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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坡红军标语位于高坡苗族乡街上
村北段。从喧闹的农贸市场沿着路往里
走，不多远就能看到。

这是村民文成军的房子，在一众新修
建的房屋里，这座街角处裸露着墙体的房
屋尤为显眼。两层楼的高度，联排的木柱
搭起尖尖的屋脊，两边自上而下一层叠一
层地斜铺着石瓦。灰色的墙体上，已沾染
了不少灰尘，不均匀，斑斑驳驳的样子，但
黑黝黝的红军标语和漫画还是醒目可
见。一面书写着“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政
策”10个大字，落款“红勇（一）”；一面是
一幅壁画，配上文字“白军兄弟团结起来，
杀死狗贪官，与红军联合，一同到北方去
打日本帝国主义。”

这是80年前，红军途经高坡时，向高
坡群众宣传共产党革命精神而写下的。
红军在高坡时，书写、绘制像这样的标语
和壁画还很多，但后来多数被国民党政府
抹去，只有少数保存下来。有村民能回忆
起来一些，一处是书写在原高坡小学（忠
烈宫内）教室东墙壁上的“大哥当白军，虱
子爬满身；二哥学木匠，住在吊楼上；三哥
学裁缝，穿得烂冬冬。荷花出水有高低，
你看世人齐不齐？！”还有一处是写在高坡
场坝上的“红军不为别一件，只为打富来
济贫！”“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等等，落
款均为红勇（一），没有标明年月日。

1983 年，贵阳市政府将文成军房屋
处的红军标语和红军漫画列为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几十年来，市、区文物保护部
门极力保护，多次对红军标语住房户进行
维修、加固标语墙、设置更换消防设施
等。正因为如此，今天来高坡观光旅游的
游客才可以在现场看到和了解当年红军
途经高坡的历史。

1935年4月8日，红一方面军的一部
行军途中在黄泥哨与敌军相遇，激战一个
多小时以后，击溃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顺
利进入龙里境内，然后又从龙里的打碓
窝、朵花冲、谷朗进入高坡。到高坡后分
两路向惠水进军。红军经过高坡约一天
半时间。

红军未到之前，就震慑了高坡的反动
派，他们惊恐万分，戒备森严，设了两道哨
卡：第一道设在文家碾房对门坡，第二道
设在井边坡。被迫去看守哨卡的人，身背
双手带（双马刀），手持梭镖，规定以牛角

为号。负责查哨卡的是“自卫队长”孙仲
连，每天都要查一次，他再三叮嘱放哨的
人：“如果来了就大声吹牛角！”4月9日下
午3点多钟，孙仲连查哨到第二防线时，
听到红军已经来到龙里的打碓窝，他被吓
破了胆，就匆匆忙忙地跑到水塘去了。他
去水塘躲在邵幺公家，并央求邵幺公说：

“如果有生人来问，你就说我是你的儿
子。”孙仲连悄悄溜走以后，乡长兼联保主
任张炳奎还蒙在鼓里。

红军进入高坡，张炳奎壮着胆子去接
应。当天下午4点过，他把地主简焕臣和
文云斋叫来商量，决定3人一起，佯装镇静
出街口去“迎接”红军。不到半小时，他们
就领着20来个红军来了。红军穿的是各
色各样的布衣服，有的穿草鞋，有的穿破
布鞋，人人全副武装，个个精神抖擞，脸色
都是黝黑黝黑的，这20多个红军是打前站
的先头部队。由于反动派实行恐怖政策，
造谣诬蔑红军如何如何，不明真相的贫苦
群众也跟有钱人跑出去躲藏起来，所以红
军来到时，大多数人家关门闭户。

张炳奎他们把红军带到街口雷银散
家，准备装烟倒茶招待红军，但是红军没
有坐，也没有接受他们的烟茶，有的进了
家，有的站在外面观察情况。张炳奎问红
军说：“先生们，你们有多少人？我们好准
备杀猪、做吃的。”红军一听话不对头，便
说：“你问这个干啥，我们的人多得很，你
招待不起。”红军反问张炳奎：“你在这里

当什么？”张炳奎说：“乡长”。红军一听就
白眼相待，更加不理睬了。张炳奎等3人
见势不妙，就悄悄地逃跑了。

张炳奎他们溜走以后，红军找到了杨
春生老人，亲切交谈后，为后续部队安排
了食宿。红军陆陆续续经过高坡，有的来
有的走。当天下午出大太阳，天上有飞机
侦察和监视，后面有白军追赶。晚上，红
军的领导人住在杨春生家，有少部分住老
百姓家，大多数人住街上，纪律非常严明，
行动快速，来去听上级安排，没有惊动老
百姓，也不动老百姓的一柴一草。住在杨
春生家的红军中有个姓杨的连长，对杨春
生说：“本家公，你家的儿子到哪里去了？
让他回家来。”睡觉的时候，红军还用随身
带的狗皮给杨春生垫床，怕老人受凉了。
第二天早晨，红军送一张虎皮给杨春生，
老人看到红军太苦，不忍心要。

