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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间这块历史文化厚重的土
地上，彰显红色文化的冀中烈士陵
园，既与传统文化相互辉映，又独
具光彩。成千上万的人慕名来陵园
瞻仰、祭奠，感受那个血与火的年
代，接受革命精神的洗礼，传承红
色基因。

河间历史上曾叫瀛洲，是一个
有故事的地方。包拯任瀛洲知州期
间所写奏疏《论瀛洲度支》，充满了
爱民情怀。熙宁元年河北地震，瀛
洲重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写下
了文辞优美的《瀛洲兴造记》。王安
石的诗《过河间》开头便是“北行
过河间，千载想贤王”。这里的贤王
说的就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那个
因为在河间复兴儒家文化而被《汉
书》称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的人。

一代代河间人民精心呵护着陵
园。1999年4月5日自陵园面向公众
开放以来，已接待社会各界群众近
120万人次，其中青少年近百万人

次。成千上万的人慕名来陵园瞻仰、
祭奠，感受那个血与火的年代，接
受革命精神的洗礼。

孙正开，一辈子从事技术工
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退
休后，他倾情帮助陵园征集革命史
料。当面拜访了廖汉生、孙毅等开
国将军和在冀中战斗过的老同志，
已经积累了 3000 多分钟的视频资
料、130000多张照片，并利用这些
资料制作了《齐会歼灭战》《冀中抗
日风云》等 10余部专题片，编写出
版了《在河间战斗过的开国将帅》
等专著。今年，他已整整 80岁了，
疫情之后，又在河间融媒开办了
《红色文化直播》。

于金盼，陵园主任，曾参军入
伍，1996年转业到河间市民政局，5
年之后自愿到烈士陵园工作。为学
习兄弟陵园的布展和讲解，他曾经
连续奔波，从献县马本斋烈士陵园
到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再到南宫
冀南烈士陵园。那天从冀南烈士陵

园出来，他坐在长途汽车站的台阶
上等车，手里拿着半个烧饼就睡着
了，醒来已是满天星斗。为了不断
挖掘、充实有关冀中抗战的史料，
他处处留心。有一次深泽县有关部
门的领导前来陵园瞻仰，看到冀中
军区特务营教导员赵通三烈士的事
迹介绍，说他就是贺龙和吕正操见
面的联络员。于金盼马上记在心里，
经过核实，以后讲述赵通三烈士的
事迹时，又增加了这一重要内容。

如今，于金盼对于陵园中的一
切如数家珍。他拿出一份资料指给
我看：1993年 5月 28日河北省民政
厅向国家民政部呈报的《关于将河
间烈士陵园扩建为“冀中烈士陵园”
的请示》中说：“近几年来，程子
华、杨成武多次提出要求建设冀中
烈士陵园问题，并提议在河间兴建，
最近杨成武同志又催促此事。”于金
盼说，老一辈革命家对于兴建冀中
烈士陵园的殷殷关切，不就是对我
们的嘱托吗？嘱托我们把烈士的故

事讲下去，把红色的基因传下去
……

今年 56岁的老于，已经在冀中
烈士陵园工作了17年。“只要领导同
意，退休以后也不走，在这里守一
辈子。”一句誓言让人肃然起敬。
2020年，他荣获河北省“最美退役
军人”称号。

“得到这个称号不容易啊。”听我
这么说，他指了指院子里那一排排墓
碑：“比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容易多了。”

见几位年轻人在院子里擦拭烈
士墓碑，我问老于：“那是你的员
工？”老于说：“是志愿者，经常来，
节假日来得最多，有城市的也有农
村的，义务为陵园做保洁。”

我停下脚步，心中涌起一阵莫
名的冲动的冲动，，我想对着烈士纪念碑大我想对着烈士纪念碑大
声喊声喊：：冀中人民永远记得你们冀中人民永远记得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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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山河一寸血。抗战年代 5
万名冀中儿女为国捐躯。5 万人，
是一支怎样庞大的队伍，又是一道
怎样汹涌的卫国铁流？

他们中有人在战场上流尽了最
后一滴血。1942年 5月 27日傍晚，
八分区 33区队来到河间县念祖村宿
营，准备第二天去大城县留各庄，
消灭驻守那里的日伪军。由于奸细
告密，第二天清晨队伍尚未出发，
便被敌人重兵包围，一场突围战打
响。英雄的八路军战士在乡亲们的
支持下重创敌人，而我军也付出了
巨大牺牲。战斗结束后，鲜血染红
了村庄，72名战士倒在了念祖村。

他们中有人因为被捕而从容就
义。杨领梅，1921年出生于晋县，
1939年参加革命，担任晋县六区妇
救会秘书。1940年 3月 23日在南田
村开展抗日活动时，因汉奸告密，
被日寇包围。敌人把全村群众赶到
村西空地，逼问谁是共产党。为保
护群众，杨领梅挺身而出，高喊：

