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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仲春时节，草木青青。漫步耿村，蹲在田坎儿上
的老农，用手中的烟斗叩开春天的大门。乡间百姓
打开门窗，把春风迎进院墙，把春雨迎至草木身旁，
把春光径直迎进心房。翻开一本本记录翔实的调查
资料，聆听张才才、侯果果等老人操着浓郁乡音讲
述生动故事，我仿佛穿越历史长河，再次回到耿村
热闹繁荣的那段时光。负荆请罪、千里送鹅毛、寸草
春晖……一路行走，一幅幅故事画卷绵延不绝。顿
想，轮回岁月，许多人，许多事，虽是陈年旧事，却依
然鲜活难忘。

改朝换代的惊涛骇浪，世间烟火的百味时光，是
万民齐吟的轻唱，是锅碗瓢盆合奏的悦响。讲故事似
乎是耿村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基因。神话故事、风物传
说、人物史实……数百年来，包罗万象的耿村民间故
事像长河流水一样不断向前，传承的长链正在慢慢
地延伸着时光。如今，横贯耿村的公路取代了昔日西
接山西阳泉、东达山东德州的车马大道，而负载其上
的民间故事却在不断演绎着冀中平原上的“一千零
一夜”。

小时候，清凉夏夜，最喜欢听爷爷奶奶或村里年
长的老人讲故事，那些曲折神奇被一遍遍讲述的故
事，像一抹灿烂的光，照亮了寂寞暗淡的童年时光，
拨动着好奇的心灵，插上梦里飞翔的翅膀。氤氲着春
日气息的耿村小巷，曲折着，蜿蜒着。在这里住了一
代又一代的人，或许也一样，都是在这最民间、最绵
密、最丝丝入扣的故事中长大的吧？

毋庸置疑，古属中山国的耿村，明太祖朱元璋义
父耿再辰死后封王葬于此地，耿氏后人前来看坟守
墓，耿村由此形成。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节点，延续四百
多年的集市，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商客纷至沓来。随之
而兴的是不同地域的故事、歌谣和天南海北的故事与
传说。生长于斯的人们，积极主动地传承着这些故事，
甚至将自己的生命和故事融为一体，难怪人们称他们
为“故事篓子”“故事迷”或民间文学的“泉眼”。

说到民间，最喜欢这两个字，民间的东西，民间
的故事，都带着地气。那是乡土民众嘴角里散发的绵
软柔长的乡音乡情。在耿村，夏夜的蒲扇下，冬雪封
地的炕头上，小院儿的杯碗里，田间地头的烟袋中，
上至耄耋老人，下至黄口孩童，他们抓住闲暇时光，
三五成群或坐在家门口，或相约故事广场，谈笑间，
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接连不断，一场场精彩“故事
大会”轮番上演。

这些最民间的场景、最朴素的点滴，丝丝缕缕
都透着亲切与幸福。若要体味和分享这种幸福，还
要从百姓口中的民间故事说起。神仙鬼魅的嬉笑怒
骂，是非褒贬的忠良奸佞，没有夸张的辞藻修饰，没
有抑扬顿挫的表情，这些可爱的民间拾荒者，把内
容博杂遗落在角落里的民间故事，以最质朴的语
言，将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献
给当代和民众。

“耿村故事甲天下，口碑历史冠中华。”五湖四海
的传说，四面八方的文化，羞涩朴实的神态，地道纯
正的方言，作为耿村有名的夫妻，已90岁高龄的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张才才和妻子侯果果，每一次讲故事，
都能将曲折的故事讲述得出神入化。《坐福等福》《舞
龙的传说》《拉星星》这些故事就这样在夫妻两人的
口中延续着、生长着，一讲就是一辈子。“会讲故事”
这样稀松平常的事，经过民间口口相传，竟使得耿村
民间故事逐渐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美国、德国、
日本、韩国等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纷至沓来。

