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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岭伏击战后，方永乐率部于
4月6日到达太湖县李杜店，与高敬
亭部会合。4月中旬，整编后的红
二十八军行至潜山县境内，途中又
遭到敌九十五旅的追击。该部是敌
人的一支精锐部队，此前曾和红二
十八军的后卫部队接触几次，均被
红二十八军成功甩掉。敌旅长不甘
心失败，拼命驱赶着部下追赶。

方永乐见敌人求战心切，在和
高敬亭商议后，决心拖住该敌，等其
疲惫不堪时，再寻机歼之。4月 20
日，已连续几天牵着敌人走的红军
到达潜山桃岭，方永乐认为：山高岭

险、地势狭窄的桃岭正适合我军伏
击，而装备精良的敌军在此却难以
施展，无用武之地。方永乐与军政
委高敬亭研究后，决定打一个伏击
战，并亲自指挥，将红军主力埋伏两
翼，“张网以待”，然后派出小股战
士，在和敌人稍作接触后即行撤退，
逐步将敌人引入包围圈。

在红军的“频频示弱”下，
敌先头部队果然中计，不待后援
到达，就急功冒进，很快进入红
军的包围圈。当红军发起进攻
时，骄横无比的敌人还以为红军
实力不过如此，竟组织兵力向两

翼山上红军阵地反扑。方永乐
见状，立即命令重武器停止射
击。敌人见红军阵地上的火力
突然减弱，还以为是红军的子弹
打光了，于是更加卖力地向山上
冲来。很快，大部分敌人冲上半
山腰，完全暴露在红军的火力之
下。见时机成熟，方永乐立即命
令开火，霎时间，敌人被打得尸
横遍地。残敌不敢顽抗，纷纷向
山下逃去。方永乐立即率主力杀
出，冲入敌阵。经过短暂交锋，红
军全歼敌人一个团，缴获各种枪
支 400余支，子弹 5000 发。

桃树岭诱敌深入

方永乐（1916-1936），出生于安徽六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 岁时投身革命，1931 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1933 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少共六安县委书记、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少共书记、鄂东北
少共道委书记等职。

在战斗中，方永乐展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在战斗间隙，他注重战士们的训练和生活，关心士兵
的困难和需求，使部队在艰苦的条件下，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和强大的战斗力，深受干部战士的尊敬和
爱戴，战友们都亲切地叫他“小师政委”。

1934年10月，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根
据地后，方永乐受中共鄂豫皖省委委派，率领
鄂东北独立团 600余名指战员，千里转战，来
到皖西，与高敬亭重组红二十八军，任红八十
二师政委，扛起了坚守大别山的重任。

1935年2月初红二十八军第三次组建时，
全军只有 1300余人，下辖第八十二师和手枪
团、军属交通队；八十二师也只有一个二四四
团和特务营。红二十八军不设军长，只设军政
委，由高敬亭担任，方永乐被任命为红八十二
师政委。就这样，年仅 19周岁的方永乐成为
红二十八军的“二把手”。

2月 12日，红二十八军行至霍山县的白
果地时，得到消息：国民党安徽省省府委员余
谊密，以为红军早已被国民党“剿灭”，于是带
了其任潜山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的儿子和
200多人的卫队，从安庆回到老家王庄过年。

余谊密父子极为反动，双手沾满鄂豫皖
革命根据地军民的鲜血，曾指挥地主武装残
杀革命干部和群众200余人。为了给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被杀害的干部群众报仇雪恨，高敬亭
和方永乐决定攻打王庄，消灭余谊密父子。鉴
于王庄内碉堡林立，附近又有敌人的驻军可
以随时支援，为了快速解决战斗，高敬亭和方
永乐经过充分研究商议，制定出一个“智取”
方案。

2月13日傍晚，方永乐冒雪带领手枪团和
特务营悄悄来到王庄附近，秘密埋伏在后山山
顶。2月14日中午，手枪团勇士化装成国民党
正规军的“团长”“副官”“马弁”，携带着大件礼
物，骑着高头大马，大模大样地进入王庄。在
经过岗哨时，“团长”告诉团丁自己是余谊密
的老同学，今天恰逢带着部队路过此地，得知
余谊密在家，于是特来“拜年”“叙旧”。

