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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参加革命，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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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参加革命，18岁入党，20岁
筹建冀鲁边区回民支队，27岁任沧州
首任副市长。两次筹建回民支队，审
判大汉奸刘佩臣，30岁赴云南。80年
的人生中，有67年在为民族解放和民
族团结而奋斗。

30岁远赴云南
深入民族工作50年

2010年冬，云南几位客人来沧州
寻找元代李京的资料。经本报与沧州
数位文史工作者考证，最终推测这位
50岁奉命出使云南的元代河间路人，
籍贯约在沧州东南部。李京，因出色
的出使治绩，被云南人誉为“丽江圣
人”。巧合的是，继 1301年李京出使
649年之后的 1950年，又一位沧州东
南部的人再次入滇，并被云南人誉为
民族战线的“坚”兵。

这位“坚”兵就是王连芳。1950
年 8月，他以中央民族访问团二分团
副团长的身份到云南扎根，直到 2000
年逝世。

在王连芳80年的生命里，有67年
为革命而战。其中有17年在津沧鲁一
带，而剩下的整整50年都在云南。或
许因冀鲁边区回民支队的战功太过耀
眼，以至于他在云南整整50年的不朽
功勋，似被家乡人忽略了。

王连芳奔赴时的云南，远非现代
人眼中的宁静宜居。部落重重，言语
不通，险象环生，进入高山密林，随
时都会丢掉性命。“一个连途经盏西大
幕文景颇山寨，当地头人、群众误信
敌特‘解放军要杀绝山头’的谣言，
伏击该连。部队死伤20多人，四面被
围。”在王连芳的回忆里，类似生命危
险随处可遇。丛林里对峙的是民族兄
弟，不能开枪，还要走进他们心里。

“群众仍不吭声，出现令人尴尬的

冷场。然而，队员们毫不气馁，坚持
每天做两三件好事来感召群众。开
始，老百姓对工作队做好事也不理
解。盈江县南算的一个工作队员帮一
位老人挑水，他一走开，老人就赶紧
把桶里的水倒掉。”民族习惯隔膜，好
心好意，也会被当成恶意。“队员不领
会老人的行为含义，一连好几天坚持
给老人挑水，挑了倒，倒了又挑。直
到与老人交上朋友后才明白：这里祖
辈传下来的说法是，汉人没有好的，
怕工作队在水里放毒药，才一再把水
倒掉。”

面对不同的风俗，积累了丰富民
族工作经验的王连芳也得摸索前进。
他曾感叹：堵，只能解一时之急；
疏，才是治本之法。但一个字的经
验，往往就是几条甚至百十条生命的
惨痛付出。王连芳本人，就因“沙甸
事件”被错误关押两年，女儿因之服
毒自杀。

事国惟忠，待人惟诚。“盈江县莫
空景颇族寨的工作组，一大早把住地
附近的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白天随
群众到田间犁地，工作队员严格遵守
纪律，歇晌吃饭时，便吃自己带的
饭，喝自己带的水。时间一久，群众
感动了：‘天下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人！
光干活不要钱，还不吃我们的饭。’后
来到吃饭时，就硬把队员们的冷饭抢
去，端来热汤热饭。”

王连芳他们终于用饱含忠诚的汗
水、泪水、鲜血乃至生命，换来了当
地民族大团结的欣欣气象。

狱中智斗日酋
解救党员干部60余人

王连芳一生有三次牢狱之灾，一
次是“文革”期间，一次是因“沙甸
事件”，一次是抗日被俘。

1943年 11月 7日，王连芳被敌重
兵包围，他原想留一颗子弹自尽，不
料射击情急，子弹打完，最终被俘。
敌人不知道王连芳的真实身份，多次
进行毒打。王连芳只求速死，大骂敌
人。第三日，王连芳被伪军认出，身
份暴露。接下来，日酋松浦正己改变
了策略，让王连芳的父亲、大哥、二
哥来探望，绝口不问回民支队的事。

后来，王连芳被单独关押，连续
三天不审不问。王连芳心想，身份暴
露，敌人可能会用一切手段诱降，求
死似乎不可能。他想起上级对被俘领
导同志的指示：不屈不死，争取脱
险，继续革命，不要轻易自杀。

