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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典故诚信典故

韩信是西汉著名的
军 事 统 帅 ， 他 身 世 贫
贱 ， 从 小 就 失 去 了 双
亲。为了糊口，韩信只
好到本地的淮水垂钓。
有位洗衣服的老太太见
他没饭吃，便把带的饭
菜分给他吃，如此连续
几 十 天 。 韩 信 很 受 感
动，便对老太太说：“总
有一天，我会好好报答
你的。”后来，韩信富贵
了，回到家乡便将那位
老太太接到家里，扶她
坐到上座，向她行跪拜
礼，然后奉送上一千两
黄金。

韩信报恩韩信报恩

白凤翔白凤翔

与红军秘密签订停战协定与红军秘密签订停战协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静然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孙福军孙福军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85周年，一位生于沧
州的爱国将领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他在东北军中率先与红军签订书面停战协
定并结成亲密联盟，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提供
了宝贵支持；他不负张学良的重托，在震惊中
外的“西安事变”中指挥了临潼扣蒋这一重大
行动；他毁家纾难组织抗日先遣队伍，举起抗
日大旗；他忍辱负重潜伏敌占区，在隐蔽战线
坚持抗战，壮志未酬血洒内蒙古高原。他，就
是著名爱国将领白凤翔。

与红军实现“兄弟联系”

白凤翔，1897年 11月 19日出生于沧县军
马站村。他自幼家境贫寒，终日不得温饱。10
岁给地主放羊，13岁放马练就了一身好武功，
15岁便赶牲口驮脚养家糊口。后来逃荒到承德
市围场县，投奔了某火枪骑兵队。

军阀混战，百姓饥寒交迫，他在当地揭竿
而起，率领一支千余人的队伍攻打赤峰县城，
活捉了县长，开仓济贫，在当地引起了极大震
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白凤翔的队伍被张作
霖收编，改为奉军第 6 独立骑兵旅，他任旅
长，开赴黑龙江省密山县戍边。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成为白凤翔的
椎心之痛，自此，他誓死抗日。作为东北军高
级将领，白凤翔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情，
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
同时，也对高扬民族团结和抗日大旗的中国共
产党有着深深的敬佩之情。

1933年 3月，日寇大举入侵，热河、察哈
尔等地相继失陷。骑兵旅改编为东北军骑兵第
6师，白凤翔任师长，负责在华北北部地区抵
抗日军。

1935 年，他奉蒋介石、张学良之命，率
国民革命军骑兵第 6 师在甘肃庆阳一带驻
防。国民党为了围剿刚刚到达陕北的红军，
调集了包括白凤翔部在内的几个师进行围
攻。他不愿与红军为敌，就驻守在固原一
带，消极待命。

第二年夏天，白凤翔冒着生命危险与我党
建立起联系，与红一军团秘密签订了《东北军
骑兵第六师与红军停战协定》，声明：在抗日
救亡的条件下，结成亲密的联盟。

这是红军在陕甘宁地区遭受围追堵截，处
境艰难时，得到的最宝贵支援。

协定签定后不久，国民党当局迫令部队截
击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红二方面军。紧急情况
下，白凤翔将作战计划送达红二方面军领导人
任弼时手中，同时佯装溃败，使红二方面军免
遭重大损失。

为抗日变卖家产

1936年 12月 12日凌晨，白凤翔受张学良
的重托，严密部署指挥骑六师骨干和东北军总
部卫队营官兵奔赴临潼华清池。凌晨五时半，
打响了西安事变最惊心动魄的第一枪，他冒着
枪林弹雨镇定指挥……

但不久，张学良送蒋被扣南京，白凤翔被
认定为“叛兵”“劫持领袖”，是“临潼事变之
主犯”。他因此失去兵权，被迫赋闲北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白凤翔连夜驱车奔
赴南京，请缨抗日。不久，被任命为热河先遣
军总司令。

为了抗日，白凤翔卖掉了家中几乎所有房
产和北京西郊的 200多亩地，购买武器弹药，
召集旧部，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下组建了一支抗
日队伍。

1938年春，他率部途经延安北上抗日时，
受到边区主要领导人的亲切接待，边区政府为
他的部队提供了大量的粮食、衣物、药品等。
毛泽东主席还给白凤翔写了一封信，赠送了一
部电台。

