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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第一缸 见证万源保卫战的胜利

红军战士磨大刀留下26道豁口

1933年10月，四川军阀刘湘在蒋
介石授意下，纠集四川各路军阀，分六
路围攻川陕苏区，兵力多达110多个团
20余万人。

当时，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在反
敌“六路围攻”中，采取收紧阵地、待机
反击的策略。据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
馆馆长袁文宇介绍，当阵地收缩到万源
时，红军已退无可退，再退的话，川陕苏
区的大本营将直接面对敌人。因此，徐
向前、李先念等亲自到万源组织了“万
源保卫战”。

“这口石水缸就是红军在万源战斗
时的见证物。”袁文宇说，石水缸原本是
新店乡一个酿酒作坊的，当年，红军驻
扎在这里，便借过来用于盛水。而当时

红军装备非常落后，缺少枪支弹药，很
多战士上阵杀敌用的都是长矛大刀。
上阵前，战士们就在这口石水缸上磨
刀。几个月下来，就留下了26道深深浅
浅的豁口。

1934年8月，历时20多天的“万源
保卫战”取得胜利，歼敌1万余人，重创
刘湘的主力部队，红军也取得了反敌

“六路围攻”的决定性胜利，将国民党消
灭红四方面军的美梦彻底粉碎。

后来，红四方面军进行战略转移，
这口石水缸便永远留在了万源。袁光
宇说：“这口石水缸上红军战士磨刀留
下的豁口，说明了当时战斗的惨烈，红
军在武器装备非常落后的情况下，最终

还是取得了胜利，十分不易。”

宣传发动群众留下红色石刻标语

“工农弟兄们，你们不要被发财人
欺骗，只有坚决与发财人斗争，才是唯
一的出路。”在这口石水缸上，除了26道
豁口，还有一幅红色石刻标语，鼓励贫
苦群众站起来，和红军一起坚决与地主
豪绅作斗争。

6月3日，记者在这口石水缸上看
见，当年刻下的字迹，虽然历经80多年
风霜雨雪的洗礼，依然清晰可见。

“万源境内有很多红色石刻标语，
已知的多达几百处，这些标语都是宣传
发动贫苦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勇敢跟地
主豪绅作斗争的，在当时收到了非常好
的效果。”袁光宇说，这些红色标语对于
群众来说，是莫大的精神鼓舞，让大家
有勇气拿起武器，敢于斗争，从而改变
自己受压迫的命运。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的万源总人口
不足20万人，却有8万多人投入到“万源
保卫战”的战斗中，不论男女老少，在敌
人面前拿起大刀就化身为战士，为反敌

“六路围攻”的胜利和保卫川陕苏区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万源保卫战胜利后，红四方面军进
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袁文宇介绍，
当时万源有2万多人参加红军，有8600
多人参加了长征。抗战胜利后，只剩下
了300多人。

农民斗争驻扎地
诞生郫县第一个党的特支

1927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
抗粮抗捐斗争开始了，这场斗争以吉祥
寺作为驻扎地和主要培训基地。在围
县城48天后，这场斗争取得了震惊全川
的巨大胜利。

孙成说，这场农民斗争是由时任中
共成都特支书记刘愿庵策动、张云卿组
织发起的。张云卿时任同盟会会员、郫
县安定乡团练局副局长，他组织农民协
会和农民自卫军，反抗驻防郫县军阀部
队横征暴敛、残酷压榨农民的暴行。

农民军以镰刀斧头为旗帜，以东岳

庙为指挥部，以吉祥寺为驻扎地和主要
培训基地。在围县城48天后，迫使28军
军阀同意农民军提出的“驻军换防、免
去预征的钱粮、撤换县知事”三个条件，
同时达成废除苛捐杂税、对死难农民自
卫军进行优抚等五项协议。这场由党
策动，并由党的农运理论指导的郫县农
民武装抗粮抗捐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1927年7月，中共郫县支部委员会
在安定乡（今三道堰镇）青塔寺建立。
之后不久，党的工作便转至吉祥寺开
展。党在吉祥寺一带开办了农民政治
学校，以宣传马列主义，讲解革命道理。

