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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图阁：血洒湘鄂赣的红军将领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苑美丽

������窗外春寒料峭 ， 屋内暖意融融 。
2022 年 2 月 11 日， 在沈丘县刘庄店镇
政府会议室 ， 严图阁的侄孙严东臣热
情地接待了记者一行及沈丘县委宣传

部 、 县委党校有关部门负责人 ， 讲述
了他所知道的严图阁往事。

1965 年出生的严东臣是刘庄店镇
政府工作人员 。 说到伤心处 ， 他禁不
住眼圈发红 ： “严图阁是俺二爷 。 严
图阁弟兄三人 ， 他排行老二 ， 俺爷是
老大。 严图阁 18 岁那年， 和俺爷一起
参加了西北军……”

投笔从戎： 壮士一去不复还

时光倒流 ， 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
年代。 1903 年 ， 严图阁出生于刘庄店
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 彼时的中国 ，
国力衰弱 、 社会动荡 。 为改变家庭困
境， 1911 年 ， 严图阁被父亲送进刘庄
店小学读书 ， 后入县立高等小学 。
1917 年， 严图阁被淮阳中学录取 。 由
于他勤奋学习 ， 成绩优秀 ， 深得老师
器重和同学赞扬。

及至严图阁成年 ， 那时的中国仍
是军阀混战 、 民不聊生 。 面对此情此
景 ， 严图阁忧国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
决定投笔从戎 ， 以期找到救国救民的
光明大道。

“长大后我经常听父亲说， 严图阁
离开家乡时与马氏结婚三天 ， 走后他
再也没有回来 。 由于受当时落后的交
通 、 通信条件限制 ， 家里从此没有他
的一点确切消息 。 其中最伤心 、 最受
煎熬的就是我的二奶奶马氏……” 讲
起悲伤往事 ， 严东臣控制不住情感 ，
泪水夺眶而出。

在严东臣眼里 ， 二奶奶马氏是人
世间最不幸的人 。 严图阁走后 ， 在长
年累月得不到消息的情况下 ， 等待显
得如此漫长 ！ 日日夜夜 ， 无时无刻 ，
马氏牵挂着远走他乡丈夫的安危 。 一
年 、 两年……三十年 、 五十年……马
氏盼星星 、 盼月亮 ， 每天以泪洗面 ，
内心承受着巨大的伤痛。

马氏柔弱的肩膀撑不起这个家 ，
只好回到娘家居住 。 但是 ， 内心坚强
的她 ， 依然选择思念 、 选择期盼 、 选
择等待 。 在遥遥无期的思念 、 期盼和
等待中， 白发满头……

对家人来说 ， 严图阁生死未卜 ，
他在哪里一直是个谜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 ， 有关严图阁的传言四起 。
有人说他参加红军早牺牲了 ， 有人说
他跟着国民党到了台湾……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寻找严图阁是一个颇费周折的过

程 。 由于严图阁无儿无女 ， 重任就落
在妻子马氏和严东臣父亲的身上 。 谈

到这里 ， 严东臣激动地
说 ： “我从小就听父亲
说 ， 他发誓要找到严图
阁的下落。”

为 了 实 现 这 个 诺

言 ， 严东臣的父亲开始
了艰辛的寻访之路 。 后
来 ， 根据打听到的一些
信息 ， 他曾两次奔赴北
京找到严图阁当年的战

友傅秋涛。
傅秋涛 ， 曾任湘鄂

赣省委书记 、 湘鄂赣省
军区政委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开国上将 ， 先后任
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 、
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

会副主任、 中纪委常委。
傅秋涛和严图阁在

湘鄂赣省军区工作时是

亲密战友 ， 彼此有着深
厚情谊 。 在傅秋涛的帮
助下 ， 严图阁的红色足
迹才逐步清晰地呈现在

人们面前……
日如箭 ， 月如梭 。

在经历了 50 多年漫长岁
月后 ， 1973 年 ， 马氏终
于等来了丈夫严图阁的

准确消息———只是 ， 严
图阁早已牺牲在湖南平

江 。 若有来生 ， 她一定
会追寻心爱的人， 白发再相聚！

在严东臣的思绪里 ， 总是充满感
慨 ， 他说 ： “我从小就觉得 ， 命运对
我二奶奶太不公平 ， 她一生未改嫁 ，
一世孤独 。 由于我二奶奶是红军烈士
遗属 ， 后来县里给予我二奶奶生活上
一些照顾 ， 让她安度晚年……” 上世
纪 80 年代， 守寡 60 多年的马氏带着思
念和遗憾， 悲情离世。

