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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初识于蜀军“义士团”
一人当司务长一人任排长

刘伯承五遇韦奚成
□余道勇

刘伯承元帅是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
战功。1949年11月，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12月7日，二野司令部抵达南
川。当天，刘伯承向南川地下党组织打听他的一位四川老乡、南川籍战友韦奚成
的情况。当得知韦奚成已经去世时，刘伯承不禁伤感落泪。

刘帅与韦奚成有着怎样的革命情谊？他们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同时走上革命道路

刘伯承与韦奚成均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当时，清
廷无能，列强横行于中国国土之上，中国大地民不聊生。

韦奚成，又名韦希成，1890年8月出生于重庆府南川
县（今南川区）合溪郭家沟，世代务农。韦奚成7岁读私
塾，13岁考到南川县隆化书院，16岁考入重庆体育学堂。

1906年，中国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杨沧白（杨庶
堪）、张培爵是同盟会重庆支部的领导人，重庆体育学堂
也是同盟会活动的场所。韦奚成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渐立救国救民之志，并于1909年加入同盟会，走上革命
道路。辛亥革命时，受同盟会派遣，韦奚成组建“四川保
路同志会南川东南路分会”，参加了推翻清朝南川县政府
的革命活动。1911年11月，同盟会在重庆成立“蜀军政
府”，张培爵、夏之时任正副都督。“蜀军政府”在万州组建

“义士团”，韦奚成以学生身份参加了“义士团”。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皇帝，在家种田的刘伯承看到了

新的希望，决定离家寻求救国道路。他剪掉了辫子，到万
县（今重庆万州区）参加了蜀军“义士团”，开始了行伍生涯。

就这样，刘伯承和韦奚成同期成了蜀军“义士团”军人。

一遇于战场，相知相惜

“义士团”是革命党人熊克武的部队。在一次歼灭清廷
巡防队的战斗中，韦奚成与同在“义士团”的刘伯承结识。

1912年春，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义士团”奉命
回重庆江北休整，刘伯承、韦奚成又相约考入“蜀军政府
陆军将弁学堂”速成班，两人从战友成为学友。

1912年秋季，刘伯承、韦奚成均以优异成绩从将弁学
堂毕业，被分配到熊克武的川军第五师任排级军官，刘伯
承任司务长，韦奚成任排长。在旧军队里，他们作为最下
级的军官，薪水是很微薄的。许多官兵拿到薪水后，都是
用来吃喝和赌博，而刘伯承和韦奚成却不同，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爱好——把节省下来的薪水拿去买书看，利用业
余时间读书学习。由于有着共同的救国理想和爱国情
怀，也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他们经常在一起谈思想、谈

前途、谈理想、谈革命抱负，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向革命者举起屠

刀。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当年8月，川军第五
师在重庆举起讨袁旗帜。刘伯承、韦奚成分别带领战士
与袁军作战于隆昌、合川、泸州等地，最终讨袁战争失利，
熊克武逃亡，革命党人遭到大肆追捕，刘伯承、韦奚成被
迫潜回家乡躲藏，暂时失去了联系。

二遇于涪陵，彻夜长谈

1913年9月，韦奚成见风声渐小，遂再次离开家乡南川
合溪，到涪陵明德小学以教师身份做掩护，寻找革命党人。

其时，刘伯承亦由家乡开县到重庆，寻找革命同志。
刘伯承获知上海云集了不少四川同盟会成员，便打算只
身乘船前往上海，途中获悉韦奚成在涪陵，遂专门在涪陵
停留，到涪陵明德教会小学会晤韦奚成。

两人在韦奚成的宿舍彻夜长谈，抒发心中郁闷，探寻
救国之路。随后，刘伯承离开涪陵，前往上海，在上海加
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韦奚成则继续留在涪陵，静
待时机。

三遇于义军，并肩作战

1915年12月，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宣布复
辟帝制。全国人民掀起反袁浪潮，蔡锷等人举起反袁大
旗，“护国战争”爆发。受中华革命党的指派，刘伯承组织
部分人员潜回四川，策划讨袁起义。刘伯承回川后，组建

“川东义军”，到涪陵找到韦奚成，并与革命党人李尉如等
一道策动涪陵警备队长杨光烈起义。韦奚成与刘伯承久
别重逢，并肩战斗。

1916年3月，刘伯承率领川东义军，积极配合云南护
国军在川东战斗，侧击张敬尧、曹锟和李长泰的部队，进
攻长江防线，袭击长寿、丰都县城，牵制和打击了川东的
袁军。但不幸的是，刘伯承在率军夜袭丰都县城时，遭到
敌军反扑，右眼中弹受伤致残，不能指挥部队，部队失去
主心骨，川东义军被打散。护国战争中，韦奚成受刘伯承
指令，在奉节、涪陵等地为川东义军筹集粮饷，为川东义
军提供物资保障。丰都战斗失利后，刘伯承被送到重庆

