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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第 3师在苏北抗战中全连
壮烈牺牲的有两起，一起是第 7旅第 19
团 4 连 1943 年在淮阴东南刘老庄的战
斗，一起就是第 8旅第 24团 2连了。这
样的壮烈事迹在全军也是少有的……”
这是一封写于 1981 年信件中的内容，
写信人是原新四军第 3师政治部宣传干
事朱鸿，收信人名叫刘本成。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党史研究专家
秦九凤，曾于 1982 年从刘本成手里拿
到这封珍贵的信件。信中所说的第 24
团 2连，就是于 1941年 4月 26日在淮安
区茭陵乡大胡庄与 200多名日军及 400
多名伪军激战，因寡不敌众，全连仅有
战士刘本成幸存，其余指战员壮烈牺
牲。

然而，数十年来，国人甚至是淮安人
对大胡庄战斗都知之甚少。秦九凤通过
走访了解，揭开了其中鲜为人知的故
事。

新四军第3师，由八路军第5

纵队改编而来

说到大胡庄战斗，必须先了解新四
军第3师。

新四军第 3师活动范围在苏北，因
黄克诚兼任苏北军区司令员、政委和军
政委员会书记，主要管辖淮海、盐阜两个
军分区，苏北人民也将第 3师称为“黄 3
师”。

黄克诚部原属于八路军编制。1940
年 8月底，黄克诚遵照中央“八路军到
华中后，坚决争取控制全苏北”的指
示，率所辖 3个支队和皖东北保安司令
部近两万人挺进苏北，开辟淮阴、淮
安、盐城和阜宁等地区根据地。“皖南
事变”发生后，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
四军军部的命令，黄克诚所率领的八路
军第 5 纵队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 3
师，分别辖第 7旅、第 8旅、第 9旅和
淮海军区。打响大胡庄战斗的第 24团 1
营 2连隶属于新四军第3师第 8旅。

秦九凤告诉笔者，1营 2连是团游
动的军事哨，营的主力连，专打硬仗和
接受重要任务。全连配有两挺轻机枪，

每人都有 1把刺刀和 1把大刀、4颗手
榴弹，当时确实是一支建制完整，装备
齐全的主力连队。

大胡庄战斗，完全是一场意外

的遭遇战

1941年春，为准备正规部队的地方
化，第 24 团临时集结于淮安的苏嘴一
带。4月 23日，该团 1营 2连的战士们在
副营长巩殿坤和连长晋志云的率领下，
进驻淮安区苏嘴西北约十公里的大胡
庄。
“巩营长当时就住在我们家，他和我

哥哥胡其华的关系非常好。”家住大胡庄
村的胡其南老人当时虽然只有五六岁，
但已经开始记事了。他对记者说，2连
的指战员在庄上住了 3天，这期间还帮
助村民干农活，军民鱼水情深。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5 日深夜，
盘踞于涟水城的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第
21师团得知有新四军在大胡庄驻扎，便
紧急集合了 700多人，带着 4挺重机枪和
两门迫击炮，乘着夜色直扑大胡庄。

胡其南老人记得，当天凌晨，天还没
亮，大胡庄枪声四起，子弹横飞。敌人将
庄子包围起来，母亲把年幼的他紧紧地
抱在怀里……70多年过去了，胡其南老
人仍记得那个让他终生难忘的日子。

血染大胡庄，全连勇士大部壮

烈牺牲

大胡庄西北的小西场，是一个东西

较长、南北稍短的土圩子。东西两边各
有一条自然沟，北边是一条旱沟，南端有
一条低洼的土路。当时，胡其南和家人
就住在土圩子里。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2连指战员
毫无畏惧。在连长晋志云的指挥下，占
领了旱沟堤堆的有利地形，沉着应战。

胡其南回忆说：“敌人太多，武器
又先进，新四军伤亡很大。战士们只能
退到屋里，在墙上掏个洞，用枪从洞口
向敌人射击。”上午七八点钟时，敌人
见久攻不下就纵火烧庄。“我们是老百
姓哪！”庄上的老百姓见状大喊，但敌
人根本不理会。很快，庄上 9户人家，
烧毁了 6家。剩下的 3户人家因为是瓦
房，才没有被大火彻底焚毁。