得到二爷严图阁牺牲的消息时 ，
严东臣已经是小学生了 。 在少年时代
的印象中 ， 他觉得很自豪 ， 因为二爷
扛过枪、 打过仗， 是一位红军老战士，
是一位为了革命事业舍生忘死的军区

司令员。 时至今日， 提起二爷严图阁，
严东臣感到光荣依旧。

浴火重生： 宁都起义向光明

战火纷飞的年代 ， 也是英雄辈出
的年代 。 随着严东臣的讲述 ， 我们仿
佛置身当年的硝烟炮火中。

党史资料记载 ， 严图阁参军后 ，
先是在冯玉祥的学兵连当兵 ， 由于具
有一定文化水平 、 乐于助人 ， 逐步被
提升至营长 。 蒋冯战争发生后 ， 冯玉
祥败北， 严图阁所在部队被收编为 26
路军， 他任 74 旅 1 团 3 营营长。

幸运总是不期而遇 。 这支部队建
立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时在 26 路军
任总指挥部参谋长的赵博生 ， 旅长董
振堂、 季振同等人对严图阁十分器重，
屡与交谈 ， 畅谈革命理想 。 正是受到
革命志士的深刻影响 ， 严图阁的思想
觉悟发生了质的变化 ， 思想境界有了
新的飞跃 。 这也为他后来参加宁都起
义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小时候 ， 父亲曾交给我们一本
书， 书名叫 《烈士永生》， 嘱咐我们一
定要保存好 ， 因为书里面有关于我二
爷严图阁的事 。 可惜这本书后来找不
到了 。 我清晰记得， 那是一本紫皮书，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 ， 最后在湖南
岳阳工作的一位亲戚帮助下 ， 终于找
到了这本书。” 严东臣甚是欣慰地说。

严东臣所说的这本紫皮书是 《烈
士永生》 （第三集）， 由河南省民政厅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9 月出
版 。 这是一本极具史料价值的回忆录
文集。

记者有幸看到了这本书 。 该书前
两篇文章就是 《忆湘鄂赣军区司令员
严图阁》 《悼念严图阁同志》， 作者分
别是苏进 、 张藩 ， 他们都是严图阁的
亲密战友。

苏进 ， 1931 年和严图阁共同参加
了宁都起义 ， 1955 年被授予解放军少
将军衔， 曾任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苏进在回忆录中说 ， 他和严图阁
相识于西北军， 同在冯玉祥的 74 旅一
团 。 苏进任副团长时 ， 严图阁任 3 营
营长 ， 彼此接触较多 。 他们有着共同
的革命理想 ， 最终一起投入到宁都起
义的斗争中去。

众所周知 ， 受红军反 “围剿 ” 胜
利的影响， 国民党军第 26 路军于 1931
年 12 月 14 日举行宁都起义， 后被改编
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 宁都起义
的胜利 ， 打击了国民党在湖南的反动
统治 ， 壮大了红军力量 ， 推动了湘鄂
赣边界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

在苏进笔下， 严图阁的形象鲜活地
走进人们的视野。 苏进详述了他和严图
阁的交往过程以及参加宁都起义的经

过。 起义当天下午， 苏进和严图阁到旅
部参加了旅长季振同召开的紧急会议。
按照季振同和团长黄中岳的要求， 严图
阁率 3 营包围 26 路军总指挥部， 主要
任务是负责在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举