一天傍晚，日酋大佐长谷川、松
浦正己，精心设清真盛宴招待王连
芳，并请来自称是清真的日本人西园
静雄和一个自称是中国人的翻译作
陪。日酋满面堆笑说：“这里的好，
有饭吃，当八路的不好，饭的没
有。”王连芳当即站起来，一把掀翻
桌子，大声怒骂。但敌人却没生气，
只是苦笑说：“王先生对我们误会太
深了，以后会慢慢地明白。”后来，
松浦把王连芳带去见被俘的其他党员
干部，突然宣布：“只要王先生说放
你们，我就放人。”被俘的干部群众
有 60 多人，此前日酋都让王连芳见
过，多数是回民支队和县里的领导中
坚。第一次短暂的见面，王连芳趁机
组织 3位领导同志口头成立了绝密党
支部。

王连芳低声征求其他 3位支部成
员的意见，随后表示：我可以表态，
你们放人好了。日军当即放了10多名
党员干部和30来名群众。王连芳要求
继续放人，但日酋说以后再放，并把
王连芳请到饭店继续诱降。回囚室
后，王连芳思考如何争取把同志们全
部释放，也意识到敌人利用他支队政

委的影响，诱降整个回民支队。他决
定劝说来诱降的二哥王连璧向渤海军
区党委正式汇报请示。

军区党委回信：“只要思想不动
摇，要千方百计把被俘的同志们营救
出来。”王连芳正想不出用哪些“千方
百计”时，王连璧提出，给回民支队
写假劝降信。于是，他通过王连璧向
上级汇报并要求秘密派负责同志面
告。在上级的支持下，松浦信以为真
喜出望外。原来松浦曾在孙清屯（今
属南皮） 据点当部队长，因被告发，
调回军部，很苦恼。他想立一大功，
让长谷川“看得起”。

假信交给了王连璧，王连璧又以
支队领导的名义回了封假信，松浦看
后又放了几人，但怕失去要挟的本
钱，不再放。王连芳再次写假信，
大意是让回民支队信任松浦，考虑
部队的去向 （是否投敌）。王连璧再
次回假信，称上级已有察觉，要求
部队靠拢。于是松浦又放了几个
人。再放人已很困难，征得上级同
意后，由王连芳妻兄刘庆云冒充支队
参谋与松浦面谈全部放人和支队去向
的具体问题。

长谷川闻讯大喜，令松浦立即放
人。就这样，60余名党员干部和群众
全部获释，除后来在东北作战牺牲的
外，幸存者都成了革命中坚、党的高
级干部。

两建回民支队
审判大汉奸刘佩臣

王连芳和刘振寰等是冀鲁边区回
民支队的创始人。1940年 7月，王连
芳任支队政委。这支部队从 1940年建
立到 1945年，与日本侵略者、汉奸英
勇作战 100余次，攻克敌人大小据点
40多个，歼灭日军、汉奸 2000多人，

缴获长短枪 2600余支、机枪 10多挺、
各种炮 20多门。由初建时期的 20多
人，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具有 1800人的
抗日武装。

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开赴东北后，
留下30人的手枪队。1946年，以手枪
队为基础，王连芳筹建了渤海一分区
回民大队，队伍很快发展到 1000 多
人，于是，渤海军区一军区回民支队
建立。

1947年解放沧州时，因部队老骨
干多，支队打得非常出色，被派驻火
车站保卫铁路。当时解放区的回汉群
众，一边麦收一边参战，4天内动员
200名干部、2万多名民兵、1000副担
架、3000 辆大车，群众捐粮 7 万公
斤，柴 13万多公斤，钱 300多万元。
27岁的王连芳任沧州市首任副市长。

当年 6月 15日上午，大汉奸刘佩
臣被活捉。王连芳有意把刘佩臣关到
他原来住宅里，并问他故地重游有何
感触。面对自己曾悬赏杀死吃肉 8年
的老对手王连芳，刘佩臣矢口抵赖，
并拿出逃跑时埋在地下的白崇禧赠给
他的签名照片，表示当汉奸时是接受
国民党的领导。但谎言掩盖不了罪
恶，7月7日，刘佩臣被处决。

2000年 2月 23日，王连芳逝世，
享年80岁。这天，天上飘着雪花，街
上挤满送行的人，经匣只能高举着从
人群头顶传递。

王连芳赴云南前夕，周恩来总理
接见了他并指示：“准备受冷淡，决心
赔不是，一切听人家，先作自我检
讨。”他的一生，尽管遭受过多次委
屈，但切切实实践行了革命的初心。
傣族人亲爱的“胖大爹老王”，沧州人
所敬爱的王政委，在昆明金家山回民
公墓长眠，每年都有群众自发去祭
奠。尊崇和怀念，超越了岁月的消
磨，跨越万水千山。