一行顺利闯过了哨卡，进入余谊密家
中。只见院内厢房里余谊密的卫队正在打麻
将、推牌九。正房门口只站着一个勤务兵。

“团长”高声说：“谊密兄在吗？”勤务兵见来者
穿着国民党正规军的军官制服，毫不怀疑，连
忙挑开门帘让一行人进入正房。

4名红军战士互相使了个眼色后，一人站
在门口和勤务兵聊天，两个人转身走向厢
房。扮成“团长”的红军战士不等余谊密出来
迎接，便大步进入正房，然后高声说：“恭喜，
恭喜，谊密兄，新春发财！”

余谊密和其次子正在房中，却根本想不起
来对方是谁，只得起身赔笑说：“请坐，请坐。”

见时机已到，进屋的红军战士立即拔出
手枪，对准了余谊密父子。与此同时，门口的
红军战士也拔枪对准了勤务兵。勤务兵企图
顽抗，被一枪击毙。厢房里的卫队听到枪声，
慌忙向外张望。早已守在门口的两名红军战
士迅速掏出手榴弹扔进屋内。随着两声巨
响，里面的敌人被尽数“报销”。随后，4名红
军战士押着余谊密父子迅速向庄外撤退。庄
口哨卡里的团丁见状，害怕伤到余谊密父子，
只得放行。

4名红军战士押着余谊密父子出庄后，王
庄敌人 200余人全部出动，从后面尾随而来。
当敌人大队追到后山附近时，方永乐一声令
下，埋伏多时的红八十二师红军指战员立即
开火，敌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战斗不到一
小时便胜利结束，红八十二师将敌人全歼。

智破王庄

王庄战斗的胜利，极大激发了
苏区人民的革命斗志，也引起了国民
党当局的恐惧。国民党当局立即派
出重兵，分多路向红二十八军扑来。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清剿”，
1935 年 2 月 16 日，红二十八军在
潜山县上龙山歼敌一个连后，决
定由高敬亭率二四四团第二营和
手枪团一分队北上，开赴赤城、赤
南根据地打击敌人；方永乐率第二
四四团第一营、第三营和手枪团
两个分队，转战太湖、霍山、潜山
一带，开展游击斗争。

3 月 29 日，方永乐率部进至

霍山、潜山之间的小界岭，国民党
第十一路军的一个团就闻讯追了
上来。据侦察员报告，敌人的先
头部队一个营为了立功，一路尾
随红军狂奔，已经和后面的大队
拉开了距离。方永乐经过分析，
决定部队停止前进，趁敌麻痹大
意、毫无准备之际，利用当地的有
利地形就地埋伏，消灭敌人的先
头部队。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
方永乐带领战士们迅速占领了界
岭地区的制高点、隐蔽在山间茂
密的松林里，在大柳树旁架起两
挺机枪，等候敌人的到来。

大约一个小时后，大路上尘
土飞扬，敌人的前卫营到达小界
岭的山脚下，一个个跑得口干舌
燥、大汗淋漓。当这股敌人到达
山脚下时，红二十八军指战员从
四面八方向敌人射击，枪弹、手榴
弹雨点般地落在敌群之中，消灭
了大批敌人。残敌慌忙逃入松林
躲避，哪知刚一进松林，就遭到
方永乐带领的神枪手们的打击，
一个个应声倒下。仅用 20分钟，
方永乐就率领红军伤、毙、俘敌
200 余人，缴获重机枪两挺、步枪
100多支、子弹 6000余发。

界岭伏击战

5月，红二十八军在取得一系
列胜利后，重返大别山。6 月 13
日，经罗山、光山到了斛山铺以西
的梅大岗，遭遇当地国民党驻军
一个团的“堵剿”。方永乐决定利
用斛山铺、王园一带冈峦起伏、沟
壑相间的复杂地形，以红二十八
军的部分兵力进行正面攻击，大
队人马从两翼迂回过去，将敌人
拦腰斩断、继而各个击破。

此次作战，方永乐亲率部分
战士在正面阵地阻击敌人。战斗
打响后，敌人依仗火力优势，拼命
向红军正面阵地开炮。一时间，
炮声隆隆，炸得红军阵地上碎石
纷飞。方永乐早已观察了地形，

命令战士们选择较为坚硬的岩石
布置了阵地，因此敌人的炮火虽
然猛烈，但未给红军造成大的伤
害。不久，敌军从斛山铺的围寨
里出动，向红军的正面阵地扑
来。敌人见正面阵地红军的火力
不强，加快了冲锋的步伐。由于
地形狭窄，敌人只能排成两路纵
队，向红军阵地进犯。激战多时，
敌人“突破”了红军的几处前沿工
事。但随着敌人部队不断推移，
处于后方的敌人火炮怕误伤自己
人，只得停止了射击。

