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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和古田会议召开八十周年，红土地文学作家张惟自觉地承担起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重担。
他的反映闽西革命根据地及中国革命火热斗争生活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血色黎明》(初名《血色摇篮
》)，先是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评定，列为全国重点扶持作品，成稿后又得有关权威专家肯定，即将
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缘由是我熟悉他的创作过程。
我在原福州军区任副政委时，曾陪同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的萧克上将重访闽
西战地，龙岩地委派来当向导的就是地区文化局长兼地委党史办主任张惟同志。
他少年从军，是军旅作家出身，转业回到故乡工作后，对红土地的历史非常热爱，刻苦钻研，勤奋写
作，给萧院长和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之后不久，张惟同志前来找我和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伍洪祥，汇报说龙岩地委派他率领一个小
组外出访问闽西籍老将军、老同志，我们为他提供了线索和介绍信。
他到北京住在军事学院，在萧克院长的关照和王平水副政委以及原副院长刘忠的具体帮助下，寻访了
近百名老将军、老同志，还有机会访问黄埔同学会的前国民党将领和当年的战地记者，获得了丰富的
党史、军史资料。
这些资料提供给闽西革命史研究和古田会议纪念馆及筹建中的闽西革命博物馆使用，也成了他创作的
素材。
他带头写作出版了一批红土地文学作品，包括电影、电视剧，使中央苏区组成部分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的历史为更多的人们所熟悉。
　　岁月激情难忘。
现在他已经离休，仍然笔耕不辍，写成了追述革命年代启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黎明的长篇革命历史
纪实文学《血色黎明》。
我读起来倍感亲切。
　　我十五岁在闽西参加红军，但此前我就听说，“五四”运动之后，闽西的革命青年，是通过去广
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和厦门集美学校学习，带回来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想的传播；在中国共
产党人罗明、邓子恢、张鼎丞、郭滴人、朱积垒、傅柏翠、张赤男等领导、发动下，闽西人民举行武
装暴动，迎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入闽，创建了中央苏区。
　　《血色黎明》正是从这个源头写起，这就把闽西与那个革命的大时代紧密联系起来，展开了大的
视野和时代风貌。
接着重点描写了红四军、古田会议和中央苏区的形成，这是闽西历史上辉煌的篇章，对中国革命的进
程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以后红军长征走了，作者以浓重的笔墨，真实地反映了闽西子弟兵红三十四师湘江血战的悲壮，以及
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革命。
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沙场，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共同作战。
作者巧妙地运用闽西子弟自陕北和江南来信，向家乡父老报告平型关大捷、江南初胜，以及杨成武师
长、罗元发政委率领的部队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使“名将之花”凋谢在中国太行山上，从而使闽
西与整个中国的大形势互相呼应。
　　更堪称巧思的，是作品的结尾，描述台湾义勇队总队进驻龙岩抗日。
当年我在新四军浙西苏南战场，就知道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将军组织的台湾义勇队在浙东奋战。
金华沦陷后，李友邦将军率领台湾义勇队总队辗转入闽，到了闽西龙岩驻节。
其时盟军展开大反攻，中、美、英首脑发表《开罗宣言》，宣布“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如东北四省
，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侵占掠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
李友邦将军即率台湾义勇队总队，于龙岩洞誓师明志，收复台湾。
