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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谷堂：豫皖边区党组织创始人
□霍荔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App”学习平台）

蔡申熙：红十五军主要创始人
□霍荔

蔡申熙，原名蔡升熙，1906年2月12
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1924年春，蔡申熙考入讲武学堂，
1924年5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讲
武学堂奉命合并，蔡申熙随之编入黄埔
军校第1期学生第6队。同年秋，蔡申
熙在黄埔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
此，他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走上
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道路。

1929年冬，蔡申熙被派到江西东固
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游击队第一路军
总指挥。东固四周是绵延不绝的崇山
峻岭，地势险要，蔡申熙狠抓武装斗争，
在小股游击队基础上先后建立了江西
红军第二、三、四团，后与罗炳辉的第五
团合编，成立了红六军（后改为红三
军）。这支部队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的斗争，被当地群众称赞为
“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

1930年10月16日，在黄梅县考田
山冲吴祥村，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宣
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正式成立，
蔡申熙任军长，全军共2000余人。红
十五军组建起来以后，在考田山冲进
行了短期整训，迅速建立和健全了各
级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加强了部队

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教育，使红十五军
干部战士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
较大提高。经过整训后的红十五军，
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冒着滂沱大
雨，再次攻打黄梅县城；夜袭蕲春重镇
张家塝，打开敌人武器弹药库；奔袭桐
梓河，歼灭夏斗寅部一个营；东进皖
西，将前身为英蕲游击支队的独立一
师第五团正式编入红十五军；攻入没
有坚固设防的太湖县城，为部队补充
了部分冬衣，然后回师黄梅县考田山
冲根据地休整。

1931年 1月上旬，红十五军到达
鄂东北的福田河，与红一军会师，两
军在商城南部的长竹园合编为红四
军，下辖第十、十一师两个师，蔡申熙
任第十师师长。临时特委对红四军
的作战任务作了明确指示，决定以主
力寻机包围根据地外围敌人的薄弱
部分，调动增援之敌，于运动中消灭
其力量，另一部配合地方武装，拔除
敌人设在根据地内部的孤立据点，以
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1月下
旬，红四军根据特委决定，采取“围点
打援”的战术，以红十师围攻麻城磨
角楼据点，歼敌夏斗寅部一个营，缴
枪数百支，从而调动了敌方第十三师

4个团的兵力前来救援；红十一师予
以迎头痛击，敌方死伤惨重，狼狈逃
窜。接着，蔡申熙又率领红十师围攻
光山县南部敌方之重要据点新集，用
坑道作业，爆破攻城，全歼守敌千余
名。新集被攻克，打通了鄂豫边和商
南根据地的路线，不久，新集便成为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2
月，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正式成
立，蔡申熙任特委委员、军委副主席。

鉴于敌人的“围剿”尚未被彻底打
破，特委决定向敌人发动新的攻势，命
红十一师向平汉线信阳至广水段出击，
先后袭占李家寨和柳林车站。在这次
战斗中，蔡申熙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
被敌人机枪打中右臂，左腿也负了伤。
但他咬牙忍痛，一面让人包扎，一面继
续指挥，坚持到战斗胜利。后因伤势严
重，医疗条件差，致使右臂残疾。

蔡申熙负伤后，离开红十师治疗。
5月12日，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成立，
蔡申熙是中央指定的分局委员之一，并
担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这时，
他的伤势基本好转，就要求工作，他说：
“我虽然手不能拿枪，脚还能走，口还能
讲，可以给我一点适当的工作！”组织上
调他到刚改建的彭（湃）杨（殷）军政学

校担任校长。蔡申熙深知“治军先治
校”的道理，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办校
上，训练了1000余名学员，培养了大批
营团干部。

1932年7月，红二十五军军长旷继
勋指挥的霍邱保卫战失利，千余人牺
牲。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敦促蔡
申熙赶赴皖西北，接替旷继勋担任红二
十五军军长。正值红二十五军危难之
际，蔡申熙没有推辞，而是临危受命，重
整队伍，迅速投入了新的战斗。

1932年9月底，红四方面军开始西
征。为了保证军队、政府机关人员和随
行农民群众的安全，蔡申熙率红二十五
军在后面掩护，于10月10日在黄安河
口镇战斗中不幸牺牲。徐向前对蔡申
熙评价很高，称“蔡申熙同志是红十五
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
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
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
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
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在河
口镇地区作战中，他身负重伤后躺在担
架上仍指挥战斗，一直坚持到胜利，充
分表现了一个杰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
责任感和无畏精神。他的牺牲，是红四
方面军的重大损失”。

