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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鱼水情

1930年7月29日，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简称
三路红军）在忠县黄钦坝成立，后合并了原四川工农红军第
二路游击队和平民革命军，由李光华任总指挥。

刚成立的三路红军，总部决定从忠县石宝寨渡江到石
柱县西界沱，再东征打游击，联络红二军团。1930年8月7
日，1000多名三路红军游击队员，在总指挥李光华的组织
带领下，从西界沱出发，经朱家槽，上楠木桠，越方斗山，过
铁扁槽，下娇山坡，于8月8日到达石柱县王家坝。一天一
夜的长途跋涉，加上盛夏酷暑，战士们都已筋疲力尽，总部
决定部队在西乐坪暂时休整，补充体能。

西乐坪是王家坝东边的一座高地，东接黎家坝，南抵石
家坝菱角塘，西临王家坝街场，北邻嘴笋坝，四周悬崖峭壁，
森林密布。李光华等总部同志，他们在实地察看了西乐坪
的整个地形后，觉得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再加上物产
丰富，百姓拥军，是个练兵、游击的好地方。于是决定：指挥
部设立于回龙寺，三路红军住宿水竹林、长五间、老湾、油
房、乐田、石坝等大院，平民革命军宿营西乐坪东南的云集
寺一带做机动部队。

部队驻扎下来后，除一边抓紧落实防务，修筑防御工
事，制订应对国民党军（团）阀的“围剿”计划，一边与“八德
会”党代表刘岱池取得联系，联络红二军团接应外，还派出
宣传队深入农家院落，宣传红军的政策主张和纪律，他们在
墙上、岩壁书写“打倒反动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分田
分地”“红军和天下穷人是一家”“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队伍”
等革命标语。一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队伍，一群衣衫褴
褛的红军战士，他们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露宿屋
檐、牲口棚，主动帮助百姓担水、打柴、助耕等，很快便与当
地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

血染西乐坪

追兵如狼群，安宁很短暂。国民党21军第3师陈兰亭
部张晓平团，很快便得到三路红军东征的消息，于是，他们
马不停蹄地于8月7日追赶到石柱县石家坝。为堵住三路
红军东征，张晓平立即召集临溪、悦来、黄水、石家等团防头
目及地主武装头子，在大恶霸地主王家泰的姚家院子商量

“围剿”三路红军的军事行动，并决定以张晓平团为主力，各
路团防配合，组成联合军团，由张晓平任总指挥，王家泰任
副总指挥，采取四路分割的战术围剿三路红军。

8月15日凌晨，在三路红军到达西乐坪才几天的时间
里，张晓平便发起了对三路红军的“围剿”。他们以王家泰
的团阀打前阵，张晓平团的主力从正面进攻，企图从菱角塘
向山坪垭口打开缺口。但张晓平团组织了几次冲锋，都被
三路红军击退，山脚下敌人尸横遍野。张晓平见从山下向
高地进攻难以取胜，便与王家泰商议，留下一个连实行正面
佯攻，自己亲率主力从西南穿插至西乐坪腹心，向三路红军
二大队实施突然袭击。

在与敌军的交锋中，三路红军二大队大队长金克
杰见敌军来势凶猛，火力强大，急率部后撤，而三大队

在不知详情的情况下也跟随撤退，导致总部被
敌军包围。总指挥李光华见情势万分

危急，果断决定，带领警卫员及机关

8月15日，中华民族永远铭记
的日子。

78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
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
件投降。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
道，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和
法西斯主义。这是正义战胜邪恶、
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
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和
人类正义事业的史册上。

铭记历史是为了刚好地砥砺前
行。在胜利的日子里，我们同样不
能忘却那些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
独立、富强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
烈士们。

光华村，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
家乡下辖的一个行政村，过去叫西
乐村，2002年并乡并村后才叫光
华村的。改名“光华”，就和当年浴
血奋战的工农红军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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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突围。他不顾生命危险，冲锋在前，刚出山门就与敌人
遭遇，虽然他们利用掩体与敌军顽强战斗了个多时辰，但终
因寡不敌众，警卫员古绍清、王天伦等战士，在战斗中当场
牺牲，李光华身负重伤被俘。于是，三路红军失去了统一指
挥。

而此时，守卫山坪垭口的一大队，前面是久攻不下的顽
敌，后面则是从侧面上来的张晓平部，他们迂回攻打，前后
夹击。大队长李次华发现腹背受敌，命部队向回龙寺火速
撤退，敌人乘机攻占了山坪垭口，堵住了三个大队撤退的后
路。张晓平部居高临下，用机枪残忍地扫射，一个个红军战
士倒在血泊之中，血染山岳。李次华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
也因受伤严重被俘。

失去统一指挥的各大队各自战斗，拼命突围。驻扎在
云集寺一带的平民革命军，见敌军突破了三路红军防线，秦
伯卿迅疾指挥部队向回龙寺靠拢，掩护总指挥部及三个中
队的余部撤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从东面丛林中冲出一
队人马，他们着短装便服，高声喊着：“红军弟兄们，我们是

‘八德会’派来支援你们的！”原来，当“八德会”得知三路红
军在西乐坪遇袭受困的消息时，党代表刘岱池速派大队长
杨南槐率会兵数百名，从黎家坝赶赴西乐坪东侧，与围堵三
路红军的敌军接上了火，他们奋力战斗，终于撕开一道口
子，掩护三路红军游击队余部边打边撤，迅速向黎家坝转
移。

壮烈“红军凼”

此次惨烈战斗中，100多名受伤被俘的红军战士，竟遭
张晓平惨无人道的枪杀，连同800余名战死的红军战士遗
体被当地群众葬在山上一个大坑里，后称“红军凼”，以怀念
牺牲的红军战士。受伤被俘的三路红军总指挥李光华等被
团丁抬穿心杠子押送至丰都。9月21日，李光华被害于丰
都江边，他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34岁。
李光华(1896年－1930年)，四川省梁山县(今重庆市梁平区)
太平乡人，1925年投笔从戎，1928年经三弟李次华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川军排长、连长、营长和团长。

2002年，当地政府将西乐村更名为光华村，以纪念用鲜
血染红这片土地的红军战士以及三路红军总指挥李光华。
近年来，为保护挖掘西乐坪红色资源，王家乡党委政府在位
于光华村桂花组西乐坪的战斗遗址处，进行了保护性改造，
并新建了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历史陈列馆，将该战斗遗
址打造成了红色教育基地。

高高耸立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让红军精神
熠熠生辉，世代传颂！

（作者系石柱县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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