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攻读哲学博

士学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迄今

能考证到的第一位博士党员；受党组织

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任

教，向中外学员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

多次临危受命，在白色恐怖中担任中共

地下市委书记、省委书记，领导白区革

命斗争；在狱中他受尽酷刑、遍体鳞伤，

却对独立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满怀期

待。他就是许包野，为了他所向往的新

中国献出了年仅 35 岁的生命。

在马克思的故乡攻读博士

许包野，1900 年生于泰国华侨商人

家庭，7 岁回到家乡广东澄海。1915 年许

包野成为澄海中学第一届学生，该校要

求学生常思“强学即所以强国”，自此他

立下报国强国的志愿。五四运动中，许

包野加入澄海中学学生会，参加集会游

行，宣传群众，在运动中开始思索自己

的人生和国家的出路。1920 年，许包野

成为赴法勤工俭学公费留学生，入读法

国里昂大学学习哲学和法律。因反对中

法秘密大借款及中法当局停发留学生

维持费，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领导

留法学生发起几次大规模请愿活动，许

包野积极投身其中，开始接触马列主

义，逐渐认识到，要想拯救民族危亡，只

有实行社会主义。

由于法国社会动荡、物价飞涨，1921

年下半年，许包野转到生活成本相对较

低的德国，入读哥廷根大学。按照德国

读博士要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的要

求，许包野主系选了哲学，副系选修法

律和军事学，开始了他的博士生涯。德

国是马克思的故乡，已受到革命思想启

蒙的许包野如饥似渴地研读大量哲学

著作和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寻求救国真

理的道路上苦苦探索。

1923 年，许包野的人生道路由于另

一位留学生朱德的到来发生了重要转

折。朱德已于 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次留学哥廷根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

在中国留德学生中发展革命力量。这一

年，经朱德介绍，许包野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一名先锋战士。

1925 年 6 月，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德

国，许包野投入中共旅欧支部发起的声

援运动。6 月 19 日，因参加德共在柏林

组织的声援集会，许包野和朱德等 20 多

人被捕，迫于舆论压力，柏林当局 3 天后

释放了学生。但不久，许包野被驱逐出德

国，他来到奥地利维也纳继续学习哲学。

在苏联执教播撒革命火种

1926 年，组织安排许包野到苏联莫

斯科任教。当时莫斯科有两所特殊的培

养革命人才的政治学校：东方劳动者共

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学校的课程除

了语言、军事、历史之外，还开设了一系

列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由于许包野在法、

德、奥等国留学多年，并已在大学修读了

近 5 年的哲学博士课程，具有扎实的理

论功底，经过短暂的语言学习后，他就承

担了东方大学的教学任务，后来又在中

山大学任教，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

许包野很快适应了教学需要，他的

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受到普遍好评。

其间，国内外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许包

野按照党组织指示，团结教育广大学员，

经受住了各种政治风浪的考验。许包野

在莫斯科任教 5 年之久，为中国革命培

养了一大批干部，如 1932 年任中共江苏

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黄励、宣传部部长的

陈原道等，都是他的学生。

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许包野在学

习、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在

学习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经验，学校开设

的“苏维埃法制与国家建设”等课程，常

使许包野陷入对未来新中国的畅想，他

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早日解放、早日

强大起来。

临危受命领导白区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受共产国际派遣，

许包野秘密回国，于 1931 年底回到家乡

澄海与亲人相聚。得知弟弟已参加革

命，他在家仅住了 10 天便辞别母亲和妻

子，辗转在厦门找到同是共产党员的弟

弟许依华。

在厦门工作期间，许包野接到指示要

他到中央任职。但此时中共厦门中心市委

遭受重大破坏，市委书记王海萍等牺牲，

许依华接任书记又遭逮捕。1932年 10月，

中央任命许包野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

记。在极其复杂严酷的环境中，许包野领

导市委恢复和发展了惠安、泉州、漳州等

地的党组织；组织“东北义勇军后援会”，

支持义勇军抗战；组建失业工人委员会，

指导工人罢工取得加薪斗争的胜利；动员

工人、失业者、农民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福

建事变后，加强反蒋抗日宣传，争取了一

批工人、医生，连同药品送往苏区；出版

《发动机》《舰》《战斗》《舵》《实话报》等刊

物，引导党员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尽管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许包野却充满信

