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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相 关

1941 年 8 月中旬，侵华日军华北方
面军 6 万多人联合伪军 1 万多人，对晋察
冀边区根据地发起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
荡”，企图短时间内摧毁晋察冀根据地。

9 月 24 日，日伪军 3500 多人分四路
进入易县境内“扫荡”，向狼牙山发起一
次又一次进攻。时至中午，我军共计打退
敌人九次进攻。

狼牙山，位于易县西南，包括棋盘
陀、莲花峰在内，有 5 陀 36 峰。在当时，
这里有易县、定兴、徐水、满城四县的党
政机关人员，各县县大队、区小队和游击
支队的一部分人员，以及为躲避日军“扫
荡”转移、逃难到此的群众，共计约两万
多人，但其中能够实际作战的只有约两
百人。

敌众我寡的局面摆在眼前，为保存主
力、保护数以万计的群众和地方党政机关
人员，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
员杨成武制定了一套“围魏救赵”的作战
方案。他命令部队在狼牙山西南一带的南
管头、北管头向敌人猛烈开火，发起佯
攻，制造我军已经突围出去的假象，吸引
围攻狼牙山的日军兵力。

敌人果然中计，从狼牙山东麓沙岭一
带迅速调兵支援西南线，这一调兵使得沙岭
一带空出了一个大约 20 华里的大缺口，我
军抓住时机，主力部队于 9 月 24 日晚从这
一缺口撤出了狼牙山。

到了 9 月 25 日凌晨，500 多名日伪军在
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对狼牙山发起了正面进
攻。此时我军大部分党政机关人员和群众已
经突围出去，负责掩护任务的一团二营七连
虽伤亡惨重，但利用狼牙山的有利地形，制
造出了漫山都是八路军的假象，成功吸引了
敌军主力。

天色渐渐发亮，没有了借以掩护的
夜幕，撤出不久的主力部队和群众的安
全，依然没有十足的保障。此时，负责
掩护任务的七连主力准备按计划转移撤
退，身负重伤的连长刘福山，将最后的
掩护任务交给了二排六班。

司令员杨成武回忆起狼牙山战斗时
说，被围人员的转移是由当时正在狼牙
山上养病的第一团团长邱蔚同志指挥
的，“他把担任后卫、掩护地方党政机
关和乡亲们突围的重任交给了七连。根
据我的意见，他要七连等大家安全转移
后，留下一班拖住敌人，最后转移。”

这个班，就是七连的二排六班。
说是一个班，但当时的六班其实已

经战斗到只有 5 个人：班长马宝玉，副
班长葛振林，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和宋
学义。他们将连队留下的几箱手榴弹分
束扎捆，隐藏在棋盘陀最险要的“阎王鼻子”
和“小鬼脸儿”两个据点。

为了给撤退的军民争取更多时间，班长马
宝玉率领战士们将围攻狼牙山的敌人引向东
山口。

东山口两面是山，崖高壁陡，山口内有一
条小道。进了东山口，再翻过小横岭，沿着一
条曲折的羊肠小道，就能上到狼牙山的主峰棋
盘陀。

马宝玉他们为把日军引向东山口，端着枪
站在小横岭上向日军射击。日军果然上钩，扑
向东山口，敌人先头部队踩响了马宝玉他们事
先埋下的地雷，炸死、炸伤十余人。

然而这并没能阻止敌人后续部队向东山口
猛扑。马宝玉他们为节省子弹和手榴弹，等敌
人靠近东山口二三十米时，才用步枪、手榴弹
御敌。顽强阻击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击毙日寇
约四五十人。

待到天已大亮，马宝玉回头向部队和群众
转移的方向眺望观察，已经没有动静，方才确
定军民已经全部转移。

事实上，马宝玉他们当时转移撤退还来得
及。但为牵住敌人，迷惑日军，让其摸不清转移
方向，为我军和群众转移赢得更充裕的时间，在
敌军百倍于我的情况下，战士们毅然下定了

“打”的决心。他们边打边撤，将敌人引向了狼
牙山小莲花峰的牛角壶。

狼牙山小莲花峰的牛角壶，三面都是很陡的
山坡，山坡下边是望不见底的陡峭悬崖，崖内荆
棘丛生，荒草茂盛。

马宝玉率领战士们到了牛角壶，见日军已被
甩在后面，便坐下来检查武器。身为党员的马宝
玉边擦枪，边和同为党员的副班长葛振林商量胡

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如今已是妇孺皆知。在当时，这
一事迹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

1941年秋，晋察冀边区军民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奋战，先
后作战800余次，击毙、俘虏日伪军5500余人，粉碎了日军所谓
的“百万大战”及其消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晋察冀
抗日根据地的狂妄企图，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
大民族精神，也展示了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顽强的战斗作风、
钢铁般的战斗意志和保家卫国的大无畏精神。

