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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为一部电视剧的热播，网友纷纷讨论：

到底真正的“娘道”应该是怎样的？其中，一位微博

网友分享了自己在乡城红军长征纪念馆参观时看

到的一位女性生平事迹。他认为这位女性就是这

道题的答案，获得许多网友的赞同。

这位女性就是我国第一位开国女将军——

李贞。

□ 据《人民日报》

开国将帅中
他们是唯一的将军夫妻

1955 年 9 月 27 日下午，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予军衔仪式在北京举行。

在众多叱咤风云的将帅之中，唯一的一位女少

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她就是 47 岁的原中国人

民解放军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李贞。

更令人惊喜的是，李贞的丈夫甘泗淇被授予上

将军衔。在1000余名开国将帅当中，甘泗淇、李贞

夫妇是唯一的将军夫妻。

在李贞将星闪耀的背后，是她出生入死的战斗

历程和廉洁奉公的公仆情怀。

李贞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她的父母一共生了 6 个女儿，父亲在她最小的妹

妹出生后便病逝。为维持生计，李贞 6 岁那年，

母亲含泪把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16 岁时她被迫

与丈夫举行了旧式婚礼。

1926 年，婚姻不幸的李贞决心“跟着共产党闹

革命”，参加了妇女协会，不久担任了乡妇女协会委

员长。第二年，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战斗中
她身先士卒，英勇顽强

随后，李贞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湘赣和湘

鄂川黔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曾任湘鄂川

黔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

李贞常说：“是党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战斗中，

她总是身先士卒，不怕牺牲，英勇顽强。

1934 年 7 月 ，红 军 第 五 次 反“ 围 剿 ”失 利 之

后，红六军团准备撤离湘赣根据地进行西征，李

贞 当 时 任 红 军 学 校 政 治 部 主 任 ，组 织 决 定 将 李

贞 留 下 来 照 顾 三 妹 李 新 兰 ，因 为 作 为 王 震 夫 人

的李新兰快要临产了。

李贞听罢急切地说：“不行，我要去找任弼时主

席！”她首先想到的是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

一进门，李贞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同意留下

来，我要跟随红军西征去。弼时同志，你说说，当前

是打仗重要，还是照顾妹妹生孩子重要？！”一见面，

李贞就放了一串“连珠炮”，“我是来参加革命的，革

命还没成功，我怎么能留下来呢？妹妹生孩子，不能

影响我的工作。任主席，我要跟红军一起走！”

她和丈夫抚养了
20多个烈士的遗孤

李贞一共有三段婚姻，前两段都很坎坷。与甘

泗淇结婚后，她才找到真正的幸福。

1935 年元旦，李贞和甘泗淇结为夫妻。李贞在

长征出发时已怀有身孕，但她既要随部队一起行军

打仗，又要做党团工作、干部工作、收容伤病员，每晚

还要统计伤亡数字，长期处于紧张疲劳状态。在部

队进逼昆明、横扫滇西的作战行动中，李贞腹中胎儿

流产。频繁激烈的作战行动使得李贞无法休息调

养，从此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虽然没有一个自己亲生的孩子，但李贞和丈夫

甘泗淇却用自己的工资抚养了20多个烈士的遗孤。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 120 师后勤部部长陈

希云去世后，李贞把他的大女儿陈小妹接到家里

抚养；

1955年，苗族老红军朱早观病逝后，李贞和甘泗

淇把他的女儿朱一普又接到家中；

从朝鲜战场归国后，李贞和甘泗淇得知老战友

王政柱夫妇要去朝鲜参战，又把他们的3个孩子接到

身边抚养……

在李贞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孩子们非常努力，

勤奋学习，先后有近 20 人考入大专院校，成为国家

建设的有用之才。

李贞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战争年代十分艰

苦，现在条件好了，我们不能贪图享受，丢掉艰苦奋

斗的好传统。”

除了4枚勋章外
称得上“一贫如洗”

