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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路上的壮烈凯歌
———甘溪红军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在山西抗战史上，涌现出无数前赴

后继的革命志士。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

独立和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

后继，谱写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赞

歌。山西人民不会忘记，抗日战争时期，

曾经战斗在这片黄土地上、坚贞不渝的

共产主义战士———张稼夫。

张稼夫，1903 年 12 月 5 日生于山

西省文水县。1917年，张稼夫进入文水县

甲种实验学校学习，之后由商业学校转

入山西省立农业专门学校。此时，他改名

张稼夫，意为“只问耕稼，不问收获”。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山西太原

声援北京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热潮风

起云涌。满怀爱国激情的张稼夫以学生

会主席的身份，带领农专的同学们加入

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中。1921 年 5 月 1

日，高君宇受李大钊派遣，成立太原社

会主义青年团，张稼夫成为第一批青年

团员。他还与贺昌等人集资创办了晋华

书社，推销各种进步书刊。

1923 年 7 月，张稼夫从农专毕业

后，考入北京世界语学校深造。这期间，

他结识了同窗也是同乡的山西籍女学

生王亦侠，二人志同道合，于 1924 年结

为伴侣。

1927 年初，张稼夫夫妇先后离开

北平，奔赴湖北武汉。张稼夫担任了农

民运动讲习所农业常识课教员。这一

年，张稼夫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

败后，他先是在武汉从事兵运工作，后

又到上海、江苏南京、山西等地从事中

共党的地下工作。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1937

年 10 月，北方局决定撤销中共山西工

委，建立中共山西省委。张稼夫身兼三

职，同时任山西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

和文教委员，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斗争。

1938 年，张稼夫担任了晋西南省

委（1938 年 11 月改称晋西南区党委）

宣传部部长。他主持创办了区党委机关

报《五日时事》，及时报道抗日战况和时

局形势，指导抗日斗争。毛泽东主席高

度赞扬，并亲自为该报题写了报头。

1939 年 7 月，张稼夫筹建了“七月

剧团”，活跃于吕梁山区，取得了很好的

宣传效果。与此同时，张稼夫为区党委

党校的学员授课，还领导全区各地迅速

恢复了中小学教育，鼓舞了根据地人民

群众抗日的信心。

1942 年 8 月，张稼夫调中共中央

晋绥分局工作，历任宣传部部长、副书

记、代理书记等职。在张稼夫等人的领

导下，晋绥解放区进一步扩大，积极发

展生产，为前线提供了大量物资，最终

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稼夫任

职中科院副院长，期间与郭沫若院长密

切配合，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建立与发

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在全国科学界享有

很高的声誉。1991 年 5 月 29 日，张稼夫

在北京病逝，享年 88 岁。

渊赵镭饷冤

在山东省乳山市白沙滩镇宫家

村，有一座展现抗战时期革命学校风

貌的四合院。这座四合院曾是山东抗

日根据地创办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培

养学生最多的一所红色学校———胶东

公学的办学场所。如今，这里改建为胶

东公学历史陈列馆。馆内张贴在墙壁

上的胶东公学校歌歌谱、展室内陈列

的上课时被翻阅过的课本、仓储室内

师生们使用过的劳作工具，带领参观

者重回火线办学的传奇岁月。

1938 年春，在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

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首先在蓬莱、黄

县、掖县宣告成立。8 月下旬，以培养抗

战干部为宗旨的胶东公学，在黄县县城

原黄县中学旧址成立，以“实施抗战教

育，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为办学宗旨。课

程设置以政治教育为中心，开设国文、数

学、历史等文化课程，同时开设军事体

育、抗战歌曲等必修课。为适应战争和根

据地建设需要，学制实行长短结合，分为

4个月、半年、1年不等。

创办初期，面对日军频繁“扫荡”

