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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陈树湘断肠就义

1934年11月下旬，突破敌人第
四道封锁线， 是关系中央红军生
死存亡的关键一战。 中央红军同
国民党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面对
五六倍于己的敌人， 广大指战员
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英勇壮举可
歌可泣。 担负红军长征总后卫的
红五军团红三十四师， 在完成掩
护主力部队强渡湘江的任务后陷
入敌人的重重包围， 师长陈树湘
在突围时不幸腹部中弹， 伤重被
俘。1934年12月上旬， 当敌兵押送
他至道县石马桥时，他乘敌不备，
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绞
断，把鲜血洒在长征路上，牺牲时
年仅29岁， 谱写了长征史上悲壮
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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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封锁线，热血染湘江
生死一战：冲出30万敌军四道封锁

“三十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
锁墙。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
虎狼。”这首《突破封锁线》是《长征
组歌》中的一首歌，《长征组歌》史诗
般的旋律仍是一代人心里难以忘却
的旋律。 而这首歌背后却是一场血
战：血战湘江，这场关系着中央红军
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役过后， 湘南民
间流传着“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
饮湘江水”之说。

■记者 吴岱霞 实习生 周莉 林珍

“

路迢迢，秋风凉。
敌重重，军情忙。
红军夜渡于都河，
跨过五岭抢湘江。
三十昼夜飞行军，
突破四道封锁墙。
不怕流血不怕苦，
前仆后继杀虎狼。
全军想念毛主席，
迷雾途中盼太阳。

《突破封锁线》
词/肖华 曲/晨耕、生茂等曲

扫一扫，听歌曲《突破封锁线》。

[湖南人的长征]
营长张震血战湘江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人物研
究处处长朱伯林向记者重点推介
了两个人物故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万
里长征。 执行前卫开路任务的是
红一、红三军团。红三军团是由平
江起义诞生的红五军发展壮大起
来的。 指战员绝大部分来自湘鄂
赣苏区，特别是平江、湘阴、岳阳等
地。1934年11月下旬， 在突破敌人
第四道封锁线时，时任红三军团第
四师第十团营长张震，带领全营担
任前卫急行军抢渡湘江，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 驱逐了反动民团，掩
护工兵架设了浮桥， 扼守光华铺，
从南面阻击敌人，保证后续部队安
全渡江。敌以两个军一部之众向我
发动猛烈攻击，张震率该营与全团
指战员一道同敌军展开了殊死搏
斗。激战中，张震奋不顾身，誓与阵
地共存亡。 他们打得非常顽强，反
复拼杀，有个岳阳籍战士牺牲了，
还端着枪蹲在阵地上。 因伤亡过
大，该营一度转为团的第二梯队，
稍事休整后又投入战斗， 终于完
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渡
江的任务。湘江一战，张震所在的
第十团伤亡了400多人，几乎接近
全团人数的一半。

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 湖南师
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刘镇钰介绍说：
196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
年，曾参加过长征的肖华回顾他在长
征中的真实经历，历时半年，完成了
12首形象鲜明、感情真挚的史诗。

随后，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轲、
遇秋选择其中的10首谱成了组歌，
分别描绘了10个环环相扣的战斗生
活场面，并巧妙地把各地区的民间曲
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曲调融合在一
起，最终汇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
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
乐套曲———《长征组歌》。《突破封锁

线》是《长征组歌》中的第二首。
刘镇钰介绍说，虽然这组歌曲创

作于上世纪60年代， 但是作者肖华
是亲身经历长征的老战士，这是他真
实经历的再现。

《长征组歌》在创作、排练、演出
过程中， 得到了周恩来、 邓小平、贺
龙、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和北京军区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
指导。演出后，获得了社会上的巨大
反响，一些歌曲在广大群众中迅速传
唱，被誉为是我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重要作品，并已入选为二十
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之一。

“湖南是中央红军转移的第一
站， 却成为了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
军生死存亡的转折地之一。”湖南省
委党史研究室人物研究处处长朱伯
林说，1934年10月10日， 中央机关
和红一方面军8.6万余人，分别从赣
南、闽西出发开始长征。蒋介石在中
央红军前进的道路上， 调集兵力30
余万设置了四道封锁线， 企图利用
湘江一线消灭中央红军。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
《红军长征史》记载：就在红军突破
第三道封锁线的时候， 各路敌军已
开始向湘南地区开进， 准备实施其
所谓的“湘江会战”计划。“为了实现
这个作战计划， 蒋介石共投入兵力
约16个师77个团，近30万人，在湘
江以东地域部署了一个大包围圈，
并打算自东向西收缩， 企图在湘江

东岸逼红军决战，依仗其数量和装备
上的优势， 将中央红军歼灭。” 朱伯
林说。

1934年11月25日，红军正式决
定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多
路强渡湘江。

中央红军苦战5个昼夜，鲜血染
红了湘江。 牺牲的红军将士达3万
名，其中师级干部18名，团级干部28
名，在湘江转弯处密密麻麻摆满了红
军烈士的尸体。

当时湘南民间有“三年不食湘江
鱼，十年不饮湘江水”之说。凭着红军
将士不怕牺牲的精神，28日至30日
中央红军以重大的代价最终突破了
敌人重兵布防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
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
湘江以东地区的狂妄计划。红军人数
由出发时的8.6万减少到3万余人。

湘江战役：长征途中损失最惨重的战役

词作者肖华曾亲历长征

[背后故事]

[昔日传奇]

《湘江·1934》张庆涛油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