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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4_A8_E5_B7_A5_E5_c34_47559.htm 王佐又名王云辉，绰号

南斗牯，井冈山下庄村人。他自幼丧父，童年时随母磨豆腐

，又给豪门富家放牛，挑石灰，伐薪烧炭，漂泊流离。十五

岁开始学裁缝。三年后成了井冈山有名的裁缝师。他还在罗

浮拳师王冬文那里学了几年武功。 1920年，绿林首领朱孔阳 (

朱聋子)，因有一只耳朵不好使，人们便管他叫朱聋子。朱聋

子在茶头坪筹集了大批布匹，请王佐去给兄弟们缝制衣服。

在那段日子里，朱聋子见他手艺精明，才智过人，便邀他加

入绿林军，以做采买为掩护，充当水客(侦探)，王佐当即应

允。王佐在绿林军中，见“吊羊”(即打土豪)，即可筹款，

又可解他平日对官府富家之恨，感到心满意足。随着时间流

逝，王佐发现朱聋子除“吊”土豪之外，对贫苦百姓也不放

过，不仅抢劫财物，烧屋杀人，而且还奸淫民女，致使方圆

几十里的父老兄弟对绿林军怨声载道，他心中逐渐感到不安

。踌躇满志的王佐为了避嫌，一年后脱离绿林军，去寻找新

的出路。 1922年冬的一天，王佐与其胞弟王云番在船底坑姐

姐家做客，遇上三个来自广东的鸦片贩子带有大洋，便起了

杀心。夜深人静时分，姐弟三人将那三个烟贩子毁尸灭迹，

夺得300块大洋。之后，他们又商议拿这笔钱买枪。他们叫王

佐的师兄石官华以缝衣为名，四处联络买枪事宜。不久，石

官华在宁冈源头村艾桥生店里缝衣时得知艾从李桂盛绿林军

中携来一支旧式毛瑟九响枪，便用60块大洋买下艾的那支旧

枪。当他把枪背回来给王佐看时，才发现这是一支断了枪栓



的坏枪。王佐秘密把枪带到在下七开铁匠店的挚友刁辉林那

儿，同刁辉林密商，决计仿效朱聋子去“吊羊”，以期达到

劫富济贫的目的。刁表示愿为此出力，当夜二人结为生死之

交。他们花了很大的工夫才把那支旧枪修好。随后，王佐先

回下庄联络兄弟，刁辉林则赶造梭镖、大刀。 王佐回到下庄

不久，一天，从遂川县城来了四名荷枪实弹的税警在下庄催

粮派款，王佐当即邀集李开昌等人到他家，决计设家宴款待

税警。席间王佐极力劝酒，待他们烂醉如泥后，众兄弟一齐

上前，夺下了4支步枪。这年年底，王佐首次用这五支枪率领

兄弟们行动，“吊”黄坳大土豪马江保一举成功，索得大

洋500余元。这批钱王佐除给兄弟分发部分外，剩下全部都接

济了穷苦的百姓，自己分文末拿。 几天后，他和众弟兄们在

下茅坪的邬王将军庙内聚义，提出了“打富不打贫，打疏不

打亲，打远不打近”的口号，盟誓：“不求同日生，但求同

日死。”此后，王佐名声大震，绿林中的散兵游勇纷纷带枪

前来投靠，附近县的贫苦农民也先后揭竿而起，归顺王佐。

便这支队伍日益壮大，枪支也不断增加。几经周折，王佐也

从朱砂冲老仙崖扎棚驻丁，到井冈山主峰岩洞扎营，先后占

据了茨坪、大小五井一带。将大本营定居于大井村的白屋。

后来，王佐又火并了先后窜上山来的绿林唐光耀、马文林、

陈荣彪等几支队伍，成为井冈山最大的绿林武装，成了井冈

山的“山大王”。 王佐的得势使豪绅富户更加不安，永新县

府不得已，只好同意王佐提出的种种条件，将其所部编为新

遂边陲保卫团，由王佐担任团长。保卫团成立后，王佐将“

打富济贫”的口号改为“抽富济贫”，为井冈山的贫苦农民

减租免税，对那些土豪富户则加捐加税。1926年遂川县农民



协会先后派胡开甲、王文静上山与王佐联络，王佐同意在井

冈山各个乡村办农民协会。这样，原小井团防门前便挂起了

“新遂边陲农民协会”的牌子，原保卫团也改称“农民自卫

军”，王佐任总指挥。1927年7月18目，王佐与袁文才各率农

民自卫军一起攻打永新，砸开监狱，救出了贺敏学、胡波、

张友进等80多名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接着成立赣西农民自

卫军，王佐担任副总指挥。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

义部队进驻宁冈茅坪后，通过袁文才与王佐联络，王佐同意

毛泽东及其部队进驻井冈山区。10月24日毛泽东带领部队到

达荆竹山，首次提出了三大纪律，规定不准拿老百姓的一个

蕃薯，红军的纪律严明受到了井冈山群众的称赞。受王佐指

派，朱持柳专程到荆竹山迎接毛泽东上山，王佐骑马也到双

马石把毛泽东迎到大井村，并送500担稻谷给工农革命军做给

养。毛洋东为表示对王佐的真诚谢意，回赠他70支枪以便其

扩充部队。王佐后来在毛泽东、何长工等较长时间的教育、

帮助下，决意抛弃绿林生活，投身革命。毛泽东十分重视对

袁、王这两支地方武装的团结改造工作。工农革命军在湘赣

边界游击时，毛泽东从水口派回游雪臣、徐彦刚、陈伯钧等

到袁文才部队工作。1928年l月毛泽东派何长工为王佐部队的

党代表，还先后从工农革命军中抽派干部到王佐部队担任政

治和军事工作，着手对王佐部队进行改造。何长工去后，王

佐戒心较重。经常秘密开会。他派下一个彪形大汉给何长工

当警卫员，实际上是进行监视。何长工遵照毛泽东指示既不

缓又不急的原则，对王佐进行了耐心的团结教育工作。工农

革命军干部从争取他的家属和亲信入手，经常注意启发他的

革命觉悟。同时，还给王佐部队一些枪支和子弹，进一步加



强王佐部队的武装。对于这些，王佐都很高兴，通过不断工

作，王佐逐渐打消了疑虑，向工农革命军靠拢，提出要工农

革命军帮助消灭他的宿敌反动武装永新县二区保卫团、地主

