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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邑籍红军团长云宗连
烈士， 生前身后的传奇故事，
镌刻在历史的深处。

———他曾获得著名的红
星奖章，然而后人对其战功知
之甚少。

———湘江战役烈士纪念
碑有他的英名。而战友回忆他
牺牲在大渡河畔泸定桥头。

……

历史天空 彩云长在
———鹿邑籍红军团长云宗连烈士的故事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侯国防

用行动告慰红军烈士英灵 ，让
革命薪火永续传承。

2022 年 11 月 1 日，周口报业传
媒集团《周口红色记忆》采访组来到
老子故里鹿邑县， 采访长征期间牺
牲的红军团长云宗连的故事。

在鹿邑县产业集聚区姚庄行政

村组织的简单座谈会上， 记者见到
了云宗连的侄孙女云小娇和多年来

热心收集并讲述云宗连故事的老教

师王怀祥、孙德功等人。
过去的岁月， 云宗连家人一直

在打探他的消息。 再后来，当地红色
文化爱好者吴万金等人也加入寻找

云宗连的行列， 并写出许多怀念性
文章，在鹿邑县引起很大反响。

记者的到来似乎再次拨动云宗

连亲属的心弦 ，云小娇眼含热泪讲
述了云宗连离开家乡后的点点滴

滴……
其实， 在见到云宗连的家人之

前，他的事迹就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红军烈士的故事， 总是充满意

外和传奇。 座谈中，记者向大家讲述
了今年 6月在广西兴安县“红军长征
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采访时，意
外得到的云宗连的一些信息。

大家各诉心声，讨论热烈。
云宗连背后有很多历史事件 。

有的惨烈血腥、 有的伤感凄美……
拨开历史迷雾， 烈士的形象更加饱
满。 大家有着共同的心声，云宗连牺
牲在红军长征途中， 成为共和国烈
士。 80多年过去了，虽然他的故事还
有许多隐藏在历史深处， 但他英勇
无畏、 为国尽忠的精神将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人。

烈士英名 闪耀兴安狮子山

云宗连，鹿邑县涡北王庄村（现
属产业集聚区）人，18 岁时加入冯玉
祥的西北军， 后该部队被收编为国
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 1931 年 12
月云宗连随部队参加第二十六路军

宁都起义，加入红军并入党。 参加过
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1934 年
参加长征。

云宗连随中央红军长征期间 ，
经历了惨烈的湘江战役。 一说到湘，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湖南。 提起湘
江战役，不少人以为发生在湖南。 其
实， 湘江战役这段壮丽的红色史诗

主要书写在广西桂北的兴安、 全州、
灌阳三县。

2022 年 6 月 26 日，记者从湖南
采访沈丘籍红军烈士、湘鄂赣省军区
司令员严图阁事迹归来时，怀着崇敬
的心情，来到了位于广西兴安县城南
一公里狮子山上的“红军长征突破湘
江烈士纪念碑园”瞻仰。

登上狮子山，映入眼帘的大型雕
像震撼人心。 “红军、送别、长征、渡
江、永生”浮雕再现了红军突破湘江
时的惨烈情景。

从碑园文字介绍可知，红军长征
中最悲壮的一页就是湘江战役。 湘
江战役是长征中历时最长、 规模最
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战。
碑园经聂荣臻元帅建议， 国务院批
准，于 1993年举行开工典礼。

展厅内，一件件湘江战役中红军
用过的物件展陈在馆中，似乎在诉说
着那段悲壮的历史。

长达 30多米的红军烈士英名长
廊，收集了 20321 名牺牲的红军战士
姓名，看后让人痛心。 湘江战役中一
幅幅血与火、生与死、存与亡的历史
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离开烈士英名长廊， 记者攀登
184 级台阶来到了位于山顶的纪念
碑碑亭。 在高达 34米的纪念碑碑亭
内，记者意外发现，这里收录有湘江
战役期间师团级红军烈士英名录碑

刻。
在第一面烈士英名录碑刻前，记

者看到了一行行红军烈士英名和简

介：
陈树湘，湖南长沙人，红五军团

34师师长。
刘世浩，红三军团新兵师师长。
程翠林，红五军团 34师政委。
王光道，红五军团 34师参谋长。
……
他们都牺牲于 1934年。
记者认真地参观着、 思考着、记

录着。 这些师长、团长们牺牲时大都
是二三十岁， 如花的生命早早凋谢，
让人伤感。

在第二面碑刻前，记者惊喜地看
到，在长长的师团级红军烈士英名录
中，第一个是云宗连的名字：

云宗连 （———1934），河南人 ，红
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参谋长 、团
长，1934年在湘江战役期间牺牲。

这正是几年来记者苦苦寻找的

河南籍云宗连烈士。 万万没想到，记
者会在这里和云宗连“不期而遇”。这
份师团级英名录中大部分烈士没有

出生年月，甚至没有家庭籍贯，有的
只是牺牲时的职务和时间。

这一刻，忠诚、勇敢、善战的红军
将士把“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定信念
跟党走” 的初心使命诠释得淋漓尽
致，让人泪目。

记者轻抚这块碑刻，想象着这些
红军将士当年长征时的模样，轻轻呼
唤着云宗连的名字，告诉这位周口籍
的红军英烈，现在岁月静好，国富民
强， 你们为之奋斗的梦想已经实现

