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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剧战将”陈光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叶学贤 

提起陈光，许多老同志大概都不会感到陌生，他曾是我军一名战功赫赫、指

挥作战机智英勇，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名将。他 1926年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部队到井冈山。

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少共国际师师长等职。作战

勇敢，曾获红星奖章，长征途中和到陕北后，历任第二师、第四师师长，第一军

团代理军团长。抢渡乌江天险，攻克腊子口，飞夺泸定桥，夺取直罗镇，大凡我

军举行的各次重大战役，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英名，创造出不少有名的战斗范例。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第 115师代师长，参与指挥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曾

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1950年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但

遭林彪的诬陷和打击，长期关押于 1954年 6月 7日含冤去世。1988年 4月，中

央为陈光恢复了名誉，撤销原定他的“反党”的结论，正式恢复了他的党籍，30

余年后方得平反。今年 2月是陈光将军诞辰 110周年，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

打开岁月的记忆，纪念这位英勇善战、功勋卓著的骁将。 

跟着朱德上井冈山 

1928年 4月，陈光所在宜章独立师，同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

会合后，于下旬到达酃县之十都。当时，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一支部队，从井冈

山下来接应朱德、陈毅的部队和湘南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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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会师井冈山，部队指战员分外高兴。那天毛泽东站在雨中向部队讲话，

鼓励大家不要怕暂时的困难和失败，我们有工农劳苦大众的支持和拥护，有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战胜困难，不断取得胜利。 

砻市会师后，时任连长的陈光奉命带第三连到酃县彬州间的水口一带打土

豪，筹粮款，缴获了不少粮食、衣物、银元。此时，陈光入党不到半年，在红军

初创时期的战争环境中，很少有机会接受党的系统的教育，而该连的副连长是个

在反动地主武装里当过排长的兵油子，军阀主义作风和唯利是图的思想十分严

重。他鼓动陈光不要把打土豪的东西交公，在连里暗自私分。在当时红军物质条

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陈光从本位主义出发，听从了这个副连长的坏主意。这件

事很快被师团领导发现，陈光因此受到撤职及开除党籍 7天的处分。陈光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难过得痛哭了好几天，后经党代表李赐凡重新调查弄清了情况，认

为处分过重，很快恢复了陈光的党籍。 

1930年 2月，陈光参加了水南、值夏战斗。当时，蒋介石得悉红军集中在

吉安、泰和附近的赣江两岸，急忙从湖北调唐云山的独立十五旅到江西进攻红军。

当唐旅分路进至水南、值夏地区时，红四军主力 3个纵队先后退至苏区之富田一

带，待敌人暴露弱点，而后集中兵力在红六军二纵队的配合下，经两日激战，在

水南、值夏将敌独立第十五旅歼灭大部，俘敌 1600余人。在这次战斗中，一纵

队林彪的指挥所曾被突围的敌人包围，情况十分危急，陈光不顾危险，不怕牺牲，

在前面带领部队勇猛冲杀，终于打退了敌人，把林彪从险境中救了出来，陈光自

己却身负重伤。战后，陈光受到嘉奖。 

8月，陈光带着伤随部队行动，当红一军团前委侦知追击红三军团的湘敌第

三纵队已进至湘赣交界的文家市一带，决定乘敌立足未稳，驰歼该敌，以支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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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团。陈光在文家市奔袭战中，率领全营勇猛进攻，在激烈战斗中，再一次负

伤。子弹从右腿膝盖下穿进去，卡在骨缝里，鲜血直流，不能行走。但他坚持不

下火线，直到将敌人全歼后，才被抬进救护所。由于医疗条件极差，骨缝中的子

弹未能取出。10月 14日红四军攻占吉安城后，城里有个西医诊所，为陈光开了

3次刀，才取出子弹。又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伤口长好，才恢复了工作。 

“少共国际师”铁拳初试 

1933年 8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为了扩大红军，

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红军总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的倡议下，经党中央批准，

建立了“少共国际师”。这个师是由江西、福建各县的少年先锋队成连、成营参军

组建起来的。战士的平均年龄只有 18岁左右，还有十四五岁的红小鬼，人还没

有枪高。为了把这些初离家门的娃娃培养成一支能征善战、作风过硬的部队，中

央军委决定调陈光任师长，调总政治部青年部长萧华任政治委员。 

“少共国际师”经过 1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便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