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衅侵扰，胶东

公学开启了在烽火硝烟中辗转迁徙的

艰难之旅。学校时常在一个地点待 3

至 5 天就立即转移，前后辗转迁徙过 8

县近 20 次。其中，在乳山境内活动的

时间最长，先后在 20 多个村庄驻扎

过。大部分时候，转移有惊无险，但胶

东公学依然在日军“扫荡”中受过 3 次

重创。其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为“七

八血案”。1942 年 7 月 7 日，胶东公学

师生在马石店村和当地群众联合举行

“七一”和“七七”纪念大会。演出即将结

束时，接到上级通知，日伪军正向此地

奔袭而来。学校立即紧急集合，组成两

支队伍，向东北方向的垛山一带转移。

大队师生取小路从两股日军空隙中穿

过，次日清晨抵达垛山以西的山区，成

功冲出围堵。另一支由病号及护理人员

组成的 24 人小队，由于转移速度较慢，

次日黎明时分与敌人遭遇，17 人被杀

害，1 人重伤。

在频繁更换校址的过程中，没有教

室、没有宿舍，一块木头黑板和几支粉

笔就是学校全部的教学设备。夏天，学

生在树荫下上课，冬天在草铺上听讲，

以背包当坐凳，用膝盖做课桌。即便是

如此艰难和简陋的教学环境，依然有大

批来自敌占区、边沿区和抗日民主根据

地的青少年，不顾个人安危，冲破层层

障碍，毅然奔涌到这里，接受中国共产

党革命教育，走上革命的道路。

1943 年，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局

势相对稳定，胶东公学有了很大发展，

师生员工达到 600 多人，设有 10 多个

班级。1947 年，胶东公学总校转移至乳

山草埠村一带，组建临时烟台联合中

学。1948 年春，根据国内形势变化，山

东省胶东公学总校和分校奉命停办。至

此，胶东公学完成了历史使命。从 1938

年夏至 1948 年春，胶东公学共为革命

和建设事业输送了 6200 多名优秀人

才。他们的足迹遍及山东、华东、华北、

东北、华南地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

解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渊吕素坡 管水锁 韩 波冤

胶东公学的办学传奇

张稼夫：

“只问耕稼，不问收获”的革命战士

中华英烈

甘溪红军烈士纪念碑位于贵州省

石阡县甘溪镇，始建于 1966 年，之后又

进行了多次修缮和改建。纪念碑坐北朝

南，高 9.8 米，分为塔基、塔座和塔身 3

个部分。塔身正面镌刻着萧克题写的

“甘溪死难烈士永垂不朽”10 个大字；塔

基正面刻有《甘溪红军烈士纪念碑修建

纪事》，简要讲述了纪念碑修建和修缮

的目的和过程。塔座正面和左右两侧面

都有刻字。其中，左右两侧面分别镌刻

着老红军李真和陈靖为甘溪红军烈士

纪念碑的题词，分别是：“黑夜茫茫盼天

明，甘溪儿女念亲人。红军回到甘溪来，

漫山鲜花夹路开。”“白虎山旁忆忠魂，

满峰红叶血染成。重征人祭西征人，九

泉之下寄当今。新征途上奔马腾，应以

硕果慰英灵。”塔座正面镌刻着《甘溪红

军烈士纪念碑序》。全文如下（标点为引

者所加）：

红军不怕远征难袁 万水千山只等

闲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中国

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举行了震惊

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遥
一九三四年八月袁红军第六军团辖

17 师 49尧50尧51 团袁18 师 52尧53尧54 团在

中央代表尧军政委员主席任弼时袁军团

长肖渊萧冤克袁军团政委王震等率领下袁
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袁从湖南寨前圩出

发西征袁冲破国民党湘尧桂尧黔敌军的围

追堵截袁 于同年十月五日挺进石阡袁准
备经石阡到江口与红三军会合遥

十月七日拂晓袁红六军团前卫队刚

