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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报道采访中，记者还从全省各地得到了
多份烈士名单。

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着革命战争年代
牺牲在华北地区的316位团职以上革命烈士，周
建屏、常德善、王远音、包森、马本斋……烈士名
录与我们最终报道的名单高度重合。

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
权、晋冀鲁豫边区金融事业的奠基人高捷成、华
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200多位烈士安葬在
这里。

在西柏坡纪念馆内，保留着三大战役期间牺
牲的团职以上干部烈士名单。

在邢台市任泽区冀南革命纪念馆抗战展厅
内，包含542名任县（今任泽区）籍和牺牲在任县
的烈士的“英名录”印满了整整一面墙。

……
从高级将领到普通一兵，不同英烈名单中有

着一个鲜明的共同特征——名单上的人绝大多
数都是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90后，在接触这些名单之初，记者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对大部分烈士的名字很陌生，
没有太多直观感受。但是当循着一份份烈士名
单，查找一份份史料文献时，这些早已遥远而陌生
的姓名，逐渐还原为一段段震撼人心的故事。

从第一位牺牲在石家庄的共产党员、早期工
人运动领导人高克谦，到最早创建阜平苏维埃政
府的谷雄一，从著名战地记者雷烨到民兵“爆炸
大王”李混子，这些名单背后的故事，贯穿了整个
革命史。

只是因为篇幅和具体名单的限制，还有那么
多的烈士和故事，没能写进正文之中。

率部一举歼灭制造河北潘家峪惨案日军的
八路军虎将欧阳波平，早年曾就读于黄埔军校，
并作为第十九路军下级军官参加过淞沪会战，战
场上抱着集束手榴弹跳上日军坦克，掀开盖子扔
进去，连炸日军三辆坦克。后来，他因不满国民
党的不抵抗政策，毅然在“剿共前线”脱离十九路
军，加入红军，从一名普通战士当起，逐步成长为
共产党员、红军连长、八路军主力团的参谋长。

从黄埔军校到抗日军政大学，从福建苏区到
冀东前线，欧阳波平像名单上很多党员一样，为
抗日踏遍大半个中国，最终牺牲在河北。

在他们身上，从来不缺乏传奇色彩。
入党时年仅16岁的抗日英烈高小安，20岁就

成长为游击队长，并只身深入敌后，孤胆除奸。
冀东大暴动后，大部分抗联队伍奉命西撤，高小
安部成为当时唯一一支坚持在冀东活动的游击
队。为了给党组织筹备活动经费，他几次变卖自
家的田地产业，直至拿出了几乎全部家产。在他
的影响下，全家先后有几十名亲属参加革命，10
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毁家纾难、满门忠烈、前赴后继……他们用
生命诠释的，正是党员的信念与忠诚。

高小安牺牲时28岁，欧阳波平30岁，高克谦
19岁，谷雄一26岁，雷烨26岁，李混子22岁——
他们的生命定格在那个年纪，成为永远的丰碑。

走近他们，就是走近历史。
文/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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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定市阜平县的晋察冀边区革命

纪念馆内，陈列着一份抗日战争时期晋察

冀军区团职以上干部烈士名单，名单上共

有357人，其中99%以上都是共产党员。

这份名单，见证了在华北敌后战场

上，先烈们不畏强暴、英勇抗敌，付出了怎

样巨大的牺牲。

这份名单，也见证了在艰苦卓绝的抗

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怎样勇敢战斗在

拯救民族危亡的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

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

砥柱。

阅读提示

平均八天牺牲一位团职以上干部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里，有一份特殊的
烈士名单。

名单详细记录了从1937年11月晋察冀边
区创建，到 1945 年 9 月抗战胜利期间，晋察冀
军区牺牲的 357 位团职以上干部的姓名及其
原部队、职别、牺牲时间、牺牲地点。

名单中的烈士，99%以上都是共产党员。
“这份名单出自原北京军区在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编纂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晋
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讲解部主任周慧敏说。

八 年 时 间 共 牺 牲 357 位 团 职 以 上 干
部 ——意味着平均每 8 天就有一位团职以上
干部牺牲。如此惨烈的牺牲确实令人震撼。

为什么牺牲人数如此之多？
“晋察冀边区处于华北抗战的最前沿，是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敌
后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日伪军将晋察冀边
区视为‘共军的巢穴’，从其创建伊始就被反复
围攻与扫荡。”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专家组顾
问、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谢忠厚说，敌后战场
的开辟，牵制、消耗了大量日军，特别是抗战进
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根据地成为抗战主战场，
抗日军民在敌后战场与侵略者浴血奋战，英勇
抗敌，付出了巨大牺牲。