　　作品描述的时代，起自一九一九年，讫止抗战胜利前夕。
波涛汹涌，全景式地再现了发生在闽西或与闽西人物有关的一系列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使读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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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的角度了解到中共党史、人民解放军军史、人民共和国国史。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作为一名红军老战士，我要感谢作者张惟同志，他以文学的方式让人们重温了那一段血与火的岁月，
那一段艰苦而又辉煌的历史。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我相信年轻人读过之后，也一定会掩卷思索：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
值得欣慰的是，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正率领中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本书是历史小说，但作者严格把握历史重大事件的真实性，在忠实于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塑造
和细节描写，语言生动，尤其是主要人物贯彻全书始终，性格符合逻辑发展，创造了时代的典型形象
，为我国文学的现代人物长廊作出了贡献，不愧是一部史诗品格的作品。
因之，我乐于为之序，并推荐给广大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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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
    一幕幕威武雄壮而又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革命历史活剧在这里有声有色地上演：    黄埔军校、北
伐东征、南昌八一起义、龙岩暴动、井冈会师、红四军入闽、三打龙岩、古田会议、厦门劫狱、“AB
团”事件、五次反“围剿”、十九路军抗战、红军长征、湘江血战、遵义会议、西安事变、平型关大
捷、新四军挺进江南、台湾义勇队总队龙岩洞誓师收复台湾⋯⋯    首余位国共历史人物轮番登场，栩
栩如生：    热血青年罗明、邓予恢、张鼎丞、郭滴人、曾山、陈丕显、杨成武、刘亚楼、方方、江一
真、魏金水、傅连暲、罗元发、王直⋯⋯投身革命；蔡廷锴、宋希濂、李友邦等国民党将领英勇抗日
；还有郑超麟、傅柏翠、胡兰畦、傅维玉、项与年等传奇人物，其中“黄埔女杰”傅维玉的坎坷人生
感情绀葛令人荡气回肠；更有瞿秋自、何叔衡、张赤男等无数革命先烈慷慨就义壮烈牺牲血溅中华大
地。
    而主宰整个历史舞台，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完成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民族民主革命
建立了新中国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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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福建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龙岩市文联名
誉主席、市作家协会主席。
闽西文学院院长。
 
    1932年生于新加坡，翌年回国定居家乡龙岩。
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文工团，履职第三野战军政治部、解放军总参谋部，
转赴北大荒屯垦成边。
1959年第一部散文集《卢沟桥畔》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64年回闽，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干事。
1965年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文革”下放返回故乡，历任龙岩地区文化局长、地区文联主席兼地委党史办主任，兼职华东师大研
究员。
 
    红土地文学开创者。
主要著作有散文集《张惟散文》等9部，传记文学《爱国者王源兴》，长篇小说《中央苏区演义》《
血色黎明》，电影、电视剧《血与火的洗礼》《闽西大暴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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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  陈毅携九月来信急行东江道　第三十二章  青梅煮酒苏家坡　第三十三章  新泉整训月下夜浴维玉