到达甘溪袁就遭遇数倍于己的湘尧桂尧黔
敌军包围阻击遥 红军 51 团尧49 团 1 个营

和红军学校学员即利用地形就地抗击

敌人遥 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后袁红军 50 团

接替红军学校学员抗击任务袁 掩护 51
团尧49 团和红军学校学员转移遥 战斗中

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的 52 团在师长龙

云率领下袁 突围中与桂军激战 3 昼夜袁
弹尽粮绝袁未能冲出敌人的包围袁全部

壮烈牺牲遥 龙云受伤被俘后袁在长沙被

军阀何健渊键冤杀害袁留下了红军长征历

史上著名的甘溪战役遥 红军主力突围后

历经艰辛袁转战于石阡尧余庆尧施秉之间

崇山峻岭中袁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

达印江木黄与贺龙尧关向应率领的红三

军胜利会师遥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

碑文简要记述红六军团西征的过

程，展现了红六军团在甘溪的浴血奋战，

充分体现了红军战士坚定信念、顾全大

局、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读之令

人肃然起敬，催人奋进。

1934 年 4 月，广昌失守后，中共中

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7 月，中共中央书

记处、中革军委向湘赣苏区发出训令，命

令红六军团由湘赣苏区先行突围，深入

湖南、调动敌人、摸清情况，在湘中开辟

一块新的根据地，以策应中央红军战略

转移至湘西根据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三

军会合。接到中央电令后，红六军团积

极进行转移的准备工作。8 月 7 日下午

3 时，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和

红军学校共 9758 人，从江西遂川出发，

突破敌人封锁线，开始西征。10 月 3 日、

4 日，中革军委连续电令红六军团向江

口前进，并与在印江的贺龙所领导的红

三军相呼应。根据电令，红六军团从瓮安

猴场改道向东北前进，分两路经龙溪进

入石阡河坝场等地，准备经石阡县境进

入江口地区。10 月 5 日，红六军团进入

石阡县境。

10 月 6 日，红六军团前卫向甘溪

进发，第二天继续东进，准备当日在甘

溪休息，然后利用夜晚越过石镇大道进

入江口。7 日上午 10 时，红六军团前卫

部队到达甘溪并与敌军遭遇。前卫红

51 团、49 团 1 个营和红军学校学员利

用地形就地抗击；红 50 团则迅速抢占

了羊东坳高地，以掩护镇上的 49 团和

51 团。战斗十分激烈，而敌军还不断增

援。军团首长认为，战斗从开始就处于

被动地位，打下去无取胜把握，遂决定

退出战斗向南转移，令红 50 团接替红

军学校抗击任务，掩护军团主力转移。

10 月 8 日，红六军团主力进至包溪红

庙，打退敌人追击后继续向南转移，在

路腊遭遇敌人，经激战后摆脱敌人追

击。9 日，又在施秉大庆地区遭敌拦击，

红 50 团被截断。

从甘溪遭遇战到大庆战斗，我军前

后减员六、七百人，红六军团被截为 3

段，陷入了湘、桂、黔 3 省敌军 24 个团的

包围之中。加之贵州多山，行军困难，伤、

病员极多，情况十分危急。

为避敌锋芒，保存有生力量，军团首

长决定各自分头突围去黔东根据地寻找

贺龙领导的红三军。随后，红六军团主力

在石阡余庆、施秉等地的高山密林中与

敌人周旋。

其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红 49

团和红 51 团各一部分突围出石阡，经 9

天 9 夜艰苦转战，于 10 月 15 日在沿河

县铅厂坝地区与红三军会合；红 50 团通

过石镇大道，经平贯、平地场，于 10 月

23 日在江口县的苗旺与南来接应的红

三军会合。其余红军军团主力在 10 月 16

日拂晓，从朱家坝出发转移，经过十几日