就在敌人主力接近红军正面
主阵地时，方永乐立即命令司号员
吹号。号声过后，敌人的两翼和背

后同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敌人
猝不及防，被毙伤数十人。敌团长
慌忙命令部下后撤，但却遭到了来
自己方炮兵阵地的打击——原来，
方永乐事先埋伏的一支部队，乘敌
人慌乱之际，一举攻破了敌人的炮
兵阵地，并指挥敌人的炮兵向逃回
的敌人开炮。方永乐见敌人阵形
大乱，随即率领正面阵地的战士
冲出战壕，展开追击。在红军的
四面合围下，敌人根本无法组织
起有效的抵抗，很快被分割成数
段。经两小时激战，红二十八军歼
敌 1100余人，缴获各类步枪 500余
支、轻机枪 18挺、大炮 2门、子弹 10
万多发。（据《人民政协报》）

斛山铺四面合围

“小师政委”方永乐

现代曲棍球运动起源于 19世纪初
的英国，并于 1908 年伦敦奥运会首次
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其实，早在一千多
年前的唐朝，就已经出现了“曲棍球”比
赛，唐代人称之为“步打球”。步打球是
一种徒步持杖击球的游戏，是唐代出现
的打马球新玩法。比较起来，步打球没
有马球和驴鞠那样奔腾热烈的场面，但
自有它的优点和乐趣。首先，不用驴马
代步，游戏者奔跑起来更加灵活，击球
的准确性提高了，游戏的成就感也提高
了。其次，跑步毕竟要比骑马、骑驴安
全很多，极少有人会因为玩步打球而受

伤或丢掉性命。再次，
活动的空间更加随意。
只要有一块空旷的平
地，只要大家手里有一
根球杖，随时都可以进
行。对于古代贫苦的老
百姓来说，用马、驴来游
戏毕竟是奢侈的。步打
球不需要专门的球场，
在街道巷口也可以即兴
玩起。唐代首都长安的
主要街道非常宽敞，一
般都有 50米至 100米，最
宽的朱雀大街竟然有
150米，在大街上玩步打
球是绰绰有余的。

步 打 球 因 其 危 险
小、难度小，深受广大妇

女和儿童的欢迎。元稹《六年春遣怀八
首》：“童稚痴狂撩乱走，绣球花仗满堂
前”描写了儿童热热闹闹玩步打球的情
景。步打球大约在公元八世纪传到了
日本。现存日本古都奈良正仓院的一
条隋唐时期的花毡上，就织有一儿童在
玩步打球的形象：击球的童子右手拿着
一个弯月形球杖，正在弓身屈腿作击球
状，在其左方绘有一球。整个图案生动
地表现了唐代童子击球的生动场景。

步打球在宫廷里也颇受欢迎。唐僖宗
是个不折不扣的体育迷，他对各种打球
方式都精通，尤其擅长步打球，他曾对

手下人说：“如果我要考步打球的进士，
肯定能拿到状元。”唐朝诗人王建所作
的一首宫词这样描写皇宫中的步打球：

“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
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王
建的这首宫词，是描写当时的宫人于寒
食节这天，到宫殿前表演步打球给皇帝
看。当时的步打球是两队竞赛的，每队
人数相等，所以称“一半”。胜第一个球
的一队要走到皇帝面前去跪拜，然后继
续竞赛。最后谁进球多，谁就获胜，胜
者有赏。

除了步打球，唐人还发明了肩舆
打球。肩舆就是轿子，打球者坐在轿
子里，由十几人用肩抬着东奔西走，挥
舞球杖。据《太平广记》记载，有个地
方官员被派到南方上任，苦于南方的
马体型矮小不善于打球，就想到了让
人抬着他打球的办法。这种建立在别
人痛苦之上的快乐，在当时受到了人
们的严厉批评。

到了宋朝，不再像玩步打球那样
十几个人争抢一个小球，而是各人击
打各人的球，取消了球门，改用球洞，
球进洞得一分。竞赛形式变了，名称
也随之改变了，叫“捶丸”。“捶”即击，

“丸”即球。
捶丸运动的器具、球场、规则与现

代高尔夫运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难怪
不少学者称它为“中国高尔夫”。捶丸
的球洞叫做“窝”，通常一块比赛场地上

