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李兴文

少年有志报神州，

一万虎犊带吴钩。

浴血闽赣锐无敌，

长征路上显身手。

——少共国际师政委肖华上将

创作《忆少共国际师》

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九三日，

在江西誓师出征去。高举着少共国

际的光辉旗帜，坚决的，勇敢的，武

装上前线。做一个英勇无敌红色战

斗员，最后的一滴血，为着新中国。

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九三日，

在江西誓师出征去。擦亮刀，子弹

上膛，瞄准敌人放。破“围剿”，缴枪

炮，消灭国民党。赶走那帝国主义

侵略的势力，最后的一滴血，为着新

中国。

——张爱萍上将创作《少共国际

师出征歌》

1933年8月5日，为响应党和苏

维埃政府的号召，继续扩大红军，壮

大武装力量，粉碎敌人的疯狂“围

剿”，保卫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先后

在博生县（今江西省宁都县）组建了

一支全部由模范青少年组成的特殊

红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

际师”，由周恩来亲自授军旗。

少共国际师，这支屡经补充先后

达到16,000余人的部队，是红军战

史中的一支杰出队伍，全师平均年龄

约18岁（师政委肖华上任时年仅17

岁），党团员占70%，下辖3个团，由

红一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先后在江

西赣南、抚州、吉安、福建龙岩、广西、

贵州等革命老区生活和战斗。

这一万多名青少年战士，为共产

主义信仰而战斗，在苏区的反“围剿”

和长征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绝大多数

人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在中国

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而悲壮的一

页。从“少共国际师”中走出了胡耀邦、

张爱萍、肖华、彭绍辉、曹里怀、陈正湘、

孙文采等20多名党、国家和军队的

优秀领导人。

“少共国际师”所走过的战争岁

月，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为了在一

代代后人的心中留下这段岁月，保护

好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全国的青

少年更好地继承“少共国际师”这笔

宝贵的精神财富，实现当代中国青少

年的“中国梦”，我们组建了电视剧、

电影《少共国际师》拍摄创作团队，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改革

报社、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中共江

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省教育厅、

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湖北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相关职

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从2009年开

始筹资拍摄，历经4年时间，于2012

年创作拍摄完成重大红色革命历史

题材、正能量影视作品——31集电视

剧、电影《少共国际师》，填补了“少共

国际师”80年无影视作品的历史空

白，2014年在重庆卫视、央视电影频

道进行全国首播，把共和国革命历史

上一群不该忘记的人和一段不应忘

记的事搬上了银幕，得到了中央有关

部门领导和江西省委省政府领导的

充分肯定，受到党史专业人士和影视

专家的高度评价。

追忆中国少共国际师

中央红军创立“少共国际师”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

的摇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更是举

世闻名、妇孺皆知的创举。在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活跃

着一支名为“少共国际师”的特殊部

队。这支部队在反“围剿”和长征中，

浴血奋战，英勇不屈，写下了一部可

歌可泣、不可磨灭的英雄篇章，值得

后人永远追思怀念。

“少共国际师”是国际共运史上一

个重要的国际联合组织，根据列宁的

倡议，它于1919年11月在德国柏林

成立，也是世界各国青年团的联合组

织和领导者。当初有14个国家参加，

后来在56个国家建立了支部。中国

共产党的青年团组织成立后，也加入

其中，组成了“少共国际师”支部。

从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

“少共国际”（又译作“国际青年共产

党”“万国青年共产党”“青年共产国

际”）的一个支部，在它的旗帜下活

动，接受它的指导。以“少共国际”之

名组建一支红军队伍，不仅表明这支

军队是工农青年自己的队伍，而且还

表明了要以“少共国际”的政治立场

作为自己的立场——反对战争、打倒

军阀和帝国主义，同时也是以实际行

动响应“少共国际”提出的青年团要

“以自己一切的力量来帮助红军”的

号召。

当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普遍

建立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直接参与革

命斗争。特别是在第四次反“围剿”

