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陕革命根据地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内的笋子梁十二勇士雕像

河北省邯郸市是一座有着 3100 多

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名城，在该市的中

心建有新中国成立后首座大型革命纪

念建筑———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被列入

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

进入陵园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

是巍然矗立的烈士纪念塔。纪念塔高

24 米，整体呈方形锥体。塔身顶端是直

入云霄的红色五角星。塔身正面，上部

镶嵌着红色五角星，中部镌刻着毛泽

东的题词“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 无

上光荣”；其余三面，上部均镶嵌着带

有党徽的勋章，中部则分别镌刻着刘

少奇的题词“永垂不朽”，周恩来的题

词“革命先烈永垂不朽”，朱德的题词

“你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活在你

们的事业中”。纪念塔台基上建有青石

祭坛，正面为白色大理石浮雕，图案为

金色火纹与云纹环绕着的红色五角

星；两侧分别是林伯渠题词“凛冽千

秋”、董必武题词“血染沙场气化虹 捐

躯为国是英雄 四民安享新生活 奠酒

供花岁祭隆”；背面镶嵌着一块由橄榄

枝和火炬簇拥着的黑色大理石石碑，

上刻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关于建立邯

郸烈士陵园的决议，全文如下：

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

第一届第二次大会 决议

为纪念边区子弟兵光荣牺牲之烈

士袁在邯郸建立陵园纪念八路军总部前

方司令部政治部尧晋冀鲁豫军区及一二

九师牺牲烈士曰在长治建立决死队烈士

陵园袁纪念决死队牺牲烈士遥
号召与教育广大群众袁热烈欢迎对

国家民族有丰功伟绩因复员而还乡的

抗日军人袁 多方予以爱护尊敬与帮助袁
使其在精神上得到安慰袁生活上得到保

障遥 对革命烈士要发动遍及各个角落的

纪念运动袁 搜集与表彰其英勇事迹袁以
昭民族正气遥

一九四六年三月

陵园于 1946 年 3 月奠基，历时 4 年

半，于 1950 年 10 月落成。烈士陵园的建

立，既标志着党和人民对英烈的怀念，

也开创了新中国打造红色基因库，以英

烈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彰显民族正气的

先河。以《决议》为碑文，用真实的历史、

平实的语言，阐明了陵园建立的意义，

读来令人思绪万千，深受教育。

为力彰英烈事迹而建。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后，在党中央的派遣下，八路军

一二九师挺进太行，转战平原，开辟了

涵盖陇海路以北、津浦路以西、正太沧

石路以南、汾河以东，横跨山西、河北、

山东、河南四省 190 多个县的晋冀鲁豫

边区。该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一方

面，其境内山岳平原互为依托，部队可

以进退自如，便于机动；另一方面，边

区西接晋绥，可以沟通华北与陕甘宁

总后方的联系；东连鲁、苏、皖，可以呼

应华东；北面则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与本区互为表里。这就决定了，由晋冀

鲁豫边区向东南西北任何一个方向出

击，都可以截断敌人的交通运输线；与

此同时，敌人对边区的外线进攻，又必

然会受到周围各区的环击。所以，无论

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

晋冀鲁豫边区都是我党坚持革命斗争

的一个战略要地。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更是

成为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北方局的所在地，是华北游

击战争的心脏与神经中枢。自 1937 年

冬开始创建到 1948 年 8 月与晋察冀边

区合并，晋冀鲁豫边区历经 11 年的革

命岁月。在这 4000 多个日夜里，党团

结带领人民历经成千上万次浴血奋

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扫荡”