行 “宴会” 时， 捉拿赴宴的全体反动军
官。 终于， 按照领导安排， 严图阁率部
“瓮中捉鳖”， 出色完成任务， 为整个起
义作出了突出贡献。

宁都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伟大而

光荣的一页 。 正是宁都起义 ， 使严图
阁撕开了黑暗， 走向了光明。

前仆后继： 枕戈待旦御强敌

党史 、 军史清晰记载 ， 宁都起义
后， 严图阁于 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红军大学学习结业后被派到湘鄂赣

革命根据地， 担任军区参谋长兼红 16
军参谋长 。 1933 年 2 月 ， 他主持将湘
鄂赣军区独立第一师 、 第二师组建为
红 18 军， 担任军长 。 6 月 ， 全军统一
编制 ， 红 18 军缩编为红 18 师 ， 任师
长 ， 留任湘鄂赣军区参谋长 ， 负责重
建红 16 师。

1934 年 10 月， 红军主力突围后开
始长征 ， 国民党军队加紧对湘鄂赣革
命根据地的围剿 。 1935 年 ， 湘鄂赣军
区司令员徐彦刚不幸牺牲。 1936 年初，
严图阁受命于危难 ， 奉命接任徐彦刚
职务 ， 继续动员组织全区军民坚持游
击战争 ， 牵制国民党部队 ， 配合中央
红军长征， 保卫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位置特

殊 ， 牵制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 ， 减轻
了红军长征压力 ， 有力支援了全国革
命 。 红军长征期间 ， 湘鄂赣革命根据
地尽管遭受敌人疯狂围剿 ， 但星星之
火始终不灭， 革命红旗始终不倒。

“凡接触过他的人， 都非常崇敬和
爱戴他。 他是个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
多谋善断的军事指挥员 。 生活从不特
殊化 ， 博得了广大干部战士对他的尊
敬和依赖。” 这是战友张藩在 《悼念严
图阁同志》 一文中， 对严图阁的评价。

张藩 ， 曾任湘鄂赣军区政治部组
织部部长 。 1955 年被授予解放军中将
军衔， 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张藩和严图阁同样有着生死之交。
1935 年冬， 由于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中
征战 ， 严图阁身患肺病 ， 只得带着警
卫员 、 机枪连长以及几个随员到蒲圻
中心县委养伤 。 在这里 ， 他遇上了赴
省委请示工作的张藩 。 亲密战友历经
危险， 在这里相遇， 甚感欢慰。

张藩在回忆录中 ， 详述了他和严
图阁在蒲沂战斗中突围的过程。 一天，
严图阁 、 张藩等人正和蒲沂中心县委
书记谈心 。 没想到的是 ， 这位县委书
记已叛变投敌 ， 他借口外出 ， 几个小
时后带着敌人的手枪队 ， 将严图阁 、
张藩等人包围 ， 一时间枪声大作 。 面
对危急情况 ， 严图阁 、 张藩等人奋力
冲出重围 。 正是在这次战斗中 ， 严图
阁身负重伤……

红军主力长征期间 ， 湘鄂赣革命
根据地游击战争环境之险恶 ， 生活之
艰辛 ， 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 。 当
地军民不仅要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殊死

斗争， 还要同内部变节分子不懈斗争。
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和同志们对革

命的坚定信念 ， 要想度过那段艰苦岁
月是不可能的。

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斗争最艰苦

的时候 ， 严图阁拖着受伤的身躯 ， 仍
然指挥战斗 。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 ，
根据地军民生活越来越艰难 ， 经常缺
医少药 、 缺盐断粮 ， 有时只能以清水
煮野菜充饥 。 在严图阁等军区领导带
领下 ， 根据地军民同敌人进行了一次
又一次殊死血战。

张藩回忆录中说： 严图阁虽然到湘
鄂赣的时间不长 ， 但部队对他的反映
非常之好， 是个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
多谋善断的军事指挥员 。 干部战士称
他是 “小诸葛”。 无论是指挥大部队作
战 ， 还是带小部队打游击 ， 他对情况
判断都比较准确 ， 运筹稳重 、 坚定 。
大家都说： “跟严参谋长打仗放心。”