绿房红门，书声琅琅。村里的小学生们接过了民
间故事的薪火，演绎着东方故事的新声音。耿村民间
故事所蕴含的人类心灵的密钥，带着孩子们在真实
和虚构之间穿梭自如，随着新故事素材的不断丰富，
也伴随着现实中劈面而来的各种新鲜刺激与矛盾冲
突，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携带着独有基因的耿村民
间故事也与一代代孩子们相遇相伴，我真心为他们
感到幸运和满足，民间故事搭建起穿越古今的桥梁，
让耿村人的生活格外丰盈和厚实。

夜幕降临，在红彤彤的藁城宫灯引领下，独特的
方言仍在把一个个遥远的古老传说讲述、传递着。时
光流转，洁白的梨花绽放在温暖的春日里。来耿村，
聆听一段乡土味儿的民间故
事，定会陶醉在那神奇迷人的
故事苑与梨花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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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才才（左二）和
他的妻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侯果果（左一）
在给人们讲故事。 新华社发（蒲东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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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烈士纪念碑长城抗战烈士纪念碑。。 吉大永摄吉大永摄一

“长城抗战”是藏在大山褶皱
里的故事。

“九一八”事变之后，侵占了我
国东北三省的日本帝国主义并没
有满足，他们又开始策划实施占领
热河省，进而一举占领华北的阴
谋，于是，他们派重兵向长城沿线
压来。

1933年 1月 1日晚 11时左右，
日军向驻山海关的中国守军发起攻
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提出“以最
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
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
血，为军人争人格”的口号，与敌人
英勇搏斗。长城抗战由此揭开序幕。
3月4日，热河失守，中国军队纷纷
向长城各关口撤退，日军随即展开
凶猛的进攻，长城抗战全面展开。面
对装备了大量先进武器的日军，中
国国民革命军在长城的义院口、冷
口、喜峰口、古北口和滦东等地，顽
强抵抗，浴血奋战，与进犯日军展开
了长达数月的殊死拼杀，以血肉之
躯，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不
朽壮歌。5 月 31 日，《塘沽协定》签
订，划定冀东二十二县为“非武装
区”，整个华北门户从此洞开，完全
处在日军的武装监视和支配之下。
在这场战争中，中方总伤亡 4万余
人，日方公布死伤2400人。

这就是彪炳史册的“长城抗
战”。

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
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系列
作战的统称，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
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九一
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进行
的第一次大规模抗击日本侵略的
战役，给骄横一时的侵华日军以沉
重打击，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也延
缓了日本军事侵略华北的进程。长
城抗战表现了中国广大官兵为反
抗侵略而具有的高尚爱国热情和
顽强抵御能力，极大地激发了全民
族保家卫国的战斗精神和视死如
归、血战到底的英雄之气。

这是一场以长城命名的伟大
战争。

在燕山余脉的崇山峻岭中，构
筑着中国古老的长城，自山海关西
至独石口段共长约 1100 公里，有
隘口 100 多处，易守难攻，是历史
遗留下来的看家护院的巨大屏障。
如今，中国军人在这里冒死奋战、
浴血拼杀，让侵占东北以来日军所
谓“抵抗轻微”的说法到此打住，让
日本侵略者嚣张的不可战胜的自
吹自擂终止在高山之上。他们的英
勇与非凡，始终在接受着这里烟岚
的深情缠绕和拱手敬拜。在兵家必
争之地的古代军事要塞，中国军人
在现代战争中英勇奋战的身影，不
仅为这片山野带来了新的光荣，而
且也让废弃的长城本身重生了活
力和使命，从而使之成为了祖国大
地上屹立不倒的精神与实物一体
的一种客观存在。

细心的人都会发现，燕山余脉
的各座山、岭和峰虽然彼此衔接，
但给人突出的印象还是相对孤立
的，各自独守；是修建的长城一路
沿山脊和顶坡贯穿而去，将山山壑
壑、沟沟坎坎连成了一个整体，让
山川拥有了一个可供梳理的线条。
长城，在天地间足踏山顶而过，自
成一条东方巨龙，使这里的每一座
山都成为了龙体的一部分。

