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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8岁抗战老兵马秀云岁抗战老兵马秀云：：
重返战斗地重返战斗地
动情忆往昔动情忆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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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寻访红色经典寻访红色经典寻访红色经典《《《大刀记大刀记大刀记》》》的原型的原型的原型———

从马振华到从马振华到从马振华到“““梁永生梁永生梁永生”””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摄影 吕国良

“八一”前夕，盐山县韩集
镇南马庄村 98岁的抗战老兵马
秀云老人，在儿子马立成及爱心
志愿者的搀扶下，先后来到位于
小庄镇仉小庄村的仉鸿印纪念碑
和位于沧乐公路边上的韩集伏击
战旧址，为大家讲述了仉鸿印戎
马一生和韩集伏击战的战斗故
事，为在场的志愿者、中小学生
及部分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
教育课。

马秀云老人缓缓来到仉鸿印
纪念碑前，久久伫立，神情悲
戚。老人面向纪念碑深深地三鞠
躬，随即努力挺起上身，脱帽敬
礼，并且久久不愿放下打敬礼的
右手。

随后，老人在大家的搀扶下
慢慢走上台阶，用手巾擦拭着眼
前的墓碑，仔细阅读着碑文，步
履蹒跚地绕着纪念碑走了一圈。
其间，马秀云老人几次哽咽、热
泪盈眶。

在韩集伏击战旧址前，老人向
大家简要介绍了韩集伏击战的作战
经过以及印象中的仉鸿印。

1939年1月20日，日军60辆
车、200余人由盐山开往旧县，进
入韩集伏击圈后，由冀鲁边七团担
任主攻任务，副团长仉鸿印任前线
指挥。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仉
鸿印指挥各种武器一齐开火，七团
指战员凭借坟地、树干掩护，顽强
战斗。

中午，韩集及周围村庄的群
众纷纷跑来参战。有的提篮挑
担，冒着生命危险送饭送水；青
抗先、农救会组织青年扛着鸟
枪、土炮上火线同八路军一起打
敌人；更多的群众则拿着大刀、
红缨枪、七节鞭，甚至铁锹、木
棍在村头树林里呐喊，为八路军
助威。从中午到太阳西沉，敌人
的几次反扑都被七团击退。日军
中队长西村恼羞成怒，亲自率领
百余残兵在炮火掩护下向北攻
击，企图突围。这时，七团发起
全线攻击，战士们跃上公路与敌
人展开血刃战，西村在混战中被

击毙，日军中队全军覆没。
马秀云老人说，他出生时，

正是国共内战时期，年幼的他目
睹了战争的阴云。7岁时，日本
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他的家乡。
父亲马学胜 1933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并任南马庄村党支部书
记，他们家也就成了附近党员干
部的临时党支部。早期的共产党
领导人王俊锋、刘格平、仉鸿印
等经常在南马庄村召开会议，研
究作战方案。他们还印制传单、
张贴标语宣传抗日精神。年少的
马秀云受父亲及这些共产党人的
影响，担负起站岗放哨、传递情
报的任务。送情报时，马秀云肩
背刘格平、仉鸿印等人送给他的
背筐、小铲子、捕鸟夹子，假装
拾粪、逮鸟的小孩儿，打消敌人
的怀疑。有一次，马秀云将情报
送往李振环村刘振武处，途中遇
到敌人，他果断地将信件吃掉
了。

“跟着老仉打鬼子”，是马秀
云等爱国青少年的口头禅。后
来，马秀云加入冀鲁边区海防支
队，先后参加歧口、羊二庄、小
山等地的对日作战，并在作战中
负伤，被评为二等甲级伤残军
人。这些年来，马秀云不管是当
兵，还是复员回乡，始终以仉鸿
印等早期共产党人为榜样，任劳
任怨，为党努力工作，多次受到
表彰。