从这份名单所列的时间上，我们读懂了真
正的殊死战斗——

汪乃荣，冀中骑兵第2团政委，1942年5月
牺牲于深县（今深州市）马口村；袁心纯，冀中
第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6月牺牲于定
县（今定州市）马阜才；孙丕谟，晋察冀军区第
一军分区第 1团政治委员，1942年 5月牺牲于
中罗村；肖治国，冀中军区第30团副团长，1942
年6月牺牲于肃宁县窝北……

在这份名单中，仅1941年和1942年两年，
就有近 150 人牺牲，占名单总数的近一半，白
乙化、郭陆顺、常德善、王远音、孔庆同、包森等
英烈，都在其中。

“从 1941 年 3月到 1942 年底，日军集结重
兵对华北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从军
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疯狂进攻根据地。”谢
忠厚说，此时，也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最艰
苦的时期，“中国战场牵制了 60％以上的日本
侵略军。”

1941年秋季，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
了规模最大的一次“铁壁合围大扫荡”，日军华
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日记里写道：“我们
以 65%以上的兵力对付共产党，以 35%的兵力
对付国民党……”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历次反击日军
大‘扫荡’的浴血奋战，从参战兵力与动员规
模、持续时间与战场态势，及其战略意义来看，
都很重要。”谢忠厚说。

从这份名单所列的地点中，我们读懂了真
正的前赴后继——

政委刘锦涛，1941 年牺牲于定县；团长牛
宗民，1941年牺牲于安平县；政委钟州，1942年
6月9日，牺牲于定县马阜才；总支书记赵士元，
1942年，牺牲于定县马阜才；政委李建，1942年
牺牲于定县侯家店……在这份名单中，仅晋察
冀军区冀中区第9军分区第18团一支部队，就
先后有近20位团职以上干部战死疆场。

18团的牺牲不是孤例。冀中区第30团先
后三任团长以及多位政委、副团长、参谋长牺
牲，北岳区第 10 大队、平井获游击支队、第 19
团，冀中区第 22 团、23 团、27 团以及著名的回
民支队等部队，也都有多位团职以上干部捐躯
战场。

“烈士牺牲的范围遍及晋察冀边区每一
处。”周慧敏说，从平山洪子店到宣化新营子，
从高阳博士庄到深县护驾迟，从遵化铁厂到平
北（今北京延庆）四十里长嵯，“很多游客都在
这份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家乡和熟悉的地名，
烈士的鲜血真真正正洒遍了燕赵大地。”

打鬼子就得是共产党

在这份名单中，有人民军队骑兵部队的创
始人之一、晋察冀骑兵团团长刘云彪。

正是他，指挥部队打响了八路军正规部队
在华北敌后抗战的第一枪。

1937年 9月 23日，时任八路军 115师骑兵
营营长的刘云彪带着“务必于24日8时前占领
倒马关”的任务，率部向位于唐县西北的倒马
关出发。

开国少将、时任骑兵营副营长的李钟奇曾
回忆：“前往倒马关120里的山路，都是仅容单
骑的羊肠小道，不便于骑兵急行军。指战员们
克服重重困难，漏夜牵马摸黑前行，经16小时
急行军，终于在24日早7时到达倒马关。”

骑兵营胜利夺取了倒马关，使日寇由涞源
南进的计划遭受严重打击。同时，也正是这场
战斗，拉开了平型关战役的序幕。

事实上，在这份名单中，参加过著名的平
型关战役的，还有时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旅
长的陈光和副旅长周建屏，以及红军时期就曾
任副师长的陈群、时任115师独立团宣传科长
钟蛟蟠等——这些老红军出身的八路军高级
指挥员如果不牺牲，原本都能成为开国名将。

在这份名单中，也有曾是旧军人出身的马
本斋、王溥。

马本斋和王溥，早年都是奉系军队的团职
军官。“九一八”事变后，不满蒋介石不抵抗政
策的马本斋，毅然弃官返回故乡河北省献县东
辛庄（今本斋村）；王溥则在张学良的推荐下投
奔马占山部参加了江桥抗战等对日作战，其后
却因所在部队发生变故，一度被改编为伪军。

1937年8月，马本斋联络乡亲组建队伍奋
起抗日，成立了一支六七十人的回民抗日义勇
队。随着抗日斗争的深入，他意识到，想要抗
日救国，靠自己单枪匹马是不行的，于是，在
1938年4月，马本斋率部正式参加八路军——
这就是著名的回民支队。

而王溥则于 1938 年 8 月在唐县率部武装
起义，震动了整个华北，并在军事上改变了当
时平汉线北段敌我力量的对比——《野火春风
斗古城》中“关敬陶”的原型就是他。