作战。10月，“少共国际师”奉命配合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在东线抗击敌人。第

一仗是在闽北拿口与国民党军周志群部的遭遇战。发现敌情后，陈光和萧华商定，

立即以 1个营分兵迂回，布成一个口袋阵，将敌人团团围住。枪声一响，战士们

勇敢地冲入敌阵，展开肉搏，全歼了敌一个连，随即挥师渡过闽江，又击溃敌军

200多人，还在莲花山歼敌 300多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红一方面军总指挥

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特电“少共国际师”，称赞他们这次战斗

是“铁拳初试”，勉励他们在胜利中要更百倍地提高军事技术，迎接更加艰巨的战

斗，争取更大的光荣。11月，陈光到红二师任师长。他在“少共国际师”虽然只

工作了短短的 3个月，但对培养这支年轻部队的过硬战斗作风，打下了良好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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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健在的几位“少共国际师”的战士们，都已是年逾古稀

白发苍苍的老将军，当他们回忆起这个师的第一任师长陈光时，对他指挥作战勇

敢果断，训练部队严格要求，诚挚待人，艰苦朴素等优良品质和作风仍赞不绝口。 

1934年 4月下旬，国民党军集中 11个师的兵力进攻广昌。陈光率领红二师

参加了这次历时 18天的广昌保卫战。尽管指战员们打得十分英勇顽强，给予敌

人重大杀伤，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错误的单纯防御战备方针，加上敌

人以优势兵力猛烈进攻，和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使红军部队也受到很大伤亡。陈

光在广昌保卫战中再一次负伤。 

9月初，陈光率部参加了温坊战斗。在红一军团首长的直接指挥下，采用伏

击、袭击的运动战，歼敌 1个多旅。在这次战斗中，陈光指挥红二师四团进行夜

战近战，先派侦察员将敌人架设的电话线剪断，然后迅猛攻入温坊村内，将两营

敌人全部歼灭。四团一营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仅消耗子弹 400发，轻重机枪全未

动用，主要靠刺刀、手榴弹解决战斗，全营只 3人负伤。次日清晨敌人向温坊反

扑时，四团一营连续冲锋 6次，占领了 8个山头和 3座碉堡。四团三营连续冲锋

占领敌人 6个阵地。红一军团首长表扬这两个营是“坚决英勇连续冲锋的模范”。 

临危受命飞夺泸定桥 

1934年 10月 14日夜晚，陈光率领红二师从江西于都县的川辛店出发，跨

过于都河，踏上了长征路。 

红二师为红一军团左翼，担任前卫。一路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在红军

突破第 3道封锁线后，蒋介石为了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于 11月中旬调集 40

万大军，在潇水与湘江之间，精心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在此关头，陈光奉命率红二师于 11月 22日长途奔袭泅渡潇水，抢占湘南道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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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渡过湘江，并在广西兴安的界首、觉山铺一带节节阻击强敌。27日，经过