一年三百六十日 ， 多是横戈马上
行 。 在敌人严密封锁下 ， 1936 年 ， 由
于得不到及时医治， 严图阁 33 岁的生
命之花凋零在平江县高山之巅、 白云生
处的湘鄂赣军区鹰嘴岩黄金洞指挥所。

严图阁为了革命事业为国尽忠 ，
值得永远铭记 。 苏进在回忆录中特意
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 严图阁牺牲后 ，
1937 年 4 月的一天 ， 苏进从前方回到
延安向毛主席汇报了宁都起义的详细

经过 。 在接见宁都起义部分干部时 ，
毛主席提到严图阁时神情庄重地说 ：
“严图阁同志后来表现得很好 ！” 苏进
在文中特别指出 ， 毛主席操着湖南口
音， 把 “很好” 的 “很” 字拉得很长，
充分肯定了严图阁一步步成长为红军

将领的正确革命方向。
苏进当时曾有疑问 ： 毛主席是怎

么了解严图阁同志的情况的呢 ？ 苏进
回忆录中说： “直到 1942 年， 我在南
泥湾遇见在湘鄂赣根据地坚持 3 年游
击战争的谭玉保同志 ， 才知道是他向
毛主席汇报的。”

“成千成万的先烈， 为着人民的利
益 ， 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 ， 让
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 ， 踏着他们的
血迹前进吧！” 1945 年 4 月， 在延安召
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 公
布了李大钊等 60 位著名烈士。 大会闭
幕后 ， 党中央举行了第一次革命烈士
追悼大会。

烈士 ， 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 ，
他们冒着枪林弹雨 ， 前仆后继 ， 唤起
民众的自我觉醒， 引导人民走向光明。

为了革命事业和崇高信仰 ， 严图
阁用 33 岁的生命书写了一曲壮丽的青
春之歌。 他为人民而生， 为人民而死，
永远地活在人民心中。

严图阁是周口人民的骄傲！

彪炳史册： 红色精神放光芒

每一位血染远方的忠魂 ， 都会对
故乡有着深深的眷恋。

严图阁牺牲后的几十年间 ， 留给
家人的是焦急等待和无尽思念 。 直到
1973 年底 ， 烈士终于等来了亲人 ， 走
向了 “回家” 的路。

严东臣说： “1973 年 11 月， 沈丘
县政府通知我们 ， 严图阁已经在湖南
平江牺牲 。 后来 ， 我们家人在县委有
关人员带领下 ， 来到了严图阁牺牲的
地方 。 当时去的是俺爸和俺二奶奶 。
他们此行的目的 ， 就是将严图阁烈士
遗骨迁回沈丘县 ， 安葬沈丘县烈士陵
园。”

记者此前曾和平江县委党校罗精

华取得联系 。 罗精华出生于平江县教
育世家 ， 热衷红色历史研究 。 他向记
者提供了有关严图阁烈士迁葬的历史

资料。
严图阁 1936 年牺牲后， 当地群众

将严图阁遗体抬到附近一棵大树下安

葬 ， 并在坟头上盖了许多树枝 。 1973
年 11 月中旬， 在当年亲自参与下葬的
同志和严图阁部下的引导下 ， 大家终
于找到了严图阁的坟墓 。 经过多年风
吹雨蚀 ， 这个土坟已不很明显 ， 如果
不是当年亲自参与下葬同志的确认 ，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座军区司令员的

坟墓 。 打开坟墓 ， 根据坟墓里的遗物
看到 ， 这正是严图阁的遗骨 。 当天下
午 ， 严图阁遗骨由平江县委正式移交
沈丘县委 。 严图阁烈士牺牲 37 年后 ，
终于回到了故乡。

说起严图阁墓 ， 严东臣说 ： “现
在 ， 平江县也有一座严图阁烈士墓 。
严图阁烈士遗骨从平江迁回沈丘后 ，
平江县后来在墓葬原址重新修建一座

严图阁烈士墓 ， 表达当地人民对严图
阁深深的怀念。”