在绥远前线，白凤翔肩负起保卫伊盟的战
略重任。他深入虎穴，擒拿了与日寇勾结的准
格尔旗西协理兼保安司令，确保了伊盟局势稳
定，粉碎了日寇侵占伊盟的图谋。

击毙日军中将

从 1938年至 1942年，白凤翔率抗日先遣军
5个师 6万余官兵浴血奋战，在热河、察哈尔、
绥远前线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40年 3月，傅
作义发起五原战役，歼灭日伪军 4400余人，取
得五原大捷。白凤翔在乌素海（红柳湖）一战
中，英勇杀敌，一举击毙了日军士兵 1100 余
人，毙伤伪蒙军3000余人。

白凤翔抗日威名远震，被日军视为眼中
钉，1940 年 6 月，他奉命挺进武川游击作战
时，被日伪军重兵包围。于 1942年 2月 8日在
包头固阳县牺牲，年仅44岁。

1949年西安解放后，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
的习仲勋专门指示要对白凤翔的家人以革命家
属对待。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
铭记白凤翔的贡献，千方百计寻找在战乱中失
散的白凤翔亲属。

1993年，由民政部编纂的新中国成立以来
规模最大、最权威的中华英烈人物辞书《中华
英烈大辞典》，正式将白凤翔的英名事迹收录
在内。201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向白凤翔颁发了抗战胜利纪
念章。他的牺牲地也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和文物保护单位。

2020年 9月，白凤翔被批准列入国家第三
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人物名录。

王炳德王炳德：：五音山战斗的通信员五音山战斗的通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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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革命

出海兴县城，向西 3 公里，
便来到了献庄。这里是老革命根
据地，新中国成立前，曾驻防过
30多个单位，北海银行地下印刷
厂就曾设在这里。因贡献大，为
部队供应粮食多，新中国成立
后，献庄经当时的山东省政府批
准为享受减田赋或不缴田赋优待
的村子。

革命母亲赵大娘一家就生活
在此。

赵大娘原名张金领，1885年
生于苏基镇张王门的一个农民家
庭。1907年，嫁给了献庄的赵殿
杰。因为性格开朗，村里人都习
惯称她为赵大娘。

赵家是种地户，家境并不富
裕。赵殿杰虽然目不识丁，却心
灵手巧。他是乡村厨师，还会作
画，笔下的松竹梅、鸟虫鱼形象
逼真。二人勤俭持家，是村里有
名的厚道人家。

赵家有三子一女。长子赵玉
琇 生 了 一 副 富 态 相 ， 夫 妻 商
量，让孩子上学读书，长大了
进城去学一门手艺。赵玉琇 15
岁时，被送到天津市一家鞋店
当了学徒。次子赵玉珂，长了
一副憨厚相，夫妻商量，让孩
子学种地，长大了继承赵家的
这份家业。

可事与愿违，1937 年 7 月 7
日的“七七事变”，打破了赵家的
美梦。

赵玉环说，一家人对共产党
的认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
1938年，由肖华率领的八路军东
进抗日挺进纵队在献庄稍住，有
一班人住进了赵大娘家。

这些战士尊重百姓，自己挑
水淘米烧饭，官兵老张小李相
称，态度和气，纪律严明。这些
都给赵大娘一家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随即，部队在献庄邻村尤村
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响亮地提
出了“抗战救国，有人出人，有
枪出枪，有钱出钱，有粮出粮，
一切为了抗战”的口号。赵大娘
觉得这话在理，就积极参加救国
会的活动，宣传发动群众，筹集
军粮，还动员大儿子参加村里的
青救会，加入中国共产党。

赵家，也成了区政府工作人
员的落脚点。

1940 年冬，日寇先后在刁
庄、赵毛陶安设据点，推行“治

安强化运动”，在乡村建立“维持
会”，实行“身份证”“良民证”，
冀鲁边区形势进一步恶化。

赵玉琇走出家门杳无音信，
二儿子赵玉珂经人介绍，也秘
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
了 区 中 队 ， 经 常 不 在 家 。 彼
时，老伴儿中风瘫痪在床，小
儿子玉环才 12 岁，女儿玉洁出
嫁小梨园村，刚生下一女孩，
丈夫就病故了。

赵大娘反复掂量：一家子的
壮劳力都走了，地没人耕种，靠
什么生活？可又想，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没有人拿枪和鬼子汉
奸斗争，中国亡了，老百姓怎么
活呢？家中事再大再难，也不如
国家的命运事大。她下定决心，
跟着八路军抗战到底。

冒死掩护八路军

在赵玉环的印象中，母亲个
子不高，但十分精明能干，又独
立坚强，尤其是在险境中，更是
临危不乱。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伪大扫
荡的来势犹如狂风暴雨。为了保
存实力，八路军主力部队转移出
了边区，地方工作人员分散隐蔽
活动。

