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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坑西

坑西镇（含坑西、坑东），位于宜春县西部，距离宜
春县城约 60公里，是水江、天台山、竹亭等乡邻近的中
心镇，为宜春苏区向萍东白区发展的前哨阵地。当时，坑
西镇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主要地区。

1932年 10月， 敌人对宜萍苏区进行第四次“围
剿”。 27日，敌六十二师师长陶广派其 367团由萍东赤
山桥进驻坑西镇，拟建碉堡 3座，其一建于坑西镇玄帝
庙附近，以防太尉等地武装的袭击。

28日，建在玄帝庙附近的碉堡正式动工。 敌人强迫
农民挖坑、担石头下基脚、担砖头、运木料。 江东乡苏政
府立即派人前往慈化，向县苏政府报告敌人在坑西建碉
堡的情况。 县苏马上作出攻打坑西的作战部署，并请红
十六军派部队援助。 当时，县独立团被派去桐木牵制萍
北李春明靖卫大队， 金瑞区游击三中队被派去牵制盘
田、白沙的守望队，萍北第七大队被派去双塘、石坑一线
阻击驻水江的敌十五师一个团的增援，辽市区游击队配
合红十六军行动。

29日，红十六军两个团在军长孔荷宠率领下，赶到
橹槎、璜源一带吃晚饭。 30日凌晨，红十六军到达江东
后，分三路围攻坑西敌人：左路经诺演、马南江出温家
源，布阵于洗面塘、李子塘、下坑一带，从东南面包围敌
人；右路经鹅公寨、白竹坑、流佳源，到汉坑后背茶子坪、
岭背一带，从西北面包围敌人；中路（正面）由孔军长率
领，从东北面由江东直下新亭、店前口，布防在坑东后山
上，一挺机枪架在茶子坳岭上，对准坑西唇背西岭上的
敌人阵地。 就这样，在天亮前将敌人一个团四面包围。
拂晓，战斗打响。上午 9时许，孔军长亲自带领的中

路红军已经占领了坑东石桥，距坑西镇敌人驻地仅 300
米，敌人伤亡惨重，其中一连长被击毙于邓家田里。敌人
见四面被围，乱了阵脚。 孔军长高声叫喊：“同志们，我
们已经全部包围了敌人，不要浪费子弹，只要将敌人紧
紧包围，吃了早饭再打，要像打茵果桥一样，少花子弹，
也能夺得敌人的枪支弹药。 ”

由于红军放松了对敌的攻击，不料派去阻击驻水江
敌十五师的萍北第七大队，只防守由水江经双塘、石坑
来坑西镇的近路，没有注意到敌人绕道经中源、中坑跑
步登上反岭下山头，而直接向布防在马岭背、茶子坪的
右路红军一个营发起猛烈射击， 致使这路红军伤亡较
大，不得不退守流佳源、鹅公寨一带。被围困的坑西敌人
听到剧烈的枪炮声，知道水江的援兵已到，便奋起反击。
午后，敌十八师 108团从东南方赶来增援，致使被围困
的坑西之敌突破下坑防线，逃回萍乡赤山桥、小枧等地
去了。

此次战斗，敌我双方均有较大损失，红十六军在粉
碎敌人的建碉堡计划后，主动撤出战斗，返回原防。

11月 12日，国民党宜春第五区区长曾维潘邀同联
保主任彭之材赴萍北大康药号， 会见六十二师师长陶
广，邀请该师再派部队到坑西重建碉堡。月底，六十二师
又卷土重来，派两个团的兵力进驻坑西、坑东，敌西路军
补充总队第四团欧阳烈部进驻水江，共计 3000余人。敌
人一来就占领高山要道，安营扎寨，建筑工事，架起机
枪、火炮，严密警戒，分别在坑西、坑东、水江建筑碉堡。
他们在这里找不到粮食，抓不到伙夫。无可奈何之下，一
方面从白区运进粮食等物资，另一方面命令士兵一齐动
手，日夜抢修碉堡。

