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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太行，亿万年雄峙天地间，

默默俯瞰中州大地的沧桑巨变；英雄

儿女，五千载薪火相传，用热血与赤

诚谱写民族的悲喜兴衰。

88 年前，卢沟桥畔一声枪响，中

华民族全面抗战由此揭幕。以太行

山区为肇始的敌后战场，在抗战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与正面战场一道，共

同支撑起中华民族永不弯折的脊

梁。然而，以敌后根据地有限的资源

禀赋，要支撑起敌后抗战何其不易。

八路军究竟凭借什么，唤醒了沉睡的

山乡，凝聚起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进山西省

长治市武乡县的两处八路军总部旧

址，试图在岁月留痕中探寻这一历史

课题的朴素答案。

良好作风：八路军在太行扎根的基石

八路军的优良作风，是初到山西

时与人民群众迅速拉近情感距离的

关键。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曾在太

行山区辗转多地。时至今日，在武乡

县蟠龙镇砖壁村，仍流传着许多军民

鱼水情的故事。

“八路军驻进村里，说话总是和

和气气，还主动帮老乡挑水、打扫院

子，给大伙儿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一

下子就打消了我们心里‘好人不当

兵，好铁不打钉’的老观念。当时我

就想，能跟这样的队伍在一起准没

错，随后就报名参加了八路军。那时

候啊，参加八路军是真光荣！”武乡籍

八路军老战士李金水回忆起参军往

事，眼中仍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八路军在砖壁村时，专门发布

过‘树叶训令’和‘野菜训令’。‘树叶

训令’规定不许在村里榆树上摘榆

钱，‘野菜训令’要求战士们不准在村

庄周围五里内挖野菜，要把近处方便

采摘的野菜留给群众。”八路军总部

砖壁旧址纪念馆讲解员肖建廷说。

在砖壁村，记者见到了朱德总司

令当年居住的房屋。令人动容的是，

这间屋子位于院落南侧，更像一间普

通门房。肖建廷解释：“当地有句俗

话‘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

凉’，但朱老总坚持住在这里，把采光

最好、最舒适的正房留给了房东。”

“过去没公路的时候，砖壁村三

面环深沟、一面靠大山，地理条件十

分隐蔽。八路军把总部设在这里，是

经过细致调研的。可 1939 年总部刚

到这儿，就遇上了大旱。虽然战士们

挖了不少水窖，却因为雨水太少没存

下多少水。测算后发现，再驻扎下去

老百姓就该缺水了。为了不跟老乡

争水吃，八路军总部毅然决定转移。”

肖建廷感慨道，“为老百姓做一两件

好事不难，难的是处处把老百姓放在

心上。这样的军队要抗日杀敌，老百

姓怎能不倾尽全力支持？”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第一代讲解

员崔韶光深有感触：“八路军爱民如

父，老百姓才会爱兵如子。正是这份

穿透岁月的良好作风，让八路军初到

山西就稳稳扎下根来，为敌后抗日根

据地的建立筑牢了民心根基。”

精细工作：凝聚抗战合力的密码

八路军总部从砖壁村转移后，来

到了不远处的王家峪村。这里地处

沟底，饮水虽相对方便，但若被敌人

发现，就可能需要进行艰苦的阻击战

掩护总部转移。

“面对装备精良的强敌，光靠摇

旗呐喊喊不出胜利，必须靠实实在在

的行动。共产党八路军不仅做对了

事，更把工作做到了细致入微，才凝

聚起抗战的强大合力。”八路军总部

王家峪旧址纪念馆讲解员史肖楠说。

史肖楠以妇救会的发展为例，讲

述了党的群众工作智慧。当时党首

先集中培训妇女中的先进分子，再派

她们到各村开展工作，同时培养更多

基层妇女干部。靠着这种“滚雪球”

