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少共国际师”
走出的开国将领

当年担任过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

领导职务的人士，后来成长为党和国

家领导人。

胡耀邦：曾任少共儿童局书记、少

共中央局秘书长，后来成为伟大的马

克思主义者、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

张爱萍：曾任少共中央苏区中央

局秘书长、少先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

《少共国际师出征歌》歌词的作者，新

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国

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从“少共国际师”走出来的开国将

领有——

肖华（1916～1985），江西省兴国

县人，“少共国际师”政委。新中国成

立后曾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兰州军区

第一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彭绍辉（1906～1978），湖南省湘

潭市杨林乡（今属韶山市）人，“少共国

际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曹里怀（1909～1998），湖南省资

兴县人，“少共国际师”师长。新中国

成立后曾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中

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陈正湘（1911～1993），原名陈逸

成，湖南省新化县人，“少共国际师”团

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铁道兵团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

解放军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

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

被授予中将军衔。

孙文采（1911～1977），江西省瑞

金市人，“少共国际师”第四十四团政

治委员、师供给部政治委员。新中国

成立后曾任东北军区高射炮师政治委

员、军区干部处处长，辽宁省军区政治

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严庆堤（1915～1993），江西省瑞

金市人，“少共国际师”战士。新中国成

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八军副

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工程兵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杨思禄（1917～），江西省于都县

人，“少共国际师”战士。新中国成立

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航空

学校参谋长、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顾问。1955年被授予空军大

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耀祠（1916～2010），江西省于

都县人，“少共国际师”战士。40年生

活在毛泽东主席身边，负责安排毛泽东

主席的衣、食、住、行和安全保卫工作，

曾任中央公安警卫师副政治委员、中

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参谋部警卫

局副局长、成都军区副参谋长。1964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江拥辉（1917～1991），江西省瑞

金市人，“少共国际师”第43团通信

员。新中国成立后曾历任沈阳军区

副参谋长，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司

令员，沈阳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福

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

刘玉堂（1913～1980），江西省兴

国县人，“少共国际师”第43团政治委

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后勤

部运输部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

部运输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车管

部部长、武汉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罗有荣（1914～1989年），江西省

宁都县人，“少共国际师”战士。新中

国成立后曾任广州市公安总队政治委

员、武汉市公安总队政治委员、武汉军

区公安军政治委员、湖北省公安总队

政治委员。1962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徐光华（1913～2010），江西省赣

县人，“少共国际师”卫生部政治委

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司令

部通信处政治委员、军区二局政治委

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六

局政治委员、河南省军区政治部主

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谢明（1915～1985），江西省于都

县人，“少共国际师”第45团政治委

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广州军区

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

副政治委员，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政

治学院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

少将军衔。

刘少卿（1911～2003），湖北省黄

冈县（今黄州区）人，“少共国际师”战

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铁路公安

局长，华东局副秘书长兼保卫处长，训

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副部长，总参谋

部军训部副部长、顾问。1955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

谷广善（1909～2007），河北省

高邑县人，“少共国际师”卫生部部

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首任后勤部部长，后任修建

部部长，国防部五院副院长，第七机

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

宋景华（1919～2014），江西省

吉水县人，“少共国际师”连政治指

导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炮兵学校政委、第二海

军机械学校政委、旅顺基地副政委、

北海舰队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

何廷一（1915～2007），原名何廷英，

又名何俊卿，福建省长汀县人，“少共

国际师”司令部参谋。新中国成立后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参谋

处长、第二副参谋长兼空军军事检察

院检察长、副参谋长、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景瑞（1914～1969），江西省

吉水县人，“少共国际师”电台报务

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军委电

台报务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副

主任兼训练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

彭盛（1912～1999），江西省万载

县人，“少共国际师”连长。新中国成立

后曾任第十九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后方办事处政治

委员、组织部部长，志愿军后勤部政治

委员，沈阳军区大连第一疗养院政治委

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谭开云（1914～2003），江西省永

新县人，“少共国际师”政治部组织科

科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军区干

部部部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辽宁省

军区政治委员，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

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吴岱（1918～1996），福建省长汀

县人，“少共国际师”直属队干事。新

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38军副政委、政委，旅大警备区副政

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北京军区政治

部主任、副政委，中共天津市委第二书

记，北京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

袁佩爵（1914～1972），曾用名袁

能钟、袁润生，江西省泰和县人，“少共

国际师”第3团政治处技术书记、师政

治部技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64军政治部主任、政

治委员，旅大警备区副政治委员、政治

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赵复兴（1914～2010），湖北省沔

阳县人，“少共国际师”连政治指导

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军政大学

副校长，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副参谋长，

第五步兵学校校长，河南省军区副司

令员，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

参谋长、司令部顾问。1964年晋升为

少将军衔。

用珍贵红色历史价值
点亮“少共精神”