血战阻击敌军，掩护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冲破了第四道封锁线。 

红军渡过湘江后，继续西进。红二师仍担任前卫，肩负着开路先锋的艰巨任

务。12月 11日，红二师五团打开湖南通道县城，14日，六团会同一师三团抢占

贵州黎平。黎平会议以后，红军改向遵义进发，红一军团受命先渡乌江。陈光带

领红二师四团作前卫，于 12月 30日飞速抢占了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这时，

敌人已经将南岸的一些茅屋放火烧光，把船集中到北岸，正抢修工事，企图阻挡

红军过江。陈光和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一起到江边侦察地形，观察敌人的

工事及兵力部署，然后组织部队强渡乌江。此后，红二师六团智取遵义，四团攻

占娄山关，打开桐梓城，占领牛栏关，在新站击溃敌军两个团，占领松坎，打乱

了敌人追剿堵击的部署。红二师向西北方向警戒，与兄弟部队一道保证遵义会议

的胜利召开。 

1935年 3月中旬，红二师随军团三渡赤水，再入川南。下旬，红军四渡赤

水，向南急进，3月底南渡乌江，从而把敌人几十万大军甩在乌江以北。5月下

旬，先头部队到达天险大渡河畔。红一师一团虽在安顺场渡大渡河成功，但由于

这里水深流急，县城河面太宽，不能架桥，全军只有 4条船，不可能在几天内渡

过河去。此时，尾追之敌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必须

抢占泸定桥。陈光临危受命，指挥红二师四团在一天奔驰 120公里的速度，飞夺

了泸定桥，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 

8月中旬，陈光带少数部队试过草地，被藏民骑兵误伤。这是他第十次负伤。

陈光同萧华在过草地的日子里，不断鼓舞部队发扬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发



 6 

扬吃苦耐劳、团结友爱的革命传统；同时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部队。

经过 6天跋涉，终于在 8月 26日胜利地走出草地，到达班佑。 

中共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后，红二师又作为红一军团前卫，沿着白龙江源头

的栈道，进入甘南境地。这时，敌人重兵扼守的腊子口挡住去路。腊子口是甘南

通往岷县的一个险峻隘口。在连绵的高山中，一道好像被巨斧劈开只有 30多米

宽的口子，夹在两个山峰之间，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下面流淌着一条奔腾咆哮的

河流，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军团首长冒雨赶到腊子

口，和陈光、萧华及四团干部一起，仔细观察地形，研究作战方案，决定由四团

政委杨成武指挥，用一个连从正面进攻，夺取木桥，猛攻隘口。另由团长王开湘

带两个连，沿右岸峭壁迂回到侧后袭击敌人，务必全歼敌人，占领隘口。夜晚攻

击开始，正面攻桥的部队由于地形不利，敌人火力猛烈，几次进攻均未奏效。而

迂回到敌人侧后的两个连，却巧妙地攀上右岸峭壁的后坡，像神兵天降奇袭了敌

人。这时，攻桥部队又从正面配合猛攻，前后夹击，打得敌人狼狈逃窜。9月 17

日清晨，红军终于占领了天险腊子口。接着陈光又指挥四团穷追敌人 45公里，

占领了大草滩，缴获粮食十多万公斤，盐 1000多公斤，这对刚走出草地的红军，

真是无价之宝。1944年 5月，陈光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党小组在对陈光的

历史总结中特别提到：“在长征中腊子口攻坚，陈光对中央红军北上，渡出险境，

贡献极巨。” 

罗荣桓说：这是个很大的胜利么！ 

1938年 12月下旬，陈光和罗荣桓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率一一五师部

和六八六团从晋西孝义向山东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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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师深入鲁西，好似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威胁着泰安、济南和津

浦铁路中段的敌人。5月初，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尾高龟藏，亲自指挥从济南、

泰安、兖州、肥城等地调集的日伪军 5000余人，配有汽车、坦克 100余辆，炮

100门，兵分 9路，向鲁西地区“扫荡”，企图寻找一一五师主力决战。当时陈光

率领的一一五师直属队、六八六团、津浦支队及鲁西区党委等，共 3000余人，

立即陷入敌人包围之中。此时，罗荣桓去东汶支队检查工作不在师部。全师的指

挥重任就落在陈光一个人肩上。他迅速对敌情进行分析，在听取了师部机关领导

同志的意见后，决定部队于 11日凌晨 2时向北转移。不料中途与敌人遭遇，被

迫撤到肥城以南陆房一带。各部队按照陈光坚守阵地待机突围的命令，迅速占领

阵地，抗击日军。六八六团占领了陆房西南的肥猪山、牙山等地，津浦支队与特

务营据守陆房以东和东北的凤凰山，师直机关则在陆房村西沟地、树林里隐蔽待

命。11日拂晓，日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全线发起进攻，并出动飞机轰炸扫射，

战斗异常激烈，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四周山头硝烟弥漫。这是陈光在战争

年月遇到的最被动最危险的局面。面对险境，他命令各部队：“不惜一切，坚守

阵地，夜间突围！”各部队守军也英勇地抗击日军，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冲击。 

惨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毙伤敌联队长植田大佐以下 1300余人。黄昏

时，敌人停止了攻击，企图次日清晨再攻。夜幕降临后，陈光立即召集师部机关

的参谋长王秉璋等，研究并确定了当晚突围的路线、时机和具体安排。是夜 10

时后，利用日军不敢夜战的弱点，分两路向东南方向隐蔽突出重围。12日拂晓，

安全到达东平以东的无盐村一带。 

在陆房战斗中，八路军伤亡 300余人，丢掉了一些骡马。因此，当部队突围

之后，在干部中产生一些埋怨情绪，有的甚至指责“指挥失误，受到这些损失，

http://auto.if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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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向中央交待”。陈光听到议论，一度颇为不快。罗荣桓回来知道情况后，不