听论兵　第三十四章  飞雪古田镇谱军魂诗章　第三十五章  武夷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第三十六章  厦门
大劫狱营救干部去龙岩下卷　第三十七章  勇曾志重施粉黛　第三十八章  革命岂能走直线　第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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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最后的吻　第四十三章  王明路线的危险信号　第四十四章  苏区纵横七百里　第四十五章  傅维玉仓
惶出走大上海　第四十六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第四十七章  二十六路军想打鬼子去　第四十八章  “
一·二八”淞沪抗日烽火　第四十九章  撤围赣州毛泽东亲率东路军　第五十章  张贞师的覆没　第五
十一章  物华天宝漳州府　第五十二章  卧龙北山纵论天下兴亡　第五十三章  蒋光鼐与蔡廷锴闲啖荔枝
　第五十四章  沧海横流方显罗明和邓毛谢古　第五十五章  福建事变鼓岭决策倩女献言　第五十六章  
博古偏信李德　第五十七章  十九路军反蒋抗日福州举旗　第五十八章  傅维玉龙门塔旁逢故人　第五
十九章  瞿秋白来到中央苏区　第六十章  长征从钟屋村零公里首途　第六十一章  别了，中央苏区　第
六十二章  一名医生和一支特殊的连队　第六十三章  并非多余的话　第六十四章  血染湘江红　第六十
五章  遵义城头曙色　第六十六章  娄山关外喇叭声咽残阳如血　第六十七章  大军西去如虹　第六十八
章  民族危亡抗日呼声四方涌动　第六十九章  “八·一三”上海保卫战烽火连天　第七十章  八路军首
战平型关家书传闽西　第七十一章  新四军二支队离龙岩北上江南　第七十二章  傅维玉穿行战地闻佳
音　尾声  台湾义勇队同祖国走向黎明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血色黎明>>

章节摘录

　　上卷　　第一章　龙岩八骏和菁城双士出山　　中国南海和东海之交，有座高山名翠屏，生成天
然古洞龙岩洞。
远古时候，龙岩洞深藏在一片汪洋大海里。
随着“沉东京，浮福建”，出现闽台半岛陆地，古人类通过“陆桥”可以从福建步行到台湾，台湾的
原住民与福建的古越族是同一祖先。
海水退后出现了龙岩洞、龙硿洞、龙门崆，处处留下了龙的印记。
　　龙岩历史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闽中郡，有秦军入岭南征百越逃亡的士卒和溯九龙江上水的
中原流人到此聚居，形成苦草镇。
何谓苦草，大概是一种败降草。
这里原为百越故地，此时有侗僚部落盘踞，原始密林，湿地丛草，迷漫瘴疠之气。
华夏中原人到此水土不服，后拔苦草煎食，瘴气全消。
　　公元前一一一年，汉武帝设揭阳县，其边界曾达苦草镇（今龙岩市城区）。
自三国孙吴政权经略入闽，驻军东冶（今福州），后孙权的孙子孙和的太子位遭废，举家徙福建，继
续遭追杀，或有贵族亲眷、文学侍从诸人远匿苦草镇，游古洞见青龙而取名龙岩洞，遂将龙文化引入
此越地侗僚部，是中国南方龙文化的发源地。
　　司马氏禅魏灭蜀、吴建立起晋朝，发生“八王之乱”，中原士庶纷纷南渡，是中原第一次的大移
民浪潮。
河洛文化直下江南。
大唐横空出世，先有陈政、陈元光父子，后有王潮、王审知兄弟，率河洛子弟兵人闽，携带亲眷同行
，实行兵将驻屯，是有组织的大移民。
唐初在福建的西部立汀州，在最南部立漳州，龙岩县初属汀州，不久改隶漳州，后又脱颖而出为龙岩
直隶州。
　　唐代建县，即以龙岩洞之名命名龙岩县。
洞中有一岩隙如天斗，相传有稻米自天外泻下，修行的大和尚每日在此接米维生，圆寂之日突对徒众
日：“一千二百年后，龙岩必有贤者应运而生。
”　　历经唐宋元明清到了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七日，地处九龙江源头的龙岩州东
肖社井泉村邓厝，有一男婴降生，取名绍箕，字子恢。
据考东肖邓氏开基祖邓正保，为随唐末王审知人闽的剑州路将军邓光布之后，到邓子恢按序已属第二
十代。
　　邓子恢的祖父邓文仪，是乡村秀才，曾被举为孝廉方正，例赐六品顶戴，但并无实授，在邓子恢
出生之前二十二年就去世了。
父亲邓凤陛为廪生，清末废科举后考入全闽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乡创办桐冈小学执教，后转学中医糊
口养家。
　　这样的家道自然是清贫的。
一九一三年邓子恢于桐冈小学毕业后，考入龙岩中学堂，不久，改称福建省立第九中学。
邓子恢在学校里邀同学林仙亭、陈明、苏庆云等发起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运动
，第一个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革命党。
