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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 3 月 17 日，在延安举行的
马本斋烈士追悼大会上，八路军总司
令朱德送上的挽词是“壮志难移汉回
各族模范，大志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正如总司令朱德挽词所题，在艰
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马本斋的母亲
白文冠也表现出了一位回族英雄母亲
的崇高斗争精神。她被日军抓捕后，
临难不苟，浩气凛然。

在抗日战争冀中战区，日军妄图
武力消灭回民支队的图谋一次次失
败后，对马本斋又施诱降诡计。他
们听说马本斋最孝敬母亲，便决定抓
捕马母，逼降马本斋。同时，以马母
为饵，诱使马本斋率部来救，乘机
消灭。

1941 年 8 月，马本斋的母亲被日
军从东辛庄村抓捕到河间县城，日军
联队长山本大佐按回民风俗摆下丰盛
宴席，假惺惺要为马母压惊。马母声
色俱厉：“我是中国人，不吃日本的
饭!”当日本宪兵队审讯人员问马母
有几个儿子，叫什么名字时,马母昂
首回答：“他们都叫‘抗日’。”

山本大佐见马母威武不能屈，又
派来伪河间县长孙蓉图，企图用软磨
的办法迫使她就范。孙蓉图装出一副
伪善的面孔，亲自斟水端饭，恭维地
说：“马本斋文能治国，武能安邦，
是河北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敬请老
太太给令郎修书一封，只要他肯投顺
皇军，保证高官得做，骏马得骑。”

马母听后，一字一顿地说：“告
诉山本，我生养的孩子是中国人，他
是坚决抗日的八路军，一向不知道有
投降二字。我宁死不能写信劝降”。

被捕的第三天，马母开始绝食，
决心以死报国。9 月 3 日，绝食 7 日
的马母壮烈殉国，时年68岁。

马母牺牲后，马本斋及回民支队
全军戴孝。马本斋眼含泪水，强压怒
火，在母亲遗像前肃立许久，然后奋
笔疾书：“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
承母志，继续斗争!”

冀中党政军群各界为马母召开
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延安各界也组
织了悼念活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和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冀中军区，
称赞：“中国人民有这样的母亲，不
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中国妇女的
光荣，而且是中华民族不会灭亡的
具体例证。”

整理/记者 李冬云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平原上，活跃着一支威震敌胆的抗
日部队——回民支队。

这支部队屡建战功，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被八路军
冀中军区誉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

毛泽东同志称赞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马本斋是回民支队的司令员，他抱着

抗战到底的救国信念驰骋沙场。他在重病临终前，叮嘱儿女，
要像回民支队的战士们一样，要“把整个生命，献给中国！”

马本斋：整个生命 献给中国
□记者 李冬云

［阅读提示］

回民支队英勇善战的顽强作风，背后
不仅因为马本斋军事指挥得力，更是我党
尊重回民战士生活习俗，正确处理回民战
士风俗习惯和党的原则关系的结果。

回民支队创造性地先后请来三位阿
訇，在部队设立阿訇台，允许战士到清真
寺做礼拜，过回民节日。这样，支队中的
回民战士既保持了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又
始终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队伍凝聚力、
战斗力大大增强。

随着回民支队迅速发展，人数增至两
千多人，其中汉族战士也占了相当大的
比例。马本斋曾说，回汉团结一致，是胜
利之本。

而且，入党后的马本斋，越发意识到
部队应发挥党组织和政治工作的作用。
他说，我们部队武器差，部队打仗，在很大
程度上得靠战士士气。

为进一步加强回民支队政治工作，
1939 年 9 月，冀中军区派参加过长征的老
红军郭陆顺到回民支队任政治委员。作
为我党派到回民支队的第一位汉族干部，
郭陆顺和马本斋战友情深，生死与共，共
同开创了回民支队发展壮大的崭新局面。

马本斋带头敬重郭陆顺，学习老红军
的光荣传统，扫除旧军队的不良习气。马
本斋高兴地说：“政委就是党代表，有老
红军给我们做榜样，我们把红军的好作

风学过来，部队就能建成打不垮、拖不烂
的铁军。”

1942 年 7 月，回民支队奉命向冀鲁边
区转移，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
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回民
支队作为第三军分区的主力部队，担负起
保卫、巩固和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艰
巨任务，先后与敌人战斗数十次，歼敌千
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4 年 1 月回民支队接到命令，在冀
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指挥下，奔赴陕甘
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
卫革命圣地延安的光荣任务。

