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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军烈士纪念塔建于甘肃省

兰州市七里河区华林山烈士陵园。纪

念塔主体高 11.6 米，始建于 2010 年 8

月，建成于 2011 年 5 月，整体造型为拱

门形，外观以浅色为主，庄严肃穆。塔

门高 6.5 米，至上檐 8.26 米，寓意六十

五军参加兰州战役，并于 8 月 26 日解

放兰州。四门开阔通达，以示人民军队

能征善战、所向披靡；外部石材大部选

用花岗岩，表达我军将士英勇不屈、凛

然正气；雕塑所用汉白玉材料来自千

里之外的原六十五集团军驻地———河

北，以寄托对英烈忠骨长眠他乡的无

限哀思。纪念塔底座刻有写于 1949 年

9 月的《解放兰州马家山战斗烈士碑

志》，全文如下：

此次解放兰州之战袁本军奉命攻击

古城岭马家山马匪阵地遥 赖当地人民

热烈支援袁 及全体指战员拼死与马匪

顽强战斗袁 将马匪步芳主力部队一百

师击溃遥 在友军有力配合下袁卒将匪部

十二军歼灭于黄河南岸袁 马家山古城

岭阵地解放遥 并造成了继续进军肃清

西北残匪的有利形势袁 大大的缩短了

西北全境解放的时间袁 马匪全部被歼

灭的目的实现遥
古城岭马家山战斗者渊中冤袁马匪凭

借险地盲目顽抗袁乃是表现了马匪步芳

的绝命挣扎遥 这种顽抗完全是徒劳无意

义的袁并且马匪士兵的伤亡也是完全没

有代价的遥 在此次战斗中充分地又一次

证明了人民解放军是技长敌军一筹袁战
无不胜袁攻无不克遥 人民解放军之所以

能够如此英勇袁如此顽强袁而出乎马匪

步芳意料之外袁使马匪阵线迅速崩溃瓦

解遥 这不是别的袁正是因为人民解放军

是人民的队伍袁每一个同志都了解是为

了人民而战袁 深切了解人民的疾苦袁救
兰州人民于水深火热之境袁得到了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袁因此任何反动武装

