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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军詹大南的长征故事
和他一样的老将军，全国还有16人健在

百岁的时候照片

老将军詹大南在医院养病

詹大南，1914年生于金寨县槐树湾乡，1931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
国共产党。曾任红15军团保卫局科员，第28军直属队特派
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战斗。1934
年11月随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了劳山、直罗镇战
役。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胡遵远 任绍松 记者 雷强 文/图

传奇将军戎马一生
日前，带着家乡人民对老红军、老将军的无比

思念和无限敬仰，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与金
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等一行人，专程来到中国人
民解放军南京总医院，看望安徽将军县唯一健在
的开国将军、金寨籍老红军詹大南。当日下午3点
半左右，记者一行来到南京总院南楼。在詹大南
之女詹化文的引导下，大家见到了长年在此休养
治病的詹老将军，据介绍，全国和詹大南同时
（1955年）授衔的将军，目前仅有16人健在。

虽然詹将军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可比记者
预想的要好很多。听说家乡来人，得知今年是长
征胜利 80 周年，知道我们是专程过来采访，一向
少有反应的老将军，慢慢睁开眼睛，并动了动嘴
唇……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样的情况很少
出现！可能是首长听懂了大家的话。

随后，我们同詹大南之女詹化文、长子詹化武
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从将军的人生历程谈到辉
煌业绩，从长征岁月谈到精神品质……姐弟两人
比较详尽地介绍了老将军的有关情况，并展示了
记录将军人生风采的几十张珍贵照片。

詹大南1929年5月在立夏节起义的影响下参加
革命的。曾参加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
朝鲜战争，荣获了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
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还获
得过朝鲜金日成主席授予的国旗二级勋章两枚。

1966 年 11 月 10 日，詹大南任甘肃省委书记
处书记。1968年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甘肃省军
区司令员，1969 年 8 月以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
员。1983年，从副司令的岗位上退下来。1982年
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委员。

与徐海东结下生死之交
1934年4月，鄂豫皖省委召开会议期间，军

长徐海东见詹大南的军事素质不错、各方面表现
很好，就把他调过去，使他成为自己的保卫员。

徐海东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授衔的 10 位
大将之一，也是中央军委确认的36位军事家之
一，尤其擅长游击战。毛泽东曾经说过，为革命
牺牲最多的是徐海东同志，他的亲属中有66人
为革命捐躯。

当保卫员不久，詹大南随徐海东回家看望他
的妈妈。第二天一早，敌人突袭这个村子，向徐
海东扔过来一枚手榴弹，詹大南见状立即将徐海
东扑倒在地，可是他的腿还是被炸伤了。詹大南
背起他就往回跑，路上正好遇见和自己同年参军
的弟弟詹大海，两人一起带着徐海东摆脱了敌
人。1935年，徐海东在亲自指挥突围时陷入敌
人的包围圈。詹大南冒着枪林弹雨，冲到马夫身
边，拉过马缰、跃马来到徐海东面前。首长骑上
马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事后，徐海东对詹大南
讲：“这次，你又救了我一次，好样的！”

詹大南说，首长也救过他的命。一次，詹大
南的脚被敌人打穿了。有人提出将他留在老乡
家里养伤。大家都明白，留下来就意味着生命
不保。因为大部队走了，还乡团发现了红军伤
员是不会放过的。这时，副军长徐海东说：“他
的伤不重，弄口牲口给他骑着走。”

很多年后，詹大南去北京开会、探望首长
时，徐海东对长子徐文伯说：“我们父子的感情，
还不如我同你詹叔叔的感情呢，我们那是生死
之交啊！”

起航长征
遭遇生死考验

位于河南省方城县城东北方向 10 多公里
的独树镇，是当年红25军的生死存亡之地。

当时，红 25 军刚刚开始长征，通过豫西地
区向河南省西部的伏牛山前进。雨雪交加，道
路泥泞，许多同志的鞋袜都被烂泥粘掉，只好
赤脚行军。1934年11月26日中午12时许（红

25军是11月16日开始长征的），先头部队在独
树镇附近遭遇敌人埋伏，许多指战员因为手指
冻僵，一时拉不开枪栓。零星的火力，根本不
能有效地反击敌人，加上地势平坦，我军几乎
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形势十分严峻。

见此情况，徐海东副军长率 223 团立即投
入战斗，一次次将歇斯底里的敌军顶回去。不
知反复了多少次，天黑后，军领导决定连夜突
围。极度疲劳、饥饿的战士累得不想动，焦急
万分的徐海东硬是把战士们从屋里赶出来。

詹大南和战友们在泥水里整整折腾了一个
通宵，最后终于在拂晓前通过了许南公路，打
破了敌人的追堵计划。独树镇战斗，是红25军
长征途中生死存亡的一仗。红军仓促应战，打
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挺进了伏牛山，粉碎了国
民党反动派妄想把红 25 军消灭在大别山和伏
牛山之间的战略计划。

战场击毙敌师长
结束长征写新篇

直罗镇战役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最后一
战，它彻底地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

“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扎根在西北，
举行了奠基礼。对后来的西安事变、抗日统一
战线的形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红1军团与红15军团会师后，红15军团编
入红一方面军。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重要会
议，决心在直罗镇打一个大歼灭战。战前，彭
德怀司令员领着詹大南他们在直罗镇东、南仔
细地勘察了多个山头，制定了周密的方案。

1935 年 11 月 20 日，国民党第 109 师开进
了直罗镇。红 15 军团悄悄占领直罗镇南面的
高地。次日拂晓前，进攻开始。红军攻势猛、
冲得快，打得敌人惊慌失措，拼命往北山上
爬。此时，北山没有动静，看不见人也听不到
枪声。其实，毛主席亲率的红1军团，早已按事
先安排隐蔽在山上。

激战几个小时，敌方牛元峰师人马大部分
被消灭。最后，他和参谋长带着400多人，退守
土寨子，然后趁夜溜走。徐海东军团长命令詹
大南立即带少共营(陕北同志称呼为“娃娃营”)

跟踪追击：“抓不住牛元峰就莫回来！”接连追
了 10 多个山头、10 多公里，山梁上枪声骤起。
詹大南率少共营冲上去，两面夹攻。敌人走投
无路，全部被歼。

詹大南没有忘记军团长交待的任务。在最
后围歼敌人的地方，被俘的敌师参谋长用手指
着附近山坡上的一具死尸说：“那就是牛师长。”
詹大南不相信，他又指着地上的一本红色长方
形的大本子说：“请你对照军官证上的照片。”

照片上的牛元峰穿着笔挺的将军服，威风凛
凛，怎能和眼前身着破旧士兵服、血肉模糊的尸
体一样呢？詹大南仍不敢肯定。接着，詹大南他
们从尸体上搜出一枚铜质狮头的私章，在手掌
上印了一下，篆体字，不认识。于是，就向军团
长汇报。经过认定，私章确认是牛元峰的。徐
海东高兴地说，“发电报报告中央。”并命令通信
员，通知少共营把牛元峰的尸体抬下山来。

2007年，詹大南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
平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