设立多个球洞，每个球洞边插着一面三
角旗，有白色旗、红色旗和蓝色旗，不同
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意义。今天高尔夫
球设有发球座作为每一洞的发球点，古
代的捶丸也划定击球点称为“基”，大致
是一块长短各一尺的地方。捶球时分
头棒、二棒、三棒，头棒需先安基再击
球，每棒以前一落球处为新的起点。

捶丸中用到的球和球杆也很有讲
究。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明宣宗行乐
图》有一部分描绘了明代捶丸运动的场
景。捶丸的球杆有撺棒、杓棒、扑棒、单
手、鹰嘴等十种，根据击球的姿势和距
离远近不同，要换用不同的球杆。现在
的高尔夫选手在比赛中需要用到木杆、
铁杆、长杆、短杆辅助，比较起来，捶丸
的讲究犹有过之。画中宣宗的球杆，一
根根分门别类躺在特制的球台上，几位
小太监一人捧着一根杆，等候主子换
杆。帝王的球杆，通常以纯金打造边
缘，顶上缀饰玉器，打球结束后，球具不
装在球袋而收藏在锦盒中。

类似明宣宗捶丸的古画有多幅，
画中挥杆人有孩童、妇女，显然当时人
们不分男女贵贱都爱捶丸。元代人编
写的《丸经》一书是古代关于捶丸运动
的专著，书中记载宋徽宗、金章宗都爱
捶丸。但是，这种宋、元、明时期盛极一
时的运动，在明朝后期已经逐渐走下坡
路，最终消失在中国的历史中。

（据《羊城晚报》）

唐朝的“曲棍球”原来是这个玩法

《明宣宗行乐图》（局部）

党支部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中央苏区时期，我们
党非常重视支部建设，在党的各级组织、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红军的
连队中均建立了党支部，并通过一系列举措来加强党支部建设，使
得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有了新的提高，有力推动了各项革
命事业顺利开展。

注重思想建党。当时，为了迅速壮大革命队伍，我们党大量吸
收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人入党，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一
度蔓延。因此，对党的基层组织开展思想建设就成为十分紧要的问
题。在 1929年 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主要
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确立了
思想建党的原则。具体实践中，主要通过开办各类学校和训练班来
加强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工作。1933年春起，中央苏区陆续开办了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等。其中，
1933年 3月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中央党校的前身。该校
分设三个班：新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党团、苏维埃、工会干部训练班，
高级干部训练班。学习科目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
维埃建设、中共党史、历史、地理等。同时，还举办各类训练班，如支
部流动训练班、新党员训练班等。这些班次对培训的内容和时长作
了明确的安排。以“支部流动训练班”为例，这个班培训对象为支部
工作骨干，要求每星期授课 2次至 3次，每次 2小时，授课内容包括

“党员须知”“支部工作”“查田运动”“党与苏维埃”等。绝大多数支
部工作骨干接受培养训练后，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得到了很
大提高。为配合教学，在印刷出版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顺利
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组织力量编写了《中
国革命问题》等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常识读本，供学员当教材使用。
在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同时，通过严格规定入党程
序，对新吸收的党员设置入党考察期，举行入党仪式，帮助他们认识
党的性质和宗旨，有效提升思想觉悟。

完善制度建设。针对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党内生活存在的一
些问题，1931年 11月，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任弼时起草的《关于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党的支部工作必须有彻底的转变，要
使支部真正成为党与群众的连环。”如何实现“彻底的转变”？党的
力量来自组织，要转变还得从组织建设发力，从完善制度入手，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截至 1932年，江西省 14个县 1089个乡，共设
立 998个党支部，形成了以乡为单位建立党支部、以村为单位建立
党小组的组织形式，在中央苏区广泛建立了严密的基层组织。在
基层党组织恢复和发展的同时，我们党注重通过健全制度抓好支
部干事会班子建设，使党支部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支部干事
会实行个人负责制，让每个干事专注于一份具体工作；人数较多的
支部，可增加干事会人数，并明确好分工。从 1932年起，每年在全
苏区范围内进行一次“支部改造运动”，发动全体党员对支部领导
成员进行民主评议，在评议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清除那些不称职的
支部领导成员，选举那些觉悟高、工作积极的党员担任支部领导。
这一制度安排，有效提高了支部班子领导能力。为了使支部生活
能正常开展，各级党组织还建立健全了党支部其他各种制度。其
中，“会议制度”规定支部委员会每 7天召开一次，小组会每 5天召
开一次，支部党员大会每个月召开一次，红军中支部会议的时间和
次数，根据战斗的环境来转变；“党费收缴制度”规定党员每月交党
费铜圆 5枚，连续 3个月无故不缴者按自动脱党处理，所收党费一
部分留给区委使用，20%留给县委，40%上交苏区中央局组织部；