均不能抵抗解放军的进军遥
在此次战斗中袁五百三十名同志牺

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遥 他们为了人民

的解放袁为了兰州人民的自由幸福袁为

了西北二千万人民的自由幸福袁 毫无

保留的贡献自己的一切于解放事业袁
直到贡献自己的生命遥 他们用血换来

了兰州解放袁 并大大的加速了西北全

境解放进程遥 他们的死是有伟大意义

的袁他们可当之无愧袁而且永远是人民

功臣遥 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

光荣烈士浴 他们是兰州解放之役的重

要力量遥 特立此碑于兰州市永兹纪念遥
烈士们的遗志是解放全西北袁 建设全

西北袁解放全中国袁建设全中国遥 彻底

打倒帝国主义尧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袁建设一个独立尧民主尧和平尧统一

富强的新中国遥 他们的遗志也就是全

中国人民的希望袁 也就是本军进军的

目的遥 全体作战人员必须继续努力袁为
实现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及建设新中

国而加紧努力奋斗浴 并望西北各界人

民尧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袁在革命先

烈开辟的道路上为自己尧为人民尧为民

族的光明前途而奋斗到底浴
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五军敬立

碑文简要概述了马家山战斗的历

史背景、重大战果、战略意义，缅怀了

战斗中牺牲的英烈，号召全体作战人

员为实现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及建设

新中国而加紧奋斗。敬读碑文，思绪万

千，深觉我辈定要继承先烈遗志，一往

无前。

敌筑坚固工事顽抗
我军将士出师不利

1949 年 8 月 21 日，彭德怀率部挥

师兰州。马家山扼兰州东南要冲。经过

多年经营，筑有永久性防御体系。阵地

铁丝网密如蛛网，地雷区似马蜂窝，钢

筋水泥碉堡星罗棋布，野战工事隐蔽地

下、相互交叉，火力严密配备、互相支

援。各支撑点之间，埋设鹿砦、铁丝网和

地雷。从前沿至纵深挖有深宽各约 6 米

的外壕 3 道。守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并利用宗教迷信和民族成见进行欺骗

宣传，顽固不化。

8 月 21 日至 22 日，时任一野十九

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将这块难啃的硬骨

头交给了六十五军。担任主攻任务的五

七九团，在山南卜家路口一线展开。由

于部队长途奔袭而来，对驻守在这个阵

地上的敌军特点、兵力部署、工事构筑、

火力配置等情况，来不及作周密的侦察

就仓促进攻，尽管指战员奋勇杀敌，一

度取得突破，但伤亡严重。双方经过多

次拉锯战，终因敌人居高临下、工事隐

蔽，我军未能突破敌人防线，无奈引兵

暂退。

加大兵力袁发动总攻

攻城部队枕戈待旦，组织小分队夜

间侦察敌情，及时总结战斗经验，制定作

战方案，充分做好总攻的准备。

8 月 25 日拂晓，随着军长邱蔚、政

委王道邦一声号令，我军炮火向敌方阵

地倾泻，马家山瞬时陷入火海。随着炮火

声戛然而止，总攻冲锋号响彻山谷，战士

们迅猛发起冲锋。担任此次总攻尖刀的

六十五军一九三师五七九团二营四连二

班在第二道外壕前正面迎敌时，突遭敌

交叉火力的封锁和压制。班长杨顺文右

臂负伤仍冲锋在前，冒着枪林弹雨匍匐

前进，带领战士连续攻克 5 个碉堡，夺取

了山头，占领了阵地。为了减少后续部队

伤亡，战士们同仇敌忾、视死如归，一次

次抵挡住了敌人凶残的反攻。当主力部

队上来后，“孤胆英雄”杨顺文流尽了最

后一滴血。

为了加速战斗进程，兄弟部队加入

战斗，以杨顺文坚守的阵地为立足点，发

起了强大攻势，我军迅速越过第二道外

壕。指战员昼夜奋战，攻占全部 3 道外

壕，并迅速向纵深发展。敌人在兰州外围

的最后一个阵地失守，守军残敌向兰州

市区溃逃。马家山战斗胜利结束，歼敌

2600 余人，我军 530 名同志献出了自己

宝贵的生命。

战斗期间，皋榆工委发动榆中全县

共为解放军筹粮约 2250 万公斤，动员

支前民工 3.5 万多人，支前牲畜 1.7 万

余头，支前大车 1500 多辆（次），将粮

草、马料送往解放军驻地。马家山战斗

成功撕开了“攻不破的兰州”的铜墙铁

壁，为兰州的解放打下坚实基础，而人

民的力量是这场战斗能够取得胜利的

重要保障。

渊郝然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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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血换来了兰州解放
———六十五军烈士纪念塔碑文敬读