这时，区干部王琴轩腹部生
疮感染，急需调养休息。他为人
和善，深得群众的信任。组织决
定让他留在献庄赵大娘家。

日伪大扫荡，生死存亡难
料，再增加一位八路军干部，一
旦被敌人发觉，对赵家将是灭顶
之灾。可赵大娘依然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

全家商量，把王琴轩当作赵
家大儿子。赵大娘炊饭煎药，一
日三餐，王琴轩的病大有好转。
这时，日伪部队来到了献庄，挨
家搜查，凭“良民证”才能放
过。

“王琴轩是共产党地方干部，
没有‘良民证’。我娘急中生智，
把鸡食掺上粪便，往院子里屋子
里撒了一遍，家里冒出一股异
味。敌人来了，捏着鼻子搜查。
见有人卧炕不起，就掀起被子要
看‘良民证’。王琴轩腹部敷的药
也有异味，敌人一看，怕染上传
染病，边走边吆喝：‘窝藏八路军
要杀头的。’我娘又笑脸应付了几
句，才躲过了日伪的搜捕。”赵玉
环说。

王琴轩病愈后，就回到了战
斗岗位。

1943年冬，献庄周围东西南
北都有了日伪据点，西边最近的
尤村，相距三四里，东边与苏基
相距六七里，南有刁庄，北有丁
村，敌人对献庄、马厂、曲河、
宋村、常丰实行严密控制，不知
何时，便会挨家挨户地搜查。

时至今日，赵玉环仍然对一
件事记忆犹新。

区政府工作人员刘振声是赵
大娘家的常客。在一次执行任务
中，被尤村据点的汉奸抓了去，
关在据点的监房里。刘振声被捕
后，一直做着逃跑的准备，每次
出监房大小便，就察看地形，选
择逃走的路线。

渤海岸边冷风袭来，似针锥
刺骨。可一颗爱国的心是热的，
血也是热的。敌人怕他逃跑，只
给他一套单衣、一双破鞋。一天
夜里，风刮得很大，他借口上厕
所，走出监房，按早先看好的地
形翻越土围墙，避开了敌人哨兵
的视线，照先前的盘算，直奔献
庄赵大娘家。

刘振声来到大娘家门前，按
联络信号轻叩三响，稍过片刻再
叩三响。赵大娘被惊醒后，听出
了是“自家人”，便起身悄悄地走
到门口。这时又叩了三响，她从
门缝里向外看，轻声地问：“谁
呀？”刘振声听到大娘的问话，忙
说：“大娘，我是振声。”一句话
说罢，人倒向大门。赵大娘打开
门，刘振声一头栽倒在门内。赵
大娘见状，赶忙抱起刘振声，把
他拖到屋里炕上。

刘振声长嘘了一口气，对赵
大娘说：“我刚从尤村据点跑出
来，天快亮了，敌人会来追捕我
的。”大娘一下子明白了，说：

“你放心，一切听我安排。”她心
急手快，点火烧饭，不一会儿，
一碗热粥送到刘振声面前。刘振
声的心，也被赵大娘暖热了，热
泪滚滚而下：“大娘的救命之恩，
我永世不忘。”

赵大娘把儿子们穿过的旧棉
袄棉裤、棉鞋棉袜，找出来抖了
又抖，帮刘振声穿好，又把他安
置在西偏房草囤旁，掀起木盖，
让他下缸。又嘱咐儿子，家中的
事不能跟任何人说，也不要到西
偏屋转悠。

天刚亮，尤村据点的几个汉
奸果真骑马来献庄转悠了，叫嚣
着：“谁家藏了八路，赶快交出来
……被老子搜查出来，抄斩全
家。”敌人搜寻目标无果，只得空
手而去。

夜幕降临，刘振声从缸里出
来，吃了饭打算离开。赵大娘
问：“上哪去？”他说：“去清河
区。”赵大娘明白，到了清河他就
安全了，忙拿出两个热乎乎的窝
头，让他揣在怀里。

多年后，刘振声在盐山县武
委会任职，与赵大娘一家再相
会，一见面便亲切地喊道：“大
娘，大娘，娘……您老真好！”双
手紧紧握住大娘的手。

冀鲁边区处于连接南北的要
塞，官兵们遇到困难，第一个想
到的就是赵大娘。那些年，她掩
护、救助过的八路军战士和家属
不计其数。

英雄三兄弟

赵大娘义薄云天，更让人佩
服的是，她把 3个儿子都送到了
前线。

那年，大儿子带领献庄10来
个人参加了八路军。走后不久，赵
大娘的老伴儿中风病又犯了，生活
重担全落到她一个人肩上，一家老
小每天吃的都是糁子窝头。

1942 年春，区中队扩充兵
力，下来动员参军，18岁的二儿
子赵玉珂找区委书记申请上战
场。区委书记劝他：“你哥不在，
弟弟还小，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
呀！”

