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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底色

他积极投身革命的热潮，作为

互救会贫农团主席，领导农民起

义；他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积极发展生产，动员广大农民参

加革命，支援红军，成为苏区干部

的楷模；他坚定信念跟党走，誓死

不屈为革命捐躯。他就是瑞金籍

革命烈士刘文煌。

刘文煌，1903 年生于瑞金万田

乡麻地村白果树下，父母都是雇

农，家境贫寒。刘文煌排行老二，

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年纪轻轻就成

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砍柴、犁田、

挑担子，样样不落下，也练就了他

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虽然

一家人一年到头辛勤地在田间劳

作，但仍食不果腹。主要原因是每

年要向地主交沉重的田租，正如当

时流传的一句谚语：禾根脚下冇饭

吃。即便是遇到好年景好收成，他

们家也没有余粮。地主的盘剥，令

刘文煌逐渐形成了疾恶如仇的个

性，他有勇有谋是当地的“孩子

王”，这为他后来投身革命斗争打

下了基础。

刘文煌革命热情高涨、工作能

力强。1929 年 5 月，与万田毗邻的

沙心地区农民举行起义，他们在红

军干部的领导下打下土豪，分了田

地，成立了沙心区苏维埃政府和赤

卫队。消息传来，麻地村的地主吓

坏了，赶紧在茶坑召开会议，宣布

成立假的“赤卫队”，选了麻地村的

地主少爷袁光挺为大队长。一方

面是为了欺骗红军，另一方面是为

了抵抗沙心赤卫队和防止本村农

民起义。刘文煌等人顶着压力，和

当地的先进分子一起组织农民武

装起义。由于他敢想敢干，动员能

力强，又敢于斗争，得到了穷苦人

的支持。这损坏了当地地主豪绅的利益。他们恨刘文

煌恨得咬牙切齿，都说他是个不安分的人，暗地里叫他

“烂蓑衣”。袁光挺对刘文煌等人恨之入骨，曾多次扬言

要“收拾”他。有人劝刘文煌去外面躲一躲，可他毫不畏

惧，依然活跃在万田境内，坚持革命斗争。

1931 年，因为革命积极、工作负责，刘文煌被推

选为麻地互救会贫农团主席。贫农团是由贫雇农组

成的动员组织，其主要活动是发动群众，全面展开分

配土地运动，彻底摧毁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其次

是打击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使土地革命的果实真

正落到广大农民群众手中。刘文煌和麻地苏维埃干

部一道打土豪、分田地，积极鼓动受地主压迫的劳苦

大众烧毁地契，没收地主剥削来的家产。刘文煌善于

做思想工作，经常将劳苦群众集中起来开会，给他们

讲革命道理。他说：“乡亲们，你们上山砍一天柴可以

卖五角钱，劈一天柴可以卖到将近一块钱，为什么做

零工只有一角钱一天，做长工还不到一角钱呢？地主

富农就是吸血鬼，他们让你们白白做工，这就是剥

削。”“地主还说穷人欠了他的债。现在我们就要问问

他，究竟是谁欠了谁的债，欠钱要他还钱，欠血债要他

还血债。如果没有我们穷人，地主有田地、房屋、家

具、粮食和财物吗？我们要不要分他的田地和财

物？”他的一席话，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与赞同，纷纷表

示要和他一起打土豪、分田地。

当时面临的最大阻力，就是万田本地的靖卫团。他

们吸收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肆意欺压老百姓，

镇压农民起义。刘文煌等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发

挥红军和游击队的力量，与靖卫团斗智斗勇，连连取得

胜利，狠狠地打击了靖卫团的嚣张气焰。在刘文煌等人

的积极工作下，麻地的各项革命工作取得较大进展，群

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翻了身的农民一方面积极参

加红军、游击队或运输队，支援革命战争；另一方面又以

极大的热情投入生产和地方政权的建设，巩固革命根据

地。1931年至 1934年间，刘文煌和苏维埃干部深入宣传

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发展生产，动员广大农民参加革

命，支持红军。当时麻地作为一个只有 102 户不足 500
人的村庄，有 169 人参军参战，涌现出许多妻送郎、父送

子的场景。

刘文煌意志坚定，宁死不屈。1934 年 10 月，中央红

军主力离开瑞金等地开始长征。刘文煌继续留在后方

工作，冒着巨大的风险发动群众、收集情报、宣传革命思

想、发展革命力量。

1935 年 4 月，因反动分子举报，刘文煌被国民党士

兵抓住，被押往九堡区公所牛岗河坝。他们走到王师

寮的豆坑子休息时，国民党士兵知道刘文煌是贫农团

的主席，觉得他肯定知道很多秘密，就对他严刑拷打。

但刘文煌守口如瓶，没有泄露丝毫秘密。国民党士兵

恼羞成怒，带头的人要刘文煌跪下，刘文煌站直了身

子，慷慨激昂地说：“我跪天跪地跪父母，就是不跪反动

派！”敌人一脚踢向他的膝盖，逼他下跪，还说：“只要

你表态再也不跟共产党发生关系，我可以饶你一次！”