人物简介：

石 景 芳 （1921

年-1942年），原名石玉

琮，山东无棣人。1937

年入党。历任无棣县委

第一书记、东光县抗日

民主政府县长兼总支部

书记、鲁北行政委员会

主 任 、 冀 南 六 专 署 专

员、冀鲁边军分区司令

员。1942 年，在战斗中

流尽最后一滴血壮烈牺

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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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芳曾说：每个人都要做好为
抗日而献身的准备。血不会白流，抗
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他是这么说
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生命虽然短
暂，但精神长存。

讨经费卖家产拉队伍

1912年 1月，石景芳出生于山东
省无棣县刘丰台村一个知识分子家
庭，从小熟读史书，立志做一个有益
于国家和民族的人。

1935年秋，石景芳弃学回乡，先
后秘密成立“友谊读书会”和“山东
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鲁北分会”，宣传
抗日救亡。1937年 2月，他加入中国
共产党。后受党组织委托，同关星甫
等党员秘密创建无棣县基层党组织。

1937年“七七事变”后，石景芳
同关星甫等人在当地擎起了“抗日救
亡会”的大旗，很快发展到 800 多
人，群众性抗日救亡热潮迅速兴起。
这天，石景芳闻听官府又要派人到水

湾一带逼迫村民出官车，就和共产党
员张荣亭商定截官车。石景芳借来两
杆枪，和张荣亭等人预先埋伏。10多
辆马车沿路而来，枪一响，4个差役
跳车逃跑。石景芳把截下的马车交还
车主，民众夸赞他是“虎胆英雄”。

打鬼子、拉队伍，得有枪，石景
芳想到了国民党无棣县政府截取的教
育经费。10月，他和张荣亭、徐尚武
等人以无棣“小学教员联合会”的名
义，发动全县 300 多名小学教师签
名，追讨教育经费，县政府被迫拿出
了 2400 元 (法币)。石景芳和父亲商
量，变卖了部分家产，购买了20支步
枪（原有 10支枪），拉起了 40多人的
无棣县民众抗日游击大队，石景芳任
大队教导员。

联合护院武装抗日

1938年 2月，石景芳带领游击大
队加入了冀鲁边区工委领导的“第三
十一游击支队”，任支队政治特派员。

初秋，他奉命到东光创建抗日根据
地，相继组建了东光县党支部、抗日
武装大队。8月 31日，东光县抗日民
主政府成立，石景芳任县长。

成立大会上，石景芳慷慨激昂地
说：小鬼子打到咱家里来了，我们要
奋起反抗！不论是穷人富人、农民商
人、平民士绅，都是中国人，小鬼子
是咱们的共同敌人。大家以往不管有
过多大仇、多大恨，都大不过国仇、
民族恨。大家都放下过往的恩怨，联
起手来保家卫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去!

之后，石景芳前往小刘庄拜访
清末武举刘子仁。刘子仁曾在军阀
张勋部当过统领，参加过直奉战
争，颇有军事韬略。鬼子来了，他
和儿子刘虎臣拉起一支有 60 多条枪
的护院武装。

二人见面，石景芳开诚布公：刘
老先生的举动令人钦佩。但是，不知
先生想过没有，当前敌强我弱，凭借
几十个人、几十杆枪，能打得过鬼子

吗？刘子仁说：不能。那你说，县大
队能打得过鬼子吗？刘子仁看着石景
芳，石景芳说：县大队现在这点人
马，也打不过鬼子。刘子仁忧心忡忡
地说：鄙人自知独木难支，但得尽一
个炎黄子孙的力。石景芳接话：你一
支护院队，我一支县大队，力量都有
限。如果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刘
子仁点头赞同。

几经交心商谈，刘子仁父子带着
护院武装加入县大队，担任了副大队
长。后来，刘子仁因年迈体弱退下前
线，在家为八路军扩兵、购买子弹、
传递情报，并毅然送孙子刘崧畴参加
了八路军。

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1942年端午节这天深夜，3000多
名日伪军包围了驻在东光县大单、小
单家村一带的冀鲁边一地委、一专署
机关及一个警卫连。6月 19日凌晨，
枪声响起。石景芳、杜子孚、邸玉栋

等人紧急决定：立即穿越鬲津河突围。
石景芳带领一部从大单家村沿李

营盘、张营盘、孙营盘的交通沟向鬲
津河行进，到了河堤向东一看，大批
日伪军正顺河岸向西而来。过河来不
及了，石景芳立即顺着交通沟来到砥
桥村河堤下。此时天已大亮，岸上的
敌人居高临下发现了交通沟里的八路
军，枪声顿起，一批同志倒了下去。