詹谷堂，1883年12月1日出生于河
南省商城县南溪葛藤山下獐子岩村的一
个农民家庭。1905年，詹谷堂开始了教
书的生涯。此后，詹谷堂又多次被聘到
富人家教书。在固始县吴状元家教书
时，因在学生作文上作了“庶民救国”的
眉批，遭到反对，便毅然辞职，也不再应
聘，以此与豪绅们斗争。后经进步人士
林伯襄的介绍，詹谷堂考取了信阳师范。

1918年秋天，詹谷堂带着家乡的3
名学生应聘到固始县志诚小学任教。
这是一所全日制公立学校，进步人士较
多，学生大都是一些有志有为的青年。
詹谷堂对此感到满意，决心做点事业出
来。于是，他结识了一部分志同道合的
师生，开始寻找真理。五四运动后，詹
谷堂主张民主自由，解放思想，废除封
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支持妇女放足，
开展新文化运动。1923年前后，在武汉
中学读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汉民，
寒暑假期间，常带些进步刊物回乡，送
给詹谷堂看，并与他一起深入研究，探
讨真理。詹谷堂这时便在志诚学校举
办了“读书会”，阅读《新青年》《向导》等
书刊，和大家交流思想，在师生中影响

很大，“读书会”的人数也迅速增多。这
时，詹谷堂讲课的内容便不同了，由过
去单纯的个人理想和当地的社会现实，
变为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新文化思
想相糅合，革命的倾向性逐渐鲜明。
在这以后，“读书会”的活动，也由过去
的秘密逐渐公开。民主的思想，进步
刊物的影响，使得詹谷堂逐步坚定了
革命信心。1924年，詹谷堂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从此，詹谷堂踏上了一条
新的道路，由原来的探索，走上一条真
正为革命而奋斗，为穷苦人的解放而
献身的道路。

1926年春，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
活动，发展革命力量，詹谷堂回到家乡
南溪，以南溪为中心开展活动，培养积
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并深入
农村，组织农民协会打土豪、斗劣绅，
开展抗租和抗捐斗争。1927年，詹谷
堂在南溪成立农民协会，到会人数达
3000多人。

1928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传
到商城，遵照河南省委指示，商城县委
决定以南溪为重点举行武装起义。商
南区委在太平山开会，强调深入发展组
织，动员群众，积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工作。经过党组织安排，詹谷堂深入农
村联系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在詹谷堂
的组织和发动下，商城南溪广泛地进行
了“春荒斗争”和“均粮斗争”，他领导胭
脂坳、大埠口、白沙河等地的农民，分了
地主的10万多斤粮食。斗争的胜利，提
高了农民们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勇气。
在此基础上，詹谷堂积极组织农民武
装，并奔走于各暴动点之间，积极领导
这次起义。

1929年5月6日，周维炯领导的以
丁家埠为中心的武装起义一举成功，詹
谷堂在南溪领导教师学生和农民群众
200余人也宣布起义，成立赤卫军。5月
7日，丁家埠和汤家汇等地的起义队伍
来到南溪，和詹谷堂率领的队伍会合，
詹谷堂主持召开了热烈的庆祝大会。5
月9日，商城起义各路队伍会师斑竹园，
几天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
第三十二师和鄂豫皖边区东方临时办
事处，詹谷堂为负责人之一。7月，詹谷
堂派三哥詹祜堂去安徽六安、霍山联络
工作，詹祜堂不幸在胡店子被捕，于金
家寨被杀害。尸体运回后，家人抚尸痛
哭，詹谷堂强抑悲痛，说道：“三哥为革
命牺牲，死得其所。他若有知，绝不是

要我们哭泣，而是要我们战斗。”之后，
詹谷堂到处宣传起义的胜利，组织赤卫
队，扩充红军，带病夜以继日地奔波、操
劳，参加各项领导工作，为豫东南革命
根据地的建立流下了大量的汗水，付出
了大量的心血。

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商南根据地
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商城县政
府的极度恐慌。1929年7月中旬，商城
县民团头子顾敬之纠集大批匪军向商
南进攻。红三十二师在当地人民的支
援下英勇奋战，多次打退敌人的袭击，
后因敌我力量悬殊而转移。这时，詹谷
堂等经组织决定，留在地方坚持工作。
之后，詹谷堂白天隐蔽，夜里去村子工
作，调查情况。8月6日，因有人告密，
詹谷堂不幸在葛藤山猴儿洞被捕。

在狱中，敌人对詹谷堂进行了残
酷的刑讯逼供，虽被折磨得多次昏过
去，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他对敌人说：
“你杀了我詹谷堂，灭不了共产党！”8
月底的一天，詹谷堂被再次毒打后拖
回牢房。他挣扎着用最后的力气站起
来，蘸着身上的鲜血，在牢房写下“共
产党万岁”五个大字后，壮烈牺牲，时
年4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