严东臣还讲到 2021 年清明节前夕，
他作为烈士后人 ， 受邀到平江县为严
图阁扫墓的一些情况 ： “当时 ， 我们
一行四人 ， 来到了平江县烈士纪念陵
园扫墓 。 陵园离县城很远 ， 周围群峰
高耸 ， 古木参天 。 严图阁烈士墓碑是
用一块银灰色大理石刻成 ， ‘严图阁
烈士墓’ 几个大字庄严肃穆……”

实际上 ， 严图阁最后工作和牺牲
的地方 ， 正是他和战友指挥红军和地
方武装作战的地方 ， 也正是当年湘鄂
赣军区的指挥部 。 现在 ， 平江县有关
部门已把严图阁烈士牺牲地开辟为干

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 ， 用来激励
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留下的

宝贵精神财富 ， 传承好革命传统和红
色基因。

在这里 ， 严东臣拍下大量影像图
片资料 。 遗憾的是 ， 严图阁生前没有
留下一张照片 ， 他给大家留下的只是
一段闪光的红色足迹 、 一段血与火的
红色记忆……

如今 ， 平江县有关部门仍和严图
阁的后人保持着联系 ， 共同挖掘严图
阁的红色记忆。

2020 年 7 月 ， 平江县委党校派党
史研究室负责人赶赴沈丘县了解情况，
完善红色教育基地建设。 2021 年 3 月，
沈丘县委党校一行 5 人也来到平江县，
深入严图阁浴血奋战 、 光荣牺牲的地
方 ， 全面了解英雄事迹 。 严图阁烈士
像一条红色纽带 ， 将河南沈丘 、 湖南
平江紧紧相连。

严图阁故居遗址距离刘庄店镇政

府约一公里 。 在严东臣等人带领下 ，

记者步行来到这里 。 故居历经变迁 ，
早已不见昔日模样 。 然而 ， 这里的人
们都知道 ， 豫东这片土地上曾经走出
一位血洒湘鄂赣大地的著名红军烈士、
军区司令员！

怀着崇敬之情 ， 记者一行驱车来
到沈丘县烈士陵园瞻仰 。 沈丘县烈士
陵园 1958 年建园， 已进行过多次升级
改造 。 陵园内的 “革命烈士英名墙 ”
上 ， 刻有严图阁等 300 多位烈士的名
字 。 纪念厅内 ， 有严图阁事迹简介 ，
无言的文字和斑驳的画面 ， 仿佛让人
看到了猎猎飘舞的军旗 ， 听到了英雄
出征的号角。

高高的英雄纪念碑附近是严图阁

烈士墓 ， 旁边有无名烈士墓 、 老红军
王广建烈士墓 、 解放军朱彬烈士墓
……苍松翠柏间， 烈士们可以安息了。

“英雄功劳换来民族幸福， 烈士血
汗奠定国家安全。” 沈丘县烈士陵园大
门两侧这副对联 ， 正是人们对英雄和
烈士们最真诚的赞美和感恩！

采访札记：

埋骨何须桑梓地 ， 人生无处不青
山 。 从严图阁牺牲到今年 ， 时光已经
过去 80 多年， 烈士的英灵早已融入青
草依依的三湘大地、 豫东平原。

严图阁是沈丘人民的好儿子， 也是
平江人民的好儿子。 多年来， 两县人民
始终没有忘记这位红军烈士。 在新时代
党史学习教育影响下， 两县党史教育部
门挖掘烈士背后的精神元素和红色力

量， 讲好初心使命故事， 夯实红色教育
根基， 共同弘扬革命者勇敢忠诚、 前仆
后继的伟大精神 ， 代代相传 ， 生生不
息。 沧海桑田， 永远模糊不了人们的红
色记忆。 ②5②16③7③10
（本文图片提供： 湖南平江县委党校罗
精华）

�� 他是中国工农红军 18 军（后缩编为红 18 师）首任军长，曾任湘鄂赣军区司
令员，1936 年牺牲于湖南省平江县，时年 33 岁。

这位著名烈士严图阁， 来自河南省沈丘县刘庄店镇, 是当时湘鄂赣革命根
据地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之一。

严图阁画像

严图阁牺牲地———湖南平江鹰嘴岩黄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