为了民族和国家而献身，人民不会忘记。在五壮士跳崖
后，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前去为其收埋遗体，并救助了两名
幸运生还的负伤战士。

1942年，当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在狼牙山建造“狼牙
山三烈士塔”时，也得到了当地群众的鼎力相助。

司令员杨成武曾回忆道：“乡亲和战士们，满头大汗
地挑着水和石灰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向高耸入云的棋盘
陀爬去。在他们身后，一群山羊背上绑着砖头，在放羊
人的驱赶下，‘咩咩’叫着，在乱石和荆棘中寻找着

‘路’，攀向棋盘陀。狼牙山周围的乡亲们多好啊！他
们勒紧裤带，冒着坠崖的危险，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壮
士建纪念碑。”

正因为狼牙山五壮士代表的是一支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所以我党在抗日战争中
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真心拥护和爱戴。人民群
众通过狼牙山五壮士这样一个又一个英雄
群体，进一步加深了对党及其领导的人民
军队的认识，也看到了打败日本侵略者
的希望。

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离我们
远去，但狼牙山五壮士等
英雄群体的壮举和精神
已然化为民族记忆，为
后人所敬仰和传颂。

文/记者 李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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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狼牙山
永驻壮士魂

在易县狼牙山的峰顶上，屹立着一座洁白的纪念塔——“狼牙
山五勇士纪念塔”。

1941 年，日军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根据地的“扫
荡”和“蚕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入艰苦斗争时期。

晋察冀军民积极进行“反扫荡”斗争，马宝玉等五壮士在狼牙
山“反扫荡”战斗中，为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面对百倍于己的
日寇，英勇战斗，顽强阻击，最终弹尽毁枪，壮烈跳崖。

2014年，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二营七连二排六
班“狼牙山五壮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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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冬云

德林、胡福才、宋学义三名
战士入党的问题。

马宝玉见葛振林点头表
示同意，便从衣兜里掏出一
个小本子，在本子上写了几
句话，之后把三名战士叫到
跟前，对他们说：“我和葛振
林是党员 （当时在八路军中党
员身份是不公开的），以前对
你们帮助教育不够。这次战斗
证明，你们三个都具备了入党
条件，我和振林愿意当你们的
入党介绍人。”

马宝玉把那个小本子装进
口袋，又接着说：“如果这次战
斗中我牺牲了，同志们或领导
会在我身上发现关于介绍你们
三位同志入党的介绍信。”听了
班长的话，胡德林、胡福才、
宋学义三位年轻战士很激动，但
他们也从中预感到了这场战斗的
残酷。

马宝玉他们休整了大约一个
小时，敌人便攻上来了。带头的
是一队伪军，伪军后面是大队日
军，目测大约有四五百人。副班
长葛振林对马宝玉说：“班长，鬼
子上来了，打不打？”坐着的马宝
玉忽地站起来，坚定地说：“打！
不打咱来干什么？”

牛角壶上有许多大小不一的
岩石洞，山洞口小肚大。马宝玉
他们每打退敌人一次进攻，就钻
进岩石洞，躲避日军炮击。副班
长葛振林曾回忆说：“那些岩石
洞比挖的工事还好。”

在牛角壶，马宝玉率领战士
们连续打退了敌人 4 次进攻，日
军死伤约六七十人。

时过中午，日寇发起了第五
次攻击。这次敌人的炮火更加疯
狂，炮火引燃荆棘柴草，山地上
一片烟火。马宝玉他们见日军攻
上来了，纷纷从岩石洞里跳出
来，猛然向敌人开火，顽强地进
行阻击。烟火熏得他们直流眼
泪，葛振林身上的衣服也烧着
了。葛振林回忆说：“连扣子也
顾不得解，使劲一扯，把那件新
发的棉袄脱下扔了⋯⋯”
战士们边打边往高处撤，已经打

红了眼的敌人紧追不舍。太阳偏西的
时候，马宝玉他们发现子弹已经打完
了，只剩下唯一的一颗手榴弹。

日军从枪声中判断出，马宝玉他
们枪弹已尽，迅速向上逼近。正当胡
福才拿着手榴弹准备往下扔时，马宝
玉飞快地夺了过去，别在了腰上。战
士们都明白，这是给他们自己留的。

但越来越多的日军正在逼近，马
宝 玉 最 终 决 定 把 这 最 后 一 颗 手 榴 弹

“留”给敌人。他抓过手榴弹，往前跑
了几步用力抡起胳膊投了出去，“轰”
的一声，五六个敌军应声被炸翻到山
谷里。

马宝玉扔出手榴弹后，习惯性地扭
头对战友们喊了一声“撤”，但在三面
悬崖一面绝地的牛角壶，他们已经无路
可撤了。

葛振林和战士们见马宝玉一步步向
崖边走去，也跟了过去。马宝玉见葛振
林靠近跟前，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一
字一句地说：“老葛，我们牺牲了有价
值！无论如何不能当俘虏。”马宝玉说
完，看了看其他三位战士，咬了咬牙，突
然盯住提在手里的那杆三八大盖 （枪），
自言自语地说：“人牺牲了，枪也不能留