“我是共产党！”被敌人抓走后，杨

领梅受尽酷刑，被残忍地钉在城墙
上，就义时年仅19岁。

他们中有人在高级指挥员岗位上
为掩护战友而牺牲。1942年6月9日
拂晓，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率部转移
到了肃宁县的雪村一带。正在布置岗
哨，构筑阵地，敌人纠集了七八千人
奔袭而来，形成包围圈。在身体多处
负伤的情况下，常德善抓过一挺机
枪，掩护大部分同志冲了出去。由于
失血过多，他严肃地对警卫员胡德兰
说：“你不要管我了，我掩护你冲出
去，到白洋淀去找地委书记金城同志
汇报！”胡德兰哽咽着刚刚冲出包围
圈，常德善便牺牲在敌人罪恶的枪口
下，身中27弹。

革命需要前赴后继。常德善牺牲
后，八分区副司令员孔庆同代理司令
员。这位15岁参加革命的军人，曾经
是红军出色的司号员。1942年10月
21日，他带领手枪班前往河间左庄部
署工作，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在
身中数枪、子弹打光的情况下，孔庆
同从容地取出两颗手榴弹放在身旁，

从腰间解下跟随多年的军号，隐蔽在
一道土坎后。当敌人悄悄围上来时，
孔庆同一跃而起，猛地掷出一颗手榴
弹。随后，孔庆同一手叉腰、一手举
起军号，雄姿英发，嘹亮的冲锋号声
犹如催动着千军万马，荡气回肠。恼
羞成怒的敌人企图上前夺下他的军
号，他取出另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
归于尽。

将星陨落，而那激昂的军号声
至今回响在冀中平原。这一天，距
离前任司令员常德善牺牲不足半年。

徜徉在烈士陵园，除了油然而
生的敬仰，还有深深的沉思与灵魂
的拷问。

冀中烈士陵园中有一座无名烈
士墓，将无名烈士们合葬到一处。
当年在迁移烈士墓的过程中，他们
发现其中一个墓穴里居然有两具遗
骸，一具没有头骨，一具没有双
腿。最令人哽咽的是，墓穴中有一
块青砖，砖上刻着三个字：亲兄
弟。为什么兄弟两人同时牺牲？又
为什么一人没有头骨，一人没有双

腿？没有人知道。后人只知道 246
座无名烈士墓中埋葬了 247 名烈
士，只知道他们经历了那场残酷的
战斗，牺牲得英勇而悲壮。

我站在无名烈士墓前，泪流满
面，不断思索着那个刻下“亲兄
弟”三个字的人，要是能刻下他们
的名字该有多好，他们的母亲一定

在盼着他哥俩回家……
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们真

正做到了抛头颅洒热血，而且连名
字都没有留下来。在他们面前，诸
如畏首畏尾、不敢担当；诸如追名
逐利、搞形象工程；诸如居功自
傲、不洁身自好……都显得那样渺
小、那样猥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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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春风斗古城》《战
斗的青春》《敌后武工队》
《 烈 火 金 钢 》《 小 兵 张
嘎》 ……这些文学作品中脍
炙人口的抗战故事，全部发
生在冀中。而位于沧州河间
的冀中烈士陵园，向世人展
示的，正是一幅全景式的冀
中抗战画卷。

春雨中，我缓步走进宁
静的冀中烈士陵园。这是 10
天之中我第二次来到这里。
这座在河间烈士陵园的基础
上扩建、完善的陵园，分为
东、西两区。纪念馆大厅两
侧延伸开的乳白色大理石
上，镌刻着冀中军区 98名县
团级以上烈士名录，背面是154名营级以上烈士的英名。

我便从此处开始，深情
回望和细细梳理冀中地区革
命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寻
找一个个鲜活而感人的英雄
事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
百周年之际，遥望和致敬这
些烈士，无疑具有更为深远
的意义。

被誉为“华北粮仓”的冀中地区，
不仅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也是一片红色
的土地，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有着深厚的
基础。

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党支部，创建
于1923年，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党
支部。1932年六七月间，震惊全国的保
定“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虽然
最终被镇压，但它们所产生的影响犹如
在平静的水中投入巨石，激起的波纹一
圈圈向整个冀中扩散……

1937年，随着当时隶属于河北省宛
平县的卢沟桥枪声响起，一群“野兽”
闯入了冀中。他们烧杀掳掠，肆意践踏
这片美丽的土地。

那一年的10月12日至15日，冀中平
原正是秋色醉人，石家庄藁城县梅花镇却
被滚滚浓烟和血腥气味笼罩着。5000多
个日本鬼子闯入镇里疯狂肆虐，在他们狰
狞的笑声和刺耳的枪声中，一个个手无寸
铁的百姓被杀害。四天三夜，1547名无
辜群众惨死，其中46户人家被杀绝；100
多名妇女惨遭蹂躏；600多间房屋被烧毁
……繁华富庶的梅花镇变成了人间地狱。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梅花镇惨案。