的艰苦奋战，于 24 日抵达印江木黄，与

红三军胜利会师。

突围中，为掩护红六军团主力转移，

红 18 师 52 团 800 余人在师长龙云的率

领下与追击之敌在板桥和大田激战，红

军减员近半且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后

又在困牛山再陷湘、黔敌军和地方民团

的重围。在困牛山战斗中，师长云龙率

200 余人冲破陡壁荆丛，顺河沟突围。但

转战至岑巩龙颈坳一带时，龙云受伤被

俘，最终英勇就义。其所率的红军战士，

有的战死、有的失散，只有少数归队。断

后的 100 多名红军战士在团长田海清的

率领下继续战斗。到最后，100 多名红军

战士抱着宁死不误伤混杂在敌军中的老

百姓、宁死不做俘虏的决心，从困牛山义

无反顾地集体跳下数十米深的虎井沟。

除个别红军战士被树藤挡住幸存外，大

部壮烈牺牲。红 18 师 52 团“为革命流尽

了最后一滴血”。

红六军团从甘溪遭遇战到困牛山战

斗，历时十几天，付出巨大牺牲，但依靠

大无畏的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术，终于

分别成功突围与红三军胜利会师。

渊殷小娟 何兵兵冤

1948 年 9 月 25 日，东北野战军 9

纵 25 师 74 团 1 营 1 连受命以“渗透战

法”虎口拔牙，奔袭锦州城北白老户屯，

北阻国民党军暂编第 22 师回撤锦州，

南拒锦州城守军出援，展开了异常激烈

的阻击战。这是我军运用“渗透战法”的

成功范例，打出了一支死打硬拼的“白

老虎连”，白老户屯也改名为白老虎屯。

盘踞要害袁扼守阵地

1948 年 9 月 12 日，东北野战军发起

辽沈战役。锦州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重要

战略据点，攻克锦州，就可造成“关门打

狗”之势。义县既是锦州的门户，又是保障

锦州北方安全及掩护北宁路的屏障，我军

欲图锦州，必须先取义县。在东北野战军

包围义县后，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兼

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急调锦州城内暂

编第 22 师增援，驻于薛家屯、葛王碑两

地，以期南北呼应，并欲将指挥部设于白

老户屯。当时的白老户屯，距锦州城不足

3 公里，村庄虽不大，却是锦州至帽儿山

和锦州至义县两条交通要道的重要枢纽，

而且村子周围地势凸起，南可以俯瞰锦州

北面城防全貌，东西两侧一马平川，便于

协同作战，若敌军占领此地将对我军攻取

义县和锦州两地极为不利。

9月24日，东北野战军 9纵司令员詹

才芳、政委李中权接到命令：以夜摸渗透

战法，割裂锦北防线，切断锦敌暂编 20 师

退路。而后，协同 8纵歼灭敌暂编第22师

于葛王碑、薛家屯地区。作战目标和方式

已经明确，反复考量后，9纵决定派员以渗

透战法深入敌军腹地，实现迂回穿插、阻

敌增援、断敌退路的战略目标。锦北战斗

前夕，9纵25师奉命秘密集结在锦州西北

的大、小叶家屯一带待命。经过半年的新

式整军运动，部队的战斗情绪高涨，要打

仗要立功的劲头十足。74团在师里接受了

战斗任务，25日上午在大胜堡，团党委确

定 1 连是团里几个夜摸渗透的尖刀连之

一。这次任务要求各部队行动要突然、迅

速、坚决。黄昏时分，1连从驻地红石砬子

出发，由于时间限制，连党支部只能边走

边布置任务，各党小组也是边走边开会，

全连党员统一思想，党支部的战斗鼓动让

全连上下群情激昂。很快，1连穿透敌人30

公里的防御纵深，在白老户屯完成驻扎，

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牢牢插入敌人心脏，切

断锦北守敌退路，阻击锦州之敌北援。

死打硬拼袁毫不退缩

在白老户屯落脚以后，1 连指战员连

夜修建工事，准备迎敌。天一亮，敌人惊恐

而意外地发现自己腹地居然有解放军。25

日晨 7 时许，敌人对 1 连发起猛攻，白老

虎屯战斗正式打响。面对装备优良，人数

十倍于我的敌人的猛烈进攻，战士们从容

应对。1连下辖的三个排，依托地利优势，

分三路把守于屯子三处要塞。1排采取近