1952 年 6 月至 9 月间，志愿军第

39 军第 115 师 5 次攻击位于铁原以西

的老秃山阵地，予敌以大量杀伤。特别

是 7 月 17 日 343 团第 4 次攻打老秃山

时，由于先期深入敌后充分的侦察以及

炮兵的大显神威，志愿军仅用 38 分钟

就全歼守敌，攻占了老秃山阵地，并粉

碎敌人的多次反扑。

易守难攻险易将

老秃山位于黄海道涟川郡的驿谷

川东岸，又名上浦防东山，我军称之为

222.9 东无名高地。由于敌我双方反复

争夺，密集的炮火致使山上草木皆无，

该无名高地因此得名老秃山。这座海拔

仅 260 多米的山，面积虽小，但军事意

义十分重要，它不仅是通往汉城的大

门，更是敌我缓冲区的一个重要制高

点。为了挖掉这颗钉子，保证战斗的彻

底胜利，志愿军对敌情进行了反复侦

察，制定了周密细致的战斗方案。

1952 年 6 月 8 日，志愿军第 39 军

第 115师 343团第一次攻打老秃山，到 7

月 17 日前，343 团已经对老秃山进行了

3 次攻击，但美军的火力优势导致志愿

军三次失利，均未能稳固地占领阵地。加

之考虑到 343 团已经在一线阵地坚守 7

个月，第 115 师首长准备换下该团，改由

345团去打。作为一支英雄的红军部队，

343 团哪受得了打了败仗撤出阵地这种

耻辱，团长耍清川和政委王国英马上去

找老团长 115 师副师长王扶之，“再让我

们打一次，打不下来，撤我的职，杀头都

可以。”师首长最终将第 4次攻打老秃山

的任务交给了 343团。

野深入虎穴冶侦敌情

防守老秃山的敌人是美军的一个

加强连，由于老秃山阵地的反复争夺，

敌人在山上疯狂修建了大量工事，尤其

是山的反斜面上也修筑了许多地堡，我

军在正面无法观察到，对攻山造成了很

大的威胁。为了完成好这次任务，在战

斗打响前，343 团团长耍清川亲自深入

美军阵地纵深的 346.6 高地去潜伏，对

敌人兵力的分布、工事构筑、指挥位置、

后方交通和增援方向等情况进行了一

次侦察，彻底摸清了敌人的情况。随后，

耍清川对此次作战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决定以 1 连、9 连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