现在，这条龙醒着，吼向侵华
的日军。

二

在长城抗战中，二十九军的事
迹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我们甚至可
以说，著名的“长城抗战”的威名与
光 彩 ，就 是 由 一 把 大 刀 给 劈 出
来的。

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军长为宋哲元，副军长是刘汝明。

二十九军下辖三十七师（师长冯治
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暂编
第二师(师长刘汝明兼)及教军团
等，约1.5万余人。

1933 年 3 月 2 日，宋哲元军长
带领第二十九军奉命防守冷口至
马兰关一线的长城各关口，部队开
始集结出发。二十九军的作战部署
是，由张自忠率领三十八师，担任
马兰峪至龙井关一线的防务，以遵
化为中心，罗文峪为重点；由冯治
安率领三十七师，负责潘家口至城
子岭口一线的防务，以三屯营为中
心，喜峰口为重点。

3 月 7 日，二十九军接防喜峰
口。9日，日军开始向喜峰口进犯。
10日，日军以装甲车为掩护进行猛
攻，三十七师官兵沉着应战，数次
肉搏，敌人死伤甚重，终未得逞。激
战中，旅长赵登禹腿部受伤，但仍
然坚持指挥战斗。二十九军使用的
大刀，在喜峰口之战中大显神威。
在与日军展开的白刃战中，二十九
军战士们高呼着：“大刀大刀，雪舞
风飘。杀敌头颅，壮我英豪！”手起
刀落处，日军尸横遍野。

敌我双方围绕喜峰口外的几
个高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二十
九军伤亡很大。冯治安与张自忠均
认为，日军具有武器装备上的绝对
优势，二十九军若想取胜，必须以
己之长克敌之短，出其不意地打击
敌人后方。于是，大家都把注意力
放到了二十九军的特殊装备——
大刀上。

二十九军原属西北军，当年冯
玉祥创建西北军的时候，因为部队
扩充快，枪支弹药不足，就为部队
士兵配发了大刀。冯玉祥还聘请了
一批武术高手，设计了一套克敌制
胜的刀术，使之成为了西北军的重
要武器之一。

二十九军派旅长赵登禹指挥
了这场奇袭。王长海团长和董升堂
团长接到命令后，立刻在各自的团
里进行人员挑选，他们共选出擅长
刀术和近身肉搏的 500名士兵，组
成了一个大刀队，他们身上只带大
刀和手榴弹，其余的士兵配合进行
火力掩护。

3月12日，董升堂团来到了位
于长城外小喜峰口的三家子村和
前仗子村附近，一支日军的骑兵部
队正在宿营。是夜，皓月当空，正是
夜战的良机。大刀队迅速冲入日军
营房，趁日军混乱之机用大刀奋力
劈杀。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惊叫
哀号着四散奔逃。日军其他部队见
到火光，才发现骑兵部队被偷袭，
但已经来不及赶来增援；因为是在
夜间，日军的飞机、大炮也派不上
用场。在董升堂团与日军酣战之
时，王长海团也赶到了狼洞子及白
台子敌人的炮兵阵地。大刀队再显
神威，他们一举夺取了敌人的阵
地，砍杀了百余名正在睡觉的日军
炮兵，并缴获了大量的火炮和弹
药。两支部队的袭击，让日军十分
吃惊，他们迅速调集大批部队进行
反扑。但是，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的
大刀队对此并不畏惧，他们依然寻
找机会与日军继续进行肉搏。

14 日，攻击喜峰口正面的日
军，于上午10时撤退。

有数字显示，喜峰口战役毙敌
千余人，虏获日军轻便坦克 11辆、
装甲车 6 辆、大炮 18 门、步枪 6477
支、手枪2340支、机枪36挺、飞机1
架。这次战役的胜利，让日方也不
得不承认遭受了“60年来未有之侮
辱”，极大增强了全民族抵御外敌
的必胜信念，强烈激发了广大军民
不怕牺牲的民族斗志。