马秀云和刘格平、仉鸿印等
人这份穿过战火、跨越时间的情
谊，让马秀云老人愈发刻骨铭
心。由于身体原因，老人近年来
重走战斗过的地方的愿望没能实
现。盐山爱心志愿者张长生、张
忠秀、贾立梅、王金兰、康德福
等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征得老
人家人的同意后，及时为老人圆
梦。

近期，他们还将和老人到冀
鲁边革命纪念馆和津南农村党支
部革命活动史展馆参观，追忆烽
火连天的战斗岁月，传承红色革
命精神。

本报讯（杨静然 赵志忠 赵
阳） 近日，55岁的市民张志士
在古玩市场上发现了三本清代沧
州的地亩账册。这三本地亩账册
时间跨度自康熙三年至民国七
年，分别为《大良地亩地亩账》
《清代沧州夏家庄仁义堂地亩账
册》《志山堂地亩账》，为了解清
代至民国期间的沧州社会经济状
况和土地分配情况提供了文字资
料。

张志士是献县本斋回族乡
沙洼村人，现居沧州市区。他
爱好收藏，经常逛古玩市场。
今年 4 月初，他在车站古玩市
场发现了民国七年的《志山堂
地亩账》，地亩账册里面还夹着
一个地契。地契明确地写着，
此地契系照原地契抄录。说明
这是在民国七年、照原地契抄
录的清朝时期的老地契集子。
后来，他又在车站古玩市场发

现了清沧州夏家庄仁义堂宋荣
年经手的地亩账册，以及康熙
三年的《大良地亩地亩账》。

张志士说，地亩账册是一种
记录土地面积和土地所有权归属
的文书，它通常包括土地的位
置、面积、使用者、所有者等信
息，是研究土地利用和土地所有
制的资料。这三本清代的地亩账
册，提供了当时沧州关于土地利
用、农业生产、土地所有制等方
面的信息。通过分析这些账册，
可以了解清代沧州社会经济状
况、土地分配制度以及农民的生
活状况等。

“当时人们买卖土地之后，
如果出现了问题，地亩账册是解
决问题的关键证据或根据。”他
说，这三本地亩账册是沧州区域
内的历史记录，需要进一步研究
和分析，寻求专业人士或相关研
究机构的帮助。

市民张志士市民张志士

发现发现三本清代三本清代地亩账册地亩账册
在和郭洪志交谈中，他几次称沧

州为“家乡”，并表示接到“家乡”
读者的电话很高兴。原来，郭澄清与
沧州有一段特殊的情缘，他的前半生
就生活在沧州。

1929年 11月 13日，郭澄清出生
在宁津县时集镇郭皋村。据记载，元
明清时期，这里属于河北河间府管
辖。1941年，宁津县分为振华、宁津
二县，属冀鲁边区津南专区。1945
年，振华县隶属渤海行政区一专区。
1949年，恢复宁津县旧称。1952年，
划归河北省属沧州专区。1965年，才
划归山东省，属德州地区至今。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郭澄清被
誉为沧州文学创作界一杆耀眼的大
旗，和沧州知名作家李子、申身等都
是朋友。后来，他们专门写文章怀念
郭澄清。李子说：“郭澄清离得近，
他又没架子，是我最钦佩的一个人。
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朋友，是老大
哥，而且一见面就开玩笑。”几人亦
师亦友，十分要好。

郭澄清的创作历程是从20世纪五
六十年代开始的。这一时期，他凭借
多部农村现实题材的短篇小说蜚声文
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评价

“他的作品一度与赵树理相媲美而别
有趣味”。

后来，他转向了革命历史题材的
创作，长篇小说《大刀记》问世，引
起轰动，令许多人颇感意外。郭洪志
十分清楚其中的缘由：创作 《大刀
记》，其实是郭澄清的夙愿。

“我太了解父亲为什么写《大刀
记》 了。”郭洪志说，新中国成立
前，父亲参加了解放军，亲历了济南
战役。“在攻破东城门时，战士们以
身为梯，托举着战友向上爬，很多人
都牺牲了……”