围，以东北侧为重点，实施多路进攻，全

歼守敌。从团长到战士，都明确了自己

的任务、目标，对应付各种情况的战斗

预案，也有了充分的掌握。

7 月 14 日至 16 日，在发起冲击前，

志愿军炮兵群对老秃山美军阵地进行

了破坏射击。炮击前，我军指战员再次

发扬沉着勇敢的战斗作风，由炮兵第 1

师 27 团 8 连指挥排长刘建华率领无线

电话员 1 名，潜入敌人侧后方侦察并指

挥炮兵射击。一发发的炮弹像长了眼睛

一样把敌人从碉堡里炸了出来，山坡一

片狼藉。志愿军炮兵的命中率很高，22

个钢筋水泥的碉堡被炸平，为后续步兵

进攻扫清了障碍。战后，刘建华荣立一

等功，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

号，其所在的 8 连也被志愿军炮兵司令

部授予“功垂老秃山”荣誉称号。

浴血奋战立奇功

17 日 21 时许，一轮猛烈的炮火准

备过后，1 连、9 连向敌人阵地发起了冲

击，4 个尖刀班扛着红旗，犹如 4 把钢

刀一般直插老秃山主峰。由于志愿军进

行了充分的准备，先期的炮火打击对敌

人实施了有效的摧毁，加之我军兵力、

火力相比于防守的美军均处于优势，仅

仅几十分钟激战，志愿军便冲上山顶，

占领了阵地，将红旗插上了老秃山主

峰。但接下来残酷的防御作战才是对志

愿军指战员更加严峻的考验。19 日至

22 日，不甘失败的美军对志愿军刚占

领的阵地发起了疯狂的反扑，在上百架

飞机、百余门大炮以及大批坦克的火力

支援下，美军以整营整连的兵力向老秃

山轮番冲击。志愿军抱定誓与阵地共存

亡的信念，依托阵地工事，与敌人展开

了殊死的搏斗。

343 团 7 连 4 班战士浴血奋战，打

退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副班长倪

祥明和战士周元德在与冲上阵地的敌

人进行了惨烈的肉搏后，拉响了最后一

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班长刘佐才和

战士宋成久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坚守

坑道，先后击退敌人 3 次进攻，守住了

坑道。在 4 昼夜的激战中，4 班共击退

敌人 10 余次进攻，歼敌 500 多人，为连

队恢复阵地起到了重要作用。战后，志

愿军政治部为 4 班集体记特等功一次，

并授予该班“坚守 222.9 高地一级英雄

班”荣誉称号。倪祥明被追认为共产党

员，追记特等功，被授予“一级战斗英

雄”荣誉称号，周元德被追记一等功。

作为抗美援朝相持阶段的一次较

大规模战斗，老秃山战斗中志愿军炮兵

大显神威，在敌人阵地之上，火力碉堡

被挨个点名，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被

全部摧毁，为志愿军步兵冲锋扫清了道

路。志愿军几次进攻老秃山，战场的拼

杀淬炼无疑是最好的老师，志愿军炮兵

的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在炮兵的精准

打击下，炮兵掩护步兵、步炮协同进行，

大大减少了步兵的损失，也为志愿军炮

兵迈向更先进的水平获取了宝贵经验。

渊池晟琦 薛一兰冤

1954 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工作

人员在整理鲁迅遗物时，从一本书刊

中发现一张手绘的纸质形势图，上面

用铅笔画着一些简图，还标注了安徽、

河南、湖北交界处的一些地名。这些地

方正是当年鄂豫皖红军战斗过的地

方。后经陈赓鉴定，这张形势图正是他

在上海与鲁迅会面时，亲手绘制的鄂

豫皖根据地形势图。

鲁迅在 1932 年 11 月 10 日的日记

中写道：合义昌煤号经理王君来兜售

石炭。这是一句隐语，“王君”正是化名

“王庸”的陈赓。时任红四方面军参谋

长的陈赓在上海养病期间，与鲁迅有

过两次秘密会见。

1932 年，陈赓在新集西北的胡山寨

战斗中右腿负伤。因伤势严重、行动困

难，陈赓不得不离开主力部队，前往上

海就医治疗。养病期间，陈赓除看报获

取信息外，还经常与上海的地下工作者

们交谈。他们都十分关心苏区的情况，

陈赓就结合自身战斗经历讲述鄂豫皖

军民在反“围剿”作战中的战斗故事。大

家听完后，一致认为应该将鄂豫皖军民

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记录下

来，如果能有一位知名作家将其写成文

学作品传播，其效果不亚于一场大胜

仗。陈赓也有同样的想法，“我很希望人

民能知道红军和革命群众所经受过的

这一切，即使将来革命成功了，也永远

不要忘记”。

在中央局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了

解这一情况后，决定付诸行动。他首先

想到的就是心向革命的鲁迅。当时在上

海工作的鲁迅，正度过自己“战斗”生活

中最光辉的 10年。在白色恐怖包围下，

鲁迅没有屈服，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

信念，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与国民党

反动派进行激烈斗争。因此，鲁迅也拥

有了广泛的“红色朋友圈”，很多共产党

人和进步青年将其视为志同道合的朋

友。于是，朱镜我将这些故事记录并油印

成册，交给冯雪峰，请他送给鲁迅看。

鲁迅看完这些材料后，深受触动。

他听说陈赓还在上海治病，便提出想见

见这位“讲故事”的红军将领。

在组织的安排下，陈赓欣然赴约。