红军每到一处都要绘制地图，他们轮
流休息，有的甚至在忽明忽暗的马灯前工
作到天亮。他们还到群众经常过往的街
上找房屋的墙面画画、书写标语，宣传共
产党革命的宗旨，激发群众起来反对国民
党反动政权，打倒土豪劣绅。红军一到高
坡就很忙碌，没有好好休息过。

1935 年 4 月 10 日下午，红军先后离
开高坡。第一路由杨春生带路，在离开杨
春生家之前，红军帮助把他家的衣笼帐被
藏在杨母幺家牛圈里。

杨春生从高坡带红军到与高坡交界
的惠水甲腊冲，恰巧碰上有人过路，杨春
生就对红军说：“那边有人来了，请他带
你们去。”别时，红军送给杨春生两个包
袱，杨春生没有接受。红军到达地坝村
境的翁西山关，白军已经追赶到关下的
李家大田，红军在这里与追赶的滇军鲁
道源旅开战，迫使敌军不敢前进，等到红
军的后尾部队到惠水的甲腊冲后，才开
始尾追。

红军第二路从石板经过半边坡时，
有两个红军因病走在最后，被恶霸地主
谢九清家人用锄头、扛子和扁担活活打
死，拉去丢下深沟，后来还是他家的帮工
王大字暗地与群众商量，悄悄把尸体掩
埋了。另外一个红军也是由于生病掉了
队，牺牲在王坡尾巴脚。过路人发现后，
找来杨春生、文应才、张兴朝3位寨老到
现场核实，确认是红军部队的士兵后，每

人拿 3 升大米，请过路的“叫花子”老邵
公将红军战士的遗体就地安埋，并用石
头作标记。事后，大家谁都不敢讲这件
事，如果讲出来，怕遭受因与红军私通被
杀头。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件事才渐渐
传开。

1963 年 5 月 31 日，公社党委书记罗
才清召集各单位开会，并提议：“快到清
明节了，把红军坟搬一下。”这个提议得
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开会的当天
下午，时任公社公安特派员杨忠品、高
坡小学校长陈远明、粮管所王竹林所
长、卫生院负责人祝子刚等同志带上工
具前往王坡尾巴脚石旮旯里把尸骨挖
出来。原来安葬红军的坟墓很简单，挖
的时候没费多大力气就把尸骨挖了出
来。尸骨挖出后很完整，骨骼很长，大
家分析可能是山东人氏。同时还发现 3
个铜元、1 个铜皮带扣和数枚铜柄扣子
等遗物，这些遗物已由花溪区文化馆送
省博物馆保存。

最后，祝子刚同志把尸骨拣好，做了
一盒棺木装上，用石块垒成大坟，安葬在
现乡公安派出所后面。迁葬后的红军墓
坐北朝南，土封石围，呈圆丘形，高 1.7
米，底径2米，建设面积8平方米左右；墓
前立碑，楷书阴刻“红军烈士之墓”字样。

迁葬当天，300 多名干部、群众、学
生参加了追悼会。从此，每年清明节，高
坡的中小学都组织学生到红军墓前祭
扫，各村党支部每年的“七一”期间也纷
纷组织大家到红军墓举行祭奠活动。

近年来，高坡的旅游文化产业得到
大力发展，高坡古老的民族风情、奇特的
高山地貌和旖旎的自然风光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游客，高坡的红色文化阵地也作
为各族人民和社会各界朋友缅怀革命先
烈、激励人民建设家乡的革命教育胜地。

红军标语墙、红军墓，80 年的时间
里，不断有人站在这些沦桑、古老而厚
重的建筑前，瞻仰它、凝视它，小心翼翼
地触摸着，透过斑驳的墙体、冰冷的墓
碑，去感受红军烈士遗留下来的英魂和
革命精神。

据《红色築魂》

文\杨甜甜 罗廷开
（参考资料：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

室《高坡人民纪念红军》）

位于高坡乡的街上村的红军标语，贵阳市人民政府1983年9月2

日将其公布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1935年4月，红一方面军长征途
经高坡时，在文成军住宅墙上用墨横向从右向左书写“反对国民党的

卖国政策”，并在标语左侧另一墙面上从上至下书写“白军兄弟团结

起来，杀死狗贪官，与红军联合，一同到北方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去”的
标语，同时配有宣传遗画，落款为“红勇”。

红军标语墙、红军墓，80年的时间里，不

断有人站在这些沧桑、古老而厚重的建筑前，

瞻仰它、凝视它，小心翼翼地触摸着，透过斑
驳的墙体、冰冷的墓碑，去感受红军烈士遗留

下来的英魂和革命精神。
高坡红军墙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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