给他们 （日军）！”
马宝玉说这话时，已有一队日军爬上

牛角壶。马宝玉提起那杆枪，“呼”的一
声，把枪扔进了悬崖下边的深山谷，随后
看了葛振林和战士们一眼，高喊着“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纵身
跳下悬崖。

随后，葛振林把自己的枪使劲往石头
上一摔，见没摔烂，随手扔进山谷，也飞
身跳下悬崖。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三
位战士，也随后手提着枪，高喊着口号，
跳下悬崖。

五壮士跳下悬崖后，马宝玉、胡德
林、胡福才为国捐躯，壮烈牺牲，时年分
别为 21 岁、24 岁、28 岁。幸运的是，葛
振林和宋学义被悬崖上的树枝挂住，侥幸
生 还 ， 脊 背 和 腰 腿 负 伤 ， 被 当 地 百 姓
救出。

司令员杨成武在回忆录中，从另一个
视角讲述了当年战士们慷慨跳崖的经过：

9 月 25 日下午 3 时，狼牙山“通天
顶”上的观察组曾通过“飞线”向杨成武
报告了五壮士的具体行动，“敌人正在疯
狂向他们扑去，在望远镜里，可以清楚地
看到五位同志的投弹和射击动作”；

稍后，“通天顶”上的观察组又第一
时间将五壮士砸枪跳崖的消息报告给了杨
成武；

下午 4 时左右，狼牙山下的情报站通
过“飞线”向杨成武报告，有老乡传来消
息，“有五位八路同志在棋盘陀附近的险
峰上英勇跳崖，其中两位被挂在凌空伸出
的小树上，是死是活不知道，请赶快派人
去营救。”

至五壮士跳崖时，突围人员已转移到
了安全地区。

在狼牙山战斗中，五壮士出色地完成
了上级下达的掩护任务，成功牵制、迷惑
了日军和伪军，使其一时无法辨明狼牙山
上八路军的多寡，为向外线转移的根据地
部队和群众争取了时间，使日军合围狼牙
山的行动无功而返，为第一军分区乃至晋
察冀军区的“反扫荡”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1 年 10 月 18 日，晋察冀军区为纪
念在狼牙山“反扫荡”中英勇牺牲的马宝
玉等烈士，指令各部队学习狼牙山五壮士
精神，并规定了四项纪念办法：“在每次
战斗中高度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以
战斗的胜利纪念他们；在战士牺牲地点建
碑纪念；决定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
烈士作为一团荣誉战士，每逢纪念日点
名，应先由荣誉战士点起；对光荣负伤的
宋学义、葛振林传令嘉奖各赠奖章一枚。”

1942 年 3 月 24 日，晋察冀第一军分
区在易县北娄山召开庆贺“反扫荡”胜利
大会。杨成武代表晋察冀军区党委和司令
员聂荣臻，在会上宣读了嘉奖令，分别授
予葛振林、宋学义刻有“坚决顽强”字样
的银质荣誉奖章。同时，司令员杨成武还
代表军分区党委授予葛振林、宋学义各一
枚“青年模范”奖章。

1942年9月底，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
为纪念马宝玉等三位烈士，在狼牙山顶峰
棋盘陀建造一座纪念塔——“狼牙山三烈
士塔”，塔身背面为纪念碑文，碑文中详
细记叙了五壮士的英雄事迹。

“狼牙山三烈士塔”巍然耸立在高高
的崖顶，壮士们大无畏的形象深深印在了
广大抗日军民的心中，坚定了军民抗战到
底的决心。

日军对这座纪念碑恨之入骨。1943
年 9 月，侵略者再次向晋察冀边区进行

“扫荡”，并专门架起大炮，对准“狼牙山
三烈士塔”猛轰，将纪念塔击毁。这是日
本侵略者犯下的又一罪行。

1958 年，晋察冀人民为永远纪念五
壮士的英雄事迹，在狼牙山棋盘陀重修起
一 座 纪 念 塔 ， 聂 荣 臻 同 志 亲 笔 题 词 ：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

‘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七十多年过去了，在狼牙山上，五壮

士慷慨赴死的传奇故事，依旧回荡在人们
心中，经久不息。

英雄传奇
世代传唱

英雄壮举 鼓舞抗战

 1942
年修建的狼牙
山三烈士塔。

 1941 年
10月，晋察冀军
区第一军分区政
治部主任罗元发

（左二） 给宋学
义 （右二） 佩戴
奖章。

掩护军民
奉命引敌

弹尽毁枪
慷慨赴死

狼牙山五勇士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