随着对共产党认识越来越深刻，两位旧军
人出身的八路军指挥员，都积极要求加入党组
织。马本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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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 年 10 月和 1939 年 7 月，马本斋和王
溥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名单中，还有工人出身的节振国和东北
流亡学生出身的白乙化、那恕，以及80多位从
河北本乡本土成长起来的八路军地方部队指
挥员……

这些不同出身、不同籍贯、不同经历的中
华儿女，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最终血染晋察冀，
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

“这份名录中只有孙永勤、洪麟阁等几位
烈士不是党员，但是从历史上看，他们生前也
都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并向党组织靠拢，仅
仅是因为牺牲得太早，没来得及加入中国共产
党。”谢忠厚表示。

正如曾与马本斋、王溥一样经历过从东北
军到八路军身份转换的开国上将吕正操，生前
接受本报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抗日，不找共产
党怎么行？”

他们战斗在抗日最前沿

这份名单中，冲锋在前的是共产党员。
名单里的八路军 115 师 688 团团长陈锦

秀，是115师最初五个团中最早牺牲的主力团
团长，牺牲时年仅27岁。

提起陈锦秀的名字，人们可能会有些陌生，
但我们熟知的开国上将韩先楚曾经是他的副团
长，后来同为开国上将的刘震，则是该团的政
委。平型关战斗中，688团作为预备队最后出
发，但因大雨引发山洪阻碍了道路，这支红军时
期就以善打硬仗而闻名的部队错过了战斗。

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八路围攻失败
后，于1938年1月11日，调集2500余兵力，由平
山、井陉进攻房山及东西回舍。当时，晋察冀边
区第一次军政民代表大会刚刚在阜平县城开
幕。688团奉命在平山温塘以南阻击井陉之敌，
陈锦秀在温塘辛庄至南红岸寨占据了有利地
形。在这场阻击战中，把指挥所设在了战斗前
沿的陈锦秀，因遭遇日军炮火的集中轰炸，于1

月22日壮烈牺牲，最后连遗体都未能留下。
这份名录中，不怕牺牲的是共产党员。
1942年，时任冀中第八军分区代司令员的

孔庆同在战斗中牺牲，白洋淀军民掩埋烈士遗
体的时候，在孔庆同身旁的血泊里发现了一堆
纸灰和一些军号的碎片。

孔庆同，1927 年 15 岁时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最初是红 25 军的一名小小司号员。从那
时起，无论是长征路上，还是到冀东开展地下
工作、为冀东大暴动做准备，以及调到冀中代
理军分区司令员职务，这位在战火中成长的战
士，一直把心爱的军号带在身旁。

1942 年 10 月 21 日，孔庆同到河间左庄部
署工作途中，遭遇敌人包围，在身中数枪、子弹
打光的情况下，孔庆同烧毁了随身携带的文
件，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在这份名单中，用最后一颗子弹、手榴弹
壮烈殉国的，还有王溥、刘诚光、王少奇等多位
烈士。”周慧敏说，“或许，伴随孔庆同一同殉国
的军号，正是先烈们初心的最好象征。”

这份名单中，爱护战士胜过爱自己的是共
产党员。

1941年在玉田牺牲的冀东区第12团团长
陈群，长征中曾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后来
还参加过西征，可谓九死一生。

在长征路上，陈群曾得到一小瓶珍贵的云
南白药，此后虽然自己多次负伤，他却一直没
有舍得用。可 1938 年 11 月初的茅山战斗中，
他却把这瓶珍藏已久的白药拿了出来，救治了
一位腹部受伤的通讯员。战士们说：“陈支队
长把战士的命看得比他自己还值钱！跟着他
干，还有什么豁不出去？”

这份名单中，始终用生命印证忠诚的是共
产党员。

名单中的杜伯华本是一位祖籍河北的医
生，“九一八”事变后投身革命，他开办的华昌
药房成为吉林省榆树县首个党的地下联络
站。其后，他受组织安排到西安参加东北军从
事地下工作，甚至在“西安事变”中直加参与过
活捉蒋介石的过程。

“七七事变”后，他受组织派遣到平西打游
击，在二道河子伏击战中率部击落过一架敌
机。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后，他充分
发挥自己的专长，领导工人用土法制造出多种
药品，对粉碎敌人的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每
研制一种新药，他都要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
以掌握第一手资料。

1941年6月30日，杜伯华在试验新药品时
不幸中毒，以身殉职。

“今天，这份名单中很多烈士的名字，我们
已经不再熟悉。但透过名单背后一个个不可
磨灭的故事，点点滴滴的历史细节，我们仍能
真切地体会到，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
国共产党人怎样勇敢战斗在拯救民族危亡的
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
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他们，是最伟大的
爱国者。”周慧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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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边区军民瞻仰烈士纪念塔。
栗 静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