和“蚕食”，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不断

挑衅和进攻，消灭了数以百万计的敌

人。在这片热土上，数十万中华民族的

优秀儿女为了人民利益、为了新中国而

斗争、而流血，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

长左权，1942 年 5 月在山西麻田十字

岭突围战中为掩护总部机关撤离而壮

烈牺牲；八路军总部后勤部政治部主任

谢翰文在战斗中不幸被日军所俘，在狱

中虽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于 1942 年

夏末秋初被日军残忍杀害于太原市郊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

魂。烈士英名与日争光，纪念塔是胜利

的象征，它表明：对一切为国家、为民

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

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会永远铭记他们

的牺牲和奉献，永远给予他们极大的荣

誉和敬仰。

为昭民族正气而建。以国之名褒扬

纪念，是缅怀与铭记，更是致敬与传承，

致敬他们的奉献与牺牲，传承他们的遗

志与精神。1945 年 6 月 17 日，为追悼自

建党以来 24 年间中国革命队伍在各个

战线上牺牲的先烈，根据中国共产党第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延安中央党

校大礼堂举行了“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

悼大会”。大会决定，在延安清凉山建筑

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纪念塔，并酝酿抗战

胜利后建立烈士陵园。之后，由于国民

党军队对延安的大举进攻，纪念塔及烈

士陵园建筑地改在晋冀鲁豫边区。

英烈精神，人民共仰，纪念塔是力

量的象征。其意义正如党的七大代表及

延安人民代表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

祭文中所写的：“你们的事业已深印在

人民的心中，你们的牺牲流血已有结

果。你们光荣的名字是在照耀着我们，

你们的英雄主义是在激励着我们，我们

一定会像你们一样奋不顾身，继续踏着

你们的血迹前进。”1950 年 10 月 21 日，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落成