斗争的胜利鼓舞下，整个红色区域掀

起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参军的

热潮，成为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为

第五次反“围剿”时刻准备着的红军

后备军。

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国民党反

动派惊恐万状。蒋介石在第四次

“围剿”中央苏区失败后，不断调兵

遣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反革

命“围剿”。为扩大红军的有生力

量，粉碎敌人的“围剿”，根据地开展

了规模空前的扩红运动，当时共青

团选送了大批干部到红军中工作。

当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第一次见到青

年部部长肖华时风趣地说：“肖华同

志聪明活泼，青年工作就是要由你

们年轻人来做。”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总政青年

部的建议，少共中央局于1933年5月

20日作出《少共中央局关于创立“少

共国际师”的决定》，广大青年团员和

少先队员闻风而动、踊跃报名。女青

年参加后方医疗队，还为红军纺线缝

衣做军鞋；共青团员加紧生产，开展

了蓬蓬勃勃的共青团礼拜六活动；少

先队儿童团也积极排演节目慰问红

军，极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支援了

反“围剿”斗争。

“少共国际师”的创立，是抗击和

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疯狂

“围剿”、保卫革命根据地的需要，是

一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由模范

青少年组成的红军部队。在那个特

殊的历史时期，组建这样一支青少年

红军部队，将一批“红小鬼”放在血与

火的革命斗争中洗礼，他们被组织起

来，系统地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学习

文化和军事技能，最后英勇地走上革

命斗争的第一线，在苏区的反“围剿”

战斗和长征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曾经担任过“少共国际师”师长

的曹里怀说：“少共国际师成立以后，

没有辜负党的期望，他们怀着一腔热

情，奔赴战场，在闽北拿口第一仗就

出师告捷，歼敌300多人，接着又乘

胜出击，屡建战功，多次受到朱德总

司令和周恩来政委的嘉奖。”

“少共国际师”诞生于
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宁都

1933 年 5 月上旬，中央红军总

政治部在博生县固村区召开了全

军青年工作会议。在整个中央革

命根据地区域内，相继成立了“工

人模范师”“兴国模范师”等红军地

方武装。为充分发挥青少年的模范

带头作用，激发广大青少年参军参

战的革命热情，中央红军总政治部

青年部召开青年工作会议，向中国

共产党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

府提出了关于建立“少共国际师”的

建议。这个建议得到党中央的重

视，少共中央局专门召开会议，进行

了多次研究讨论，于1933年 5月 20

日作出了《少共中央局关于创立

“少共国际师”的决定》，向江西、福

建、闽赣三省地区下达了征调8000

兵员的任务（在江西征集 4000 人、

福建征集 2000 人、闽赣地区征集

2000人）。

1933 年 6 月 22 日~26 日，在瑞

金召开了江西、福建、闽赣、湘赣等

省少先队队长联席会议，朱德总司

令亲临大会讲话，号召少年先锋队

员积极报名加入“少共国际师”，粉

碎敌人的“围剿”。整个中央革命根

据地及红色区域扩大百万红军的口

号一浪高过一浪。中央根据地的少

先队乡队长、区队长、县队长们带

领整连、整营的队员加入了“少共

国际师”。

1933年7月9日，中共江西省委

发出《关于扩大工人师和少共国际

问题给各级党部信》。为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的这一指示精神，博生县

很快武装组织，积极行动起来。不

到20天时间，仅博生县加入到“少共

国际师”的青少年就达 1200 余名，

超额完成江西省委下达的任务，其

中最多的一位是队长刘学钧，他率

领800多名少先队员加入了“少共国

际师”。

随后，由兴国、于都、瑞金、宁

都、石城、广昌、乐安、黎川、永丰、吉

水、泰和、长汀、建宁等县各地少先

队员们16,000余人组成的“少共国

际师”，高举红旗，胸戴红花，身背大

刀，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四面八方列

队到达博生县集中，进行为期一个

月的紧张集结训练。

1933年8月5日，“少共国际师”

在博生县正式成立，并举行誓师大

会，16,000余名少先队员在这一天

加入了红军。这天，通街路口挤满了

欢庆的人群，鞭炮轰响，锣鼓喧天，口

号声、山歌声此起彼伏。博生县西北

郊外几公里的练武跑马大教场，一排

排、一连连的新战士由四方的田畔涌

进来，个个穿着光荣的红军军衣，整

整齐齐，肃立着等待检阅。这就是不

久以后将成为红军主力军的“少共国

际师”英勇的新战士。“少共国际师”