距离作战，交织火力网，在连夜搭起的简

易工事掩护下英勇杀敌，没几分钟，就击

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敌人看正面进攻

行不通，派一个营的兵力迂回到北山脚

下，欲配合围攻，不想 3排正在此等候。轻

重机枪一同向敌人扫射，3 名神枪手专打

敌人的军官和机枪手，失去前线指挥的敌

军瞎冲乱撞。1连重创敌军，使其合围阴谋

彻底失败。敌人不甘心失败，继续增调兵

力再次发动疯狂猛攻，但最终还是没能向

白老户屯前进一步。

白老虎屯战斗打响的同时，9 纵 25

师主力已在锦北达子营、五姓屯、营盘、

亮马山一线向国民党军暂编第 22 师发

起攻势。炮声隆隆传到锦州城内，让范汉

杰坐立不安，急切地要从白老户屯撕开

一个口子，打开北进增援的通道。于是再

一次增派兵力，以一个团的兵力，并且出

动 6 架飞机、5 辆坦克分成 3 个营集团

向白老户屯冲锋。面对敌人新一轮强大

攻势，1 连压力倍增，但丝毫没有退却。

守在村东阵地上的 1 排，在打退敌人 5

次冲锋后，子弹、手榴弹已剩下不多。3

排在北山打垮了敌人 8 次冲锋，但面临

数十倍敌人的夹击，情况十分危急。守在

左侧的 3 排 8 班，已战斗到只剩下姚尚

云一名战士，在最后时刻他高举两颗手

榴弹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1 连的战士们就这样英勇顽强地在

各路要塞坚守到正午时分，成功击退了

敌人多次大规模冲锋，同时也付出了惨

痛的代价，只剩下不到 40 人。激战仍在

继续，敌人从四面八方向白老户屯猛攻，

全连的伤亡已超出想象，而数倍于我的

敌人还在不断进攻，再分散防守就十分

不利了。连长陈学良和指导员田广文决

定把人员集中到一个院子里，有的爬上

墙头，有的爬上屋顶，有的把守大门，敌

人的机枪扫射进来，很多地方留下了至

今清晰的弹洞，而战士们始终坚守，誓与

最后的阵地共存亡，在敌人面前竖起一

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胜利汇合袁精神永存

25 日夜幕降临，经过一天的坚守厮

杀，全连仅剩下 37 名指战员，其中包括

16 名轻重伤员。他们全天水米未进，武

器弹药也所剩无几，已经到了弹尽粮绝

的最后关头，全部退守到屋内集中防守，

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就在这紧要关头，

屯子北方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激烈的枪

声，主力部队已成功歼灭敌暂编第 22

师，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救援的战友来

到白老户屯接应还在坚持战斗的 1 连战

友们，大家喜极而泣，雀跃欢呼。

一个连的兵力在数倍敌人的前后夹

击下，奇迹般坚守 16 个小时，打退敌人

的 15 次进攻，为前方的胜利争取了有利

条件，为锦州解放立下汗马功劳。鉴于 1

连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东北野战军总

部向塔山和黑山方向担任阻击任务的各

部队发出通报，号召各部向他们学习。锦

州攻坚战结束后，东北野战军 9 纵授予

坚守白老户屯英勇作战的 25 师 74 团 1

营 1 连“白老虎连”荣誉称号，并授予“死

打硬拼”锦旗一面。

“白老虎连”的战旗一直飘扬在辽沈

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湘

西剿匪、抗美援朝的战场上，鼓舞着奋勇

杀敌的将士们。在国庆 70 周年阅兵战旗

方阵中这面锦旗的旗面格外引人注目，

荣誉军旗上面绣了一只大白虎，大白虎

下面写着“死打硬拼”四个大字。在白老

虎屯战斗中形成的“铁心向党、死打硬

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

神”，穿越历史时空而永垂不朽。

渊潘文曼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