仅没有批评，还鼓励他说：这是个很大的胜利么！在师的领导干部会议上，罗荣

桓总结了这次战斗的教训，强调指出，不应指责埋怨，而要正确地总结经验，鼓

舞士气。接着，在无盐村召开了陆房突围祝捷大会。 

林彪当众点名批评陈光居功自傲 

1945年 8月，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9月初，陈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

准备随林彪一同回山东工作。旋因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党中央于 9月 19日

决定他们转赴东北，参加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1945年 10月，陈光到沈阳后数日，罗荣桓亦率部队到达。当时，中共东北

局决定，要在黑山、北镇一带组织第二防线，由陈光负责指挥。罗荣桓把山东带

来的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转交陈光使用。11月下旬，林彪带领总部指挥所从山

海关撤到阜新。这时，国民党军已进占锦州一带，情况十分紧急。恰在此时，林

彪给陈光来电，要调配属他的电台和机要人员到阜新总部工作。当时陈光考虑到

战况紧张，没有电台无法进行联络、指挥，因而回电希望不调。此后林彪又连发

两电催调电台，并指责陈光扣压电台不上调，妨碍他指挥作战等。当时林彪在总

部已有两部日造大功率电台。尽管如此，陈光接到后两封电报后，还是通知机要

股长冯学彦、电台队长黄传龙，要他们做好准备，一二日内即去总部报到。当冯、

黄等正拟带电台动身时，突然发生了紧急情况，锦州、沟带子的敌人向北镇大举

进攻，冯学彦等只好随陈光向东转移至吉林盘石一带。由于新驻地距林彪的总部

更远了，电台未能调走。这就是以后林彪指责诬陷陈光“无理霸占电台，抗命不

交”的事实真相。 

http://dol.deliver.ifeng.com/c%3fa67f18515MluuVuLEVCrlk7CiF1N5piUjVsuTNmWaw1nose1ZFI6X7MNSUKqMMVbuvo97mYLY91mED98FFMVXhnPOy6mRVcbwdla4D%2dbgv%5fQq6hDQHbAe3fiEy22BroqtnyOW%2djin8%5fYpRXs2uSxNdzIbWQ%2d8xv2RqTNKNsIGMopXd6qKKnYqvejiYOrxmlwZfHKUXGjhZEla6blw5IyE2WhUp5Ef2gLuJmsisnlRG%5fBu6J6Hc56yVxoG79fBpW8N3VfbSL5EQjsfgzggx8nwkLyQ78DKz8b%5ffY1eeu2NMaKnFZIYpCti1Xhj8%2dY%5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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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12月下旬，为准备一下松花江南作战，陈光所部六纵部队隐蔽地开

进至松花江北的陶赖昭一线集结待命。为了大部队徒步过江，陈光带领六纵队三

个师的指挥员去察看松花江的冰冻情况，并到江南岸侦察敌情。这时，林彪以“东

部”名义给陈光来电，要六纵部队仍撤回原来防地，以防敌人过江进攻哈尔滨。

此电系征求意见性质，并未正式命令。陈光复电表示仍按原作战方案为宜，不同

意将部队撤回原地。林彪未考虑陈光的意见，而直接给六纵各师发电，要他们接

电后，即向陶赖昭以北布防，并说“不要等待纵队的命令”。六纵三个师接此命令

后，遂即撤走。在松花江南岸进行侦察的陈光，却被甩在一边，直到接到纵队司

令部派骑兵通信员送给他通知后，才于第三天回到纵队司令部。陈光对林彪的作

法极为不满，为此生了一场大病，不久，就离开了六纵队，到哈尔滨养病。 

1948年 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入关作战。陈光随东北野战军领导

机关从沈阳出发，向关内挺进。1949年 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后，陈光即进入

北平，同四野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住进北京饭店。在这里，他接到毛泽东签署的命

令，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3月下旬，第四野战军在北平朝阳门内的九

爷府召开了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林彪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当讲到防止居

功自傲问题时，林彪事前未同政委罗荣桓商议，就在大会上当众点名批评了陈光。

刚接到新任命不久的陈光，受到这次当众点名批评，好比劈头被泼了盆冷水，心

中十分恼火，认为这是林彪有意打击他，因而心情烦躁，情绪又消沉起来。直到

1949年 5月，陈光随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到达武汉后，情绪才逐渐好转。 

林彪设圈套，陈光遭软禁 

1950年 1月，陈光被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东警备区司令员。元旦

那天，他在武汉辞别夫人史瑞楚和两个儿子，只身去广州赴任。广州同哈尔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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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不同的特点，它紧靠南海，毗邻港澳，是中国对外通商最早的城市。这里既