1990年3月11日，李贞走完82年的光辉人生。

人们含泪为李贞清理遗物时发现，这位参加革

命 64 载的女将军，除了记录她赫赫战功的 4 枚勋章

外，其他的遗物简单到称得上“一贫如洗”——

四把用了 15 年仍舍不得扔掉的旧藤椅，一个用

了整整 40 年的行军箱，11000 元人民币、2500 元国

库券，战争年代留下的两根小金条……

李贞在遗嘱中这样安排她的遗物：

一根金条捐给自己的家乡浏阳县，另一根捐给

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用于发展教育事业；

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捐送北京市少年宫，一部

分作为自己的党费上交组织。

看着李贞的遗物清单，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

失声痛哭。

网友们纷纷表示：这位开国女将军李贞波澜曲

折的一生，完美诠释了何谓真正的“娘道”。

那的确是一个充满磨难和痛苦的年代，但那也

是一个英雄儿女辈出的年代。李贞将军的一生，永

远值得歌颂和赞扬！

在长征中，红军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

围追堵截，虽然取得了最终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

牺牲。牺牲的官兵中，许多是各级指挥员。据不

完全统计，这些牺牲的指挥员中仅师职干部就达

80多人，包括红3军团第4师师长洪超、红3军团

第34师师长陈树湘、红四方面军第10师师长余永

寿等。另外，还有数名军以上干部牺牲：红3军团

参谋长邓萍、红25军政委吴焕先、红5军副军长罗

南辉等。 □ 据新华社

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师长洪超
1934 年 10 月 20 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 3

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派遣洪超指挥所

部，作为先头部队由赣县塘坑口向信丰新田百石村

挺进。

21日上午，洪超指挥红10团到达百石附近，抢

占制高点，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守敌惊恐万状，

慌忙弃堡逃命，躲进村里一座坚固的“万人祠”土围

子里负隅顽抗。红10团很快将其包围。在指挥歼

灭顽敌的战斗中，洪超不幸被一颗流弹击中头部，

光荣牺牲，年仅25岁。

洪超牺牲后，战友们把他葬在附近的山坡下，

没有立碑，没有留下姓名。

彭德怀得知洪超牺牲的消息，心中十分难过，

深情地说：“洪超同志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的革命精

神，值得我辈学习！”

血洒遵义城下的军团参谋长邓萍
红 3 军团参谋长邓萍，是红军的著名战将，是

红军长征中牺牲的唯一一位军团级将领。

1935 年 1 月 7 日，红军占领遵义。当彭德怀、

杨尚昆到遵义城参加遵义会议时，邓萍充分发挥其

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成功地阻击了南面来犯之

敌，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2月27日，娄山关战斗打响。邓萍作了详细部

署并亲自指挥这场战斗，不到两小时，娄山关主峰

就飘起了红旗。

红军乘胜前进，攻占了遵义城外的石子铺。傍

晚，部队进抵遵义城下。在红军的攻击下，敌人缩

进了位于香江河西岸的老城。为进一步摸清敌情，

邓萍和红11团政委张爱萍等人，冒着绵绵阴雨，匍

匐前进到香江河东岸进行侦察。当邓萍举起望远

镜观察时，敌人从城墙上放枪，击中了邓萍的头部，

他当即倒在张爱萍的右臂上壮烈牺牲。

喋血四坡村的军政委吴焕先
吴焕先的英名及卓著功勋，早已载入史册。

1932 年红四方面军西征后，他主持重建红 25

军，先后担任军长、军政委，独立坚持根据地斗争，

取得郭家河、潘家河、葛藤山、扶山寨等战斗的胜

利。1934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吴焕先与新

任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率部进行长征，在国

民党军重兵划区“清剿”、苏区大部丧失的严峻形势

下，指挥部队集中兵力打敌弱点，采取迂回、突袭等

战术，连克强敌，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为扩大

红25军做出重大贡献。

1935年7月16日，红25军为配合红一、红四方

面军的行动，并同陕甘苏区红军会师，从西安以南

的沣峪口出发，继续长征。8 月 21 日，在甘肃泾川

县王村镇四坡村战斗中，吴焕先为掩护主力部队突

围而壮烈牺牲，时年25岁。

从童养媳到开国将军：

李贞：一生波澜树“娘道”丰碑

牺牲在长征路上的
红军高级将领

1955年，毛泽东主席将一级解放勋章授予李贞（资

料照片）。 □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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