刘文煌毫不理会，大骂国民党罪恶行径。敌人恼羞成

怒，直接用刀割下刘文煌的一只耳朵，叫嚣道：“你这么有

本事，只要把你自己的耳朵吃下去，我就放过你！”刘文煌

痛苦地咬紧了牙关，反动派就把刘文

煌的耳朵塞到他的嘴里。刘文煌头上

巨大的伤口血如泉涌，嘴里被塞着自

己的耳朵，虽然不能言语，却依然怒目

圆睁，坚决不肯低头。敌人无计可施，

最终将他杀害。刘文煌牺牲时年仅

32岁，1953年被江西省人民政府授予

革命烈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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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赣 县 江 口 对 外 贸 易 分 局

旧址。 （资料图）

③会昌筠门岭对外贸易分局

旧址。 （资料图）

③③

①苏区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为

便于商人进行赤白贸易发放的出境

护照。 （资料图）

中央对外贸易总局的设立及其活动
□钟庆作 陈安

红军和苏区的发展，特别是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使国民党

统治集团感到极大的威胁。他们不

但在军事上实行“杀死政策”，对中

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而且在经济上实行“饿死政策”，企

图使苏区“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

蜉蚊蚁之通报”。苏区几乎完全断

绝对外贸易，食盐、布匹、药品等日

常必需品奇缺。

为应对国民党的残酷军事“围

剿”和严密经济封锁，发展对外贸易

就成为苏区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

苏区对外贸易，是指同国民党统治

区域（亦称白区）间进行的贸易。

1933年 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

定在国民经济部下设对外贸易局（4
月后改称中央国民经济部对外贸易

总局，简称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机

关驻瑞金城南门岗（后迁驻瑞金云

石山），首任局长钱之光，副局长江

亚民。

中央对外贸易总局下设会计、保

管、总务、采购、运输等 5个科。根据

中央苏区外贸发展需要，中央对外

贸易总局先后设立了赣县江口、闽

西汀州、会昌乱石、吉安值夏等 4 个

直属外贸分局。苏区各省、县国民

经济部也分别设立了对外贸易局。

4 个直属分局和各省、县外贸局业务

均隶属于中央对外贸易总局领导。

为了方便中央苏区对外贸易的

开展，同时为了增加税收、充裕财

政，中央财政部税务总局在会昌筠

门岭、赣县茅店等地，先后设立 17个
关税处，负责对外贸易进出口物资

的检查和关税管理。

中央对外贸易总局统管苏区对

外贸易工作，但不具体经营外贸业

务，具体业务由 4 个直属外贸分局

负责。赣县江口外贸分局主要承

担广东和赣州方向物资进出口任

务，闽 西汀州外贸分局主要承担广

东、福建沿海方向物资采购，吉安值

夏外贸分局主要承担吉安、南昌方

向物资采购，会昌乱石外贸分局以

收购和出口钨砂为主。各直属分局

根据情况分别下设若干物资采购

站（处）。

1933 年 8 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

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

中央苏区的粮食出口，“每年大约三

百万担谷子”，钨精矿出口量无精确

统计，仅江口外贸分局组织出口的

钨精砂就有 5000 余吨；“中央苏区每

年买进食盐价值约九百万元，布每

年买进价值约六百万元”。此外，中

央苏区还购买了数量可观的日用

品、药品及医疗器材、军工材料等。

关于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钱之

光后来回忆说：“当时所谓对外贸

易，实际上是以货换货，以物换物。

我们出口的东西有：粮食、钨砂、豆

子、樟脑、纸张、木材等，这些都是大

宗大宗地出口。进口的东西主要

有：食盐、布匹、军工材料、医药器

材、无线电器材。”