12月，当坑西玄帝庙附近的碉堡建成一丈多高时，

红十六军两个团赶来，深夜对敌驻坑西的两个团实施包
围。 县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正面进攻，诱使敌人全力
“追剿”。

红十六军两个团则从敌后直杀过来。待敌人掉转头
正面对付红军时，苏区武装又趁机反攻。 当驻水江的敌
人闻讯赶来增援时，听说主力红军到了，吓得掉头就跑。
经前后夹击，打得敌人狼狈溃逃。 敌人伤亡惨重，尚未建
成的碉堡又被捣毁了。

高枧大捷

1933年春，在敌人对湘鄂赣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中，敌六十二师陶广部从萍乡派出一个直属营，配合萍
乡保安团李春明靖卫大队所辖的上栗市一中队、桐木二
中队（肖岳、紫惠斋分别任中队长）和上洞梓木守望队
共 600人，进驻高枧村，挖战壕、筑工事，修碉堡，企图扼
制宜萍县苏区小洞。
高枧村背靠高山，山势险要。敌人进村后，将大部队

驻扎在人形岭山腰。 凶残的敌人一进村，便逼问村民谁
是苏区干部、赤卫队员、红军家属，他们不是抓人、杀人，
就是砍树、杀猪、抢东西，并将该村 15户革命家属住房
全部拆掉，将木料运去修工事，建碉堡。敌人强迫高枧的
老百姓日夜修筑碉堡，谁若不从，即刻捆绑吊打。

面对敌人对高枧的镇压，苏区军民愤恨至极，下决
心要消灭他们。 宜萍县委和湘鄂赣省苏对粉碎敌人的这
一行动，进行周密部署，决定端掉敌人这个重要据点。

4月 14日，红十八军在取得万载株木桥保卫战胜利
后，取道黄茅来到县委驻地慈化曾坊，配合宜萍苏区武
装围歼在高枧建碉堡之敌。 县委当即确定了围歼计划，
举行了游击队、赤卫队誓师大会，指定由小洞等地的游
击队带路，会合桐木游击队。

16日凌晨 3时，部队来到距高枧 5里的苍头。 听说
主力红军来了，高枧村赤卫队员黄子尧和上洞赤卫队副
队长黄文梯等人，越过敌人的防线来到苍头岭，向部队
首长徐洪等详细汇报了高枧的敌情。 部队首长决定，拂
晓开始攻击，以卷起右臂袖子为记号，主力红军担任主
攻任务，地方武装担任堵截任务。 主力红军分三路进击：
一路从高枧的东、南进击；一路绕到高枧村后，埋伏在猪
蔸窝，截断敌人的退路；一路把住通往萍乡秋江的咽喉
坪子岭，以阻击援敌。 水江、快荣、沧溪等地的赤卫队也
同时赶到了指定的布阵地点，三路围攻高枧岭。

16日凌晨 5时，围歼高枧敌人的战斗开始，红军尖
刀班班长小杜， 带领 4名战士摸到了敌人机枪阵地前
沿，投过几颗手榴弹后，一下跃入战壕，大刀挥舞，劈向
敌人。这一突然袭击，使敌人来不及还手就弃枪逃跑。尖
刀班战士抢占了机枪阵地， 迅即调转 3挺机枪的枪口，
向敌人阵地猛烈射击。 睡梦中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
手榴弹爆炸声和枪声惊醒后，慌了手脚，乱作一团。 这
时，红军的冲锋号四起，杀声震天，敌人神情慌乱，四处
逃窜，有的被当场击毙，有的被俘。逃往后山的一小股敌
军，又被早已埋伏在猪蔸窝的红军束手就擒。 从秋江方
向赶来的援敌，在坪子岭遭到主力红军的阻击后，只好
往回撤。

整个战斗，只有原驻桐木的小股敌人和熟悉道路的
李春明部一部分，在破塘也遭到游击队的堵截。 战斗中，
水江赤卫队在黄开泰的带领下， 起初布防于白家源，后
来也加入对高枧敌人的围歼战。

