许多民间歌谣，如《砍根葛藤当绳索》，歌词为: “半夜枪声咯咯咯，砍根葛藤当绳索。‘夜老

虎’下山打白狗，我赶前去把灰狗捉。”又如《革命不怕把头杀》，词曰:“造反不怕雷公打，革命不怕把头

杀。苦瓜藤上结苦瓜，老子死了还有娃。”［7］85 歌词中的“夜老虎”指的是红四方面军中战功卓著的一个

团队( 八十八师二六五团) ［8］89。这些民歌反映出当时的万源群众不仅积极支援红军的战斗，甚至不怕

“杀头”，宁愿子子孙孙都献身革命，也要和军阀斗争到底的顽强精神。可见在万源地区，拥护红军，造军

阀的反，早已深深融入到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当中。
对于万源保卫战而言，大量农会的建立，使万源很早就有了深厚的群团组织基础，并且积累了丰富

的群众斗争经验，因而在万源保卫战中，红军能够拥有更坚实的群众基础，得到群团组织更广泛的支持。
事实证明，川陕苏区不仅最终取得了万源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刘湘大规模的进攻，还在万源保卫

战中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万源保卫战的胜利固然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如党对红军的正确领导、红四

方面军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广大红军战士在前线的浴血奋战等等。但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

素，就是群团组织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徐向前在晚年回忆川陕苏区的革命斗争时，总结了“十一

桩大事”，其中就包括“建立群众组织”，足见群团组织在当时的重大贡献和影响，否则不可能在半个世纪

后仍然深深印刻在这位开国元帅的记忆里［1］185。

二、群团组织在万源保卫战中的贡献

战争的胜败往往与群众基础的坚实与否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果有群团组织的配合，战斗就更加顺

利。比如在仪( 陇) 南( 充) 战役中，由于“南部有地下党的基础，过去搞过农民暴动。听说红军到来，立

即发动一批秘密农会会员，拿着土枪、长矛四处袭敌、扰敌，积极配合红军作战。”［1］235 因此，仪南战役在

农会的配合下迅速取得了反击的胜利。在整个川陕苏区，万源是最具有革命历史和群团组织基础的地

区之一。因而在反“围剿”最艰难的万源保卫战中，群团组织给予了红军极有力的支持，成为了万源保卫

战获胜的重要因素。
时任红四方面军第 33 军政治部秘书长的魏传统曾作《万源保卫战》诗一首:“五十年前卫戍地，万千

思绪涌心头。围攻粉碎垂青史，光照巴山决胜筹。”［9］294万源保卫战在反“六路围攻”中具有“决胜”的地

位，在红军历史上也是非常经典的决战防御( 即积极防御) 战役。这场名垂青史、“光照巴山”的胜利，群

团组织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 一) 构筑防御工事
反“六路围攻”的战斗持续了十个月，战势异常紧张。刘湘在组织第四期总攻时，动用了其全部精

锐，共八十余团十多万人投入了战场，以期“重点夺取万源，截断川陕通道，一举将我军消灭在通江以北

地区。”［1］261－262面对大兵压境，修筑防御工事的任务十分艰巨。在万源保卫战中，群团组织辅助红军修建

了大量的战斗工事，为防御准备工作出力不少。根据战略部署，东线战场防守在大面山、孔家山一带，并

在万源两侧的黄巾堡、花萼山一线布防。防御阵地“依据山势修筑，从山脚、山腰到山顶，构筑几道以至

十几道工事”。最前沿是用树木垒成的木城，“一米多高，一般二至三道，每道间隔二三十米。木城前面

铺设障碍物”。木城后“修筑二至三道蛇形堑壕，壕内每隔几米，挖一防炮洞( 猫儿洞) ，每道堑壕相距二

三十米，有交通沟相连”。“最核心的工事，是一至二道盖沟，即在堑壕上堆积几层直径 20cm 以上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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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其上用土夯实，既防空，又防炮，攻守两宜”。另外，“在悬崖峭壁、敌人不易轻易通过的地段，构筑有

掩体”［8］127。这些工事是红军坚守万源并最终取得胜利的直接护体。当时，“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逐

级成立‘战斗委员会’”，掀起了“组织运输大军、构筑防御工事的热潮”［1］278。除了赤卫队组织的大量青

年群众外，“少先队、儿童团都动员起来”，组织青少年群众“坚壁清野，修桥铺路，构筑工事”［8］146。在绵

延数十里的山野构筑如此庞大的防御工事是极为困难的。倘若没有群团组织及群众的帮助，很难在万

分紧急的形势下于崇山峻岭当中顺利构筑出坚固的防御工事。
( 二) 筹集粮食、运送物资、救护伤员
万源保卫战期间，各群团组织不仅组织群众构筑防御工事，还带领群众筹备和运输粮食。当时红军

