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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历史悠久，人文厚重，
有着1800多年的建制史。江津
是中国长寿之乡，重庆市第一个
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诗词城市
和中国楹联文化城市。聂荣臻
元帅生于此，陈独秀先生逝于
斯。为挖掘江津历史人文，《重
庆晨报》副刊部与江津区作家协
会联合举办“江津往事·寻踪”征
文活动。征文如下：

一、作者:作者不限，江津区内
外作者均可投稿；

二、内容:主要反映江津的前尘
往事。文史、党史、正史、津城秘史；
奇事、趣事、怪事、佚事，鼎山故事，包
括地名来历、历史轶事、人物奇闻、人
文景观、民间趣事、山珍美味等；

三、主题:必须正能量，向上、
向善、向好、向美；

四、内容:有据有因，拒绝胡
编乱造。凡江津百姓耳熟能详之
旧事如“莲花石爱情”爱情故事
等，要写即要有新内容、新发现。
老故事新角度、新写法，不得抄
袭，不得侵犯他人权利；

五、写法:写法上注重“寻访”，
要有现场感；

六、字数:每篇1200～4000字，
若有珍贵照片可以配图；

七、在《重庆晨报》副刊和其他
报刊择优发表，刊发稿件均配活动
专用题花。征文结束后集辑出版，
均给薄酬；

八、时间：即日起至2024年12月
31日止；

九、投稿邮箱：
472247460@qq.com
欢迎来稿，欢迎参与！

《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市江津区作家协会

《江津往事·寻踪》
征文启事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
“赤石暴动”中的两位江津籍党员

一位参与指挥，一位英勇牺牲
□庞国翔

一
参与精心谋划，指挥“赤石暴动”

王羲亭，1914年生于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九龙乡高浒
村。早在重庆大学读书时，他就是一个热血青年。日本发动“九一
八事变”的消息传到重庆，他决定弃文从武报效国家，随后考上一所
地方军校，学习军事知识。他机敏强健、武艺超群，毕业后被调入第
七战区（川军）长官部任作战参谋等。1938年初，王羲亭跟随战区
巡视员、中共川军特支书记黄诚（后为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
新四军，在教导总队当军事教员。

1939年，王羲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任新四军教导总
队机炮队长、干部队长。“皖南事变”中，他被国民党军队搜捕。

国民党军将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分成6个支队，关在江西上饶集
中营。王羲亭被编入第六支队。国民党特务、宪兵对他们进行审讯
和威逼，以升官发财为诱饵劝降，还特意找王羲亭单独谈话，劝他自
首，王羲亭对他们进行了驳斥。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巧妙地应对敌
人，王羲亭化名王达钧。

1942年5月，日军进逼上饶。国民党军押着上饶集中营的新
四军官兵撤往福建。第六支队里的秘密党支部决定在南撤途中伺
机举行暴动，实施武装越狱。党支部决定王羲亭担任暴动的军事总
指挥，由他统一指挥、协调这次越狱暴动。支部负责人与王羲亭一
起制定了暴动预案：一是夺枪，二是夺路。暴动讯号分为准备、发动
和撤销三种：准备讯号是《义勇军进行曲》过门；发动讯号是“同志们
冲啊”；撤销讯号则是高唱“烽火连天，血腥遍野，中华民族遭到空前
的浩劫”。

1942年6月5日凌晨，上饶集中营开始向南迁移。一路上，国
民党宪兵和特务戒备森严，没有暴动机会。次日傍晚，队伍到达江
西铅山县石塘镇。由于日军已暂停南犯，集中营的特务决定在此休
整，党支部负责人又与王羲亭一起对暴动方案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6月17日，集中营全部人马到福建崇安县赤石镇，由于长途行走，国
民党军和被押解的新四军官兵都疲惫不堪。队伍决定从赤石镇去
下梅，在这里要渡过宽100多米的崇溪，河对岸是纵深数里的丘陵，
越过丘陵就是武夷山脉。渡河只有一条木船和两个竹筏，每次只能
渡过一个支队，前面的一个支队过河后，木船和竹筏再倒回来接后
面的支队，这样就分散了押解宪兵的力量。按照顺序，第六支队最
后渡河，宪兵数量最少，王羲亭推算此时已到傍晚，只要暴动打响，
同志们就拼死跑过丘陵地，钻进山高林密的武夷山。这里是革命老
区，方志敏曾经在这里打过游击，突围出去的同志可以得到当地群
众的掩护。王羲亭悄悄与党支部负责人迅速交换了意见。支部决
定：抓住这个机会，举行暴动！

国民党宪兵和特务押着大队人马来到崇溪河边，各支队按行军
序列依次过河。在夕阳西下之时，第六支队开始缓缓渡河。当全体
人员一上岸，王羲亭突然高高站在岸边，哼起《义勇军进行曲》的调
子，这是预备暴动的信号，同志们都站了起来。紧接着，王羲亭把手
臂一挥，大声吼道：“同志们，冲啊！同志们，冲啊！”

第六支队的80多名同志，个个像离弦的箭，跃身越过溪畔的水
田，飞快地向山岗冲去。押解的宪兵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但很快
就清醒过来，慌乱开枪射击。同志们顾不得许多，铆足劲往前跑。
他们知道：跑出去就是胜利！