母亲抱着胡其南，与其他乡亲一起
跑到旱沟里躲避，而副营长巩殿坤和连
长晋志云率领已经为数不多的战士，凭
借着残垣断壁继续抗击。

穷凶极恶的敌人又向庄上打毒瓦斯
炸弹，不少新四军战士和老百姓被毒杀，
其中就包括胡其南的亲大爷和家里的雇
工。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日寇也付出
了惨重的代价，新四军在未烧毁的瓦房
里坚持战斗。“后来，敌人的炮火轰塌
了瓦房的墙壁，巩营长他们就趴在地上
向敌人射击……”胡其南老人回忆起那
时的战斗情景，感慨不已。

没了屋墙做屏障，日寇蜂拥扑来，腹
部中了数弹的连长晋志云拉响了最后一

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副营长巩
殿坤左腿被弹片击中，他用仅剩的一粒
子弹，击毙了那个舞着指挥刀朝他劈来
的小胡子军官。不敢逼近的敌人向屋内
投射燃烧弹，巩殿坤被熊熊烈火吞噬了。
“这些人牺牲了，都只有 20 多岁

啊……可惜啊……”往日惨烈一幕，
令胡其南心中无限伤悲。

17岁的刘本成，成大胡庄战

斗唯一幸存战士

战斗结束后，敌人开始了灭绝人性
的虐杀：3个重伤员被乱刀戳死，1个轻
伤员被绑在树干上活活烧死……只有 1
排 2 班的 17 岁小战士刘本成幸存了下
来。

战斗结束的当天晚上，第 24团政治
处主任李少元（一说“李少院”）等人带领
20 多名战士及部分地方群众在打扫战
场时，发现阵地上一共留有 82具英烈的
遗体。小战士刘本成被送到后方医院抢
救脱险，另有一位负了重伤的战士，在送
往医院的途中不幸牺牲。因此，大胡庄
战斗的实际牺牲英烈是83人。

刘本成是怎么幸存下来的呢？2011
年 9月 2日上午，秦九凤和茭陵乡的两位
领导同志在河南安阳市阳光小区找到了
年已八旬的刘本成夫人杨秀萍女士。她
透露说，刘本成当时被日本人的毒瓦斯
熏昏了，身上压着牺牲的战友，全身都是
血。日伪军打扫战场时，他已经清醒，但
没有作声。因为浑身血糊糊的，敌人也

就没发现。刘本成一直躺到夜里，直到
听到我方人员说话声，才从死人堆里爬
出来。

刘本成侥幸脱险。黄克诚师长说：
“这孩子命真大。一个连全光了，他还
能活下来。”后来，黄克诚直接将刘本
成调到身边当勤务员，之后又当他的警
卫员。年岁大了以后，黄克诚又安排刘
本成去学开汽车，专搞后勤工作。

1955年授衔时，刘本成是大尉。转
业到地方后，任安阳锻压设备厂副厂长，
并在 58岁时提前离休。1987年，刘本成
病故，享年63岁。

慰烈工程，金属探测仪找到烈

士遗骨

为更好地缅怀革命先烈，江苏省民
政厅将大胡庄烈士遗骨的发掘及陵园建
设列入江苏省“请烈士回家”——“慰
烈工程”项目。从 2011 年年底开始，
淮安区博物馆副馆长张驰带领工作人员
开始寻找当年掩埋烈士的地点，并进行
发掘。

寻找烈士遗骸的工作在刚开始就遇
到难题，当年见证这场残酷战斗的老人
相继离世，仍健在的由于年龄原因也记
不清楚当年掩埋烈士的具体位置。

据张驰介绍，尽管现仍健在的 3位
老人指认的地点各不相同，但最后还是
根据历史史料、刘本成生前的口述，综合
各种情况划定了一个 8000 平方米的范
围。工作人员首先采取的是考古界使用

的传统方法挖探沟。但由于当地的土质
含沙和含水量都极高，挖好的探沟里面
全都渗满水，根本无从勘测。此时，工作
人员又想到烈士牺牲时体内肯定有弹片
等，便决定用金属探测仪寻找。2011年
12月下旬，在使用金属探测仪的第 3天，
3台金属探测仪便发挥作用，在这 8000
平方米范围的西北角上最终确定了烈士
遗骸所在点。

张驰说，从发掘出来的烈士遗骸来
看，这些烈士牺牲时都很年轻。当年大
胡庄战斗结束后，当地农民用板车将牺
牲官兵的遗体运送至距大胡庄约 1.5公
里的东北方向地势低洼的乱坟岗进行掩
埋。在清理现场，张弛看到这些烈士遗
骨有的平躺，有的侧卧，有的张大嘴
巴，还有一具遗骨双手压住自己的颈
部，身体蜷曲，胸骨发绿，完全验证了
当时日军使用毒气弹的说法。而且在烈
士遗骨发掘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武器。
这一点也与刘本成的回忆记录相吻合。
在弹尽援绝之后，官兵们将手中的武器
一一拆解，有的扔进水塘、有的扔进猪
圈里，不让任何一件武器落入敌人之
手。先烈为了捍卫民族尊严而不畏强敌
的凛然正气和英勇事迹，让参与挖掘清
理烈士遗骸的工作人员和村民热泪盈
眶。