战争岁月渐渐远去，
少共精神薪火相传

为深入了解这群红色少年的成长

历程、革命历程，记者从2009年开始

实地追踪采访，先后走访了20多个

县。同时，查阅了大量珍贵历史文献，

拜访了数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及红军

后代，考察了多处革命圣地和著名战

争遗址。为此，还多次出国到“少共国

际师”发源地——德国柏林实地考察，

并撰写发表《追忆中国少共国际师》一

文，对“少共国际师”短短一年半左右

的生活和战斗历程进行了全面详细阐

述，以追思怀念这支英勇不屈的特殊

红军部队。《追忆中国少共国际师》一

文经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及国家

有关部门审核通过，成为电视剧、电

影、纪录片《少共国际师》剧本的重要

创作素材。

电视剧、电影《少共国际师》以中

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为背景，着力

描写特殊年代中央苏区的广大青少

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的教育培养下，坚定共产主义信

仰、反对封建礼教、投身对敌斗争，由

“红小鬼”成长为“少共国际师”红军

战士的成长历程，塑造了立秋、正太、

猴子、麻脚、子遥、秋崽等性格生动的

少年群像。这些英雄少年在列宁学

校接受马列信仰，学习文化和军事知

识，在苏区的土地革命热潮和反“围

剿”斗争中经受了考验。最后，他们

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走向保卫苏区的

战场，成为“少共国际师”的少年红

军，用青春和生命在共产主义革命斗

争史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最终成长

为新中国的开国将领。

“少共国际师”是中国革命史上不

可磨灭的一页，这一页突出体现了这

些青少年极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少共

国际师”这面火红的战旗具有很强的

感染力、渗透力，是今天广大青少年爱

国主义教育最直接、最生动、最有说服

力的好教材，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红

色经典历史故事题材。

“少共国际师”红色精神的传承，

可以让今天生活在祖国母亲幸福怀抱

中的孩子们深刻了解当年苏区青少年

走过的艰辛历程和那可歌可泣的动人

故事，感悟当年苏区青少年的成长、生

活、学习和战斗的历史过程。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在今天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对青少

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党史教育、革命

传统教育，进一步树立民族自尊心、自

信心和责任感，让薪火世代相传，为国

家富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是伟大而

光荣的事情。

“为了共产主义，时刻准备着！”对

今天生活在幸福环境中的青少年来

说，“少共国际师”少年英雄是永远的

偶像和榜样。

用影视告诉青少年一段
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

在反映江西苏区革命历史的影视

作品中，《少共国际师》是非常独特的

一部。“少共国际师”这个名字对于许

多人来说都很陌生，但当年江西苏区

那些红色少年英雄的形象以及他们用

行动发出的“最后一滴血，为着新中

国”的铿锵誓言，至今让人心潮澎湃，

久久难以平静。

中国的“少共国际师”成立于

1933年江西苏区反“围剿”斗争中，当

时成建制地加入红军的作战序列，成

为历史上罕见的一支由十六七岁的少

男少女组成的红军部队。这在今天和

平年代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在腥风

血雨的战争年代却是事实。这支部队

在反“围剿”和长征过程中浴血奋战、

英勇不屈，写下了一部可歌可泣的英

雄篇章。一些战士后来成为新中国的

开国将领，而绝大多数战士都在战争

中英勇牺牲了。

《少共国际师》形象地反映了中

国“少共国际师”诞生、授旗、阅兵、誓

师、出征的过程，给今天的青少年观

众提供了一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

生动历史教材，是一部难得的红色题

材。“少共国际师”是中国现代史上独

具特色的光辉一页，它培育和锻造了

像肖华这样一批革命中坚和国家栋

梁。把“少共国际师”搬上银幕，这本

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当代

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

信念教育具有非常鲜明的针对性和

示范性。

《少共国际师》描写了列宁学校和

“少共国际师”的生存状态，叙述了以

立秋、正太、猴子等为代表的青少年投

奔革命的具体经历。在革命的大熔炉

里，他们进入了列宁学校，学习文化，

学习马列，逐步接受了革命思想和肩

负天下责任的中华传统教育，知道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知道了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

和剥削阶级，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

子等做人的道理和信念理想，后来成

为“少共国际师”的一员，以鲜血和生

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

功劳。他们的成长过程有很大的代表

性、典型性，我们老一辈革命家有相当

一部分人就是这样过来的。

时势造英雄，是时代的洪流把这

样一批“大字不识一个”的小毛孩子造

就成了将才、帅才，成为中华民族的英

雄。这对生活在和平幸福年代的青少

年，特别是身为独生子女的“小皇帝”