医治，并在重庆近郊疗伤。韦奚成再次与刘伯承失
去联系。

四遇于重逢，探索光明

1916年6月，袁世凯忧惧而死，护国
战争取得胜利。随后，蔡锷将军率护国
军进入四川，任四川总督，熊克武率川军
第五师镇守重庆。韦奚成再次来到重
庆，找到川军第五师，被安排到第五师九
旅任4连连长。刘伯承伤愈后在重庆近

郊打游击，获知第五师驻守重庆，亦回归
部队，被任命为第五师九旅参谋长。这一
对革命战友再次聚首。

1917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
法运动”，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
任命熊克武为靖国军总司令，征讨北洋军
阀刘存厚。韦奚成率部攻克北洋军阀多
个阵地，屡立战功，得到了刘伯承的夸奖。
韦奚成表现出色，被任命为驻守蓬溪、绵阳

的城防队长，人称“城防司令”。
1922年，刘伯承被任命为川军第二混成旅第一

团团长，韦奚成也被提拔为警卫营营长。第二混成旅受
命驻守川东万县，防备和阻击吴佩孚部队入川。1922年
10月，吴佩孚大举进攻四川。刘伯承率第二混成旅与北
洋军作战，取得了龙泉驿大捷等胜利。刘伯承在四川威
名大振，韦奚成的警卫营亦功不可没。

1923年8月，刘伯承右腿负伤，不能指挥战斗，被送到
成都医治。12月，韦奚成率部与吴佩孚部作战于长寿、垫
江之间，右腿亦中弹受伤，不得不撤离战场，住进重庆红十
字医院。韦奚成离开部队，又一次与刘伯承失去联系。

这一阶段，两人英勇顽强地战斗，却都没有脱离旧军
阀部队的局限，也没有找到光明的方向。

五遇于入党，找到方向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掀开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崭新一页，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觉醒，开启了轰轰烈烈
的大革命序幕。

刘伯承在成都住院期间，结识了共产党人杨闇公、吴
玉章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反思十多年的军旅生
涯。刘伯承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领
跑人。1924年，刘伯承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考察
中国革命形势，他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1926年5
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
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四川省委）军委委员。

刘伯承无时不在挂念着昔日的战友韦奚成，韦奚成
也在辗转寻找革命道路，思念着战友刘伯承。

伤愈后的韦奚成腿脚不便，离不开拐杖，但更让他郁
闷的是，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到底在哪里？鉴于杨闇
公在重庆的声望，韦奚成决定直接向他写信诉说心中苦
闷。杨闇公收到韦奚成的信后，打算派人与他联系。正
巧南川县支部书记张庚白（后来叛变脱党）到重庆向杨闇
公汇报工作，杨闇公便向张庚白问起韦奚成的情况。不
料，张、韦在南川早就认识。杨闇公让张庚白进一步与韦
奚成接触，争取让韦奚成加入党组织。

1926年夏，经杨闇公推荐，张庚白为韦奚成履行了入
党手续。韦奚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踏
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此时，刘伯承也在重庆，正与杨
闇公、吴玉章一道帮助国民党左派开展工作。杨闇公向
刘伯承谈起了韦奚成，刘伯承喜出望外，立即邀请韦奚成
到杨闇公家里会面，他们的手又一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一别竟永诀，共赴使命

1926年，大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北伐战争节节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由刘伯承负责军事工作，在四川
发动泸（州）顺（庆）起义，清除四川反动军阀，策应北伐战
争。根据刘伯承建议，杨闇公派遣韦奚成回南川组织地
方农民运动，相机改造地方民团，发展革命武装，发动农
民暴动策应泸顺起义。

自此，刘伯承与韦奚成天各一方，在党的领导下，在
各自的战壕里英勇战斗，却再未见面。

韦奚成奉命回到南川，于1927年1月组织和发动了
著名的“川东春雷”农民暴动，有力策应了“泸顺起义”，严
厉打击了南川反动团阀和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推动
了川东地区的革命发展。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反扑，泸顺
起义和“川东春雷”均告失败。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
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大
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韦奚成留在南川，参与重建南川
地方党组织，组建南川地方革命武装，打土豪，除恶霸，建
立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合溪特支，以教师和乡长的身份，从
事党的地下斗争。直到1942年3月，积劳成疾，在家乡南
川合溪病逝。新中国成立后，韦奚成被追认为烈士。

（作者单位：重庆南川区党史研究室 图片据南川区
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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