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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沂蒙山走出投身革命，参加南昌起义后南下途中壮烈牺牲

冷相佑：“黄埔硬汉”血染竹竿山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见习记者 贺云龙 孔雪婷

“迟到”的烈士证明

4月下旬的兰陵县神山镇青
竹社区青竹山西村，春色已浓，冷
相佑居住过的老宅便掩映在绿色
之中。

冷海燕拿出一张由民政部颁
发的烈士证明，上面写着：“冷相
佑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
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特发此证，
以资褒扬。”颁发时间为2014年12
月25日。

这是张“迟到”的烈士证明。
早在1956年，冷相佑即被评定为
革命烈士，但亲属并不知情。

“老爷爷1924年离家参加革
命后，除了1925年秋回过一次家，
1926年秋向家里寄过一只箱子
外，家人一直没他的音讯，这也是
我们后人的遗憾。”冷海燕说，
2004年自己去大学报到时，爷爷
冷承备对她说，大学图书馆书籍
多，去找找有没有冷相佑的记录。
但冷海燕没有在图书中发现冷相
佑的名字。

2010年，冷海燕在苍山县（今
兰陵县）法院实习期间，一个偶然
的机会，在湖北省公安网查询到
了冷相佑的名字，籍贯为“青竹
村”——— 这个消息让冷家人沉浸
在了激动之中。

之后，冷氏子孙踏上了寻访
路，先后到广州、南昌、潮州等冷
相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寻访，了
解冷相佑当年生活、战斗的情况，
多年来有关冷相佑的空当逐渐被
填满。

当冷相佑的后人将材料交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后，总
政治部立即出具了证明，并与民
政部门取得联系，补办了革命烈
士证书，以告烈士在天之灵。

近日，山东省委党校研究生、
冷相佑后人冷海林在广东省潮州
市寻访，潮州市委组织部有关领
导亲切接见，向她详细介绍了冷
相佑在潮州竹竿山阻击战中的壮
举，并向冷相佑后人表示慰问。

从青竹村到竹竿山，两地之
间又一次相遇。

小有名气的“文武状元”

距离冷相佑的老屋不远，就
是冷相佑孙子冷言军家。冷相佑
少年求学时期的部分书籍、文稿
和寻访到的资料都在这里，这也

是冷相佑留给后人并不多的物
品。

“当年整理爷爷的书稿时，装
满了整整3个喂牛用的草筐。”冷言
军满是自豪地介绍，冷相佑在兄弟
四人中排行老二，自小学习勤奋刻
苦，在家时就读了很多经典。

翻开冷言军保留的《论语》
《孟子》《书经精华》等书籍，泛黄
的书页上能清晰地看到冷相佑用
毛笔做的笔记，书面工工整整，字
体俊秀儒雅。

“为了练字，爷爷将见到的青
石碑上的碑文拓下来，照着拓片，
一遍又一遍地临摹。”冷言军说，

“爷爷的蝇头小楷比书上刻的还
整齐美观，乍一看很难辨别哪些
是手写的，哪些是刻印的。”

冷相佑不仅写得一手好字，
还擅长文辞。1919年，冷相佑考入
山东省立第五中学（临沂一中前
身）后，接受了“五四运动”精神影
响，其所写的《国家财政日行困难
而国民生活程度日渐增高其原因
何在并建议补救之策》《道德之制
人严于法律论》《处己接物以忠恕
为本论》等文稿，无一不迸发着爱
国青年的慷慨与敏锐。

冷相佑还习得一身好功夫。
“民国初年，冷氏太祖长拳在兰陵
一带小有名气，冷氏族人都会此
拳法。”冷言军介绍，冷相佑跟着
长辈们习武练拳，练就了良好的
体格，在少年时期可以单手翻过
村里农户的土围墙，还可以轻而
易举地单手上马，素有“文武状
元”之称。

英勇善战的“黄埔硬汉”