　　一九一六年，邓子恢刚满二十岁在龙岩九中毕业了。
那年，他说自己看中了一位姑娘。
那是农历正月十二的白土“游天子”庙会，邓子恢和几位同学去看灯会，见了一位相貌端庄秀丽的姑
娘，就紧跟着她，一直到灯会散去后，偕同学暗中护送她走回附近黄坊社南阳村家里。
他们围在屋外唱山歌，闹腾了一宿。
邓子恢要求母亲邓张氏派人去提亲，姑娘名曹泉地，她父母是殷实农家，听闻邓子恢的才情，也就同
意了。
　　成婚不久，漳州护法区通知龙岩选送公费留日学生，有几百人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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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的有九中校长魏梦云的侄儿魏应乾（觉民），另一名是邓子恢。
当时的作文命题是写一篇游记，邓子恢一挥而就，题名《游龙岩洞记》，把他与章独奇、林仙亭诸人
游历古洞，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痛快淋漓地畅写出来，成为继明初潮州知府王源《龙岩记》
之后的又一名篇，获得了全县士民的喝彩。
　　邓子恢赴日后，居住于离早稻田大学不远的“东北馆”，先读预科习日文。
不意一九一八年五月，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步袁世凯“二十一条”后尘，秘密与日本政府签订《中
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国国内舆论大哗，消息传到日本，中国留学生也掀起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
。
　　邓子恢带队前往中国驻日使馆请愿，要求中国政府撤销这一决定，并沿大街主干道游行，遭到日
本警察马队冲散。
看到日本警察挥动警棍痛打一名中国学生，邓子恢冲上前去，打掉警棍，拉着那位学生猛跑，在街角
喘息一会儿，互通姓名，才知道此人是明治大学法科学生傅柏翠，上杭县蛟洋人，算是闽西同乡。
　　留日学生总会决定组团回国请愿，并揭露日本警察暴行，邓子恢参加回国请愿团。
政治抗争背后，也有经济因素，邓子恢留日每年可领取官费三百元，实际开支要达六百元，家里困难
已有两月接济不上，只得提前辍学归国，傅伯翠与他依依惜别。
　　邓子恢回国后，初在桐冈小学任教，但薪水微薄，很难维持一家生活，只得告别父母和新婚的妻
子，到江西崇义县杰坝圩堂兄开设的“庆昌和”杂货店当店员。
　　邓子恢在日本研读过政治经济学和河上肇的社会主义学说，回国后订阅了五四运动后出版的大量
进步报刊，他又在江西崇义结识了当地的青年朋友陈赞雍，向他借来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他的思想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着共产主义者转变。
一九二一年春，他重返龙岩白土桐冈小学当教员。
　　他回到故乡，苦寻同志，曾上书陈独秀，希望在龙岩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他和陈明、林仙亭、张觉觉、章独奇、苏庆云、张双铭、曹菊如等，发起成立读书社，印行《读书录
》，时人称为“龙岩八骏”。
　　邓子恢在省立龙岩九中的学弟郑超麟、陈祖康进入九中时，与他们同窗一年，翌年就赴日了。
郑超麟、陈祖康的家乡漳平，原为漳州府龙岩县九龙乡。
明成化七年（一四七一年）福建巡抚奏准析龙岩县之居仁、聚贤、感化、和睦、永福五里置漳平县，
别名菁城。
清初平定台湾，在福建省建置下设台湾府，又升福宁州为府，并新置龙岩、永春二州，福建遂拥有十
府二州，而以龙岩州领漳平、宁洋县。
郑超麟与陈明轩、陈祖康在漳平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陈明轩留新民小学任教，郑超麟于一九一五年
到龙岩九中升学，编为乙班，陈祖康也进入九中庚班就读。
　　孙中山派陈炯明率粤军人闽建漳州护法区，在其防区内每县选送两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漳平选
派郑超麟、陈祖康同行。
郑超麟家贫，同窗好友陈明轩为印尼侨领陈性初先生公子，立即解下自己身上的’白色洋学生服相赠
。
郑超麟穿上才得与陈祖康到了漳州报到，听取了陈炯明：朱执信的演说，还去看望了原在龙岩九中的
老师，时在陈炯明建立的护法区任高等法院院长的郑丰稔（笔山）和当法官的同学连天锡、黄祥墀、
苏福畴。
　　到法国后，陈祖康进入西方工业院，郑超麟到中国留学生特别多的蒙达尔勤工俭学，认识了秘密
的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又由张申府（崧年）介绍认识了周恩来、赵世炎。
一九二二年六月间，在巴黎西郊布洛湟森林，郑超麟出席十八个年轻人发起成立少年共产党的会议，
有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刘伯坚、李富春、尹宽等（后来李维汉回国，与社会主义青年
