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刘胡兰村

（原名云周西村）的刘胡兰纪念馆前，

矗立着一座巍峨的纪念碑，碑高 12 米，

寓意着让世人永远铭记 1947 年 1 月 12

日这个沉痛的日子。纪念碑由汉白玉

石制作而成，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亲笔

题词的八个镏金大字———“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背面刻着郭沫若书写的关

于追认刘胡兰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决

定，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晋绥分局关于追

认刘胡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的决定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

刘胡兰同志袁一九四六年六月参加

中国共产党袁为候补党员遥 当年十四岁遥
入党后袁对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

事业无限忠诚袁 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袁
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袁为党和人

民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遥 特决定追

认刘胡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遥
一九六〇年七月一日 郭沫若书

毛泽东的题词高度赞扬了刘胡兰大

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表达了对刘胡兰

的崇高敬意。中央晋绥分局的追认决定

高度概括了刘胡兰英勇抗敌，在敌人面

前不屈不挠，以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

忠诚和热爱，战斗到最后一刻，直至献出

年轻而宝贵生命的壮举。

1932 年 10 月 8 日，刘胡兰出生在山

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农民家庭。她

年纪虽小，却十分懂事，主动承担家庭重

任，照顾病重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生活

的艰辛磨砺出刘胡兰坚强独立、吃苦耐

劳的品格，对于别的同龄孩子不敢干的

事，她却敢作敢为，十分讲求与敌人斗争

的策略。

1937 年 7 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1938 年 2 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文水

县城。4 月，在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的帮助

下，文水县城建立起抗日民主政府，并成

立党支部，共产党员顾永田任县长。在一

次战斗中，顾永田负伤牺牲，为革命事业

献出宝贵生命，成为刘胡兰一生学习的

榜样，更加坚定了她对革命的信念。

1939 年，云周西村成立了党支部。

在党支部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涌

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他们积极为抗日贡

献力量，担负起运输粮食、传递情报和掩

护干部等任务，保障了根据地工作的顺

利开展。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8 岁的刘胡兰

进入村办抗日小学读书。在校期间，刘胡

兰不仅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从老

师那里了解到许多革命道理。不久，由于

形势严峻，学校被迫停办，刘胡兰终止了

学业，但她并没有放弃学习。回到家里，

继母胡文秀继续教她识字读书，“毛主

席、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这些词最早

就是她从继母那里学会的。

1942 年，刘胡兰加入了当地的“抗

日救国儿童团”，并成为儿童团团长。此

后，刘胡兰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抗日斗争

中。她和儿童团的其他成员一起为八路

军运送情报、掩护党员干部秘密穿过封

锁线，在村子里站岗放哨，时刻关注敌人

动向。虽然不像其他八路军战士和革命

同志冲在第一线奋勇杀敌，但是刘胡兰

和团友们所做的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刘胡兰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了锻炼，革命

觉悟也大为提高。

1945 年 8 月，中国人民取得了抗

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同年 9 月，文水县

城获得解放，云周西村也从硝烟战火中

解脱出来。1945 年秋，刘胡兰参加了县

里组织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在那里，她

学到了更多的本领。回到村里后，她被

任命为妇女救国会秘书，积极帮助村里

的妇女解放自己，提高革命觉悟，开展

了一系列妇女运动：教妇女读书识字，

带领妇女做衣织鞋，照料前线伤员等。

刘胡兰多次完成党赋予的光荣任务，得

到了党组织的高度肯定。1946 年 6 月，

年仅 14 岁的刘胡兰加入党组织，成为

一名候补党员。

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以阎

锡山为首的国民党部队对我根据地开展

了大规模的“扫荡”。为了保存革命火种，

尽可能减少伤亡，中共文水县委决定只

留下少数武工干部，其余人员全部转移

上山。

接到上级命令后，刘胡兰没有选择

撤离，而是以自己对当地情况熟悉为由

要求留下，上级最终同意了她的请求。此

后，刘胡兰利用自己年龄较小且女性身

份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的有利条件，多

次冒着生命危险向附近村庄的党组织秘

密运送文件、传达党的指示，组织群众掩

埋粮食，并配合武工队镇压了反动村长。

1947 年 1 月 8 日，敌人来到云周西

村抓走了石三槐等人。由于叛徒告密，刘

胡兰的身份暴露。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上

级掌握这一情况后，要求刘胡兰尽快转

移上山。

1 月 12 日，正当刘胡兰收拾东西准

备转移之时，敌人已将云周西村团团围

住。刘胡兰知道自己已无法脱身，便随着

村民来到村里的观音庙前，敌军在人群

中认出了她并将其抓捕。在敌人的威逼

利诱面前，刘胡兰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丝

党的秘密。随后，敌人在庙前广场上用铡

刀将几人铡死，以此恐吓刘胡兰，告诉

她：“你说出共产党员来，就不杀你了！”