郭澄清在 1985 年写的长篇小说
《笔》中提到了这段经历：“我的连长
牺牲时，用最后一口气力，拿出自己
的钢笔说：小郭，你很会写文章，你
用这支笔把牺牲的战友们的事迹写下
来，交给他们的后人。”郭洪志回

忆，大概从那时起，父亲便下决心用
自己手中的笔，揭露黑暗的旧社
会，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
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辉历程
宣告世人。

郭洪志说，《大刀记》出版后半
年，因过度劳累和接二连三的打
击，父亲病倒了。病后，他的左手
左脚瘫痪，拧不开钢笔帽就以嘴代
手，用枕头、被子当靠垫，强撑着
写，有时候写得满头大汗，还是咬
牙坚持。1989年，郭澄清去世的当
天上午，还坚持在写《纪晓岚》，已
经写了150万字。

“当年未能出版的《马振华英烈
传》，成了父亲的心病。1989年清明
节，病床上的他含泪写下 《悼念英
烈马振华》，并重新修改了《马振华
英烈传》 的文前漫笔，嘱咐我一定
想办法出版这本书。经过我的努力
和各界朋友们的帮助，终于在 2022
年正式出版发行，算是弥补了父亲当
年的遗憾。”郭洪志说。

在沧州成长起来的作家

1975年，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

篇小说《大刀记》一经

问世，就在全国产生了

广泛影响，接连被改编

成电影、评书、连环画

等艺术形式，一时间家

喻户晓。2019 年，《大

刀记》入选“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 篇 小 说 典

藏”，是一部颇具代表性

的红色文学经典作品。

几十年来，这部小

说不知影响了多少人，

“梁永生”的英雄形象也

早已深入人心。

近日，文史爱好者

陈 立 新 联 系 记 者 说 ：

“《大刀记》主人公梁

永生的原型，就是咱盐

山抗日英雄马振华！”这

个消息，不仅令记者眼

前一亮，就连马振华的

长孙马新义，以及盐山

县文史研究者吕少军都

是第一次听说。

《大刀记》作者郭澄

清与沧州有着怎样的情

缘？小说主人公“梁永

生”的原型是马振华

吗？小说背后，还有哪

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带

着 这 些 疑 问 ， 7 月 26
日，众多沧州文史爱好

者与记者一起踏上旅

程，从盐山县到山东省

乐陵市、宁津县等地，

踏着英雄的足迹一路寻

访。

战火纷飞的年代，

冀鲁边根据地发生了数

不清的英雄故事，那些

故事荡气回肠、可歌可

泣，如今依然在这里传

颂着。

在盐山县城南千童镇后韩村，有
一座农家小院，灰白砖房，绿门窗，
看起来和村内的其他房屋没什么两
样。但在院外，“马振华烈士故居”
的标识赫然入目，鲜红的大字提示着
人们，这里，曾经养育了这位冀鲁边
区的抗日元勋。

1905年，马振华出生于一个佃
户人家，家境贫寒。长大后，他在本
村办起农民子弟学校，专门招收穷孩
子。1932年，经刘格平介绍，马振
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 年，他任津南特委特派
员，化名李之如、李泽民，扮作商
贩、农民，出现在学校、田间、地
头，宣传党的政策，联络发展党员，
建立起一个个党支部，为红色中国埋
下一粒粒火种。

七七事变后，津南特委与鲁北特
委合并为中共冀鲁边区工作委员会，
马振华任组织委员。他与多位爱国志
士创建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

民众抗日救国军。他们多次打击日伪
军和顽固派，相继收复了盐山、庆
云、无棣等地。

1938年夏，因马振华在津南地区
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上级党组织
调他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中共盐
山县委书记、冀鲁边区战委会主
任、津南地委书记等职，进行发动
和组织群众、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的工
作。

