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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水香是谁？
“参加过南昌起义的

宁波人”“中国工农红军第
十三军（以下简称“红十三
军”）政治部主任”，被官
兵亲切地称为“赤脚大仙”
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将
领……

透过这些荣誉和称
号，真实的柴水香又是个
什么样的人？

为纪念柴水香诞辰
120 周年，宁波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下属单位——宁
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
园，联合《宁波晚报》、甬
派客户端，在宁波、温州、
丽水三地党史部门、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大力支持
下，从柴水香的家乡宁波
出发，奔赴他曾经工作、战
斗过的温州、丽水等地，寻
访他从普通工人到革命
者、从政治部主任到红十
三军“政治核心”、从“赤
脚大仙”到英勇就义的人
生轨迹……

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有一面“英雄墙”，
上面刻了1120个名字（数据统计至2022年），他们
是参加起义的2万余人中为数不多留下姓名的。

在1120个名字中，有6个宁波人，分别是柴
水香、裘古怀、俞佩钦、竺扬、郑光祖、符锦惠。

“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宁波人”，是柴水香身上
显眼的身份。

1903年，柴水香出生在宁波“乌楼庙跟”（后
改名为英烈街，大致位于现在天一广场6号门与
开明街交叉口的位置）一个贫苦劳动人民家庭，他
的父亲是一名勤劳、忠厚的丝绸手工业独立劳动
者，育有6个儿女，柴水香排行老三，是家中长子。

他曾在教会学校读过几年书，接受过新思想
的启蒙和熏陶，后因家庭经济拮据，被迫辍学跟父
亲一起学织绸。1924年，他进入宁波华泰绸织厂
当工人。

从贫苦工人到南昌起义的参与者、见证者，柴
水香迈出的每一步都有迹可循。

1925年5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
月2日，宁波的工人、群众到江北岸的英国领事馆
门口游行示威，柴水香是其中一员。

这次示威游行，让柴水香见识到团结的工人
阶级迸发出的巨大力量，如同火种点燃了他投身
工人运动的激情。他先后几次组织发动华泰绸织
厂工人为增加薪酬而举行的罢工，并且都取得了
胜利。他的革命领导能力在此时崭露头角。

在五卅惨案反帝爱国运动的浪潮中，工人运
动蓬勃发展，各地、各产业纷纷组建工会。

柴水香也积极投身其中，将生产锡箔的手工
业工人组织起来，成立箔业工会。1925年10月
21日，宁波市总工会成立，柴水香当选为手工业
工会主席。

时势造英雄。在全身心投入工人运动的过程
中，柴水香与党组织交往甚密，对中国共产党有了
新的认识和追求。1926年2月，柴水香正式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为保
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中共宁波地委决定撤离、转移
一批“面目较红”的党员、团员。作为其中一员，柴
水香服从组织安排，前往武汉继续从事革命运动。

其间，党组织为在武汉的党员、团员举办培训
班。学员中，柴水香始终保持“打破砂锅问到底”
的学习态度，这也让他得到飞速成长。通过学习，
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政治、哲学理论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

同年7月，革命形势日趋紧张，党组织对在武
汉的同志进行动员：可以选择去苏联，也可以参加
贺龙、叶挺同志领导的部队，还可以选择分散回原
地坚持斗争。

此时的柴水香对自己今后要走的路也有了明
确而坚定的选择：到部队去！去打仗！

1927 年 8月 1日凌晨，南昌起义的枪声打
响。在连绵不绝的枪炮声中，柴水香的内心一定
是激动的：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
民军队的历史新时期的大幕已缓缓拉开，而自己
身为其中一员，又是何等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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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丽水缙云县大洋镇南溪村，潘云照回忆，当年
他的爷爷潘善春是在陈文杰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陈文杰曾多次在他家召开会议部署任务。山的另一
边，温州永嘉县界坑镇上董村，老人一听说“红十三
军”“陈文杰”，立即转身往坡上带路……

1929年夏，为加强对浙南农民武装斗争的领
导，党中央派柴水香到浙南工作。为便于开展工作，
柴水香化名陈文杰。时隔90多年，这里的人们没有
忘记他。

1930年3月31日，中央在致信浙南党组织时指
示：“党应当坚决在浙南的永嘉、台州为中心，组织地
方暴动，建立红军。浙南地方暴动的前途，就是夺取
浙江一省政权的前途……”

1930年5月，温州永嘉县枫林镇勉园，红十三军
正式成立，军部设在温州永嘉县岩头镇五尺村，军长
胡公冕、政委金贯真、政治部主任陈文杰。

红十三军是当时中央军委正式列入序列的全国
14支红军之一，最多时有6000多人，在中国共产党
的军史和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红十三军的战士多是当地农民，政治思想工作和
纪律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在柴水香带领下，红十三军
在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政治思想工作。

“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是他的另一个身份。
部队每到一个地方，柴水香就会带着战士开大

会、贴标语、分发油印宣传品，号召当地农民支持革
命，参加红军。温州永嘉县巽宅镇霞嵊村村民陈光琴
家的窗户挡板上，至今仍留着“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
队”的标语印记。陈光琴告诉记者：“听长辈说，当年
柴水香曾在家里暂住过几天。”

陈久益当年给柴水香的部队带过路，他在1986
年留下的回忆中提到：“陈文杰的部队作风正派，（陈）
不准部队抢老百姓的东西。”

柴水香不仅仅是政治部主任。1930年，红十三
军在攻打平阳前，政委金贯真亲自到平阳部署战斗，
折回途中不幸在温州被捕，英勇就义。攻打平阳后，
军长胡公冕前往上海向中央军委请示汇报工作。领
导整个红十三军战斗的重担落在柴水香肩上。

1930年6月，中共浙南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选
举产生浙南特委，其中，柴水香为军事委员。浙南特
委通过柴水香加强对红十三军的军事领导。

对柴水香当时身份的认定，永嘉县委党史办主任
谢向荣表示，目前尚未找到资料能证明中央军委对他
有过其他任命。但在上董村，“浙南红十三军军长陈
文杰指挥召开攻打缙云县誓师大会旧址（一九三零年
八月三十日）”的标牌赫然立在路边，他养伤时的住处
也被称为“代军长”住宿地，或许是民间对柴水香有担
当、敢作为的认可。

在领导红十三军期间，柴水香带着战士打了红十
三军成立来最漂亮的一仗——攻占缙云。

缙云县委党史研究室的金敏花说，南昌八一起义
后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各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下，人心
惶惶。在敌我双方武装力量悬殊的背景下，缙云之战
的胜利，极大鼓舞了浙南人民和红军的革命斗志，政
治影响很大。9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
报道了浙南红军占领缙云的消息。

柴水香（1903-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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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瑞安渔潭中村的中共浙南一大纪念馆。 记者 崔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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