远远走在前面的队伍听到枪声也开始混乱。敌人惊慌失措
……

经过一场激烈的生死追杀，第六支队除13名同志牺牲、2名同
志被冲散外，其他人都摆脱了宪兵的追击，胜利地冲出了集中营的
樊笼，奔向武夷山老革命根据地。这就是著名的“赤石暴动”。

因为要指挥整个行动，王羲亭最后冲出敌群，他跌入一个深沟，
头负重伤，不能动弹，他不敢出声，更无法去指定地点集中。在这深
沟里，他昏睡了三天才醒来，不幸被路过的国民党军抓住，王羲亭明
白不能暴露身份，他又化名王东平。他被押解到湖北宜昌，不久后
再次逃脱，到湖北建始县教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湖
北恩施专署化工科长、恩施地区硫磺矿矿长等职，于2000年去世。

二
举行监狱婚礼，将革命进行到底

看过电影《刑场上的婚礼》的人，都会被陈铁军和周文雍两位革
命者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和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所感动。但很多
人不知道，王仁烈士生前也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举行婚礼，与敌人进
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的英勇事迹同样值得我们铭记。

王仁又名王世垣、王仍，1918年出生在江津县的一个大户人
家。1938年冬，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
业后被分配到《新华日报》社任救亡室主任，他奔走在重庆的大街小
巷，以笔为枪，宣传抗日救亡。1940年夏，他被调往新四军政治部
民运部任科长。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国民党宪兵和
特务将他编入第二支队，后将他关押在江西铅山石塘。为了不暴露
身份，在国民党宪兵和特务审讯时，他自称是《新华日报》记者。在
关押的监狱里，王仁组织了秘密党支部，任书记，组织开展同国民党
特务和宪兵斗争。后来，敌人查出了王仁的身份，将他转移关押于
江西上饶集中营监狱。

国民党军的一个连长看中了王仁的女友，百般奉承和多方威胁
利诱，遭到王仁和女友严词拒绝，但敌连长厚颜无耻，纠缠不休。于
是，王仁和女友商定，在狱中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既可彻底粉
碎敌连长的梦想，还可借机向敌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揭露国民党
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

王仁和难友们在狱中布置了简易“新房”。婚礼开始，新郎、新
娘首先向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烈士默哀，气氛庄重肃穆。
然后，大家同唱《新四军军歌》《别了，皖南》等革命歌曲，一支接一支
地唱，歌声连成一片，在每间牢房中回荡。最后新郎、新娘和难友们
以开水当喜酒，开怀畅饮。这个特殊的狱中婚礼，表明了王仁夫妇
革命到底的决心。国民党连长被气得七窍生烟，管理监狱的国民党
宪兵、特务更是大动肝火。

1942年6月17日，上饶集中营里的新四军官兵被押解前往赤
石镇渡河，最后渡河的第六支队进行了“赤石暴动”。暴动开始后，
押解的敌人首尾大乱，其他支队的新四军官兵趁机行动，开始冲突
警戒线，他们有的冲出了敌人的牢笼，但王仁等同志因体力不支而
被宪兵和特务捕回，再次落入敌人的魔掌。

“赤石暴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宪兵和特务，他们恼羞成怒，竟以大
屠杀来发泄气恼。特务和宪兵将暴动中未能脱险的同志单独关押，又从
集中营各支队中抓出所谓的“危险分子”“顽固分子”，共计59人，分三批
押到距赤石街不远的虎庙山，在茶树林中实施了令人发指的大屠杀。

王仁英勇就义，与其他烈士一起被合葬在“赤石暴动”烈士墓
中，他的英名刻在“赤石暴动”纪念碑上。

1961年，朱德委员长在五言律诗《三明新市》中，高度评价了王
羲亭和王仁等新四军爱国志士：“上饶集中营，拘留尽群英。军渡长
江后，迁移到三明。多少英雄汉，就地遭非刑。青山埋白骨，绿水吊
忠魂。将此杀人地，变为工业城。”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家协会主席）

1941年1月
4日，驻皖南泾县
云岭新四军所属

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上。
1月6日途经茂林时，突遭
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包
围袭击。1月8日，新四军
陷入重围，血战七昼夜，终
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
2000 余人分散突围外，大
部分壮烈牺牲，还有一部分
人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
的“皖南事变”。

在“皖南事变”被俘的
新四军指战员中，有两名从
江津走出的中国共产党党
员——王羲亭和王仁。他
俩不在一个单位，也许并不
相识。他们同其他被俘新
四军战士一起与国民党特
务、宪兵斗智斗勇。

王羲亭成功指挥了“赤
石暴动”，这次暴动意义重
大，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
派在全国所宣传的新四军
被俘人员全部屈服投降的
谎言。而王仁烈士生前在
监狱里举行婚礼，同敌人进
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在
“赤石暴动”中壮烈牺牲。
他们不愧为江津人民的英
雄儿子、不愧为可歌可泣的
人民战士，他们的英勇事
迹，江津人民将永远铭记。

“赤石暴动”烈士墓

““赤石暴动赤石暴动””5050周年时周年时，，王东平王东平((王羲亭王羲亭，，前排左三前排左三))与老战友在赤石镇合影与老战友在赤石镇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