部队撤到寺后杨时，石景芳不
幸中弹，一下从马上栽下来，警卫
连长孙国栋要背他走，石景芳命令
他：别管我，快去指挥部队。这时
从村西南又冒出一股敌人，两面夹
击，枪声响个不停。当部队突围至
赵家柳林村东时，又被敌人重重包
围在一片开阔地里。这时，抗日将
士已大部牺牲，子弹也几乎打光
了。石景芳和战士们背靠背围成圆
圈，同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肉搏
战。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砖
头、拳头砸，终因寡不敌众，石景
芳壮烈牺牲，时年 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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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未敢忘救国

在冀鲁边区这片光荣的土地上，
人民群众同党领导的军队生死与共，
不怕牺牲，同敌寇进行殊死搏斗，书
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杜子孚就
是优秀代表之一。

1916年 6月，杜子孚出生于山东
宁津县后郑村。1934年，18岁的杜子
孚考入天津第一师范学校。此时大汉
奸殷汝耕投靠日寇，组织“冀东防共
自治政府”，激起爱国学生发起抗日救
亡运动。杜子孚积极响应，当选天津
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他带领同学贴
标语、发传单，宣传抗日救亡道理，
参与组织天津市大中学生大游行，揭
发卖国行径。

1936年初活动失败后，他回到家

乡。不久，考入泊镇省立第九师范。
期间，他继续组织同学开展抗日活
动。街头集镇上，他身穿大棉袍子站
在高高的桌子上讲演，情绪激昂，不
时振臂高呼。大冬天，人们深受感
染，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

1937 年 9 月 18 日，日军占领泊
镇。杜子孚辍学抗日，并加入中国共
产党。受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于年底
在杏行村进行了筹建南皮县战委会的
工作。不久，在玉柳林村召开大会，
正式成立南皮县战委会，杜子孚任战
委会主任。

血战四柳林壮烈牺牲

1938年，杜子孚动员父亲典当家
中土地支援抗战，劝说父母、岳父
母、妻子、大哥、侄子参加抗日活

动。1938年 5月，杜子孚被任命为津
南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年，担任中共
东光县委书记，同石景芳一起组建起
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大队，领导
抗日军民挖地道、挖战壕，端据点、
炸岗楼、扒铁路、破公路，打伏击，
搅得鬼子日夜不宁。1939年，他调任
冀鲁边区一地委委员兼民运部长，先
后任陵县县委书记和冀鲁边区二地委
书记。1941年，调任一地委书记兼军
分区政委。

1942年夏，日军重兵对冀鲁边区
进行大规模扫荡，边区军民进行了英
勇顽强作战。6月 18日，杜子孚与敌
周旋转移到东光县大单家村。次日拂
晓，3000多日军对单家村实施“铁壁
合围”。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杜子孚
镇定自若，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奋力
突围。他率部予敌以严重杀伤后，突

出村子，向鬲津河方向猛冲时，遭到
日军伏兵的堵截。杜子孚带大队向西
北方向边打边撤，撤到东光县四柳林
地带，部队子弹打光，又陷入敌人重
围。杜子孚当即率领战士们冲向敌
阵，展开了殊死的白刃格斗。拼杀
中，杜子孚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
仅26岁。

妻子接过枪继续战斗

2014年国家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
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
300名著名抗日英烈，杜子孚名列其
中。

他牺牲后，妻子刘淑贞擦干眼
泪，埋葬丈夫，带上7岁和5岁的两个
儿子辗转找到一地委要求参加革命队
伍，接过丈夫的枪，继续战斗。她

说：“子孚牺牲了，鬼子还没有打完，
我要接过他手中的枪，干完他没有做
完的事情。”每次行军打仗，战士们都
轮流背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
说：“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杜政委的儿
子，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住革
命的根。”

杜子孚满门忠烈：父亲多次为革
命典当家产、土地支援抗战；岳父刘
银河被鬼子残忍地砍下头颅；岳母被
敌人打得昏死在雪地上；哥哥杜兰普
是村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抗日除奸
……

在战士背上长大的两个孩子都成
了国家栋梁。长子杜书瀛长期战斗在
航天一线，曾与两弹元勋邓稼先在同
一研究所工作，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
了突出贡献。次子杜书华是北京一所
高校的博士生导师、作家、美术家。

人物简介：

杜 子 孚 （1916

年-1942年），原名杜兰

友，山东宁津县后郑村人

（原属南皮）。1934年，开

始从事中共领导的秘密活

动。1937年入党，历任冀

鲁边区一地委委员、民运

部长，二地委副书记、一

地委书记兼冀鲁边军分区

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