式的方法，妇女干部队伍不断壮大，

在抗战中撑起了“半边天”。

除了妇救会，农救会、工救会、青

救会等各类抗日救亡组织也如雨后

春笋般成长，深深扎根根据地，将人

力、物力、财力等各类资源充分调动

起来。

“当时不足 14 万人的武乡县，有

9 万多人加入各类抗日组织，1.46 万

人参加八路军，捐献军粮近240万担，

妇女们缝制的军鞋超过 49 万双。”史

肖楠动容地说，“这一组组数字，正是

人民战争最生动的注脚。”

铭记历史：汲取前行的精神力量

“优良作风是八路军在敌后的立

身之本，正是这种区别于旧军队的独

特品格，赢得了群众的真心信任，才

得以完成旧军队无法完成的使命，开

辟出敌后抗战的新天地。”山西太行

干部学院特聘教授郝雪廷说。

“这段历史同样启示我们：任何

伟大事业都不会轻轻松松实现，必须

勇于进行符合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付出艰巨而具体的努力。”原山西省

委党史办公室二级研究员田酉如说，

正因为共产党八路军在通盘谋划全

局的同时，把每项工作都做细做实，

才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效，赢得了敌

后战场一个又一个胜利。

崔韶光的话语饱含深情：“我们

更要从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力

量。八路军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

靠人民，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这，就是永不褪色的人民战争。”

（新华社 许雄）

在八路军总部旧址探寻抗战胜利密码

夏日，宛南大地阴雨绵绵。在

河南南阳宛城区溧河街道夏营村，

位于村头的“南阳许烈士子和抗日

纪念碑”静静矗立，石碑上洋洋洒洒

数百字，向世人讲述着这位抗日英

烈的无畏气概。

记者来到许子和外孙张敏老人

家中。提起外公，今年 72 岁的张敏

滔滔不绝：“打记事起，就听母亲和

老一辈人讲外爷的故事。他身材瘦

高，勇猛过人，枪法精湛。”