然而，长期的战争生活让马本斋积劳
成疾，颈部生了毒疮，由于战区环境艰苦，
医疗条件差，病情急剧恶化，转化为急性
肺炎，危及生命。

马本斋没能随军出发前往他一直心
心念念的延安，他抱病为部队作临行前最
后一次动员，叮嘱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
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

1944 年 2 月 7 日清晨，马本斋的妻子
孙淑芳和儿女赶往冀鲁豫行署军区后方
医院看望病情恶化的马本斋。临终前，他
吃力地拧开钢笔，在纸上写下“中国”二

字，叮嘱儿女要像回民支队的战士们一
样，“把整个生命献给中国！”

就这样，抗日英雄马本斋被无情的病
魔夺去了生命，时年41岁。

从 1937 年拉起队伍抗日到 1944 年 2
月，6年多时间里，马本斋指挥和参与战斗
八百余次，他率领的部队屡建奇功，很少
失利，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1944 年 3 月 17 日，党中央在延安隆
重召开了马本斋烈士追悼会，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送上

挽联。毛泽东主席为马本斋烈士题写挽
词：“马本斋同志不死！”

1944 年，经上级批准，为纪念抗日英
雄马本斋，东辛庄被命名为本斋村。1952
年12月被定为乡政府驻地，成立本斋回族
自治乡。1954年，马本斋烈士的遗体从鲁
西莘县张鲁集迁至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
陵园安葬。

2014 年 9 月 1 日，经党中央、国务院
批准，马本斋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 名 著
名抗日英
烈和英雄
群 体 名
录”。

位于今天衡水市桃城区的康庄村，本
是冀中平原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但
78年前回民支队与日军在此的一次战斗，
使它成为了很多人熟知的地方。而今，康
庄战斗还作为经典战例收入了军事院校
的教科书。

在这场战斗中，回民支队以少胜多，
创造了八路军平原作战零伤亡的纪录，给
盘踞衡水的日军沉重打击，冀中平原上这
支骁勇善战的抗日武装也因此名声大振。

这是一场怎样的战斗呢？
时间回到 1939 年底，日军在华北战

场上正气焰嚣张。在衡水一带，日军依托
衡水、深县（今衡水深州）等大据点，强征
民夫抢修石德铁路，企图打开津浦、平汉
两大铁路干线之间的通道，进一步分割封
锁抗日根据地，同时经常扫荡铁路沿线村
庄，百姓深受其害。

为保卫发展深（县）南（部）抗日根据
地，1940 年 2 月初，回民支队奉冀中军区
之令开赴深南地区开展对敌斗争。

敌众我寡，力量对比悬殊，在这样的
情况下，回民支队要消灭盘踞在据点的日
军，唯有巧战。在战术制定过程中，回民
支队注意到了一个小村庄——康庄。

康庄村，位于石德铁路以南，处在日
军设在衡水城区和附近安家村两大据点
之间的必经之路上。而且，回民支队还了
解到，安家村据点是日军在石家庄外围设
立的总据点，一旦这一据点报警，日军必
会及时出兵救援。

于是，1940 年 5 月 30 日凌晨，由回民
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精心策划的一场“引
蛇出洞，围点打援”的经典战斗，在康庄
打响了！

当日凌晨，回民支队一支小分队首先
佯攻安家村据点，待安家村之敌通过电话
向衡水据点驻军紧急求援后，回民支队设
法割断了敌人电话线，断绝了两地敌人间

的联络。
上午 8 时左右，赶往安家村救援的衡

水城区据点的日军和伪军途经康庄村及
附近邢家村，不想正入回民支队伏击圈。
指挥员一声令下，霎时伏兵四起，火力漫
天。敌人为躲避火力打击，被迫窜入路旁
2 米多深的道沟。而这一躲，正中回民支
队的计谋，战士们纷纷拉响手榴弹，密集
投进了道沟里。由于道沟直上直下，又大
又深，日军和伪军只能朝天开枪，欲战无
力，欲逃不能，乱作一团。仅仅 40 分钟,