有革命的光荣传统，又受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影响。此时的陈光，对于他这个

新的使命是满意的，这里离他的家乡湖南宜章县也不太远，同家乡的联系较方便。

但是，他对新任务的艰巨性，以及广州市的复杂性，却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

思想准备。 

陈光到达广州后，在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的直

接领导下，马上投入组织部队和发动群众进行剿匪肃特，巩固社会治安，解决粮

食供应，稳定市场物价等繁忙的工作中，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面对着全国解

放后的新形势，在广州这样一个情况复杂混乱的大城市，他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了。在处理一些他不熟悉的重大问题上，表现主观、简单、不够谨慎，未能严格

执行党的政策和组织纪律。例如，在香港、澳门、台湾进行情报工作，招收宜章

家乡烈士子弟及知识青年开办训练班等问题上，出现了一些较大的错误。 

1950年 2月中旬，陈光在工作中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又患了脑膜炎，在

他居住的达道路 11号休养治病。此后的几个月间，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的领导

同志，曾多次看望，同他谈话，劝他认识和改正错误。由于当时对他的错误不适

当地夸大，致使他产生了严重的对抗情绪。为此，组织上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

当然事后证明，对他的处分显然过于严重。 

7月 23日，时任广东军区参谋长的李作鹏，以老部下、老战友的身份约陈

光到荔枝湖公园划船散心。但等陈光离开达道路住地后，军区保卫部立即派人缴

了他住地警卫人员的枪，抄了他的住室。陈光划船回来，就在他居住的二楼上，

来人当面向他宣布撤销其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司令员等一切职务的命

令，并把他软禁起来，警卫人员亦全部撤换，留一个老炊事员为他做饭。对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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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武断的处理，陈光十分气愤，开始几天发脾气，饭也不吃。当时带领警卫

班负责看管他的保卫干事王大述对他说：“首长，你的问题我们不了解。领导派

我们来，任务是三条：一是保卫你的安全，二是照顾你的生活，三是限制你的自

由，不能下二楼”。并劝说：“有病治病，有意见和组织反映，为了身体健康，饭

可不能不吃。”陈光听后气愤地说：“这是有人陷害我！毛主席对我是了解、信任

的，我非见毛主席不行！”陈光把珍藏在衣袋里的毛泽东 1945年在延安写给他的

亲笔信拿出来让保卫干事看。保卫干事建议他好好学习，有意见给毛主席写信反

映。陈光这才逐渐冷静下来。 

1950年 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领导动员陈光转

移到武汉。10月下旬，由王大述和其他警卫人员护送陈光乘火车到了武汉，中

南军区副参谋长苏静等到车站去迎接。这三人都是陈光的老部下。他们把陈光送

到汉口紧靠跑马场和中南军区司令部的杜围里 12号一座 2层楼的楼房里，但他

仍然被隔离了起来。 

从 1950年 11月至 1954年 6月初，陈光在这座楼房里被关押了 3年零 7个

月。在此期间，中南局和中南军区曾派副参谋长苏静、中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刘

兴元、组织部长梁必业等去看望陈光并同他谈话，劝他认识自己的错误。陈光认

为这是林彪对他的打击陷害，对他的问题处理得不公正，因而未能接受对他的处

理结论。他在汉口这几年间，内心十分痛苦，吸烟很多，有时一天抽五六包。1954

年 6月 7日清晨，他在长期遭受精神折磨，十分孤独烦躁，觉得问题解决无望的

情况下，含冤去世。 

陈光从一个贫苦农民锻炼成长为一位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经历

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历史阶段，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备尝艰辛，把自己全部

http://auto.if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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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奉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他秉性耿直，刚正不阿。陈光也有他的缺

点和错误，但这些缺点、错误本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遭到林彪的诬陷和打击，

非法长期关押。 

1986年，熟悉陈光的十几位老同志联名上书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

书记陈云，请求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冤假错案精神，重新审查处理陈光的问

题。1987年，中纪委、中组部、总政治部和军委纪委联合调查了陈光案情后呈

报中央，1988年 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原定他“反党”的结论，恢复他的党

籍，恢复他的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