和“小公主”们来说，有非常强烈的警

示意义，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

教材。通过对苏区青少年生活状态的

描写，以及他们在走投无路下的觉醒，

为自己、为父母以及为自己父母所代

表的阶级复仇，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正

当性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性。这在

当前形势下，也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

和孩子们，我们的共和国是从哪里来

的，又应该走到哪里去。历史不能忘

记，理想不能背叛，这无疑具有强烈的

现实针对性。

对“少共国际师”进行
深度思考和表达

《少共国际师》在生动描述赣南

苏区列宁小学师生革命斗争故事的

同时，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上，对这

一传统红色题材进行了富有深度的

思考、表达和艺术处理，主要表现为

“三个融合”。

一是革命理论与传统文化的思想

融合。苏区列宁学校是培养红色接班

人的摇篮，其教育应该是以马列理论

为主。尽管在起初的教学中，学生们

与热衷于孔孟国学的老师“良先生”产

生了冲突，但最终“良先生”为掩护学

校师生而英勇牺牲时，烈火中的“良先

生”高声朗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画

面一转，学生们站在高高山岗上齐声

应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交相呼应，意蕴深远，警示这

一千古名句超越了历史和意识形态的

局限，融化为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精

神象征和中国革命的思想基础。情节

虽然有些夸张，但充满革命浪漫主义

激情，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列

主义精髓和共产主义理想完美地融合

在一起。

二是阶级敌对与童真友谊的人性

融合。立秋、正太、猴子、麻脚等苏区

少年是对白匪军苦大仇深的贫困农家

子弟，子遥是白匪军师长的小公子，这

原本属于两个尖锐对立阶层的孩子们

却一起走进了列宁学校学习，并产生

浓厚的纯真友谊，最终一起加入少共

国际师。这不仅消解了过去许多同类

题材对革命暴力的片面理解和展示，

而且赋予红色经典作品以更加富有人

性和美好希望的丰富色彩。

三是革命同学与青梅竹马的情

愫融合。立秋和细妹是一对青梅竹

马的娃娃亲，他们一起走进列宁学

校，成为革命同学。主创团队很好地

处理了这对矛盾，极力把两个孩子若

即若离的情愫和关系表现得十分妥

帖可信。随后，立秋加入少共国际师

走向保卫苏区的战场，在长征中英勇

牺牲，而细妹却留在苏区苦守立秋70

年终身未嫁。这个根据流传在中央

苏区的真实历史原型而改编的爱情

故事，凸显了革命年代忠贞爱情故事

的悲情和动人之处。

《少共国际师》并没有全面反映

这支在人类军事史上十分罕见的娃

娃部队的丰功伟绩，而是将镜头对准

了一群只有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在进

入这支部队之前传奇而苦难的经历，

生动细致地刻画了苏区青少年的爱

与憎、童心与韧心、聪明与顽强，以及

这个年龄段农村孩子特有的幼稚与

一根筋。

与同类题材相比，这部以青少年

为主角的革命历史影视作品将历史作

为背景，突出了人物可爱的性格，写出

了苦难中的快乐、沉重中的趣味，严峻

的战争生活变得可感可触，以小见大

地反映了“少共国际师”这一特殊军事

群体的历史存在，透视出艰苦卓绝的

时代印迹。

铭记历史不忘先烈，建设
中国（江西）红军影视城少共
国际师基地

为弘扬少共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更加真实地展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历

史时期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奋斗历

程，进一步以实际行动传承和推进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缅

怀革命先辈、传承中国革命历史精神、

滋育现代青少年健康成长，延续“少共

国际师”这群中国青少年英雄典范的

骄傲，充分展示“少共国际师”的光荣

历史和精神内涵，促进赣南等原中央

苏区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

承，推动影视产业和旅游业的相融发

展，提升“少共国际师”的知名度，促进

江西省影视产业发展，在江西省委、省

政府的高度重视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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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央

相关职能部门大力支持中国（江西）红

军影视城少共国际师基地项目建设。

江西省发改委进行了依法审查并组织

专家实地评估论证，正式批复同意“中

国少共国际师摄制组”选址在“少共国

际师诞生地宁都”筹建中国（江西）红

军影视城少共国际师基地（党史研究

教育基地、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

青团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随

后，江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将中国（江

西）红军影视城少共国际师基地建设

项目列为江西省重大影视产业项目，

并安排局领导作为少共国际师基地的

挂点干部。

中国（江西）红军影视城少共国际

师基地的建设，对于用“少共精神”教

育激励青少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基地主要承担爱国主义教育、党史教

育、理想信念教育、国防教育、影视拍

摄、体验客家民俗文化、红色旅游、休

闲度假等功能。

《少共国际师》对当代青少年具

有特殊的教育意义，中国的未来寄托

在新一代青少年身上，少年强则中国

强。要强壮自己的精神和体魄，青少

年就不能忘记优良的革命传统，不能

忘记革命前辈们是如何从腥风血雨

的少年时代走过来的，不能忘记他们

为创建新中国所付出的一切，包括鲜

血和生命。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让青少年铭记历史，不忘先

烈，激励他们艰苦奋斗，共创美好生

活，实现“中国梦”，是一件功在千秋

的伟业。

（本文配图由本报记者李兴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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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少共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电视剧、电影《少共国际师》摄播相关文件

《少共国际师》誓师出征拍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