2014 年，大胡庄烈士陵园落成，
英烈的遗骨迁入陵园。陵园占地 32
亩，分纪念碑、陈列馆和市民广场三大
主体部分。纪念碑位于茭陵乡大胡庄原
小西场战斗的旧址北侧，碑名是由当年
新四军第 3师第 8旅政治部主任、后曾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的吴信泉
题写，笔力遒劲，寄托着人民对英烈们
的深切怀念。清明时节，前来瞻仰悼念
的各界群众络绎不绝。大胡庄烈士所在
连——65535 部队 2连年年派人来大胡
庄祭扫烈士墓。
“几十年来，连队番号在变，人员在

变，但我们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先烈，
将永远把大胡庄烈士精神当做连队建
设发展的宝贵财富。”该连指导员张爱
辉说。

“请烈士回家”—

永不忘记，大胡庄战斗的先烈
■刘 权 朱天羽

酒海，是广西桂北农村一带百姓俗
称的一种盛酒容器。酒海井，位于广西灌
阳县新圩镇北约 8公里处，距灌阳县城
18 公里，全沙公路西侧。井口直径约 2
米，上小下大，下有一条地下暗河相通，
因其形取名“酒海井”。这里，也是 1934
年湘江战役中一百多名红军战士殉难的
地方。

广西桂北的灌阳，是红军三次经过、
英勇战斗过的地方。

第一次是红七军北上中央苏区经过
灌阳。1931年 1月 5日凌晨，经过全州整
顿的红七军 4000余人，在前委书记邓小
平、总指挥李明瑞和军长张云逸的率领
下，离开全州县城，向东南进入灌阳的陈
家坪、王道、勒塘村一带，并在该地宿营。

第二天早上离开驻地，向湖南进发。红军
先头部队击溃桂湘边界永安关上湖南一
侧的湘军守敌一个排，红七军顺利通过
永安关。

第二次是红六军团西征经过灌阳。
1934 年 9 月 2日，红六军团主力部队在
中央代表、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和军
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等率领下，为避实就
虚，绕道清水关进入灌阳。在此，红军在
与桂军的激战中伤亡100多人。

第三次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灌阳。
1934年，中央红军在先后突破蒋介石设
置的三道封锁线后，于当年 11月 25日开
始进入广西灌阳。红军的足迹遍及灌阳
县的文市、水车、新圩、灌阳、西山五个乡
镇的 400多个村屯。毛泽东、周恩来、朱
德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
灌阳经过并驻扎过。

红军三次经过灌阳，尤以第三次与
敌人的殊死战斗堪为壮烈，总计有 6000
多名红军英烈在灌阳献出了年轻而宝贵
的生命。由于当时战事危急，牺牲的红军
官兵大多由当地百姓就地掩埋，红军遗
骸散葬于县境各地。尤其是新圩阻击战
时，红军设立在新圩镇和睦村下立湾屯
蒋氏村民祠堂的战地救护所里，有一百
多名红军重伤员因来不及转移，被敌人

抓住后被活生生地扔进一公里外的酒海
井里而全部壮烈牺牲。

为了铭记这段悲壮的历史，传承
红军长征精神，从 1998 年开始，在红
军后代、时任县民政局局长俸顺喜的
多方呼吁下，建立酒海井红军烈士纪
念碑的倡议，得到了中共灌阳县委、
县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民政部门也
逐级上报以求得到上级的支持。当
时，在申报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
问题和情况：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国家已经在附近的兴安县修建了红
军突破湘江的纪念碑园，而灌阳、全州
没有建设项目；二是当时上级相关部门
财力困难，难以给红军战斗过的县立项
和安排资金建设纪念标志。面对困难和
问题，县里在进一步总结地方优势、提
出充分理由继续不断向上级请示汇报的
同时，综合考量酒海井红军烈士纪念碑
建设的重要意义、建设规模、地理环境
等因素，先后拿出了五套建设方案，并
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发动党政机关干
部捐款。灌阳县的实际行动也得到上级
的大力支持，他们来到灌阳实地调研、
现场办公。200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
民政厅给灌阳拨出了建设酒海井红军烈
士纪念碑的专项资金。经过一年的艰苦