许 子 和 ，本 名 文 忠 ，字 子 和 。

1909 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县溧河乡

程胡庄，即今日的夏营村。他幼读

私塾，成年后加入爱国将领冯玉祥

部当兵。1937 年全民族抗战爆发

后，胸怀家国大义的许子和受党组

织派遣，同中共地下党员张树廉一

起回南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

们在地方创办“抗日战地话剧团”，

结合当时的抗日救亡形势，排演《放

下你的鞭子》《卢沟桥的枪声》等剧

目，不仅激励了人们的抗日斗志，还

借机秘密发展了共产党员。

抗战时期，由于日军封锁，敌后

抗日根据地医用酒精等军用物资匮

乏。1940 年春，为支援中共地下党

员邰士芳开办的酒精厂，许子和通

过自家建立的酿酒作坊生产白酒，

送给邰士芳作为酒精原料。

“我妈总会提起，外爷平日里为

人豪爽、仗义疏财，自幼习武又有从

军经历，因此在方圆几十里都颇有

名气。”张敏骄傲地说。

1945 年春，日军侵占南阳，许子

和召集当地抗日义士，聚枪 100 多

支，成立“宛南抗日游击队”，并被选

为大队长。农历三月三日上午，一

小队日军窜至当地玉皇庙附近，四

处抢掠。许子和得知消息后，立即

与骨干队员商议，决定一面集合游

击队员做好战前准备，一面派人与

驻扎附近的主力部队联系，由主力

部队担任主攻，游击队配合作战。

战斗中，许子和左腕受伤，仍继

续向前冲，又身中数弹。他忍着剧

痛对队员们说：“我不行了，这一仗

非打好不可，叫日本人知道我们中

国人厉害！”最终因伤及要害，壮烈

殉国。至下午五时，这股日军被全

部歼灭。

侠肝义胆、保卫家乡的游击队

长许子和牺牲了，但他的故事流传

至今。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慕名

前来瞻仰。80 年时光流转，许子和

长眠于家乡的土地上，见证着宛南

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他和众多烈

士们的英勇事迹也将通过文字、代

代口述，永远地传承下去。

（新华社记者 郑家宝）

抗日英烈许子和：
侠义柔肠勇护乡里

巍巍太行，苍山如刃。在山西省

左权县麻田村的西山上，太行新闻烈

士纪念碑面向东方。纪念碑侧面镌

刻着陆定一同志的题词：“一九四二

年五月，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等

四十余位同志壮烈牺牲，烈士们永垂

不朽。”何云，这位以笔为枪的新闻战

士，在1942年日军大“扫荡”中壮烈牺

牲，年仅37岁。

何云 1905 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

县朱巷乡（今绍兴市上虞区永和镇），

1933年，因在上海组织抗议日寇进攻

华北的群众大游行，被国民党逮捕。

4 年的监狱生涯摧残了他的身躯，两

条腿由于长年戴着脚镣，走起路来已

经有些不便。饱经磨难后，何云的革

命信仰却更为坚定，1937年恢复自由

后，他毅然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1939 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

版）创刊号出版，何云被任命为社长

兼总编辑。在发刊词中，他鲜明提

出：“《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任务有

三：一是立足华北，坚持敌后抗战，

鼓励、推动全国团结抗战及进步；二

是创建、巩固和扩大华北抗日根据

地；三是团结华北文化战士，开展敌

后 文 化 运 动 与 敌 苦 斗 到 底 。”1941

年，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成立，何云兼

任总分社社长。

夜深了，油灯下，一个瘦弱的身

影还在工作。这是吴青记忆中的何

云——她的丈夫，一个总是伏案工作

的人。在“百团大战”期间，何云曾随

八路军总部和 129 师奔赴前线，主持

战地新闻采访工作。在炮火纷飞的

前线，稿件一经完成，即审即刻、即校

即印，以最快的速度将“百团大战”取

得的战绩传播至民间，鼓舞广大民众

的抗战热情。

1942 年 5 月下旬开始，日军调集

3 万兵力对太行根据地展开“铁壁合

围”。“我们陷入敌人合击圈，被重重

包围，当时六架敌机擦着山头低飞，

疯狂轰炸扫射。重要山头都被敌人

火力封锁，机枪声如骤雨一般。”时任

《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李庄在一

篇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面对此情形，何云带领 200 多名

报社人员紧急向庄子岭一带转移。

他召集大家开会，会议决定化整为

零，分头行动突围。何云带领几位同

志转移到辽县东南大羊角村附近，架

起电台，抄收延安新华社电讯。

5 月 28 日黎明，何云和几位同志

在大羊角村附近的山坡上被敌人发

现。面对绝境，他冷静地对身边的战

友说：“不要把子弹打光，留下最后两

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绝

不能活着当俘虏。”这时，一颗子弹射

来，何云被击中，身负重伤。当医护

人员赶来时，他挣扎着说：“我的伤不

重，快去抢救倒在那边的同志吧。”这

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何云牺牲后，刘伯承将军痛惜

道：“实在可惜啊！一武（左权）一文

（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杨

尚昆同志在《悼何云》中写道，“何云

正在壮年，党所给予的任务尚待竭

力完成，今竟不幸牺牲，这确是一个

损失！”

今年 5 月，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

馆迎来了络绎不绝的研学团队，每天

都有上百名来自山西、河北、河南等

地的学生前来瞻仰太行新闻烈士纪

念碑，参观新闻烈士展厅。讲解员杨

振宇说：“每每讲完何云的故事，展厅

总会陷入一片肃穆的寂静，不少人都

忍不住落泪。”