“工作报告制度”规定支部要定期向区委、县委报告工作。这些制
度的建立，有利于支部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使基层党支部工作
有章可循、有条不紊地进行。

建设模范支部。1928 年，党的六大提出“须有模范支部的建
立，以创造党的支部生活”。中央苏区积极贯彻，在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的过程中，苏区各级领导机关很注重建立中心支部和模范支部
的工作，注意抓好典型，以点带面。1932年夏，苏区中央局组织部提
出：每个区都必须有计划地建立一两个中心支部和模范支部。根据
这个要求，各地陆续确定和建立了一批以兴国县长冈乡支部、高兴
区黄群乡支部，胜利县平安乡支部、梅窖区三僚支部，长汀县松林、
杨背、涂坊支部，红军十三团九连支部等为代表的模范支部，并对模
范支部给予表彰并推广经验。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表扬：“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
他们为模范工作者。”1933年，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 5期刊发
的《一个模范支部的工作报告》中，介绍和推广了兴国县黄群乡模范
支部的事迹和经验，“每次会议能按时到，有十分之九能发言。支部
和干事会能讨论到苏维埃赤卫军等工作，如乡代表会议制度，紧急
集合等，在每次支部会前，能有充分的计划和讨论”。除了宣传推广
模范支部的经验，每个区委和支委还从模范支部征调干部，组织突
击队去加强和突击落后支部的工作。以开展模范支部建设带动一
般和后进支部的工作，调动了党员的积极性，如扩红运动中党员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瑞金县黄柏区的大柏地支部整个支部加入红军，
保证了扩大红军、经济动员等任务的完成，有力支持了中央苏区的
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 （据《学习时报》）

中央苏区时期
如何提升党支部战斗力

作家冯骥才先生曾经与多位老作家有过交往，因此，他曾在书
中记述过一些老作家们令人感动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老作家们的
高尚品格。

上世纪 70年代末，冯骥才和李定兴合著的长篇小说《义和拳》
即将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这部书很重视，决定请茅盾先生用他擅
长的瘦金体为这部书题写书名。茅盾是文学大师，而那时的冯骥才
和李定兴，只是名不见经传的文学新人。茅老会为这本书题写书名
吗？大家心里都画上了一个问号。但茅盾先生却爽快地答应了，并
认真地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冯骥才回忆说：“记得韦君宜（总编
辑）给我看茅盾题写的书名时，在那一页不大的纸上，竟写了十几条

‘义和拳’。韦君宜告诉我茅盾先生说怕题不好，多写几条由我们
挑。这叫我很感动，并一下触到了这位大家的品格。”

冯骥才在书中还记述了一件事，是关于巴金先生的：在美国国
务卿基辛格访华的时候，有一位叫包柏漪的美籍华人作家也随同访
华，包柏漪很崇拜巴金先生，就提出想去拜望巴金。冯骥才便带着
包柏漪去了巴金所住的旅馆。那天，包柏漪带了一本英文版的
《家》，请巴金先生签了名。可是那天晚上，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
打电话找冯骥才，说巴老在冯骥才和包柏漪离开后，看到包柏漪的
名片，发现自己签名时把人家的名字写错了，将“漪”字写成了“特”
字，觉得这样对人很不尊重，便让冯骥才把书带过去，巴老要重新改
正。冯骥才说：“没关系，人家已兴奋至极，笔误的事常有，不会当回
事的。”李小林说：“不行，我爸说写错人家名字是不尊重人，一定要
改。”冯骥才只好跑到包柏漪的住处取了书，拿到巴老住的酒店，改
好后再送还给了包柏漪。冯骥才回忆道：“我现在还记得包柏漪收
到书感动的样子。”并且感叹：“这件事叫我领略到他人在巴老心中
的位置，还有他如何处事待人。”

在细微处能时时为他人着想、在细微处不忘记尊重他人，这正
是老辈文人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据《联谊报》）

老辈文人令人感动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