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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对话

2022年 5月 25日，是

左权将军壮烈殉国80周年。

80年前的这一天，他血

洒疆场，成为八路军抗日战

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

河北既是左权将军的安

葬地，也是他曾经战斗过的

地方。广袤的燕赵大地上，

至今保留着他创建并巩固华

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人

民抗日武装的珍贵足迹。

在左权将军壮烈殉国

80 周年这一重要的时间

节点，左权将军忠骨安放

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近日公布了大量左权将军

研究资料和成果。

借助这些珍贵的史料，

这位被毛泽东称赞“两杆子

（按：指‘枪杆子’和‘笔杆

子’）都硬的将才”的革命经

历以及他壮烈殉国后遗体安

葬的故事逐渐清晰，同时，与

左权将军牺牲在同一场战役

的一大批抗日将领和党政机

关领导人的事迹也开始为人

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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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5 月，年仅
37 岁的左权将军壮烈
殉国，留下了一个不到
两岁的女儿——左太
北。左太北在退休后把
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寻访
左权战斗足迹，整理研
究左权资料和宣讲左权
精神上。2019 年 6 月 25
日，79 岁的左太北去
世。从此，左权的外孙、
左太北的儿子——沙峰
便接下了传承、宣传左
权将军精神的接力棒。

记者：今年是左权
将军殉国 80周年，您作
为左权后代，近来有没
有参与一些相关的纪念
活动？

沙峰：最近一两年，
我一直在同与姥爷生前
身后有关的晋冀鲁豫烈
士陵园、涉县石门村，还
有姥爷的老家醴陵等保
持联系，进一步深入地
了解和丰富姥爷的事
迹。今年我们本来是想
在姥爷牺牲的地方——
山西省左权县搞一个大
的纪念活动，但由于疫
情原因，只能将线下的
活动改成线上，然后通
过网络平台发布。不管
什么形式，都不影响我
们在姥爷牺牲 80 周年
之际，去祭奠和传扬姥
爷的事迹和精神。

记者：听说最初接
过母亲交给的“接力棒”
时您多少有些“被动接
受”，但现在我们看到您
已经非常积极地投入到
这项事业中，您的转变
是来自于哪里呢？

沙峰：我觉得这种转变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我
对姥爷情感上的认同。

其实小时候姥爷在我心
里感觉跟董存瑞、黄继光那
样的英雄是一个概念。甚至
听母亲说姥爷是在十字岭上
为了掩护大家突围牺牲的，
心里还有些失落，觉得远没
有那些英雄的故事精彩。

因为不想影响我们工
作，母亲生前很少让我们参
与和姥爷相关的事儿。自从
2014 年她因身体原因无法
远行后，才把我叫到身边说
道：“沙峰，你姥爷的事以后
就要你来做了。”就在她将宣
传姥爷这个重任交给我的时

候，我还接过了一份无比珍贵的传家
宝——姥爷的亲笔家书。

看着一张张泛黄的信纸，我甚至
不敢用手去触碰；看着姥爷的字迹，我
仿佛走到了姥爷的身边，走进了那个
年代。姥爷对姥姥说的俏皮话会把我
逗笑，担心姥姥、妈妈身体不好会让我
揪心，说到敌人的残酷会让我气愤，说
到他自己却总是说“不用担心我，我一
切都好”……

看着看着，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
就流了出来。

记者：我看过《左权家书》，字里行
间他对妻子和女儿的爱和关怀，丝毫
不会让我们有年代的隔阂感。

沙峰：没错，里边的很多话，让我
们看到了姥爷这样一个刚毅沉默的铁
血军人内心丰富的感情和他对普通的
家庭生活的渴望。

姥爷的每封信几乎都提到我的母
亲。他知道母亲一感冒就鼻子不通，吃
不了奶，便在信中叮咛：记得小家伙是
很怕冷的，有衣服穿吗？不要冻坏了手
脚。儿童节快到了，他便想象着孩子