1923年末，黄埔军校筹备期
间，冷相佑表兄张苇村作为国民
党“一大”代表回原籍山东招生，
张苇村介绍其报考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录》中记
载：1924年春节后，冷相佑等离家
去上海，3月14日到达上海环龙路
44号（国民党执行部）参加黄埔军
校的初试。初试合格后，冷相佑坐
船前往广州，4月参加黄埔军校总
考试，5月中旬被录入黄埔军校一
期步兵科，编入第四学员队学习。

黄埔军校入学登记表中，冷
相佑在“入学原因”一栏自填：“为
学习军人知识，锻炼军人体格，以
冀将来推翻列强帝国资本主义，
打倒国内军阀，完成革命主义之
目的。”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冷相
佑的革命思想不断进步并逐渐成
熟。1924年7月，冷相佑由陈赓介

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黄埔军
校异常严苛的训练，自幼习武的
冷相佑应对自如，仅用半年时间
就学习完成三年的军事课程。

1924年11月30日，因国民革
命的需要，黄埔军校一期645名学
员提前毕业，学习成绩优异的冷
相佑留校担任黄埔军校教导二团
排长。

随后，冷相佑参加了第一次
东征和第二次东征，在讨伐陈炯
明的战斗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
验，为巩固广州革命政权作出了
贡献。

1926年8月，北伐战争开始，
冷相佑所在部队作为开路先锋，
一路摧枯拉朽，直捣湘鄂赣守敌。
冷相佑因英勇善战，获称“黄埔硬
汉”。

战斗到最后一息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
声枪响，划破历史长空。冷相佑所
在的第二十军军官教导团于夜间
2时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
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
至拂晓，全歼守军。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冷
相佑英朗俊秀的头像浮雕镌刻在
墙壁上。纪念馆提供的《王之宇回
忆录》等材料记载：冷相佑参加南
昌起义时任教导团第一总队总队
长，所在部队担当主攻敌79团的
任务，并且“完成得非常出色”。

南昌起义后，冷相佑带领所
属队伍按计划南撤。8月10日和23
日,冷相佑率队参加“石城战役”
和“会昌战役”，大溃敌军。

9月23日，起义军进入潮州
城，建立了历时七天的红色政权，
史称“潮州七日红”，粟裕大将曾题
词：“潮州七日红，青史垂千秋。”

24日下午，起义军领导人周
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部
离开潮州前往汕头，冷相佑奉命
掩护机关安全南撤。9月30日上午
9时许，国民党部队9000余人向潮
州扑来，冷相佑率教导团第一总
队和六团六连700余人作为主力，
固守城西韩江岸边竹竿山。

战斗异常惨烈，下午4时许，
冷相佑部弹药殆尽，伤亡达500余
人。冷相佑腹部和背部受伤，肠子
外流，这位硬汉顽强地支撑着生
命，战斗到最后一息。

“爷爷牺牲85年后，终于知道
爷爷是什么样子了。”2012年11
月，冷言军兄弟到黄埔军校寻访
时，捧着资料里冷相佑的照片泣
不成声。

人物小档案

他是黄埔军校一期100多位中国共产党员之
一，也是唯一一位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第
二次东征，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山东籍共产党

员；他在随部队撤离南昌南下途中，在潮州竹竿山阻击战中英
勇牺牲，年仅24岁——— 他叫冷相佑，别名相祐，临沂市兰陵县
神山镇青竹村(旧属郯城县)人。

令人遗憾的是，自冷相佑1924年离家参加革命后，家人一
直都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2010年，冷相佑重孙女冷海燕在网
上发现了冷相佑的英名，后人又多地寻访，冷相佑传奇的一
生、革命的一生、英雄的一生逐渐清晰。

冷相佑

（1903 . 1—1927 . 9）

别名相祐，汉族，山东
临沂兰陵县神山镇青竹村

（旧属郯城县）人。1924年5
月入黄埔军校一期步兵
科，同年7月经陈赓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
过第一次东征、第二次东
征、北伐战争、南昌起义
等，在潮州竹竿山阻击战
中壮烈牺牲。

▲修缮

后的祖屋。

民政

部补发的烈

士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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