心，动情地向同志们描绘未来新中国的图

景，“革命胜利之后，我们的经济、文化发

展一定会比英法这些国家更快。”并一再

号召工农群众为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

新中国”而斗争。

1934 年 7 月，中共江苏省委遭严重

破坏，中央调许包野任江苏省委书记。此

前，江苏省委已多次遭受毁灭性破坏，成

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曾担任省委书记的陈延年、赵世炎、罗登

贤、邓中夏相继牺牲。许包野毫不畏惧，

赶往上海赴任，他化名“保尔”，恢复和重

建了江苏省委机关。一些领导干部陆续

被捕，上海临时中央局意识到党内出了

叛徒。许包野旋即和中央特科紧密配合、

周密布置，设计除掉了叛徒，极大震慑了

国民党特务和党内动摇叛变分子。

1934 年 10 月，因中共河南省委再

遭破坏，许包野又被派往开封任河南省

委书记，化名“老刘”。此时中央红军已

经开始长征，白区地下工作更为艰难。

许包野不顾个人安危，为恢复党的力

量、发展群众组织、建立革命武装而日

夜奔忙，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领导河南

省委坚持斗争。

坚贞不屈彰显钢铁意志

1935 年 2 月 20 日，在等待与党组

织接头时，由于叛徒出卖，许包野在河南

开封一家旅馆被捕，不久被押解到南京

的监狱。在狱中，敌人软硬兼施，先用高

官厚禄、金钱美女拉拢他，诡计未能得

逞，又施以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敌人将

竹签一个个钉进他的手指脚趾，拔掉他

的指甲……许包野就如同钢铁战士，始

终宁死不屈，以顽强的革命意志与敌人

斗争到底。1935 年 5 月，受尽折磨的许

包野被残暴的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狱中，

至死敌人也只知道他是“老刘”。

“我虽有一管笔，但我写不出字。我

虽有一张纸，但我想不出话。”“可爱的雁

儿，你若到了南边，见了我的爱人，你可

对她说道：祝你平安。”革命者四海为家，

随时可能牺牲，许包野将对妻子的歉疚

与深情写进了日记。由于地下斗争的特

殊性，他的事迹尘封了整整半个世纪。直

到 1985 年，苦苦等候的叶雁苹等来了丈

夫许包野牺牲的消息，她亲吻着丈夫生

前留下的日记，潸然泪下。

渊张家芳冤

为新中国而斗争的博士党员许包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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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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军：存亡之战》