经过 4小时的激战，高枧战斗取得了大捷。 一举歼
灭敌人六十二师陶广部一个直属营和萍乡保卫团李春

明靖卫大队属下一、 二中队的大部分， 共缴获步枪 500
余支，机枪 4挺，毁掉敌人已建 3米多高的碉堡一座，我
方只有少数伤亡。 这是湘赣边区保卫战最具影响的一次
战役，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干部群众。

黎明前的枪声

抗日战争期间，宜春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热烈拥
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县城先后成立了由各界代表
参加的“宜春县战时工作各界联合办事处”“宜春县
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宜春县动员委员会”“宜春
县赈济委员会等许多抗日组织。 全县民众在“国家兴
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爱国思想感
召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竭尽人力、物力、财力支援
抗日战争，为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
积极的贡献。

抗战期间，国民党与中共联合抗日，一方面高喊抗
日口号，另一方面背地里采取攘外先安内“策略”。 由
此，国民党反动派暗中搜捕和杀害共产党员，镇压抗日
爱国人士，并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对老百姓实行高额
征兵、征粮、征税，从中发国难财。 地主豪绅不愿为抗日
多出一分一厘，也不为抗日出一兵一卒。 而贫苦农民则
不论兄弟多少，那怕是单丁独子，也难免被抓去当壮丁。
老百姓为了躲抓壮丁，躲进深山老林。 水江、天台一

带的农民为躲壮丁大部分躲到杨岐山上，其中还有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的赤卫队员、 共产党员。 后来有人提议：
“我们都是穷兄弟， 受国民党的欺侮， 被迫躲进深山老
林。 反正我们没田没地，大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坚强的
集体，与乡长、保长作对。 ”

1943年冬天，这些躲壮丁的青壮年，在杨岐山正式
成立了“抗丁躲避队”，由黄钢任队长，黄世狄、张传生
任副队长。 人数最多时达到 120多人，下设两个排，由张
传生、刘桂生分别兼任排长。 抗丁躲避队刚开始时没有
枪，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一不为
红，二不为白，躲躲壮丁寻饭吃。”但有一条纪律：不准抢
贫苦老表的东西。 就这样，他们白天躲在深山老林中，夜
晚来到地主豪绅家里要钱要食物。 后来，因为没有武器，
在行动中曾挨过地主武装的揍。 吃一堑，长一智。 于是，
他们就想方设法夺取地主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先后在小
枧、青溪、暗田等地夺取地主武装的步枪 60多支。 从此，
抗丁躲避队的名声大震。 他们还打起了“新四军湘赣边
区游击队”的旗号，吓得国民党宜春地方政府惶恐不安，
接二连三地向上级告急，请求派兵进剿。

与此同时，在宜春与万载交界的丰顶山上也成立了
几支躲避队，其中有万载高春生领导的躲避队，最后发
展到 110多人。 他们破碉堡，逼放被关押的壮丁，打乡公
所，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展开斗争。

躲避队的建立和发展，被国民党地方当局视为心腹
大患，于是调兵遣将进行围剿。 宜春、萍乡两县成立了
“剿匪”联防办事处，分别由宜春的李道泰、萍乡的胡鉴
庭带领县保警队， 对杨岐山上的抗丁躲避队进行合围。
他们在进出杨岐山的要道上设置关卡， 控制过往行人，
进行经济封锁。 同时，采取政治欺骗手段，胁迫家属上山
规劝。 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杨岐山的抗丁躲避队于
1944年冬被打垮了。躲避队的人员有的被杀，有的外逃，
有的家属受到株连。 国民党见抗丁躲避队散了，害怕他
们东山再起，便对曾参加过躲避队的人进行迫害。 胡鉴
庭在小枧一次就公开杀了 20多人。 李道泰将抓来的躲
避队员囚禁在坑西的碉堡里，进行残酷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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