“忙碌的准备”“可能出席比赛”“还可
能获得锦标”。他盼着孩子长大、懂事，

“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寇
战斗着”……

记者：《左权家书》曾经感动了，也
依然在继续感动着很多人，您觉得究
竟是什么让这份家书如此打动人心
呢？

沙峰：我觉得《左权家书》之所以
有这样的感染力，是因为它展现了一
个英雄普通又不普通的一面。

姥爷深深地爱着他的亲人，但为
了革命事业，他毫无私利地牺牲了他
个人的幸福。身为左权将军的后代，我
希望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理解我
姥爷，以及他们那一辈人的战斗精神
和革命状态，理解他们那辈人牺牲的
意义，从而让左权精神在我们民族的
大地上生生不息。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八路军抗日战场上牺牲
的最高指挥员

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有一座气势
雄浑而且规制极高的陵墓。

墓前是一座纪念碑坊，碑坊横楣刻
有谢觉哉的题词“人民共仰”。碑坊下的
汉白玉碑上的字为周恩来所题，碑东侧
石碑上刻有朱德的挽联：“名将以身殉国
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西侧石碑上，还刻有
彭德怀撰写的墓志。

陵墓周围，新栽种下的紫色欧石竹
花开得热烈，将陵墓装点得庄重而肃穆。

这座墓地安葬的，就是晋冀鲁豫烈
士陵园安葬的级别最高的烈士，也是八
路军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
左权。

左权 1905 年 3 月 15 日生于湖南醴
陵，1924 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并于
1925年1月，经陈赓、周逸群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从黄埔毕业后，左权被派往苏
联留学，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入伏龙
芝军事学院学习，是中、苏两大军事院校
的高材生。回国后在中央苏区工作，奉命
参与指导宁都起义，参加反围剿斗争，在
长征中率先头部队指挥作战，到达陕北
后，率部参加东征、西征。

河北是左权将军的安葬地，也是他
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左
权任副参谋长。为挽救华北危局，他与朱
德、任弼时、邓小平等率八路军主力东渡
黄河，奔赴敌后，开创华北抗日根据地。
1938 年 12 月，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成立，
左权任参谋长。

在这里，他为创建并巩固华北抗日
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为八路
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左权将军墓南侧，坐落着一座左
权将军纪念馆。今年是左权将军壮烈殉
国 80 周年，最近，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正
忙着对左权将军纪念馆重新布展。

“这次改陈，我们重点突出左权将军
作为一位著名军事家的主要事迹，并计
划展出更多的实物。”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研究学者尚荣生展示了一盏搜集到的煤
油灯。

和我们见过的大多数煤油灯不一
样，这盏高约 40 厘米的煤油灯，没有灯
罩，只有一个油碗，上面充当提手的是一
个葫芦型的铁圈。

这是左权将军在参与指挥百团大战
期间使用过的。

“在抗日战争中，‘朱彭左’成了八路
军总部的代称，他们就像三只最合套的
齿轮一样，把华北反侵略战争这架复杂
的机器运转得十分灵活，令敌人闻风丧
胆。”

尚荣生介绍，左权长期担任参谋长，
协助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
了平型关、阳明堡等战斗，取得了抗战伊
始首战大捷的胜利，还参与指挥了百团
大战等很多重大的战役、战斗，甚至还直
接指挥过很多次战斗。

黄崖洞兵工厂，是华北地区八路军
的主要军火生产基地，这个兵工厂的建
设，本身就是由左权首先提出，并亲自指
导勘察选址筹建的。1941 年 11 月 9 日，
日军纠集重兵向黄崖洞进攻，企图摧毁
兵工厂，切断八路军武器装备的后路。左
权亲自指挥部队进行了保卫战，激战八
昼夜，歼敌 1000 余人，不仅保住了兵工
厂，还创造了抗战史上以少胜多的模范
战例。

不仅参谋能力强，指挥能力强，左权
的军事理论水平也很高。毛泽东称他为

“两杆子（按：指‘枪杆子’和‘笔杆子’）都
硬的将才”；朱德称他是“中国军事界不
可多得的人才”。

“借这次纪念馆改陈之机，我们搜集

到《论坚持华北抗战》《战术问题》《新
战士的军事教育》等近 30 册（篇）左权
将军的军事理论文章和著作，不过，这
远不是他著作的全部。”