在会见过程中，陈赓为鲁迅详细讲述了

红军的英勇作战经历、苏区人民的生

活，引起了鲁迅极大的兴趣，两人交谈

至深夜才离开。意犹未尽的二人，很快

有了第二次会面。陈赓更为详细地为鲁

迅介绍了红军作战情况与根据地的建

设情况。为更好地了解鄂豫皖军事形

势，鲁迅还特别请陈赓在他的文稿纸背

面画了这幅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图。

两次促膝长谈后，鲁迅便一直在构

思一部反映苏区红军题材的小说。遗憾

的是，由于精力和创作环境所限，鲁迅

最终未能完成这部作品，而陈赓随手画

的形势图被鲁迅珍藏起来，成为他与共

产党人之间深情厚谊的见证。

渊杨润鑫 于开一冤

一张手绘形势图背后的故事

陈赓为鲁迅绘制的地图渊资料图冤

四打老秃山：志愿军炮兵显神威

中华英烈

俊尧云丹尧曦影院
说感性与理性是相对的发展吧浴

那么我这次离开上虞真有一种描摹不

出的心境遥 也许袁我知道袁你们会说我

太感情渊性冤的袁但是袁我毕竟用革命的

理知 渊智冤 来克服小资产者的感情

渊性冤袁虽然袁这次的别离袁我的心里袁留
恋和兴奋都有遥

我是十二日晚由嵩坝动身去绍

渊兴冤遥 本来我预定的行程是想由嵊县

乘长途汽车遥 为了时间的方便袁十三

日晨一早袁我就到了绍兴袁绍兴乘小

船到阴阴渊注院原文模糊冤遥由阴阴渊注院
原文模糊冤乘黄包车到枫桥袁由枫桥

再到诸暨袁 由诸暨乘早夜车到金华袁

是十四日早晨袁 总计二日一夜的时

间袁全在途中袁没有住旅馆遥 因为带着

行李袁许多地方比较多用些钱袁尤其

被黄包车夫大敲竹杠遥 为了贪时间上

的快袁从阴阴渊注院原文模糊冤到诸暨袁
黄包车一共是六块钱遥 渊这条路在我

来的前一天袁被敌机机枪扫射袁在六

梅亭杀平民二人冤
到金华住在朋友家里袁 已经一星

期了袁这几天生活倒不这样单调袁为了

逃警报袁常常到野外去看书遥 这几天金

华抗敌剧场正在排演野梅子冶袁我也去

看过了袁 虽然剧的意识有些地方成问

题袁但演出的技术很不错遥 这里虽然常

常有朋友请客袁钱照样用得很多遥 为了

看病吃药袁带来的钱差不多用完了遥
本来想乘便车去袁 等了很多的时

候袁 现在便车也有了袁 揩油还是不可

能遥 因为便车比客车更讨厌袁据说袁这
次有几个请长假出来的人袁 在便车里

都被剥光了衣裳遥 不过从这里到那边袁
搭客车的话袁还要用二十块钱袁我大概

决定明天就走遥
时间很匆促袁到那边再给你们信遥

敬礼浴
平

四〇年四月十九日

1940 年 4 月，在从家乡浙江上虞

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的路途

中，陈特平给家人写了这封信。“说感

性与理性是相对的发展吧！那么我这

次离开上虞真有一种描摹不出的心

境。也许，我知道，你们会说我太感情

（性）的。”“这次的别离，我的心里，留

恋和兴奋都有。”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

家乡的留恋和对亲人的不舍。平实的

语言、细腻的情感，体现了在时

局动荡的年代，一个怀揣革命理

想的热血青年，不顾舟车劳顿，

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的决心和

信心。

陈特平，原名陈树谷，又叫陈如

谷，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丰惠镇通明

南村花园畈人，1916 年 ９ 月 13 日出

生于贫农家庭。陈特平小学毕业后曾

做过学徒、小学教师，1937 年初进入上

海中华月报社从事资料校对工作。抗

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领导家乡人民

开展抗日救亡斗争，1938 年 ４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40 年 ４ 月，陈特平奉

中共绍属特委调令赴皖南新四军军部

教导队学习，结业后任军部侦察连指

导员等职。1941 年皖南事变突围时，陈

特平因腿部受伤被捕，囚于上饶集中

营。同年夏，他机智地带领战士成功越

狱，忍受伤痛和饥饿，蹒跚一个多月回

到家乡上虞。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又

主动要求回到战斗一线，同年冬任江

都（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县委宣传

部部长。

1942 年下半年，陈特平调任高邮

二区区委副书记。高邮二区周围日伪

据点林立，“扫荡”频繁，斗争艰巨。陈

特平不顾个人安危，穿插于敌伪据点

之间，组织群众开展反伪化斗争。

1943 年 12 月 25 日下午，陈特平组织

两名敌工干部突袭位于高邮十里尖

附近的敌伪税卡时，腿部中弹不幸被

捕。敌人把他带到张庄据点，一路上

留下了他的血脚印。他遭敌诱降、毒

刑拷打、百般折磨，仍坚贞不屈。1944

年 1 月 8 日夜，陈特平被敌人活埋在

张庄南面的麦田里，壮烈牺牲时年

28 岁。

1944 年 ２ 月，张庄胜利解放后，

地方干部和群众找到了陈特平被活埋

的地点，重新安放烈士遗体，就地立碑

安葬，碑上写着“尽忠报国”四个大字。

为悼念陈特平烈士，高邮县抗日民主

政府将其牺牲地命名为“特平乡”（今

高邮市车逻镇特平村）。解放战争中，

陈特平烈士的墓碑被毁。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和当地群众重

建墓碑，永志怀念。

渊胡玲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