二十九军所使用的大刀，是传
统的中国刀。这种刀，长近 1米，长
柄，宽刃，刀尖倾斜，体量重，十分
有利于劈杀。这种刀与一般的刀不
同，它的刀柄上缠绕着结实的布
条，使用时容易用力；刀把儿较长，
可以两只手同时握刀，砍向对方；
刀柄下面的圆环，可系上红绸布，
耍起来甚是威武。

这种大片儿刀，威力大，适合
于近战和夜战。尽管日军士兵也都
接受了严格的刺杀训练，但在这样
的大刀队面前，他们的刺刀就相形
见绌了，根本不会占到任何便宜。
使用这种刀的刀法，是大劈大砍，
动作迅捷，瞬间猛力，出手果断，收
手利落，讲究实用，注重效率。在抗
战前期和局地战斗中，这种大刀一
次次出现在战场上，它是杀敌的利
器，也是中国抗日军人血性与勇气
的象征。正是这敢于直面强敌的血
性与勇气，才是大刀最为锐利、所
向披靡的刀锋。

一件冷兵器，带着远古时代的
寒光劈向热兵器的战场，成为二十
九军将士威震敌胆的钢铁名片。这
把大刀背在他们身上，就是他们一
身硬骨头的明证；这把大刀戳在地
上，就是背过它的人的微缩版英雄
之碑。

三

一园忠烈，满目英豪。想要记
叙二十九军抗日烈士陵园，我们还
是需要从当时的战场情况说起。

随着激烈战斗的延续，设在遵
化城西 25公里的石门镇娘娘庙内
的后方医院，伤员们不断增加，牺
牲者越来越多。起初，一般都是将
死者用大车运往通州或送回其故
里 进 行 安 葬 ，后 来 就 感 到 诸 多
不便。

当时的参战士兵张英向宋哲
元军长建议：可在石门村西，清东
陵大红门正南，建一烈士陵园。一
来这里为风水宝地，二来可对比出
一旧一新、一私一公之别样意义。
宋哲元将军觉得，这里离战场不
远，烈士陵园的门口正对着清东陵
陵区的大牌楼，既便于安葬烈士，
又能宽慰生者心怀，于是就采纳了
他 的 建 议 ，并 委 任 他 为 陵 园 管
理员。

1933年5月30日，由国际红十
字会捐资修建的烈士陵园工程正
式破土动工，历时两年，于 1935年
4月，竣工完成。

这座烈士陵园，坐北朝南，紧
邻邦（均）宽（城）公路，占地 58.5
亩，四周青砖围墙。另征地 60 亩，
留作陵园的管理费用。陵园南大门
上方横悬“二十九军抗日烈士陵
园”10 个一尺见方的大字巨匾（于
1937 年被日本侵略者毁掉）；内建
瓦房 10 间，专供烈士家属扫墓时
食宿及陵园管理办公所用。园内建
有高 2.4 米、直径 4 米的合葬大墓
一座，内葬从冷口、喜峰口、罗文峪
等处发现的约 300 具无名烈士的
残骸。该墓前，立有高2.4米、宽0.8
米的石碑，碑的正面额书：永垂不
朽；上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
平分会建；中间镌刻“阵亡将士公
墓”6个大字；下款：中华民国廿四
年四月 日张桐林王醒民监修。碑
之阴面无字。大坟两侧，建有单人
独葬墓 280 座（不久后，营级以上
官职 18 位烈士尸骨从这里迁出，
运往南京）。

陵园动工之日，《塘沽协定》尚
未签署；陵园落成之期，离“卢沟桥
事变”还有两年多时间。可以说，这
座陵园是缭绕着抗日的硝烟战火
而出现的，是在当时战场范围之内
而建造起来的生命收容之所，属于
战时的英烈休眠之地。因此，这座
陵园具有一种期待随时重返抗日
战场的匆忙紧迫的情态，也有着一
种枪炮声始终在耳而抗日未果的
不甘和愤懑。