尚荣生介绍，左权俄语水平很高，
有很多译著，而且他在战斗间隙挤时
间将自己对作战形势和战术的思考撰
写成 40 余册（篇）军事论文，有力地指
导了我军建设和抗战工作。

1942 年 5 月，日军集结 3 万多兵
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最集
中的地区——太行山辽县麻田一带进
行“铁壁合围”。作为前指参谋长，左权
坚决要求彭总率总部指挥机构先行，
自己断后，指挥总部机关突围。

5 月 25 日下午，左权率领的总部
机关突围至十字岭一带。他像之前一
样，又一次在枪林弹雨中冲锋在前。

“冲出去就是胜利！”他大声喊着，
“你们都趴下，莫怕飞机，我过去没有
事，你们再跟我走……”就在他指挥大
家趴下，自己站起来观察敌情的时候，
他的声音突然消失了，一颗炮弹在他
身边爆炸，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他静
静地躺下了，右手抚在腰间他最喜爱
的左轮手枪上，鲜血缓缓浸红了他周
围的山坡……

若干年后，彭德怀曾深情地对左
权遗女左太北说：“要知道，当时十字
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
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
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
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

新中国的第一个“国葬”

左权将军是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
领，他的壮烈殉国，是中国抗日战争史
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为了稳定华北抗日军民的情绪，
坚持华北抗战的胜利，1942 年 7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五周年纪
念宣言》和“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
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中共中央决
定，在抗战五周年之际，隆重举行追悼
阵亡将士大会。

当天，太行抗日军民在山西省辽
县麻田村八路军总部举行大会，追悼
在 5月反“扫荡”作战中牺牲的左权等
诸烈士，并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华北
各抗日根据地都举行了纪念左权将军
的活动。

随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
部、129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修
建晋冀鲁豫抗日殉国烈士公墓，并派
出专人对左权县至涉县一带的地理及
民俗进行研究与勘察，最后选址在风
景秀丽的涉县石门村莲花山。

1942 年 10 月 10 日，中共北方局、
八路军总部、129 师、晋冀鲁豫边区政
府、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太行区各界
人士及民众五千余人，在新落成的晋
冀鲁豫抗日殉国烈士公墓前结成一个
巨大的方阵，隆重举行“左权将军暨诸

烈士公葬典礼”。
8年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大型

烈士陵园——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在邯
郸建成，左权将军的灵柩于是又进行
了一次移葬。

“左权将军的这次移葬，也是新中
国成立后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举行的
第一个国家级葬礼。”

尚荣生介绍，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于 1946年 3月奠基，在 1950年 1月，晋
冀鲁豫烈士陵园即将建成的时候，陵
园当时的主任张芥士、副主任何如愚
分别给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华北军
区政治部、河北省政府呈送了 3 个报
告，请示迁移左权将军灵柩问题。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请示政务院
后，决定左权将军灵柩移葬与邯郸陵
园落成典礼同时举行，内务部专门组
织了“左权将军移葬与烈士陵园公墓
落成典礼委员会”。

1950年10月21日，中央政府内务
部和中央军委政治部等单位主持晋冀
鲁豫烈士陵园落成典礼暨左权将军等
诸烈士移灵安葬仪式。

左权将军等烈士的灵柩，从涉县
由汽车运往武安，在武安把灵柩扶上
火车运往邯郸。

移葬时，陵园派三辆汽车于 1950
年10月16日从邯郸出发，由于涉县从
10月13日开始下雨，昼夜不停，加之山
高坡陡，一路泥泞前行才到达了涉县。
18 日夜间零时，运载灵柩的汽车从涉
县出发，由40多位公安人员护送。由于
连日的大雨冲毁了道路，汽车不能行
走，于是用马车把棺木运送至武安磁
山火车站，随即转上火车。19日中午12
时从磁山开车，下午2时顺利抵邯。