收缩阵地，“仅剩下通江城北至万源城南纵横百余里的地域，供给相当困难”［10］116，红军的粮食补给很大

一部分不得不依靠陕南县委组织的赤卫军等群众性军事组织，通过“打击土豪劣绅、地主财主，筹粮筹款

支援战争”②。同时，川陕省委“要求工人领导贫农到白区去筹粮来帮助苏维埃和红军［5］52。”战争进程

中，在苏区党的领导下，群团组织实行全民军事化，一方面加紧进行农业、军工和其他物资的生产，“源源

不断向红军提供大批粮食、武器、弹药、被服、鞋袜等”; 另一方面则担负起“侦察、运输、袭敌扰敌、转送伤

员、修桥铺路、坚壁清野、构筑工事的任务”［1］278。尤其是女工农妇协会承担了运粮、送弹药和救护伤病

员等重要工作。川陕苏区大部分地方都是山路，女工农妇协会就组织妇女用人力背着运过去，用背夹

子、打杵子背; 遇到一些沟河，就组织妇女搭桥来保证运输。缺麻袋，她们就用裤子装粮，扎住两个裤

脚，再缠住裤腰，骑在脖子上背。她们不仅白天要加紧运粮，晚上还要点起火把运输。部队打到哪里，她

们就把弹药和炮弹箱子运送到哪里去。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还要负责把伤兵和战利品抬回来［11］220。
工会和青年团也组织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和青年参加担架队、运输队，“运输军需，救护伤亡”，保证了苏区

的运输通畅，协助救护伤员［12］607。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慰劳伤病员，以便尽快养好伤上前线杀敌。正如

歌谣所唱:“苏区硬是好，慰劳伤病号，妇女真不少。天天进院看，还带物品好几挑。冻米花生糖，猪肉加

挂面，鸡蛋和红糖，走进伤病房，又是吹打又说唱。”“叫声同志安心养，伤好又好上前线。”［5］1741

据许世友回忆，万源保卫战初期，部队的供给还比较好，“后来打久了，粮食恐慌，只好杀马充饥”。
也就是在这样危难的时刻，“万源人民把仅有的口粮也送上山来”，是“川北人民对我们的支援，保证了我

们能够长期坚守”［2］455。徐向前元帅也说，在苏区面积逐渐缩小、红军粮食供给不上的情况下，广大万源

民众“把家中仅有的少量粮食、胡豆、洋芋、竹笋，都献给红军”，自己则宁肯吃野菜、喝清汤度日，“也不愿

让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挨饿”［1］278。可见，正是由于万源人民在群团组织的带领下送医捐物、运粮运

弹、救护伤员，各尽所能，全力以赴，红四方面军才能最终取得万源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巩固苏维埃政权。
( 三) 扩充兵员、策反“白兵”

在万源保卫战中，群团组织扩红的效果十分突出。尤其是在群团组织的宣传和动员下，万源当地的

群众在战斗中为红军补充了大量的兵员。万源保卫战艰苦异常，“战局最吃紧时”，每天从天亮打到天

黑，“要对付敌人五六次以上的冲锋”［1］263。战争持续时间久了，“我们逐渐缺少兵员，但我们始终没有换

防”，因为当地的“人民自动参军补充。他们敲锣打鼓，张着红旗，排着大队而来”，“这些新战士简直用

不着训练，来到第一天，还没有换下便衣就能上火线”。人民群众积极参军补充兵员，不仅为万源战场提

供了大量兵力，更鼓舞了前线将士，使得他们都“高兴得大喊口号”［2］455。据统计，“万源当时有 207 000
人，红军来县后参加革命的有 40 000 余人，参战支前的在 20 000 人以上。”③这是万源人民为革命事业做

出的贡献，其中也包含了群团组织在扩红方面宣传动员的结果。
川陕省委在紧急动员根据地人民群众粉碎刘湘六路围攻期间，就要求“各县组织一妇女侦探队到白

区去侦探敌情，破坏敌人后方。”［13］406川陕省工会号召“工会要动员大批工人，利用各种工人社会关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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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区去组织工人运动”，“各级工会要组织宣传队到赤白边界去做广大的宣传工作”。［5］52 群团组织通过