成立的礼炮声、军乐号音激昂地鸣响

着，到处红旗招展，司令台高悬马列

画像，红军各军团在这里集结，歌声、

练兵声直冲云霄。

中革军委、少共中央局、团中

央、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军区、少

共福建省委代表出席了“少共国际

师”成立誓师授旗仪式大会。红一

军团、三军团、五军团各部同新组建

的“少共国际师”一起接受红军总部

首长的检阅。会上，朱德总司令代

表中革军委向功勋彪炳的红军中高

级指挥员颁发奖章。周恩来代表红

军总部向“少共国际师”授旗时指

出：“要爱护你们光荣战斗的团旗，

英勇奋斗，把它插遍全中国！”全体

战士高喊：“我们是工农的儿子，高

举着‘少共国际师’的旗帜，要消灭

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准备以最

后一滴血为着苏维埃奋斗到底！”

随即，中革军委代表向全师指

战员宣布“少共国际师”成立，任命

陈光为师长（一个月后改为吴高群）、

冯文彬为政委（一个月后改为肖华，

冯文彬任政治部主任），辖四十三

团、四十四团、四十五团，番号为中

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师，归红五军团

建制（1934 年 3 月归红一军团领

导）。“少共国际师”师长陈光接过团

旗，全体指战员宣誓……

1933 年 9 月 3 日，是国际青年

节第17个纪念日，“少共国际师”全

体指战员在博生县正式誓师出征。

这天，博生县梅江两区的工农群众

几千人流下热泪，为这支少年红军

出征送行，他们紧紧握住战士的双

手，一步一步往前送，一步一步往

前走，依依难舍，留下了很多动人

的故事。

“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九三

日，在江西誓师出征去。高举着少

共国际的光辉旗帜，坚决的，果敢

的，武装上前线。做一个英勇无敌

红色战斗员，最后的一滴血，为着新

中国……”战士们威武雄壮地高唱

由时任少先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

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张爱萍创作的

《少共国际师出征歌》，告别了博生

县人民，走上了抗击敌人的前线，开

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铁拳初试”参加广昌
石城两地保卫战

1933年9月3日，“少共国际师”

战士们从宁都誓师出征，开赴广昌，

奉命配合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在

闽北的拿口与敌周志群部作战，歼

敌一个连，又以一个营的兵力扫清

邵武要道，即挥师渡过闽江，击溃与

消灭敌人共300多人。初次作战，打

了个漂亮仗，士气十分高昂，朱德、

周恩来、杨尚昆等首长发电报赞扬

“少共国际师”这次战斗“铁拳初

试”，勉励广大指战员在胜利中更要

百倍提高军事技术，迎接更加艰巨

的战斗。1934 年 4月，红五军团十

三师在德胜关抗击从北面进犯的敌

人，红三军团主力从敌人右翼，“少

共国际师”和三师一部从敌人左侧，

向敌人追击，吴高群师长、肖华政委

亲临前沿阵地指挥。在战斗快要结

束时，一颗重型炸弹在指挥所阵地

把吴高群师长炸成重伤，他在临终

前握住肖华政委的手说：“亲爱的战

友，我大概不行了，共产主义事业要

靠同志们完成，请同志们为我们‘少

共国际师’争光！为我报仇！”