陵园里，单人墓的墓碑，军官
用石料大碑刻写碑文，士兵用砖块
充当墓碑，上书烈士的姓名、职位、
籍贯和年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士
兵墓的砖碑，这些砖，是直接取自
300 年前烧造的古长城上的砖，如

今拿过来，用来为年轻的阵亡者标
写身份。每一位深明大义的中国人
都是长城的一块砖，在这里，竟以
这样的方式得到了如此真切而恰
当的解释。军官倒下了，而石碑立
着；士兵倒下了，而砖碑立着。石碑
代表着山体屹立，砖碑代表着山上
的长城高耸。当年，这个陵园里一
定植有松柏，松涛柏风在其中所吟
唱的不正是一幅立体的巍巍燕山
图吗？

墓园与身边的山水如此和谐，
自然也就使之成为英雄燕山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四

在当时战火和其后的历史风
云中，这座烈士陵园经历了沧桑的
熏染和过多风雨的冲刷，留下了一
串令人慨叹的变化轨迹。

二十九军抗日烈士陵园，后改
称“义地”，变成荣复军人石门农
场。2005 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之际，经遵化市人民政府批
准，更名为遵化市长城抗战烈士陵
园。2010 年清明节，原西北军将领
后人共同集资所修建的两块石碑
在园内树立，一块碑的正面载有遵
化市长城抗战烈士陵园简介，背面
载有中国陆军第二十九军长城抗
战史略；另一块碑上载有二十九军
军长宋哲元将军亲笔书写的 10个
苍遒大字“宁为战死鬼 不作亡国
奴”。2016年，遵化市委市政府正式
启动陵园翻新重建工程，累计投资
600 余万元，建起了石牌楼和巍峨
的纪念碑。2020 年 9 月 3 日，《国务
院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
念设施、遗址名录的通知》公开发
布 ，遵 化 市 长 城 抗 战 烈 士 陵 园
在列。

在现今的遵化市长城抗战烈
士陵园，原先那座合葬大墓及其墓
碑尚在，保存完好；单人独葬墓碑
仅存 3块；志愿者搜集到士兵墓砖
碑十几块，多有残损，令人惋惜。

仅存的 3块石碑上，为我们留
下了最为翔实的历史记录：姜殿
德，少尉排长，河北省张家口市怀
来县张官营村人，牺牲时 28岁；尹
良民，少尉排长，安徽省阜阳市太
和县肖口镇小尹庄人，牺牲时 29
岁；张华邦，少尉排长，河南省商丘
市柘城县惠济乡侯店人，牺牲时24
岁。请注意，这三位排长都是 30岁
以下的青年，那么，葬在这里的班
长及士兵的年龄大体上会比他们
更小。自从营以上烈士迁出另葬之
后，这里就纯粹变成了一座连级及
以下官兵的公墓，普通却又有着浓
郁的青春气息，让沉重的历史老人
都为其动容。

在世界文化遗产——清东陵
的对面，遵化市长城抗战烈士陵园
虽然没有讲究的宝顶、排场的地宫
和奢华的厅堂，也不可能引发旅游
热，但这里却聚拢着中华民族共御
外敌的不屈气节、视死如归的英雄
魂魄和舍生取义的忠烈情怀，成为
这个民族宝贵精神遗产的存放地。

英烈不朽，日月常新。
多年前的一个黄昏，我在迁西

文友的陪伴下来到潘家口水库，在
已经沉入水中的古长城喜峰口周
边踏访。当时，残阳如血，湖水浩
渺，莽莽长城从远处的山岭逶迤而
来，探入湖面的喜峰口仿佛是一条
龙的头正在喝水。我对这位好友
说：“看，它喝完水，马上就会抬起
头来了。”我的话音刚落，竟分明听
到那熟悉的旋律：大刀向鬼子们的
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
战的一天来到了……歌声在自己
脚下升起，覆盖群山，令人惊心动
魄，精神为之抖擞。我想，中华巨龙
腾飞而起，这支歌曲该是她凌空舞
动的极好的背景音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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