刘胡兰说：“我死也没说的。”最后，刘胡

兰自己走向铡刀。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了 15 岁。

1947 年 3 月 25 日，在转战陕北途

中，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向毛

泽东汇报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英勇事

迹。毛泽东听闻后大为感动，挥笔写下了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 个遒劲大字。

1957 年 1 月，在刘胡兰牺牲十周年时，毛

泽东再一次为刘胡兰亲笔题词“生的伟

大，死的光荣”。刘胡兰成为毛泽东一生

两次为其题词的革命烈士。

渊李雨西冤

一篇光辉文献的诞生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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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中华英烈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

藏展陈着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多个版

本。这是一篇指导全国抗日战争的纲领

性文献，一经发表即受到全中国社会各

党派、各阶层民众以及海外人士的高度

评价。

1938 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

时刻，也是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紧

要关头，毛泽东以其丰富的战争实践和

超越常人的政治智慧与敏锐洞察力，于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在延安抗日战争

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

在这次讲演中，毛泽东通过对中日

双方的力量对比，特别是对时代特点的

分析，揭示了抗日战争的规律，精辟地论

述了抗战的前途、历程和战略战术原则，

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

国的”科学结论，从而彻底地驳斥了“亡

国论”和“速胜论”。《论持久战》是毛泽东

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的又

一篇最重要的军事著作。它是一部伟大

的马列主义文献，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

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全文共 120 小节，

论述了 21 个问题，包括持久战的三个阶

段、抗日的政治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等

内容。这篇文献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民

持久抗战的信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

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

到 1938 年 5 月，饱受战争之苦的中

国人民十分渴望战争的胜利。可是，对于

战争的过程，以及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

取得胜利，不少人处于迷茫之中。更消极

的是，当时“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

点甚嚣尘上。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

对我国坚持长期抗战将十分不利。因此，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为了探

求指导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的方略，

毛泽东阅读多种哲学和军事著作，进行

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作出新的理

论概括，进而用新的理论指导实践。

为撰写《论持久战》，毛泽东阅读了

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只要在延安

能够找到的哲学书籍，他都认真进行研

读。因为他深知，在抗日战争中，社会上

之所以流传着许多错误的观点，是因为

人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

因此，毛泽东阅读众多哲学书籍，增加知

识储备。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

活》一书时，写下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

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时，在书眉和空

白处留下了上万字的批注；在读潘梓年

的《逻辑与逻辑学》时，毛泽东更是一气

看完，专门撰文向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

治大学进行推荐，并重点探讨辩证法和

形式逻辑的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重研究军事问

题。对中国古代军事素有研究的毛泽东，

这时又认真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

论》，并在延安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采

取边读书边讨论的方法展开深入学习。

毛泽东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务求通过

研读《战争论》以及其他军事著作，把军