1934年 5月，彭绍辉调任“少共

国际师”师长。7月21日，吃了败仗

的敌人以6个团的兵力向“少共国际

师”所在的石城大脑寨阵地进犯。

为了掩护三军团主力转移，彭绍辉

师长同广大战友一道与敌人展开了

一场残酷的战斗，阵地上树木被打

得光秃秃的，连石头地面都一片炽

热。有的战友牺牲了还抓住敌人的

脚不放，大脑寨变成了埋葬敌人的

坟场，敌人的尸体在阵地前堆成了

一座座小山。当时红军总政治部

《红星报》编辑了《火线上的一年》专

辑，有一篇题为《少共国际师在大脑

寨上》的文章，高度赞扬了“少共国

际师”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

1934年 10月初，中央红军开始

长征，“少共国际师”承担了掩护主

力部队转移的任务，石城保卫战在

“少共国际师”的史册上写下了极其

悲壮的一页。由于“左倾”机会主义

的盲目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为掩护军团主力转移，“少共国际

师”担负起石城保卫战之重任。10

月1日战斗打响，敌人动用大炮向我

阵地逐段轰炸，然后在督战队的胁

迫下，发起集团冲锋。阵地丢失了，

战士们组成突击队给夺回来；子弹

打光了，勇士们就用石块、大刀与敌

人死拼。尽管残酷的战斗使“少共

国际师”这支一万余人的部队减员

过半，但敌人始终无法越过石城一

步，在政委肖华率领下胜利完成阻

击任务。

1934年 10月 12日，正在广昌、

石城地带防御作战的“少共国际

师”，奉命撤出阵地转移到于都东面

的桥背、马头新田坊一带集结。10

月 14日，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

来到“少共国际师”驻地，为全体干

部作政治报告，这实质上是一次长

征出发前的政治动员。会后，全师

立即行动，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

中。10月15日，部队补充了大批弹

药，每人30排~40排子弹，3枚~5枚

手榴弹。同时，全师增加了2000名

新战士，弥补了连队人员不足的状

况。后勤部门为全师人员每人分发

了一套棉衣和3双草鞋。1934年10

月 16日傍晚，“少共国际师”从集结

地出发开始长征。

“少共国际师”随红一军团机关

向西南行进，黎明前到达上下楼宿

营。这天傍晚，“少共国际师”来到于

都河边，两岸挤满了前来送行的男女

老少群众，有的送来饭菜，有的担来

开水，还有的送来衣服和草鞋。送行

的场面感人肺腑，离别的情景催人泪

下。昔日里，红军与苏区人民鱼水相

依、生死与共，如今就要分离，情同断

裂肝肠。“小妹送你一双鞋，红军哥哥

平安回。”“大姐送你一件衣，红军战

士走万里。”许多群众拉住红军战士

的手，依依不舍，声泪俱下：“盼你们

早点回来，早点回来呀！”这简短的话

语重复述说着……

渡过了于都河，红军战士一步

一回首，无不以泪洗面。少共国际

师政委肖华久久地伫立于都河边，

这位少年英雄政委面对告别的于都

父老乡亲们满面泪水。“男女老少来

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就这

样，“少共国际师”踏上了二万五千

里长征路。

在长征途中千锤百炼
不断成长

“少共国际师”渡过于都河后，为

了避免敌机侦察和轰炸，天天夜晚行

军。1934年10月21日~22日清晨，

“少共国际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通过了赣江，占领城口，接连通过敌

人的赣南、粤北之间的第一通道、第

二通道封锁线。11月26日，为了掩

护军委机关纵队和其他主力部队抗

击湘敌四个团的追击，“少共国际师”

接连打了几天仗。12月1日等大部

队渡湘江后，敌人已逼近“少共国际

师”阵地，而且结集全州、桂林公路形

成第四道封锁线，并派出一个团直扑

全州城北南鲁塘圩。“少共国际师”配

合五团佯攻牵制全州敌人，另外两个

团与尾追的敌人死打硬拼，保卫了湘

西界首地段渡口。下午，“少共国际

师”收缩兵力，跑步渡过咸水圩河。

另一个团杀出敌人包围圈，抢渡湘

江，并于当晚强行军赶上主力。冲破

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进入黔桂地

区，“少共国际师”以四十三团为右

翼，于12月25日攻占湘桂公路上的

镇远城，歼敌一个营，担任对湖南方

向警戒；四十四团、四十五团为左翼，

经过苗岭向北能挺进。在苗寨整休

后，苗族人民又有许多人加入了“少

共国际师”的行列。

1935 年 1 月，党中央在遵义召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后，

红军进行了整编，“少共国际师”与

红一军团主力合编。从此，“少共国

际师”结束了它光荣的战斗历程。

“少共国际师”是军队青年工作历史

和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块丰碑。

“少共国际师”虽然仅仅经过了短短

一年半的战斗历程，但它是我党我

军历史上的辉煌一页，它的精神永

远与世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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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少共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纪念“少共国际师”成立86周年

2012年9月21日，“少共国际师”老红军吴清昌（右）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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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江西）红军影视城少共国际师基地批复文件“少共国际师”红色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