武装、五县联防总指挥尹道一。尹道一这个地头蛇，部下有

三百多人，拥有枪一百余支，驻在井冈山下的拿山，他仗着

人多势力大，一向轻视王佐，伺机吞并王佐的武装。每次和

王佐打仗总要穷追一气，经常追到旗罗坳一带，有时甚至追

到茨坪。工农革命军干部帮助王佐详细研究了尹道一活动的

特点，决定采取诱敌伏击的办法，消灭这股地主武装。1928

年2月的一天，王佐部农民自卫军分作两部进入战斗：一部分

一、二百人到拿山袭击尹道一，打了一阵就假装败逃，另一

部分五、六十人埋伏在旗罗坳。天刚拂晓，战斗打响了。到

拿山袭击尹道一的农民自卫军边打边退，尹道一带着团丁穷

追。将近中午，到了旗罗坳，尹道一停下来休息，脱掉衣服

抽起大烟，他部下的团丁正准备搞饭吃。就在这时，埋伏在

树林里监视的农民自卫军一齐开火，几排枪打去，尹道一惊

慌失措，团丁们死的死，伤的伤，乱作一团。接着一个班冲

上去把尹道一活捉了。这一次伏击，尹道一部伤亡一百余人

，缴枪二十多支。抓到尹道一后，农民自卫军刁辉林、李珍

珠愤恨地一刀把他的头割下用毛巾包了，带着胜利品回到茨

坪。王佐看到尹道一的头高兴极了，伸出大拇指称赞说：“

还是毛委员共产党有办法，我信服毛委员，信服共产党！”

并连夜摆酒庆贺。从此，王佐更加靠拢党组织，在党的领导

下，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这年3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适望应革命斗争形势发发展的需要，经过细致的团结改

造工作，袁文才、王佐部队于1928年2月在宁冈大陇朱家祠，



正式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由张子清代表

前委宣布命令，任命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

任党代表。袁文才部编为第一营，王佐部编为第二营。升编

以后，又从第一团派去二十多名干部，继续加强政治和军事

训练，在部队中发展党的组织和建立士兵委员会，吸收有觉

悟的年轻农民参加部队。袁、王部升编工农革命军后，当月

率第二团在参战毛泽东亲自指挥的新城战斗和同年6月朱德指

挥的新老七溪岭战斗中，英勇歼敌，取得新城、七溪岭大捷

。1928年5月4日红四军成立时，这支部队编为第三十二团，

成为红军第四军的一部分。从此，这支部队成为党领导下的

革命部队，王佐心中有了党，行动也有了纲，在革命的道路

上如猛虎添翼，迈出了更加雄健的步伐。 红四军成立后，王

佐任三十二团副团长。正在这时，遂川靖卫团肖家璧的一个

连窜入黄坳进行抢劫，王佐率部前往，一场激战，打垮肖家

璧的反动武装，取得了战斗胜利。1928年5月上旬，王佐率部

成功配合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进攻遂川，守卫井冈山

的南大门。红四军大力进攻永新时，王佐部驻守宁冈，几经

绕道敌后，和暴动队、赤卫队一道有力地保卫井冈山根据地

。 在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中，王佐部担任朱砂冲、桐木岭、

双马石、八面山等哨口的防御任务，击退赣敌高功、尹豪民

的数千之众，很好地配合了黄洋界战斗。 为了加强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的防务，1928年7月成立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王佐

担任主任。这年冬季，他领导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十个乡的暴

动队和群众加固五大哨口，与红军一起到宁冈、遂川、永新

挑粮上山，在大小五井储备了几万斤粮食，伐木参加修建小

井红军医院。他日夜奔忙，含辛茹苦，串村走寨进行工作，



经常携带缴获土豪得来的补品慰问伤病员，还派人精心护理

重伤员。 1929年1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

“会剿”，王佐奉命率领红四军三十二团，配合彭德怀领导

的红五军留守井冈山。1929年2月，在井冈山失守的日子里，

王佐把队伍化整为零，灵活出击在深山老林之中，他露宿在

岩洞中、大树下。不久，他乘敌主力撤出井冈山，于1929

年11月11日，王佐与袁文才率赤卫队在宁冈睦村打垮了宁冈

县反动靖卫团，击毙了宁冈县县长陈宗经。又出其不意地袭

击盘踞在井冈山上的地主武装，一举收复大小五井，担任湘

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不久，王佐部编入红五军五纵

队，王佐任纵队司令。王佐在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中历尽艰辛

，功绩彪炳千秋。 新中国成立后，王佐、袁文才均被追认为

革命烈士。1965年5月29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接见了王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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