典礼。奉中央人民政府之命，典礼当日，

将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左权将军及杨裕

民、何云、张衡宇、高捷成、赖勤、陈光华

诸烈士灵柩自涉县移葬于陵园，并举行

公祭。盛大的公祭仪式，既祭奠了英烈

之忠魂，也极大地鼓舞了当时中国人民

和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志与

豪情。

渊李芬 刘银松冤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里，珍藏着一块贴着字条的木板。字

条上写道：吃了你半坛咸菜……共

补你黄豆六升，落款为“红七师机炮

连一排条”。如今，字条纸张已经泛

黄，但依旧清晰的字迹成为红军严

格遵守群众纪律的见证。

1933 年 7 月，蒋介石先后调集

国民党军 14 个团的兵力，向湘鄂边

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红三军与数

路国民党军激战半个月，由于红三

军当时还没建立起较为稳固的革命

根据地，部队在频繁作战中不断遭

受损失，人员、弹药武器补给、伤员

的安置都很困难。为了改变困境，12

月，红三军寻机在湘鄂川黔边创建

新苏区，积极开展创建苏区的游击

战，为夺取新的胜利创造条件。

1934 年 5 月 6 日清晨，红三军

开始攻打彭水县。8 日上午，贺龙率

领红三军冒大雨急行军 50 公里进

占彭水县城。此战歼国民党军 1 个

营，俘敌 400 余人，缴枪 300 余支。

随后，红三军越过川黔边界的鸡公

岭、凉风丫山口，进入贵州后坪县属

塘坝地区（今属沿河县）。
由于当地交通闭塞，加上国民

党的造谣宣传，当地的老百姓不了

解红军是怎样的一支部队，全都携

家带口外出躲藏起来。

红七师机炮连官兵在经过一座

村庄时，由于连续行军，一直未得到

休整。战士们又乏又饿，准备就地架

锅做饭，稍作休整。他们想向老乡们

买点东西，却一个人都没找到。万不

得已，战士们只好推门进了村民黄

堂珍家，家中也是空无一人。战士们

找到些柴草、几根大葱、半坛咸菜，

将就做了一顿饭。临走时，官兵留下

六升黄豆，作为食用咸菜和使用柴

草的补偿，并将一张说明情况的字

条贴在门板上，还挑水把黄堂珍家

的水缸盛满。

黄堂珍回来后，发现屋内院落

打扫得干干净净，用过的东西也摆

放得整整齐齐，门板上贴着一张红

军说明补偿物资的字条。黄堂珍全

家非常感动，他们认识到红军和国

民党军阀完全不一样，不会欺压老

百姓，更不会肆意抢占财物，是一支

人民军队。于是，黄堂珍决心将字条

保存好，以作永久的纪念。但是字条

粘得很结实，纸张又薄，揭下来的话

很容易撕破；不揭下来，当地还处在

国民党统治下，字条一旦被发现，村

里百姓和自己都会性命不保。于是，

黄堂珍买来一张门神画，贴在门板

上遮住字条。

此后的每年春节，黄堂珍都小

心翼翼地揭下旧门神画，换上一张

新年画。在黄堂珍的精心保护下，藏

在年画后的字条，历经岁月得以完

好地保存下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黄堂珍

激动地揭去门神画，将这张字条光

明正大地展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

解这一事情经过。1958 年，黄堂珍主

动将红军书写的字条连同锯下来的

一块木板上交政府，后移交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这件珍贵文物，见证了红军严

守群众纪律，爱护人民百姓，不拿群

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传统。

渊黄策冤

笋子梁十二勇士：
至弹尽粮绝，纵身跳下百余丈悬崖

5红色记忆 2024 年 8 月 29 日

责任编辑 罗敬宇 美术编辑 罗瑞珊

彰英烈事迹 昭民族正气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纪念塔碑文敬读

笋子梁，位于四川省万源市白沙

镇以北，海拔近 2000 米，三面临深沟，

南北两坡高达百余丈，山势十分陡峭

险峻，恰似一根巨大的石笋屹立在群

山之间，故名“笋子梁”。1934 年 2 月，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中，红军被