父亲瘫痪在床，母亲过度操
劳，弟弟只有12岁，赵玉珂舍不
得扔下这个家。赵大娘看出了儿
子的心事，说：“参加八路军打鬼
子，娘不拦你。天下没有过不去
的火焰山，你只管去。”就这样，
1942年 4月，赵玉珂也参加了八
路军，开始在区中队，不久又到

了冀鲁边区教导营。
赵玉环从小就加入了儿童

团，后来又当上了民兵队长。
看着小儿子也入了党，赵大娘
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她常说：

“娘老了，天南地北跑不动了，
你们都入了党，咱们一家都跟
党走！”赵大娘每个月从灯油费
中省出 5角钱，让赵玉环按月交
党费。斗地主、分田地、支援
前线，赵大娘干劲足，样样工
作走在前头。

根据赵大娘的多次要求，为
了进一步培养赵玉环，组织上决
定送赵玉环到盐山县城渤海一中
学习。1947年春，赵玉环从学校
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赵大娘把自己的 3个儿子全
部送到部队，在她的支持和教诲
下，3 个儿子在部队作战英勇，
积极联系群众。1955年，县政府
将一幅“英雄三兄弟”的横匾，
挂到了赵大娘的家门口。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衔，
赵玉琇授衔少校，赵玉珂和赵玉
环授衔大尉。

赵玉环先后参加了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离休
后，仍坚持学习、写作。他撰写
了献庄抗日的24个具体事迹，以
及自己的心路历程。

赵大娘只是一位普通的农村
妇女，但在儿女们和很多海兴人
的心中，她是英雄。她的名字也
因不朽的功绩传遍了整个冀鲁边
区。

“母亲是非分明，性格刚直、
坚贞不屈，一生都在想着党、祖
国和人民。”赵玉环说。

1968 年 2 月，赵大娘去世，
享年82岁。

赵大娘赵大娘赵大娘
革命母亲大爱为国革命母亲大爱为国革命母亲大爱为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静然杨静然

年纪越来越大，91岁的赵玉环很多事情已经淡
忘，唯独经常想起母亲。母亲坚毅果敢、深明大义的形
象，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几年前，老人拿起笔，努力搜索着母亲的记忆，又
走访家乡的乡亲。由此，关于母亲张金领的故事终于清
晰起来。

在海兴县苏基镇献庄村，提起革命母亲“赵大
娘”，几乎无人不知。她做军衣、纳军粮、送情报，掩
护八路军指战员，救助八路军伤病员，把3个儿子依次
送上战场……她是赵玉环的娘，也是所有八路军战士的
娘。

■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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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阳光，斜斜地照进了
王炳德老人的卧室，床上的抗美
援朝纪念章闪着红光。刚才还是
满脸笑容，一说起战斗，老人紧
闭了双唇，眼睛里闪着泪光。

今年83岁的王炳德，一想起
那场战斗，心里就凝聚了太多情
感。他是南皮县鲍官屯镇张旗屯村
人，1954年参军，在陆军196师66
军师通讯无线电连任电台台长，同
年赴朝。1953年 7月 27日，朝鲜
停战协议签订。时年10月1日，美
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
约》，继续在韩国保留美国驻军，
直至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
部撤离朝鲜。在此期间，我军与美
军展开了多次拉锯战。

1954年的五音山战斗，是签
订停战协议后，我军与美军对抗

较为激烈的一场战斗。老人回忆
说，当时美军想夺五音山高地，
火力强猛。我们一个连 100 多
人，坚守战斗，最后只剩下 3个
人。其中班长郎树芳，在几百米
的战壕上，以一己之力坚持了两
个多小时。在后援部队到达时，
倒在了血泊中。

当时，王炳德担任师部、团
部的通信工作，因工作及时准
确，获得营部的队前嘉奖。老人
说，战场上，吃的喝的都很艰
苦，就是炒面就水，困了就在防
空洞或战壕里躺一躺。1958年，
王炳德复员退役，在村中当过民
兵连长。

如今老人耳不聋眼不花，与
女儿在县城居住，生活安逸幸
福。每每说起抗美援朝的战斗经

历，老人都说，今天的幸福生活
都是老一辈人用鲜血换来的，中

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一定要不
忘国耻，不忘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