一场漂亮的伏击歼灭战便告结束。
在此场战斗中，回民支队共击毙日伪

军 100 余人，俘虏伪军 50 余人，而自身因
为组织严密、指挥得当，无一人伤亡。

自 1940 年 2 月到 1941 年 1 月近一年
时间里，回民支队在深南、深北地区战果
辉煌，先后在南花盆、张骞寺、康庄、榆科
等地连续作战 30 余次，打开了深南地区
对敌斗争的局面，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战
热情。

为表彰战功卓著的回民支队，1940年

10 月，冀中军区召开会议，为回民支队颁
发锦旗，锦旗上写着“无攻不克，无坚不
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主席
也给予了回民支队高度评价，亲笔题字：

“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经过一次次战斗的洗礼，回民支队

逐渐成长为冀中平原上一支赫赫有名的
抗日武装，而回民支队中屡出奇兵、威震
敌胆的司令员马本斋，也和他领导的这
支队伍一样，留给了后人无尽的追思与
崇敬。

以少胜多 屡出奇兵

10 月 12 日上午，沧州献县本斋村北，
马本斋烈士纪念馆。

在纪念馆前的广场中央，矗立着马本
斋的铸铁雕像，雕像中这位正骑马远眺的
抗日英雄英姿飒爽。

沿着纪念馆前的台阶拾级而上进入
主馆，一位解说员正对来访的一众少年讲
述着马本斋的生平事迹。这位抗日英雄
的传奇人生，随着解说一幕幕展开。

1903年，马本斋出生在沧州献县东辛
庄村(今本斋村）。马本斋家境贫寒，年少
时因家乡大旱，辍学随父外出谋生。不
久，不满 17 岁的马本斋投身奉军，就此开
始戎马生涯。

东北易帜后，马本斋加入国民党军。
他洁身自好，治军严明，官至团长。九一
八事变后，因不满“攘外必先安内”的训

令，马本斋毅然弃官返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的铁蹄踏进

了东辛庄。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惨
状，马本斋联络乡亲，组建队伍，奋起抗
日。1937 年 8 月，一支六七十人的回民抗
日义勇队宣告成立。

1938年初，共产党领导的河北游击军
攻克河间县城，在周围地区开展抗日活动。
而这时的马本斋，也想寻找真正抗日救国
的队伍，想了解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

恰在此时，中共冀中省委派回民教导
队的党员刘文正与马本斋联系，刘文正介
绍了党的抗日救国纲领、民族政策和为抗
日救国作出的艰苦努力，马本斋从中看到
了希望。

1938 年 3 月，马本斋率领抗日义勇队
到河间与回民教导队合编，并任河北游击

军回民教导队队长。同年 6 月，人民自卫
军回民教导队与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
合编，成立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
总队长。

虽然是旧军人出身，但马本斋思想觉
悟提高很快，对中国共产党认识越来越深
刻，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他在入党申请
书中写道：“我心甘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为回族解放和整
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伟业。”1938
年10月，马本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 年 7 月，回民教导总队编入野战
部队，改称“八路军三纵队回民支队”，马
本斋任司令员。

从此,在马本斋的带领下，冀中平原
杀出了一支威震八方的野战军——回民
支队。

1940 年秋，八路军在副总司令彭德
怀的直接指挥下，发动了闻名中外的百团
大战。

马本斋率部在深南、深北一带频频出
击，扒毁敌人的交通要道，摧毁日、伪军据
点和伪政权组织。为拖住石家庄的日军，
掩护我军在沧石路东段的战役行动，1940
年 11 月 14 日深夜，马本斋率回民支队突
然包围石家庄附近的深泽县城，并展开猛
烈攻击。石家庄的日军只好抽调大批兵
力支援深泽。我军奋战四昼夜，给敌人以
重创。回民支队圆满完成牵制西段敌人、
策应东段兄弟部队作战的任务。

这一战是回民支队攻坚作战的重要
尝试，为支队积累了许多作战经验。

回民支队在深南、深北地区作战的一
年，给驻守日军以重创。经过血与火的战
斗洗礼，马本斋的军事指挥水平大大提
高，回民支队也由一支人员少、装备差、成
分复杂的地方武装，迅速成长为党领导下
能征善战的抗日劲旅。

光荣入党 战功卓著

以身殉国 将星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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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本斋

回民支队战士在练习刺杀

。

▶马本斋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的其生
前用过的驳壳枪。

▼马本斋烈士纪念馆外景。
本版图片均由省委党史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