围困在笋子梁山顶。担任掩护任务的

12 名战士，用生命谱写了一首壮丽的

史诗。

1933 年 10 月，四川军阀刘湘纠集

四川大小军阀部队，向川陕革命根据

地发动“六路围攻”。10 月中旬，宣达战

役胜利后，红军解放了宣汉、达县、万

源 3 座县城。11 月，红四方面军第十二

师第三十四团二营一连奉命进驻万源

重要门户之一的笋子梁。白沙独立团 3

个连分别驻守在笋子梁左右两侧，指

挥所设在位于山顶的苏维埃代表周德

六家。入驻笋子梁后，红军抓紧时间挖

堑壕、筑木城，同时筹备粮食、弹药等

物资，时刻准备战斗。当地群众在村苏

维埃组织下，冒风寒、踏积雪，为红军

送粮食、盐巴、猪肉等，并帮助修筑工

事。仅一周时间，红军就从山腰到山顶

筑起 7 道十分坚固的木城。

1934 年 2 月，敌军勾结曹家、白

沙、城口双河等地民团、土匪千余人，

连续数次向笋子梁发起偷袭。红三十

四团和白沙独立团相互配合，对来犯

之敌给予狠狠打击。

敌军见硬攻失败，便施诡计，一面

利用军阀淫威，威胁拉拢白沙独立团

叛变，一面派奸细扮作给红军送粮食

的群众，借机打探红军信息。

一天夜里，敌军向红三十四团特

务连发起袭击。特务连除少数人突围

外，其余全被敌军杀害。紧接着，敌军

分三路向笋子梁进攻，红军背对悬崖

三面迎敌。红军利用掩体向敌军开

火，打得敌军措手不及、连连后退，只

能在远处用大炮向红军阵地猛烈轰

击。红军依托险要地势和坚固工事，

数次击退敌人的进攻。

然而，红军弹药得不到补充，粮食

无济，处境艰难。当敌军再次进攻时，

战士们只能用剩余的子弹和手榴弹打

击敌人，然后手握大刀冲向敌阵，杀得

敌人一时不敢上前进攻。一连连长根

据敌我战况，决定分兵突围，留下 12

名战士负责掩护，其余战士分路突围。

12 名战士立即分散占领山顶险

要地势，收集山上剩余的枪弹，将大

量的石头、木头堆在阵地前迎击敌

人。敌军以为山上还留有大量红军，

纠集上千人在炮火支援下向山顶发

起进攻。12 名战士英勇顽强，将一颗

颗子弹射向敌人。子弹打光了，战士

们就用刺刀、枪托与敌人搏斗。最后，

为了不被敌人俘虏，伤痕累累的 12 名

战士纵身跳下悬崖，牺牲在笋子梁山

下。一连连长和突围的战士也在后来

的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

我们至今仍未能知晓笋子梁十二

勇士的姓名，只能想象当年他们青春

年少，但在生死面前无畏、在敌人面前

不退……90 年过去，他们的事迹从未

被遗忘。红军用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

将被世人永远传唱。

渊王发祯冤

小字条见证红军纪律严明

中华英烈

四十七军解放大庸之战
1949 年宜沙战役结束以后，为了

配合二野解放西南地区，同时保障四野

的侧翼安全，四野第四十七军接到命

令：转入湘西，兼湘西军分区，担负“经

营湘西、剿匪建政”的任务。

解放湘西，首先就必须夺取大庸

县。四十七军根据敌人的情况，决定将

该军所属一三九师、一四一师和一四〇

师四一八团兵分三路，分头向大庸前

进，同时截断敌人逃往西南地区的退

路，最终在 10 月 16 日完成合围，将敌

人全歼于大庸县城城下。

10 月 14 日下午，四十七军各部队

开始行动。10 月 15 日拂晓，在大雾掩护

下，一三九师四一六团、四一七团包围

了溪口镇外的敌人阵地，激战两个多小

时，攻克敌人的防线。敌人丢下大批弹

药、物资，向大庸县城方向逃窜。

16 日上午，一三九师进至距大庸

县城 40 多里的岩口一带，击溃敌后卫

部队。见敌人已分路逃窜，师首长立即

命令四一六团按预定路线前进，四一七

团改变原定行军路线，从小路向大庸城

追击敌人。

经两个多小时的追击，四一七团

于下午 4 时到达距大庸县城东 10 多

里的地方，活捉了 3 个俘虏。经审讯得

知：大庸城内的守敌以为城东澧水河

水深流急，难以泅渡，又没有桥梁和船

只，认为“解放军断不会从这里发起进

攻”，已将防御城东的兵力派往别处。

四一七团当机立断，立即沿大路跑步

插向大庸城东门。

当四一七团赶到东门外时，发现此

时四一六团等兄弟部队已占领了城外

制高点，并组织炮火实施拦阻射击，不

仅封锁了敌人逃跑的道路，更将城外守

敌赶回城内；而东门的情况确如俘虏所

言，几乎没有敌兵防守。

四一七团一营营长阎太云和三连

连长曲贤圣立即带领一排从一处城墙

缺口攀援而上，冲入城内，捉到一个敌

兵，审讯得知敌一二二军军长正在县文

庙召开军官会议，立即命令俘虏带路，

向文庙冲去。

当时天色已晚，城内一片漆黑，又

下着雨，加之一三九师各部已陆续突破

城防，守敌已经乱作一团，所以一路上，

阎太云等人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阎太云等人行进至北大街时，已经

俘虏了数十名敌人，缴获重机枪 1 挺。

阎太云留部分战士看管俘虏，带着其他

战士向前急进。途中遇到一个骑马的敌

军官，立即将其俘虏。从被俘的敌军官

口中得知，敌军长已躲进县中学，阎太

云命令俘虏带路前往。

到达县中学后，阎太云命令被俘的

敌军官喝退岗哨，径直进入敌军长的房

间。敌军长正在和部下商议明天一早如

何突围，见解放军已来到面前，只得下

令全军停止抵抗，向解放军投诚。

16 日晚 10 时，大庸城内守军全部

缴械。大庸的解放，消灭了国民党在湘

西的主力部队，为日后解放整个湘西奠

定了坚实基础。

渊吕勃东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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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庸县渊现张家界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