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这也是《战争

论》中的一些观点在毛泽东《论持久战》

中有所反映的原因。当时在毛泽东的倡

导下，延安学术界曾掀起一阵翻译和学

习《战争论》的热潮。

《论持久战》通篇充满了辩证法和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它始终坚持从实际

出发，客观地、全面地研究和分析抗日战

争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战争进程，始终着

眼于战争的全局，研究和分析敌我双方

存在的矛盾，以及造成这些矛盾的种种

因素，从而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的走向，

即：“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

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

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

1938 年 7 月，延安解放社印发单行

本《论持久战》，各根据地官兵争相传阅。

当月，汉口、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

日报馆，相继出版铅印订正本。一时间，

《论持久战》供不应求，一扫国人心中的

迷茫。

《论持久战》不仅对八路军、新四军

的抗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

党及其军队也产生了影响。毛泽东的《论

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将其基本精神

向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作了介绍。傅作

义等人深为赞赏，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

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武汉会

战后的局面，也印证了《论持久战》中所

说的“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

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收复失地的反攻阶

段。随后，经周恩来的同意，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通令全国，将《论持久战》中所

蕴含的思想“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

导思想”。

《论持久战》在国际上也引起重大反

响。当时周恩来从武汉寄了一本给在香

港的宋庆龄，请她帮忙翻译成英文。读完

文章后的宋庆龄深为认同毛泽东鞭辟入

里的分析判断。她找到自己亲近的朋友、

记者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

成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很重视

这件事，为英文版写了序言：“希望此书

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

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论持久

战》在海外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极

大地提升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

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国际影响力。

毛泽东以超乎常人的艰辛劳动和付

出，通过深入研究，将丰富的革命战争实

践经验升华为高度的理论概括，写出了

正确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实践的光辉

著作。《论持久战》回答了当时人们回答

不了的问题，解决了当时人们解决不了

的矛盾，从而使人们对抗日战争的发展

过程和中国的前途命运有了清晰的认

识，也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和

抗战必胜的信念和信心。

渊缪炳法冤

军史文物

胡福才（1913—1941 年）和胡德

林（1917—1941 年），河北省容城县

平王乡郭村人，俩人相差 4 岁，胡德

林叫胡福才叔叔。俩人立志抗日救

国，于 1938 年同时参加八路军。1941

年，叔侄俩在狼牙山阻击战中纵身跳

崖，壮烈牺牲。

出生苦难立志参军报家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容城沦陷，

日军肆意虐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整

个县城被洗劫一空。胡福才、胡德林与

城里的百姓们外逃，开始了颠沛流离

的流亡生活。1938 年，八路军突然出

现在容城附近。胡福才、胡德林听到后

立即赶到城外，帮着八路军运弹药、抬

伤员、送水送饭。经过一天一夜的奋

战，容城终于被八路军攻下，日军弃城

而逃。第二天，恰逢晋察冀军区一军分

区一团在县城内扩军，叔侄立马前去

报名。不久，俩人被分到了新兵连同一

个班。他们很快就掌握了各项军事技

术，跟着大部队先后转战冀东、冀西，

最后被分在了七连二排六班。战斗中

他们身手矫健、出生入死、勇猛果敢，

多次得到上级的记功嘉奖。

1940 年春天，叔侄俩参与了狼

牙山三条环形小道的改造，依据地形

构筑了隐蔽工事，开辟掩体和通道，

在各险要处设置了障碍，把多个险要

关口变成敌人望之却步的要卡，狼牙

山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这为

1941 年八路军赢得三次反“扫荡”的

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加粉碎野铁壁冶破野合围冶战斗行动

1941 年 8 月，日军调集重兵 7

万余人，开始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