1940 年 9 月 11 日晚，马振华在
宁津县薛庄村召集各县、区主要干部
开会。这一消息被敌人侦知，400多
名日伪军连夜包围了村庄。为掩护其
他同志转移，马振华开枪射击，吸引
敌人火力，自己却不幸中弹，壮烈牺
牲，时年35岁。

为纪念这位深受边区军民爱戴的
英雄，1940年 11月，宁津县改名为
振华县，直至新中国成立才恢复原
名。家乡人为了纪念他，将盐山县城
中心街道命名为振华大街。

英雄马振华

英雄已逝，精神永存。红色基
因，早已融入每个沧州人的血脉和灵
魂。陈立新便是其中之一。他热爱地
方文化，熟谙沧州历史，喜欢阅读与
红色文化有关的书籍。

陈立新生于1959年，青年时，恰
逢小说《大刀记》问世并掀起热潮。

作为一部史诗级的长篇小说，
《大刀记》讲述了从清朝末年到抗日
战争胜利，冀鲁边区一带，以梁永生
为代表的广大贫苦农民遭受地主、
官府的盘剥、掠夺和欺压，他们在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抗
日游击战的传奇故事。书中塑造的梁
永生是一位正义凛然、侠义豪情的
民族英雄，形象生动鲜活，令人印象
深刻。可以说，这部小说影响了一代
人。

每次阅读这部小说，陈立新都心
潮澎湃。他说，之所以被打动，不仅
仅是因为书中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感人
的故事情节，更因书中描绘的冀鲁边
一带，正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那
位侠肝义胆、智勇双全的英雄仿佛就
在我们身边。

带着浓厚的兴趣，陈立新不仅反
复翻阅《大刀记》，还在查阅相关资
料时发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不

久前，他在郭澄清生前的一篇采访中
了解到，小说主人公“梁永生”的主
要原型就是盐山抗日英雄马振华。

他迫不及待地联系了马振华的长
孙马新义，连对方都深感意外。盐山
县政协原副主席、文史研究者吕少军
也是第一次听说。

为了确定这个答案，陈立新等多
位沧州文史爱好者与本报记者一起，
踏着英雄的足迹一路寻访，从盐山县
到山东省乐陵市、宁津县等地。在马
新义的帮助下，更是联系上了郭澄清
的儿子—— 68岁的郭洪志。

接到沧州热情读者的电话，现居
山东济南的郭洪志难掩激动。在老人
亲切的话语中，答案得到印证——
《大刀记》主人公“梁永生”的主要
原型就是抗日英雄马振华。

郭洪志介绍了父亲当年的创作历
程。

1955 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10 周
年，又恰是马振华烈士以身殉国15周
年，郭澄清为革命烈士马振华作传记
文学《马振华烈士传》。虽然他的家
乡是马振华活动的主要地区，他家还
曾是马振华经常出入的“堡垒户”，
但关于这位英雄人物的具体事迹，他
了解得并不详细。为此，郭澄清用了

近 3 年时间收集、翻阅相关历史资
料；走访了几千位包括烈士的战友、
同学、乡亲在内的知情者，光笔记就
有几十万字。通过大家的回忆，郭澄
清写出了10万字的传记文学《马振华
英烈传》，记录了这位英雄伟大而壮
烈的一生。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
有出版发行。

郭洪志说，在《大刀记》第一部
中，主人公梁永生苦难的童年里处处
可见马振华的影子，读一读去年出版
的《马振华英烈传》便一目了然。因
此，这本书也被郭洪志认为是《大刀
记》第一部的初稿。“《马振华英烈
传》是父亲写的第一部书。他的整个
童年，和马振华烈士一样，经历了血
与火的民族苦难。小说里关于梁永生
的苦难史这部分内容，有马振华烈士
的影子，借鉴了他的生平事迹。”他
说。

从马振华到“梁永生”

马振华烈士的孙子马新义马振华烈士的孙子马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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