国破家亡，强盗横行，热血儿女岂
能任人宰割！

1937年 10月 14日，东北军 691团
团长吕正操，带领部队在藁城县小樵
镇，宣布脱离国民党军队，成立“人民
自卫军”，留在冀中抗日，冀中平原有
了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1938
年4月21日，冀中地区第一次党代会在
安平县召开，宣布成立冀中区党委、冀
中行署和冀中军区、八路军第三纵队，
吕正操任军区司令员兼第三纵队司令
员。冀中军区成立半年时间，就同日寇
作战 100多次，吕正操成为冀中抗日的
一面旗帜。

孟庆山的河北游击军，马本斋的回
民支队，张仲瀚的河北民军……这些中
国共产党领导或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
队伍，纷纷吹响了集结号。

1939年1月25日，在河间县惠伯口
村前，吕正操和贺龙两双大手紧紧地握
在一起，八路军 120师开进冀中。冀中
抗战力量的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那一天是农历腊月初六，平原上寒
风刺骨，但惠伯口村前那热烈的场面，
像一阵春风吹遍冀中。

这时候的冀中抗日根据地西迄平汉
路、东至津浦路、南界沧石路、北达北
宁路，拥有44个县，约800万人口，后
发展到51个县、近千万人口。

按照传统游击战的经验和理论，平
原地区是没有办法打游击的。但是，晋
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说：“人民群众
比山靠得住。”作为我党首创的平原根
据地，冀中人民始终是军队的靠山。他
们节衣缩食供给部队，他们冒着生命危
险掩护八路军战士，他们义无反顾地把
自己的亲人送上前线。120师开进冀中
时只有 6400多人，8个月后离开冀中时
已有 21900多人。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人
民，为革命事业奉献出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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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浩气传千古
列 兵

毋庸置疑，日寇确实占领了冀
中，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日寇一天
也没有真正征服过冀中。在数万万
站起来的人民面前，侵略者“像一
匹野牛冲入火阵”。

陵园内，六尊汉白玉雕像分列
在冀中烈士纪念碑两侧，他们是曾
经担任过冀中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
的贺龙、吕正操、杨成武、孙毅、
黄敬、林铁。站在雕像前，我轻声
对前辈们说：当年就是在你们的指
挥下，让冀中地区的敌人不得片刻
安宁。

贺龙率领 120 师开进冀中后，
打了一系列漂亮仗，进一步鼓舞
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其中最为经
典的是“齐会战斗”。1939 年 4 月
22 日，日军第 27 师团第三联队吉
田大队的 800 余人和 200 余名伪军
一起，到达河间、任丘之间的三
十 里 铺 ， 寻 找 八 路 军 主 力 。 23
日，日军发现齐会村有我驻军，
马上发起进攻。贺龙准确分析敌
我双方情况后，指挥我军对敌进
行反包围。24 日黄昏，贺龙一声
令下，总攻开始。同一天，白求

恩在前线设立了战地救护室。经
我军内外夹击，昼夜激战，不可
一世的日本王牌军吉田大队溃不
成军。此一役，我军歼灭日寇 700
余人，创造了平原作战大规模歼
灭敌人的范例。

马本斋的名字在冀中烈士陵园
光彩夺目。1940年，马本斋奉命带
领回民支队到深（县）南地区坚持
斗争。该地区的康庄是敌人往来衡
水县城和安家村两个据点之间的必
经之地。1940年 5月 30日凌晨，由
马本斋精心策划的“引蛇出洞，围
点打援”的经典战斗，在康庄打
响。回民支队一支小分队佯攻安家
村据点，待敌人通过电话向衡水据
点驻军求援后，回民支队割断了敌
人电话线，断绝了两地敌人间的联
络。救援的日军和伪军途经康庄
村，正入回民支队伏击圈。马本斋
一声令下，霎时伏兵四起，火力漫
天。仅仅 40分钟，一场漂亮的伏击
歼灭战便告结束。援敌全部被歼，
共击毙高田中队长以下日军 60 余
人，俘伪军 20 人，缴获平射炮一
门、重机枪一挺、掷弹筒 3个、步

枪60余支……
冀中地区的游击队和民兵，更

是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让敌人防
不胜防。《程子华回忆录》中记载了
民兵埋地雷的情形：1941年秋，敌
人要扫荡蠡县三区，在一个夜间，
全区就埋了 400多个地雷。每天夜
晚以后，民兵以打锣鼓或点火为
号，以示已埋地雷，各村爆炸小组
开始活动，老百姓往来，必须在距
村二里许即停止前进，经爆炸小组
许可才能在指定的地点安全通过。
每天太阳快出来时，如果没有敌
情，各村就仍以信号互相通知，把
地雷取出来。民兵还在据点周围设
置几道爆炸封锁线，使敌人不敢轻
易离开据点，阻止了敌人向周围的
蚕食或突击。

我们有正规军，有地方主力部
队，有游击队，还有数不清的民兵
组织。我们有歼灭战，有游击战，
有地道战、地雷战，还有叫不出名
堂的战法，在整个冀中地区织成了
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冀中大地，
这片“怒吼的平原”在颤抖、在发
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