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中央对外

贸易总局多次增设下属机构。比

如，1933 年 10 月，宁化、新泉、上杭

等对外贸易分局设立，主要是进口

食盐和石油，输出纸和莲子；1933
年 12 月，为扩大对外贸易，永丰、崇

仁、南丰、宜黄、广昌、乐安等县设

立对外贸易分局。据有关史料记

载，到 1933 年底，对外贸易分局的

数量约 20 个。

在中央苏区各对外贸易分局中，

江口外贸分局所占贸易的比重最

大。江口外贸分局内设会计、出纳、

采办、业务（保管）、总务、运输等 6个
科，设有赣县储潭、大湖江、长洛和

兴国等 4个采办处，在峡山设有一个

存放金银贵重物品的仓库，在江口

金背洞设有一个存放货物的仓库。

由于交通运输便利，江口外贸分局

承担的物资进出口任务最重，因而

其规模也是最大的，工作人员最多

时有 100 多人。出于安全保卫考虑，

江口外贸分局专门配备了一个武装

连；从江口至瑞金沿途设有 10 多个

武装联络哨，有一支专门护送银圆

的武装运输队。

为加强与白区商人的联系，1933
年夏，中央对外贸易总局与全总苏

区中央执行局协商，全总苏区中央

执行局下属的苦力运输工会在赣县

江口李家村设立赣江办事处，王贤

选、潘德圣、钟魁先后任办事处代理

主任或主任。办事处内设白区工作

部、组织部、宣传部、妇女工作部和

苦力运输工会等工作机构。中央苦

力运输工会还在南昌设立了一个办

事处，由江西省木船工会船排部部

长管志华任主任，负责中央苏区在

赣江下游船只的管理工作。赣江办

事处专门在接近赣州的茅店、储潭

等地设有工作站，在南昌、九江等地

都派驻有工作人员。

在中央苏区对外贸易工作中，

江口外贸分局和赣江办事处发挥

作用最大，工作最活跃、最有成

绩。他们大力宣传和发挥苏区外

贸政策优势，动员和吸引白区商人

与苏区互市贸易，以自己的诚实守

信，赢得白区商人的信赖。江口外

贸分局每月出口的钨砂、粮食、烟

叶、樟脑、茶油、花生、豆子、竹木等

商品，营业额少则 60 万元，多则

150 万元以上；进口的食盐、布匹、

西药等苏区急需物资，每月少则

130 万元，多则 200 万元以上，均以

黄金、银圆结算。

1934 年 7 月，中革军委为准备中

央红军战略转移时用的药品，要求

江口外贸分局在两个月内筹办 6 万

元西药。江口外贸分局接到任务

后，召集赣州商人秘密开会，研究采

购办法。经过 40 多天努力，江口外

贸分局超额完成任务，采购到 8万余

元所需药品和一批布匹、食盐，确保

了红军急需。

8 月的一天凌晨，江口外贸分局

武装连外出执行任务，遭到国民党

军袭击。外贸分局局长刘炳奎组

织人员紧急转移了一部分贵重物

资，但仍遭受经济损失 3.79 万元。

在中央国民经济部领导和关怀下，

江口外贸分局迅速重整旗鼓，恢复

业务活动。10 月中旬，江口外贸分

局根据中央国民经济部指示，收拢

货币，停止营业，所有物资由原分

局局长姚名琨移交给赣南军区接

管，工作人员中身体不好的回原籍

工作，其余随中央红军长征。吉安

值夏和闽西汀州外贸分局，同样采

取各种办法发展赤白贸易，取得了

很好效果。

在党的领导下，中央对外贸易总

局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对外贸易

工作, 有效地疏通了苏区与白区之

间因经济封锁而堵塞的商品流通渠

道, 较好地发挥了外联内引的流通

功能，进一步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正如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指出：

“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

经得到初步的成绩。”他称赞发展苏

区对外贸易“是发展苏区国民经济

的枢纽”。

总之，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工

作，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工作，

为后来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开展对外

贸易积累了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

借鉴。

④瑞金中央国民经济部对外贸

易总局旧址。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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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孙昊）近日，全国红色基

因传承研究中心 2022 年度重点课题

共确立 10 个立项课题组，列为省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其中，教育部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

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常

务主任钟小明教授申报的“南方八省

三年游击战争重要历史地位和斗争精

神研究”获批重点课题立项。该项目

是赣州市今年唯一获批立项的全国红

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重点课题。

近年来，赣南师范大学以建设苏

区研究高地、苏区精神宣传教育阵地

和苏区文化开发利用智库为宗旨，整

合校内外专家，将系列研究成果转化

为可利用的优质教育资源，直接运用

于学校人才培养和教学实践，成为学

校开展红色文化育人的智力支撑。

该校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

化资源研究中心，全国首家红色文化

研究学术刊物——《红色文化学刊》

和红色文化研究博士后工作站，开展

高层次人才培养以及红色文化研

究。通过学术交流、田野考察、实地

调查、成果汇报等多种途径，源源不

断地为红色文化育人提供养料。先

后承担国家科技部重大支撑计划项

目“中央苏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

利用技术集成与示范”、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红色文化百

年发展史研究”等 30 余项国家级课

题研究，800 多篇中共革命精神和红

色文化育人方面的论文在《新华文

摘》《中共党史研究》《红旗文稿》等重

要核心期刊发表，不断反哺红色文化

育人实践。

赣南师范大学获批
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重点课题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