1927年10月，中共郫县特别支部
委员会在吉祥寺成立。郫县特支发动
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功，开展了

“改老斗改大秤”“反夺佃”“清算”“维
护贫雇农利益”等多项斗争。

1928年春，郫县特支改建为中共郫
县县委，至此，第一届郫县县委诞生了。

剧音学校迁来
在川首演《黄河大合唱》

熊佛西，我国著名戏剧教育理论
家、剧作家，在1938年春率抗战剧团抵
达成都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
开办“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

因日寇轰炸，1939年5月，戏剧学
校疏散到吉祥寺。这年初冬，学校更
名为“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全
校师生员工在校长熊佛西和著名戏剧
家陈伯尘、章泯等人的大力支持下，
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创办抗日专
刊，报道抗战消息，鼓舞抗日斗志；深
入城乡教唱抗日歌曲，义演《中华民
族的子孙》《放下你的鞭子》等多台救
亡话剧。

《黄河大合唱》从延安传入成都后，
师生们在吉祥寺内排练《黄河大合
唱》，并到三道堰、新民场、万寿场等

场镇和崇宁县、郫县县城公演。后又
转到成都演出，让《黄河大合唱》迅即
传遍全川。

“吉祥寺的省立戏剧学校在党的领
导下开创了在国统区首唱首演《黄河大
合唱》的先河，对国统区震动很大，影响
深远，在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
页。”孙成说。

1941年春，因反动当局对戏剧学校
恨之入骨，便借故勒令停办。

传承红色基因
新民场中学开展红色教育

孙成告诉记者，省立剧音校虽然建
校的时间不长，仅有三年多时间，但却
培养了一批忠于戏剧、音乐艺术的人
才，这些人才在解放前后，为推动和发
展我国的戏剧、音乐艺术事业作出了巨
大贡献。

据介绍，当时的四川省立剧音校培
养过的学生有一级美术师邓耀德、著名
画家邓焕章、著名演员高群等。“值得一
提的是，主演过由张乐平先生漫画改编
的电影《三毛流浪记》的王隆基，在1940
年诞生于吉祥寺……”孙成说。

而今，吉祥寺已不在旧址，修建之
后的大殿位于新民场中学内，与三层教
学楼相望。

红色的火苗曾在此燃起，就要让革
命的精神传承下去。

去年10月，新民场中学自行编写了
教材《爱我家国 别样吉祥》，现已开始
投入使用。孙成说：“作为教育工作者，
我们应当把这段历史故事讲述给孩子
们。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我们新民场
中学的娃娃们都能牢记历史、都有爱国
情怀、都是爱国人士。”

一座成都古刹 当年曾燃起革命星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轩摄影报道

26道豁口，如同波浪般起起伏伏，
穿越历史的风霜雨雪，仍清晰地存在于
一口高1.2米、长2.7米、弧长4.1米的石
水缸的缸沿上。

这口石水缸，如今安放在万源保卫
战战史陈列馆内，是国家一级红色文
物，被称为“中国红色第一缸”。1934年
的夏天，这口石水缸在万源市原新店乡
见证了红四方面军反敌“六路围攻”的
决定性胜利——万源保卫战。

成都市郫都区云凌村有一座古寺，
不仅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是一处
红色文化地标。这座叫吉祥寺的古寺
如今位于新民场中学内。

1927年7月，中共郫县支部建立后
不久，党的工作便转至吉祥寺开展。开
办农民政治学校，组织建立独轮车等十
多种行业工会、妇女会、少宣队，发动和
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同样以吉祥寺为“基地”，于1938年
春开办、1939年更名的“四川省立戏剧
音乐学校”，不仅在党的领导下开创了
在国统区首唱首演《黄河大合唱》的先
河，还培养了百余名忠于戏剧、音乐艺
术的人才。“吉祥寺为郫县人民留下了
永远难忘的红色印迹”，6月3日，新民场
中学校长孙成向记者讲述了吉祥寺的
红色故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杨澜

中国红色第一缸。

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

新建后的吉祥寺大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