努力，2004 年 10月，酒海井红军烈士
纪念碑及陵园建成，并正式向群众开
放。陵园占地面积 3500 平方米，纪念
碑高 8.1米，酒海井前立有“红军烈士
殉难处”石碑，周围修建了护栏，园内
种上了柏树。它的建成，既满足了灌阳
人民“让烈士安息”的心愿，也是对红
军长征精神的有力传承。酒海井红军烈
士纪念碑及陵园的建成和开放，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这里也成了党政
机关、驻军部队、社会团体、厂矿学校
及乡村的干部群众开展党团活动、进
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去处。2006 年 5
月，作为湘江战役的系列纪念设施，
酒海井红军烈士陵园被国务院公布为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寻找散落在灌阳县境内的红军烈士
遗骸，祭奠英灵、教育后人，一直是灌阳
人民对英烈所要表达的敬仰之情，是对
英雄的尊重，也是对革命历史的负责。
2013 年初开始，中共灌阳县委、县人民
政府正式启动这项工作，由民政局等单
位牵头，组成专门的工作队，在相关乡镇
政府、村委会的积极配合下，广泛发动群
众，到红军经过的村屯、到当年红军战斗
过的每一个地方，进行现场搜寻、确认。
与此同时，由县人民政府出面，与福建、

江西、湖南及广西的白色、龙州等地取得
联系，共同核实和完善《红军烈士英名
录》的内容。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工作
队基本掌握了红军烈士散葬的地方，同
时，将之前《红军烈士英名录》1800多名
烈士名单增加到 2500多名，最后补充完
善到 3500 多名。最后，工作队将掌握的
情况，以文字和专题短片的形式，逐级
上报到国家民政部。

2014 年 9月开始，在国家民政部
门以及上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灌阳县对酒海井原有的红军烈士陵园
进行规划扩建，通过自筹资金和向上
级民政部门申请立项，将其建设为酒
海井红军纪念园。整个项目规划用地
150亩，具体项目有红军烈士陵园、纪
念广场、纪念塔、纪念馆、红军雕塑、烈
士英名录等。主体工程项目分两期建
设，第一期为主墓区建设，第二期为纪
念塔、广场、服务设施等建设。主墓区
建设完成后，2016 年 9 月 28 日，灌阳
进行了第一批红军烈士遗骸迁葬；是
年 9月 30日即国家公祭日，举行了酒
海井红军纪念园开园仪式。

2017年 8月 13日，桂林市决定启动
所辖的灌阳县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查找
打捞工作。前期因淤泥堵塞洞口情况严
重，无法开展水下勘查打捞工作。从 9月
1日起，采取了抽水、阻水、分流、清淤等
一系列措施，于 9月 12日上午 10时许，
发现了第一块人体骸骨。随着工作的推
进，在井内的淤泥内发现了更多骸骨。
经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中山大
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和党史部门有
关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对骸骨进行清
洗、分类、修复，并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
对骸骨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等各方
面进行科学鉴定后，确认这些骸骨为当
年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9
月 24日上午，由中共桂林市委、市人民
政府主办，中共灌阳县委、县人民政府
承办，在纪念园隆重庄严地举行了酒海
井红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广西壮族自

治区有关部门、桂林
市和灌阳县相关领
导、红军后人和社会
各界群众共 3000 余
人参加了安葬仪式。

酒海井红军纪念
园修建的同时，灌阳
县又在上级有关部门
帮助下建成了新圩阻
击战陈列馆，修缮了
红 5 师指挥所、红军
救护所以及枫树脚战
场遗址，形成了一系
列的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的场所。

“让烈士安息”—

酒海井红军烈士终入纪念园
■文东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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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我们呼唤英雄的名字
习主席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

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纵观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从“砍头
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到“为了新中国，前进！”无数革命先烈为了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留给后人一笔丰厚
的精神财富。

时值清明节到来之际，我们满怀对革命英烈的无限崇敬之
情，再次走进血与火的革命历史，在时空隧道里寻觅英烈、细

读英烈、感怀英烈，把英烈们的精神特质融进自己的血脉之
中，并持之以恒地传承下去。在此，我们特推出江苏淮安及广
西灌阳人民寻找、发掘、祭奠革命英烈的故事，以期我们今后
进一步用历史与现实说话，为历史和英雄正名，捍卫革命英烈
形象，激发广大部队官兵弘扬革命传统精神，积极投身到强军
实践之中去。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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