一位参观者的分享让杨振宇至

今难忘，“正是那份对抗战必胜的坚

定信念，让他在绝境中勇敢面对死

亡。”何云与战友们用生命诠释的，远

不只是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坚守，

更是中华儿女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家

国大义，这在中华民族抗战的壮阔画

卷中，刻下了永不磨灭的精神印记。

（新华社记者 万倩仪）

新闻战士何云：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何云像。
山西省左权县委宣传部供图

河北唐山迁西县喜峰雄关大刀

园内，一口钢筋水泥浇筑的“红缨大

刀”横立。“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把大

刀背后的故事吗？”暑假伊始，一群小

学生来到这里，他们整齐列队，抬头

仰望大刀雕塑，胸前的红领巾格外鲜

艳。迎着孩子们好奇的目光，志愿者

讲起国民革命军第 29 军大刀队的抗

战故事。

喜峰口位于唐山迁西县和承德

宽城满族自治县交界处，是东北联通

华北的咽喉要道。明代民族英雄戚

继光曾在此修筑长城并建喜峰口关

城。这里燕山耸立、滦水奔流、险要

天成，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1933 年 1 月，日军侵占山海关，

悍然进犯长城沿线，长城抗战由此

爆发。

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华儿女从不

退缩。1933 年 3 月 9 日，日军袭占长

城喜峰口第一道关口。国民革命军

第29军一部在赵登禹、何基沣等指挥

下，夜袭喜峰口日军，与敌激战，夺回

喜峰口阵地。喜峰口战役成为长城

抗战的重要一战。

3 月 10 日，双方爆发了争夺关口

的战斗。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喜峰

口及其两翼阵地猛攻。中国守军英

勇抵抗，但因装备差，虽给日军以杀

伤，自己损失亦极大。为争取主动、

消灭入侵之敌，决定进行夜袭。

3 月 12 日凌晨，夜袭队分两路向

蔡家峪、小喜峰口等处日军发起进

攻。夜袭队手持大刀，奋勇冲杀。当

时日军还在梦中，不少人未及清醒即

已身首异处。次日 4 时，夜袭队与敌

肉搏十余次，接连攻占小喜峰口、蔡

家峪、西堡子、后杖子、黑山嘴等十余

处敌据点，摧毁了一处敌军前线指挥

所，缴获了敌作战地图等重要资料。

一寸山河一寸血。当时，赵登禹

亲选 500 名精壮士兵，组成大刀敢死

队。将士们人手一把大刀，刀身长、

刀头阔、刀背厚重、刀锋锐利、刀柄缠

着红布，粗犷威猛。为争夺一处制高

点，大刀队攀登绝壁，偷袭敌阵，生死

搏杀，战斗异常惨烈，500名壮士仅二

三十人生还。

“喜峰口主要由峡谷地带构成，

易守难攻，而日军对于喜峰口的地理

位置不熟悉，这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我

方作战。白天，大刀基本派不上用

场，29 军扬长避短，利用夜战、近战、

奔袭战的优势，绕攻敌人。”河北民族

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许可说，

喜峰口战役中，29军及其大刀队血战

日寇。大刀队的英勇表现极大地打

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使日军在长城

沿线的进攻受到严重挫折。

1937 年，音乐家麦新以大刀队

的事迹为原型谱写了著名的抗日歌

曲《大刀进行曲》，成为振奋民族精

神、争取民族解放的号角，至今传唱

不衰。

“ 大 刀 向 鬼 子 们 的 头 上 砍

去！……”今年“七一”这天，顶着炎

炎烈日，来自宽城满族自治县老区促

进会的20多位老党员，从喜峰口乘船

赶到独石沟乡蓝旗地村，大家不约而

同唱起《大刀进行曲》，用这种特殊的

方式祭拜埋葬在这里的 29 军部分阵

亡官兵。

夏日，山花烂漫。站在喜峰口，

眺望长城内外，硝烟早已散去，但大

刀队的精神永不磨灭。

喜峰雄关大刀园内，喜峰口长城

抗战纪念碑、大刀魂主题雕塑、铜墙

铁壁纪念雕塑、长城血战浮雕、抗日

战争死难者纪念墙巍峨耸立，静静

诉说着那段过往。园区先后被评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

实践教育基地，年均接待参观者 30

万人次。园区负责人张国华说：“大

刀队的故事时刻提醒我们铭记历

史、珍爱和平。抗战精神筑牢了民

族新的长城！”