团书记施存统商定，正式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郑超麟从法国寄机关刊物《少年》回来，内有赵世炎、周恩来发表的文章，刊物是油印的（开始是陈
延年，后来是邓小平刻蜡板），促使邓子恢也想在故乡办一份报纸。
　　在龙岩的某一春日，为读书社酝酿改名奇山书社，准备出版《岩声报》，邓子恢邀桐冈小学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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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从厦门《江声报》回乡的张觉觉，黄坊社人在漳州当学徒的曹菊如，以及集美师范学生回乡筹
办平民学校的谢景德，徒步前往城东，看望在武安坊的东平小学的校长章独奇，和应聘在那里任教的
林仙亭。
　　章独奇一矜青衫，飘然出迎。
他年长邓子恢两岁，毕业于福州政法学堂，几年前赴新加坡、槟榔屿、日里等地教书飘泊归来后，在
龙岩东山书院旧址复办东平小学。
他响应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第一个在龙岩发表白话诗，林仙亭、苏庆云继起写白话诗响应，是龙岩
新文学运动早期的三诗人。
他笑对邓子恢说：“你们来得巧，苏庆云刚自黎锦熙办的上海新文字学校回来在此。
”　　苏庆云在九中比邓子恢低两班，这时一身西装革履。
邓子恢说：“你学洋派了。
”　　“在你这位留洋学生面前，岂敢！
”他打量了邓子恢的一身短打装束，“听说你深入民间，和农民交朋友，被称为农民运动专家。
”　　大家进入会客厅坐定，邓子恢环顾说：“诸君，九中同窗郑超麟从法国寄回的《少年》，上面
刊登有马克思著作的译文和周恩来的理论阐述，宣传鼓动力极强。
在国内，我最近看到《湘江评论》署名毛泽东写的创刊宣言：‘本报以宣传新思潮为主’，这是陈独
秀主编《新青年》风靡全国后，我看到地方上出现的一份好刊物。
我建议我社的《同声》应改为《岩声月刊》，鲜明提出‘改造旧社会，宣传新文化’的宗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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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血色黎明》起自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南方，“龙岩八骏”出山，粤东、阅西革命青年罗明
、邓子恢、张鼎丞投身革命，止于抗战胜利前夕，台湾抗日义勇队总队龙岩洞誓师收复台湾。
全书叙事规模宏大，历史真实性与文学艺术性有机统一，使人们在文学的通俗阅读中了解到过去那段
艰苦卓绝、史无前例的革命伟业，是一部从阂西角度了解党史、军史、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生动形象的
好作品。
书中描述了毛泽东同志建党、建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雄韬伟略，再现了中共党史、军史上一系列的
重大事件。
字里行间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识。
本书在历史氛围的营造上无疑是成功的。
作品把读者带入到那目不暇接的历史风云变幻之中，人们仿佛置身于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仿佛亲身经
历了那如火如茶的斗争生活。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　蒋伯英　　《血色黎明》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重点扶持作品。
作家长期生活在革命老区，在本书创作过程中进行了艰苦细致的采访和史料收集工作。
在忠于史实的前提下，艺术地再现了我党、我军创建共和国摇篮的光辉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斗争画卷
，史诗般地演绎出一幕幕精彩动人的宏伟的历史活剧。
气势磅礴，波澜壮阔。
全书出场人物众多，事件纷纭复杂，作家驾驭裕如，以宏大缜密的艺术构思、张弛有致的叙事节奏、
高超凝练的散文笔法、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将逝去的革命历史风云编织成一部引人入胜、感人至深
的鸿篇巨制。
它的出版，是我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可喜成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华诞献上了
一份厚礼，堪称今年文学创作及图书出版的一件盛事。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张胜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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