电影背后的铁血故事：铁原阻击战

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的票房

目前已经突破 8 亿。作为电影《志愿

军》三部曲的第二部，聚焦铁原阻击

战，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三

军 2.5 万将士与近 5 万“联合国军”激

战 12 昼夜，在铁原战场上浴血奋战的

故事。那么历史上的真实的铁原阻击

战战场是什么样的呢？

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第二阶

段结束后，西线之敌乘志愿军主力向

北转移之机，以摩托化步兵、炮兵、装

甲兵组成“特遣队”，在航空兵掩护下

开始大举反扑，长驱追袭，直逼涟川、

铁原地区。

1951 年 5 月 28 日 17 时，中国人民

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电令

志愿军第六十三军并指挥第六十五军

第一九四师迅速在涟川、铁原之间，东

起古南山、西至临津江畔，正面 25 公

里、纵深 20 公里地域组织防御，不惜

一切代价，坚决阻止敌人进攻，掩护兵

团主力和伤员转移。

5 月 30 日，第六十三军全部进入

阵地，抢修工事，做好大战前的准备。6

月 1 日，敌人在进行试探性进攻后，即

转入全面进攻。敌人集中千余门火炮、

20 余架飞机，对第六十三军阵地实施

狂轰滥炸。接着，敌军在坦克引导下分

多路向我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一场悲壮而惨烈的阻击战开始

了。敌人把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第一

八七师防守的涟川山口，企图夺取涟

川两侧有利地形，从中间突破，直插

铁原。在第一八七师不足 3 公里的防

御正面上，敌人集中 2 个师的兵力，

实行轮番猛攻。战斗最激烈的地点是

位于涟川山口的榛田里北山、新村北

山和 162 高地、167.1 高地一带。此处，

是沿涟铁公路通往第六十三军防御

纵深的必经之地，坚守在这里的是第

五六一团第三营。当面之敌为美骑兵

第一师 5 个营，并有 4 个炮兵营、11

辆坦克、5 辆装甲车，来势凶猛。

在营长罗金友、教导员温树风的

指挥下，第三营利用有利地形节节阻

击，第一天歼敌 300 余人，守住了阵

地。第二天，敌以 2 个营、8 辆坦克攻击

阵地 4 次，均被我军击退。第三天，敌

以 1 个团从左翼突击，另 1 个团在 10

辆坦克配合下直插第三营背后。第三

营第九连二排组织剩下的 7 名战士进

行英勇反击，终因寡不敌众，二排阵地

失守。第三营第七连指导员赵满增不

顾伤痛，一面指挥大家奋力抗敌，一面

用机枪扫射敌群，打倒 20 多个敌人，

最后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此

战，第三营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敌人 10

余次进攻，坚守阵地 4 天 3 夜，毙伤敌

1300 余人。战后，第三营被授予“守如

泰山”锦旗，荣立集体二等功。

敌人在第一八七师阵地前碰壁

后，又将矛头指向第一八九师阵地。6

月 2 日，敌人集中 4 个团的兵力，在

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第一八九师坚守

的第 233.2 高地和种子山阵地发动轮

番攻击。经过一天的激战，该师阵地

上的工事大部被夷为平地，掩体、堑

壕荡然无存。指战员踏着 1 尺多深的

浮土，利用弹坑和岩石掩护，坚守阵

地，抗击敌人的疯狂进攻。激战当日，

敌暂时占领了种子山、五峰寺及以南

阵地。当晚，第一八九师第五六六团

在团长朱彪指挥下，组成“敢死队”，

于 3 日凌晨突然发起攻击，夜袭种子

山，夺回了丢失的阵地。

6 月 3 日拂晓，美第二十五师主力

加入战斗，在我第一八九师正面同时

展开 3 个团，发起轮番攻击。战至中午，

第一八九师战斗减员十分严重，所有营

连都不成建制，师团机关的勤务人员全

部投入战斗，一直坚守到天黑，才奉命

将阵地移交给预备队第一八八师。第一

八八师连夜冒雨开赴阵地，于 6 月 4 日

拂晓前接替第一八九师。很快，美军便

在地、空交叉火力掩护下，以 1 个师的

兵力分多路向我阵地实施波浪式疯狂

攻击。第一八八师官兵依托阵地避敌炮

火锋芒，与敌展开胶着战。战至下午，战

斗减员越来越多，形势相当严峻。志愿

军司令部及时下达命令，改坚守防御为

机动防御。该部一线部队开始有计划地

且战且退，向位于细柳洞、207 高地、北

台、古南山的第二线阵地转移。

6 月 5 日上午，敌人开始向我第

二线阵地攻击，并将主攻方向指向了

我第一八八师第五六三团第一连二排

防守的 207 高地。二排依托有利地形，

顽强地打退了敌人数次攻击。6 日，敌

人改变战术，以一部兵力正面进攻，以

1 个营的兵力分两路从侧翼迂回，再

次向 207 高地发起猛烈攻击。二排三

面受敌，在副排长李炳群率领下，冲锋

枪、步枪一齐开火，战士们将成捆的手

榴弹抛向敌群，连续打退敌人两次进

攻。战至午夜，二排只剩下 8 名战士。

此时，他们弹药将尽，与上级和友邻部

队的联系已经中断，陷入四面包围。子

弹打光了，他们就用刺刀、枪托和石头

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又一次打退了

敌人的进攻。当敌人再次涌上阵地时，

8 名勇士视死如归，纵身跳下了悬崖。

在第五六三团第一连激战 207 高

地的同时，左邻坚守 255.1 和 200 高地

的该团第八连在连长郭恩志的指挥

下，向该连一排侧后运动，先以火炮和

重机枪向敌猛烈射击，而后实施反冲

击，歼敌 200 余人。6 月 6 日拂晓，敌

人以 1 个连兵力向第八连阵地冲击。

郭恩志指挥二排将敌击退。接着，敌又

兵分两路向第八连一排、二排阵地猛

攻，并从两侧迂回，企图包抄第八连的

后路。郭连长指挥各排全面防御，重点

射击，激战 1 个多小时，使敌未能前进

一步。随后，敌又增加 2 个连的兵力，

再次进行猛烈攻击。这时，第八连弹药

将尽，前沿部分阵地被敌占领。战至

12 时许，敌人从四面对第八连形成包

围。入夜，该连与上级的联络完全中

断。当夜，郭恩志集中全连仅有的 13

发子弹和 1 枚反坦克手雷，从敌防御

薄弱的西面跳崖突围，转移至该营主

阵地。第八连坚守阵地 4 昼夜，先后打

退敌人 1 个加强团的 13 次冲锋，以伤

亡 16 人的代价，毙伤敌 800 余人，荣

获“特功第八连”称号，连长郭恩志荣

立特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6 月 10 日晨，美第十军突破我军

左翼防线后，铁原东面完全暴露。向我

进攻的美第一军又乘机将机动部队东

移，突然向第一八八师第五六四团防御

阵地疯狂进攻。坚守在阵地最前沿的第

五连一排，面对敌人 3 个营、8 架飞机、

40 多门重炮、11 辆坦克的轮番进攻，与

敌展开殊死搏斗，最后消灭敌 250 余

人，守住了阵地。

6 月 12 日，志愿军第六十三军胜

利完成阻击任务，于 19 时 30 分奉兵团

命令转向伊川地区休整。

此次艰苦阻击战，第六十三军在

朝鲜战局可能发生颠覆性变化的紧要

关头，临危受命，力挽狂澜，胜利完成

阻击任务，将“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

线南北地区。

据叶解放军报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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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筑坚固工事顽抗袁我军将士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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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英烈

志愿军在铁原阻击战作战时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