（新华社记者 冯维健）

喜峰口战役：大刀队的热血传奇

在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东城街

道窦家洼村，“武林将军”窦来庚的

抗日事迹可谓家喻户晓，并被载入

《临朐县志》。窦来庚的遗骨安葬在

庄严肃穆的临朐烈士陵园，常有群

众自发前来缅怀。其英勇报国的精

神，激励着一代代沂蒙老区人。

这位“武林将军”的一生富有传

奇色彩。窦来庚，字峰山，1900 年出

生于窦家洼村。他自幼尚武，19 岁

考入济南一中，当年转入山东省武

术传习所学习，毕业后任临朐县高

等小学国术教员，后去镇江任江苏

省立第九师范国术教员，不久到南

京中央保健司任职。其间，在全国

武术考试中夺得特优第一名。

1931 年，他任济南民众体育场

场长，次年任山东省国术馆副馆长，

1935 年承办“志成国术研究社”，还

兼任过济南一中和齐鲁大学的武术

教员。

七七事变后，窦来庚任国民革

命军第三集团军司令部警卫武士队

队长。同年10月，济南失守，武士队

被改编为国民军义勇队，他任队长，

率120人来到临朐。此后，他多方筹

集装备，很多爱国人士仰慕他的豪

情，纷纷加入义勇队。这支队伍不

断壮大，扩充到2000多人。

“生逢乱世，窦来庚敢于带领队

伍与日军周旋奋战，书写了一段英

勇悲壮的战斗史。”原临朐县文化局

退休干部冯益汉说，他研究窦来庚

生平40多年。

1938 年 1 月，日军侵占临朐城。

4 月 12 日，窦来庚率部与 30 多名日

军、50 多名伪军激战两个多小时，收

复临朐城。同年5月24日，七八百名

日军、3000多名伪军，在飞机、大炮的

掩护下进犯临朐城，窦来庚率队防

守。因寡不敌众、装备落后，义勇队

被迫突围出城。这次战斗击毙日军

指挥官1人，击毙日伪军70多人。

1938 年秋，国民军义勇队改编

为山东省保安第十七旅，任命窦来

庚为旅长。

临朐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张

孝友说，窦来庚武艺高强，他主张

“ 为 国 习 武 ，报 效 国

家”，支持“国共合作”

“枪口对外”“中国人不

打中国人”的主张，同

共产党员马保三领导

的部队保持联系，还曾

亲自掩护过中共地下

党员任铭剑。

1938年至1942年，

窦来庚率十七旅官兵

袭击日伪军据点、破坏

敌人铁路运输线、截击

敌军运粮队，与日伪军

作战 20 余次，给敌人

以沉重打击。

1942 年 7 月 18 日，

穷凶极恶的日军调集

十 几 个 县 的 日 伪 军

3000 多 人 包 抄 十 七

旅。窦来庚得知消息

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研究对策。会上很多

人主张避敌主力、暂时

转移，但他决心抵抗，

命令部队坚守阵地，与

日军决一死战。

7 月 19 日凌晨，十

七旅遭到日伪军多路

进攻，窦来庚率部奋起

抵抗，战斗异常激烈，

终因武器装备悬殊，节

节失利。激战到下午4

点，十七旅只剩不足百

人，窦来庚亦中弹负伤。但他誓死

不当俘虏，慷慨自戕，时年42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感其忠烈，追晋窦来庚为

陆军少将。1988 年，山东省人民政

府追认窦来庚为革命烈士。

窦来庚之孙、今年 73 岁的窦硕

强说：“我常听父亲说起爷爷，说他

带领队伍保卫家乡，使临朐百姓少

受日军的侵略残害。”

窦来庚英勇的抗日事迹一直在

临朐县传颂。“英烈故事承载着革命

先辈们的热血与奋斗，是我们宝贵

的精神财富。通过英烈故事进校园

等活动，可以让孩子们明白今天的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激励他们好好

学习，成长为社会栋梁。”临朐县龙

岗小学教师周展说。

尚武从军、报效国家，成为窦家

洼村人的精神传承。窦家洼村村委

委员窦丰硕说，新中国成立后，村里

先后有 80 余人参军入伍。如今，村

民们生活富裕、安居乐业，但大家始

终不忘英烈伟绩。

（新华社记者 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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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来庚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