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www.xinminweekly.com.cn

雷经天随部参加了北伐军攻占

南昌、九江等地的激烈战役。1927

年 4月，他调任为24师（师长叶挺）

60团党代表；8月，参加南昌起义，

在南下广东途中任 24 师党代表。起

义军在潮汕失败后转赴香港、澳门；

12 月，参加广州起义，任行动委员

会委员。1929 年 1 月任中共广西省

委代理书记；8 月，任广西省农民协

会主任；12月，与邓小平、陈豪人、

张云逸等领导百色起义，对红 7 军

的建设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扩

大做出了贡献。1934 年 10 月，雷经

天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58年9月，

雷经天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上海社

科院首任院长！

此前，他是华东政法学院（现

华东政法大学）院长和上海法学会

首任会长。上海社科院刚成立时，

甚至还有本科生（现在只设研究生

院），而其中最有名望的校友就是

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在邓伟志先

生等前辈的提议下，上海社科院出

版了《走近雷经天》；这是一本全

面反映其革命生涯和学术贡献的传

记著作，我因此也有幸找到雷经天

之子雷炳坚先生。

气度儒雅、待人热情的雷炳坚

先生，居住在徐汇区天平街道。他

本身就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在上

海科技出版社长年担任副编审的

学术工作。他积极投入雷经天革命

风范研究，不断到南宁、厦门、广

州、延安等父亲生活和战斗过的地

方寻找其足迹。他还担任了电影、

话剧、情景剧等雷经天主题艺术

作品和革命事迹展览的首席顾问。

因为十年前，我发起了旨在传承

红色基因的天平德育圈公益联盟，

我和雷炳坚先生交往颇多。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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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打听黄埔军校的情况。那是上

世纪 80 年代初期，被特赦的黄埔生

们具有了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馆员

的新身份，这个时期他们开始发表

文章，留下一批黄埔军校建校之初

的回忆录。当时，授课初中历史的

归老师总是在第一时间拿给我看，

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黄埔生后代，

不久也成为统战对象。初中历史课

本里，开始介绍周恩来总理以及邓

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归老师的教

学参考书里还有：周总理就任黄埔

军校政治部主任戎装照、百色起义

另一位主要领导人雷经天的介绍。

关于雷经天，我记住的第一个身份

是黄埔军校宣传科长！

初中毕业，因为我就读的园林

式学校改建为市三女中，我就去了

同在长宁区的延安中学就读高中。

延安中学的校名可是邓小平题写

的！关于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高

中老师们都是从百色起义开始谈，

这样又进一步地了解他的战友雷经

天！于是就知道了：雷经天担任宣

传科长时期的顶头上司就是黄埔军

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1985 年，我

就读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教授中

有多位是黄埔将领或国民党元老的

后代，如学富五车的程博洪教授就

是程潜之子！

担任过复旦历史系主任的杨立

强教授，本身是研究北洋军阀和北

伐军的学术权威，对其家乡诞生的

黄埔军校，更是了如指掌。他告诉

我：宣传科长一职变动较快，但国

共分裂之前一直由共产党人担任。

周恩来、雷经天在建校初期，主要

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发挥

关键作用的基本原则：包括干部和

士兵同甘共苦、作战时共产党员身

先士卒、战场和行军中的士气动员、

战斗后对牺牲官兵抚恤等。他俩的

后任分别是国民党左派邓寅达和共

产党人邝墉，而 1926 年初郭沫若担

任了政治部副主任并主持工作。就

是邝墉为北伐军填词了这首鼓舞士

气的《打倒列强》，由郭沫若签发

后印刷并发放到北伐军各部队的营

级党代表！

邝墉填词的历史背景就是：在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

出的“党在现阶段革命任务中”，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

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

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首

要任务。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

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

又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

义”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北伐战争

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

而北伐军正是一路喊着这个口号，

举着“打倒军阀除列强”标语，唱

着“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战歌从

珠江之滨打到长江流域！北伐战争

开始前，雷经天就任第六军政治部

宣传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