了。云宗连老前辈，来自家乡的问候，
您听到了吗？

在这个被葱茏树木掩映的碑园

里， 云宗连和所有红军烈士一样，与
狮山共峻极，与湘水同流长，永远地
激励着后来人不怕困难、发奋图强。

11 月 1 日， 当我们来到云宗连
的家乡，介绍云宗连“在湘江战役期
间牺牲 ” 的证据时 ， 大家颇感意
外———因为云宗连战友、新中国成立
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的刘向三在回

忆录《往事的回忆》中曾说，云宗连牺
牲在掩护红军战士飞夺泸定桥的战

斗中。 多年来，云宗连的家乡人已经
相信了这个说法。

云宗连究竟牺牲在哪里？仔细分
析两个说法，莫衷一是。 惨烈的湘江
战役和飞夺泸定桥战斗间隔仅半年，
在当时的情况下，红军将士一边战斗
一边行军，将士们一个个倒下。 一位
红军指战员牺牲在何处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他为长征胜利尽了自己最大

的努力。
参加座谈的几位老人争论了半

天，最终达成一致：无论牺牲在哪里，
反正是战死在长征路上。

云宗连，长征中为革命事业捐躯
的烈士，大家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
战友相助 家人终知“云归处”
在家中，云宗连排行第四，三个

哥哥依次为云宗浩、云宗学、云宗兆。
云宗连 1919 年考入开封市 “河南留
学欧美预备学校”， 在此期间他结识
了赵博生 （宁都起义主要领导人之
一）等进步军人。

按辈分， 今年 50 多岁的云小娇
应当称云宗连四爷。

谈起四爷云宗连和四奶王月英，
云小娇充满了伤感。 小时候，云小娇
曾跟着四奶王月英长大，最了解四奶
内心的痛苦。

“1921 年，四爷参军入伍，此后 7
年未归， 家乡人都十分着急。 直到
1928 年，四爷才回家和王月英完婚。
在家没几天四爷就走了，从此再也没
有回来，是生是死？ 家人也不知道一
点消息。 ”

“1929 年秋，四奶王月英为四爷
云宗连生下了女儿云素勤。 家人曾
写信把这一喜讯告诉云宗连，苦等很
久，一直没有收到回信。 四爷知不知
道有个女儿？”说到这，云小娇泪流满
面。

“四奶这辈子太苦了， 她等于守
寡一辈子。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很
善良， 经常悄悄拿出四爷的照片，看
着哭，哭着看，然后又把照片放在一
个隐蔽的地方。 ”

“我曾多次问， 四奶， 你咋不改
嫁？四奶总是说，你四爷会回来的，他
想着我们娘俩哩！ ”

在困难的岁月里，王月英母女俩
相依为命。 在亲人帮助下，她们艰难
而顽强地生活着，熬过半个多世纪。

直到 1990 年 5 月初， 云宗连的
战友刘向三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

到安徽省亳州市参加淮河水利会议，

当得知战友云宗连的家乡鹿邑就在

附近，便驱车前来看望。 这时大家才
知道，1935 年，云宗连在掩护红军飞
夺泸定桥时已经牺牲。

得知这一准确消息，王月英心情
复杂。 等了一辈子，丈夫早已魂归他
乡，从此，不会再有一点念想。好在丈
夫是个红军，是好人，这一辈子等待
也值得。

而此时，云宗连的女儿带着从未
见过父亲的遗憾，已经去世几年了。

刘向三回到北京后，把鹿邑之行
报告给他和云宗连在 “宁都起义”时
的领导黄火青（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 中共十二大顾问委员会常
委）和袁血卒（曾任民政部副部长，正
部级）。 在刘向三的帮助下，1992 年
11 月 19 日，民政部批准云宗连为革
命烈士，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

然而，王月英并没有看到丈夫云
宗连被批准为烈士那一天。烈士证明
书批准前不久，她就带着思念和遗憾
离开了人世。

座谈会上，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
刘向三对于云宗连家人的帮助。刘向
三和云宗连关系密切，多年来也没有
忘记自己的战友。

刘向三，1909 年 9 月 30 日出生
于河南省邓县（现邓州市）罗庄镇刘
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31 年 12
月 14日， 他和云宗连共同参加了著
名的“宁都起义”，之后加入红军并入
党。 1979 年，任水利部第一副部长。
2007年去世。

2001 年， 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
有刘向三回忆录《往事的回忆》。里面
介绍着他和云宗连的关系及云宗连

牺牲过程。
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的西北

军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

军，赵博生被任命为参谋长。此时，云
宗连、刘向三都在第二十六路军。 赵
博生任参谋长后，从教导团挑选了个
头在一米六以上、身体健壮、品德优
秀的下级军官来总部。刘向三在回忆
录中说 ： “我就是被挑选的其中之
一。 ”

赵博生让他们先作随从副官，负
责总部警卫工作。 数日后，又陆续调
来一些人员，其中就有云宗连。 部队
开到江西南昌后，由云宗连、刘向三
等人组成的小队被组建为高级执法

队，任务是负责总部长官的安全及高
级军官的军风、 军纪检查与纠正等。
部队到达宁都后，高级执法队增加到
13人。 而因为人员不多，云宗连和刘
向三也彼此熟悉起来。

1931 年， 蒋介石下令第二十六
路军攻打红军。 然而，此时的第二十
六路军在地下党影响下，不少人已经
“心向共产党”了。

“当时， 我们常在一起谈论时政
的有十几个人，至今记得名字的有耿
万福、云宗连、吕咸。 ”从刘向三回忆
录可以看出，宁都起义期间，和他一
起推心置腹谈论时政者就有云宗连。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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