当迎灵的火车驶入邯郸火车站
时，成千上万的人静静地注视着，沿街
两侧遍布花圈、祭桌，不时有群众拦住
灵车，向烈士致祭。进入陵园后，灵柩
被放在大公墓祭台上，花圈摆放在灵
柩的周围。公祭后将左权将军等烈士
的灵柩送入墓穴，谢觉哉等领导人亲
自扶柩入墓。

当时，参加移葬仪式的有华北军
区、西南军区、河北省、平原省的代表
以及邯郸各界人士和烈属等共五千
余人。

“‘左权将军灵柩移葬暨邯郸陵园
落成典礼’的举行，在社会上引起极大
的反响。”尚荣生介绍，1950年 11月 20
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消息：

“左权将军等烈士灵柩移葬，今在邯郸
举行移灵典礼（注：原定二十日，因故
延迟一天），中央人民政府等单位代表
前往公祭，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落成典
礼同时举行。”《人民日报》还同时刊登
了刘伯承、聂荣臻、罗瑞卿、谢觉哉等
人的纪念文章。

1952年11月，毛主席南下视察。列
车途经邯郸之际，毛主席特地交代工
作人员：“到了邯郸时让火车司机停
车，我去看一看左权。”

如今，“左权将军墓”已被确定为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之一，
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左权将军的
遗骨从涉县石门村烈士墓移葬后，原
来村里的左权烈士墓被完好地保留了
下来。当地村民杨爱公和儿子、儿媳两
代人，自发接力为左权将军义务扫墓，
他们的故事被传扬和称颂。

“太行十六烈士”开始
为人所知

“ 张 衡 宇 山 西 老 家 的 亲 属 找 到
了！”

5 月 12 日上午 11 时左右，晋冀鲁
豫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接到晋冀鲁豫
边区革命历史研究会传来的喜讯。

在此3天前，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通
过官方网站、媒
体、微信、抖音等
多 种 平 台 发 布

“ 烈 士 寻 亲 ”信
息，面向社会征
集线索，为长眠
在 这 里 的 10 位
烈士寻亲。与左
权将军一样牺牲
于 1942 年 5 月反

“扫荡”的中共中
央北方局政权工
作部秘书张衡宇
就是其中之一。

张 衡 宇 ，
1907年出生于山
西省忻县一个大
地主家庭，曾与
杨献珍、岳一峰并称“北方局三君子”。
1941 年北方局政权部成立，张衡宇兼
任政权部秘书。

1942 年 5 月，日军集中兵力疯狂
“扫荡”太行山区。在转移中，张衡宇所
带小队与日军一个大队遭遇。为掩护
同志们，张衡宇猛然从沟里跳出，向敌
人开枪射击，把敌人的火力全部吸引
过去。最终，张衡宇身中数弹，倒在血
泊中，用个人的牺牲换取了同志们的
安全。

今年是张衡宇牺牲 80 周年，在这
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寻找到张衡宇
烈士的亲属，有着特殊的意义。

“80 年前，左权将军壮烈牺牲。事
实上，在 1942 年 5 月的那次大规模的
反‘扫荡’中，一大批抗日将领和党政
机关领导人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
新华日报社牺牲的编辑记者就达 47
人，中共北方局政策研究室 11 人全部
牺牲……”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党委书记杨俊
岭介绍，仅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安葬
的，牺牲在那次反“扫荡”前后的烈士
就有16位。

今年，同样是他们壮烈牺牲 80
周年。

他们中，有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
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政委孙开楚、总后
政治部部长谢翰文，也有朝鲜义勇军
领导人石正、陈光华等。

在他们壮烈牺牲 80 周年之际，晋
冀鲁豫烈士陵园通过公祭大会的形式
对他们进行集中祭奠。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
魂。”杨俊岭表示，纪念他们壮烈殉国
80 周年，也是在纪念千千万万在战争
岁月中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和烈士，
无论是在过去的艰难岁月还是盛世今
朝，他们是我们永恒的榜样，英烈的爱
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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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里的左
权将军墓。

1942年10月，在涉县石门村举行左权将军及诸烈士公葬仪式。

◀左权将军与夫人刘志兰、女儿左
太北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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