标语、革命歌曲传唱等方式，动员白兵兵变投红军。如“说起白兵苦难言，受的痛苦说不完。”“父母在家

没吃穿，还要交租出捐款。地主军阀齐压榨，妻室儿女好惨然。”“奉劝白兵枪掉头，一齐对准刘瘟牛( 指

刘存厚) 。”［5］1798“灰军兄弟快投降，莫为军阀把命丧。我们都是穷苦人，欢迎过来把兵当。”［14］272“只有苏

维埃政府，才是自由平等权，分田地穷人团圆。奉劝白兵变过来，分了好田掌政权。”［5］1800红军官兵讲平

等，处处都在为穷人，杀死贪官投红军［5］1803。“当兵莫当军阀兵，绳捆索绑进军营，官长扣粮又扣饷，士兵

饿得像根藤。”“当兵就要当红军，乡亲欢送到军营，红军有吃又有穿，吃不完来用不尽。官兵一律讲平

等，互敬互爱弟兄亲。”［5］1804在群团组织的大力宣传和动员之下，白色士兵不断哗变投红军。据报道，“对

于白色士兵的宣传工作，非常容易，沿河一带的群众，用木板写标语浮过河去，敌兵争了阅读，……尤其

是向他们讲赤区的情形和唱革命歌曲，他们终夜不疲倦，现在他们很明了他们的痛苦和出路，愿意拖枪

过河投红军。”［5］1559我二六二团夜袭国民党阵地时，“敌人一个哨兵，看见我们不打枪，不着声，又不走，便

把枪交给我们。他对红色战士说，你们天天的宣传，使我已经了解，我自知我们当兵的都是穷人，只有到

红军中来才是出路。”［5］1565据《干部必读》第 86 期报道( 1934 年 7 月 24 日) 称:“最近五天内白色士兵哗

变了八个到我们这边来，邓锡侯部四个，王志远部二个，杨国桢部一个，李家钰部一个，都带着枪支子弹

过来。”［5］1622这极大地瓦解了对方的军心，鼓舞了红军的斗志。于是，万源保卫战中不断传来红军捷报。

如 1934 年 7 月 23 日，“万源前方又获大胜利，敌第四、第五、第九等旅全被击溃，活捉敌营长一名，缴获机

关枪三架，迫击炮二门，步枪一百七十余支，毙敌在二千以上，我军伤亡不过二百人。”［5］16221934 年 8 月

13 日，“刘湘集中其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及廖雨辰师全部残破主力进攻我万源城。三个月来，激战六

次，我们光荣英勇百战百胜的红四方面军，已经把敌人打得破烂不堪，敌死伤已达万人。”［5］1624

三、结语

群团组织的作用在万源保卫战中表现突出。许世友称万源保卫战为其生平经历过的“规模最大、时
间最长，极为残酷激烈”的坚守防御战，而这场战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群团组织带领群众筹粮筹

款、运送军需物资、修筑防御工事，并且凭借源源不断的群众的支援，才补充了兵力和粮食，使红军在极

为艰难的情况下坚守住了阵地。群团组织及其组织下的人民群众，是川陕苏区取得反“围剿”胜利的重

要因素。

在川陕苏区整个的反“围剿”斗争中，群团组织的贡献都不可忽视，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史上具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群众的力量是川陕苏区得以建立、巩固的基础，更是保卫苏区的武装斗争中一股强大的力

量，而群团组织是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最为有力的方式。在反“围剿”的过程中，群团组织发动群众参

加红军，辅助前线部队完成作战任务，并带领群众在后方加紧生产，警戒苏区，组建运输队，为红军提供

充足的物资保障。不管是在前线或是后方，都有群团组织的功绩。通过群团组织来发动人民群众的力

量，是川陕苏区革命斗争的宝贵经验。

注释:

①参见邓金德主编《中共万源地方史( 1921－1949) 》第 31－36 页，内部资料，2001 年。

②《红军在镇巴·镇巴县党史资料》( 第 6 集) 第 179 页，内部资料，1987 年。

③万源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万源文史资料》( 第一辑) 第 7 页，内部资料，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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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 Organizations and Battle in Wanyuan in Sichuan－Shaanxi Soviet Ｒegion
LIU Changjiang，CHEN Xianchuan

Abstract: The Battle in Wanyuan was a crucial fighting in the anti－“Six－road Siege”because the survival of Sichuan－Shaanxi

Soviet regions depended on the victory of the defense fighting． Fortunately，the Ｒed Army won the war although the material，

transportation and military force in the Ｒed Army were weaker than the enemy． Factually，the hard－won victory had much to do with

th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mass organization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the organizations actively motivated the public to produce

and transport the military materials，especially to join the Ｒed Army or to help fighting，which provided the urgently needed materials

and forces for fighting． So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supports from the mass organizations was a key factor for the victory in the Battle in

Wanyuan．

Key words: mass organizations; Peasant Association in Wanyuan; Association of Women，Workers and Peasants; Battle

in Wan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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