岳、西平区进行大“扫荡”。9 月 24 日

清晨，3500 多名日军带领伪军突然

从四面八方对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

区所在地狼牙山进行包抄，对我晋察

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梳篦式清剿”。

为转移两万多的游击队和党政机

关人员以及周边村庄的群众，杨成武

司令员决定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

以应对日军的“铁壁合围”战术。狼牙

山西南的三团和二十团从正面佯攻管

头、松山、甘河一带日军，促使日军从

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员，一团就可

趁机掩护围困的游击队员与群众从狼

牙山东北角的碾子台、沙岭子一线拢

出来的缺口处突围。当然，还要留下一

个小部队以阻击牵制敌人，让敌人误

以为自己一直在和八路军主力部队作

战，从而把敌人主力牢牢地拖在狼牙

山，这个“疑兵”的任务交给了胡福才

和胡德林所在的七连。

9 月 24 日开始，二万余名八路军

和群众向计划方向转移。到了黄昏时

分，我军西南面担任佯攻的三团和二

十团完成任务后，迅速撤出战斗，消失

于茫茫大山之中。9 月 25 日拂晓前，

转移的队伍已经跳出了狼牙山，“围魏

救赵”成功了，“铁壁合围”战术被我军

粉碎，而日军仍然以为我军一团主力

部队还在山里被他们死死围住。

天蒙蒙亮，日军正沿着我军为他

们设计的路线陆续而来，被六班连夜

埋下的炸弹炸死炸伤 40 余人。出兵

受挫，日军大为恼怒，立即调动了飞

机向我前沿阵地轰炸。狂轰滥炸后，

敌人展开进攻。敌我力量悬殊，不久

我军兵力已不足一半，加之很多战士

受了伤，七连主力部队必须赶紧撤离

前往老君堂、龙王庙的方向。为掩护

七连主力撤离，危难之际，胡福才、胡

德林所在的六班主动请求留下来与

日军继续作战。

纵身跳崖壮举威震狼牙山

太阳渐渐偏西，随着战斗的推

进，子弹和手榴弹已经所剩无几，六

班的战士们只能边打边撤。此时，胡

德林看到山下“膏药旗”正插在地

上 ， 旁 边 铺 展 开 一 块 硕 大 的 红

布———这是日军在给飞机报信，打

算开展山地作战了。果然，过了一会

两架飞机开始盘旋于狼牙山的上空

进行侦察。如果这时六班选择向老

君堂方向撤退，很可能会暴露主力

部队和乡亲们的转移方向，后果不

堪设想。为了更加有效地迷惑敌人，

给主力部队和乡亲们更加充裕的转

移时间，5 位战士主动放弃了退向

老君堂追赶部队的计划，毅然地选

择了相反方向的棋盘陀。

日军又开始疯狂“扫荡”。5 位战

士筋疲力尽，继续向山上撤离。黄昏

时分，他们到达棋盘陀上三面绝壁的

小莲花峰。敌人越走越近，战士们子

弹很快就悉数用光，便搬起石头砸向

敌军。不久后，敌军重整旗鼓、蜂拥而

来。班长马宝玉握着腰间的最后一枚

手榴弹，拼尽全力朝敌人狠狠地投掷

过去。随后，转过身吩咐大家，快上

崖！敌人喘着粗气，紧随其后。

此时，五位勇士的衣服已破烂不

堪，胳膊、大腿、脸上都被岩石和树枝

划伤，但他们依然忍着剧烈的疼痛，

向着小莲花山的崖边艰难地爬着。为

了不让敌人拿到武器，马宝玉毅然把

枪砸成两截。胡福才、胡德林等握着

手中的步枪，即便有万般不舍，但还

是把手中的枪砸坏后，扔进了山谷。

随后，马宝玉高喊“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纵身跳下悬崖。胡福才、胡德林等战

士，凝聚起身上最后的力气也跳进了

大山深谷，演绎了一曲中华民族不屈

不挠的英雄壮歌。

渊胡琳玉冤

3 月的锦州城，乍暖还寒。从锦州

老城区沿着人民街一路向北，坡道渐

陡，人流渐少。

“离这儿不远，那就是‘配水池’。”在

路人的指引下，人民街西侧的一片高地

映入记者眼帘。几年前，这里是被平房与

砖墙环绕的辽沈战役战斗遗址，如今已

经变身成红色主题文化公园。

此时，阳光正暖。平坦且整洁的广

场上，游人三三两两，有的在广场漫步

游走，有的推着婴儿车，沐浴着阳光。

幸福之感穿透四周密植的草木，四溢

开来。

配水池是日伪时期修建的一处供

水设施。因为这里地势较高，又靠近公

路，成为辽沈战役时国民党守军负隅

顽抗的屏障。

这是一场恶仗———1948 年 10 月

12 日 8 时，配水池战斗打响。经过 10

个小时的激战，东北野战军先后击退

敌军 30 余次反扑，攻占了配水池。战

斗结束时，我军伤亡 600 余人，一线部

队只剩下 5 名战士和 1 名随军记者。配

水池战斗打开了锦州城北的门户，为

攻克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

历史并未远去。配水池外墙上留

下的密密麻麻的弹孔是这处遗址亲历

枪林弹雨的明证。

为了让后人牢记这段历史，铭记

英烈，2019 年，辽宁省政府部署实施革

命文物保护工程，锦州市加大配水池

战斗遗址周边环境整治力度，修复了

配水池战斗遗址，同时建设了内容丰

富的陈列馆，并将公园与红色遗址有

机融合。如今，整个遗址保护面积达 6.7

万平方米，不仅成为红色遗址展览地，

同时也是市民游客休闲地。

从一个遗址变成一处公园，从一段

历史变成永久记忆，锦州打开一个点，连

成一个片，让人们置身其中，身临其境，

通过今昔对比，所见所感，发自内心地体

悟到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锦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辽沈战

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说，经过几年的

运行证明，对配水池战斗遗址活化利

用所收到的成效远远超出最初想象。

陈列馆内，一对来自北京的年轻

夫妇在历史照片与革命文物前且听且

行。庄严肃穆的展馆内，一张张历史图

片，一段段文字，让这对年轻夫妇不住

地唏嘘慨叹。“之前不太了解这段历

史，走近了，才会觉得今天幸福生活的

珍贵。”丈夫张盛凯这样说。

陈列馆外，阳光明媚，岁月静安。

辽宁省去年启动 10 项文物建筑保护利

用工程，积极探索文物建筑保护利用

经验，发挥文物融入社会、传承文化基

因作用，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

达到新水平。

渊朱忠鹤冤

辽宁锦州：文化公园里重温配水池战斗

中的叔侄英烈
狼牙山五壮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