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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定基原名黄定成，是“临汾旅”的
首任旅长。他是 16岁参加红军的红小
鬼，在党的教育培养和人民群众的精心
哺育下，他从一名赤贫苦难家庭出身的
童工，成长为一名解放军战将。其中，
黄定基改名字的一段珍贵历史，可以见
证那段抗战岁月的艰苦卓绝，见证中华
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1937年 9月，红军大学教导师干部
队随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在长征中屡立战功的黄定成被总政治
部组织部派往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
由共产党员戎伍胜任政委兼政治主任
的决死第 3总队工作。11月中旬，他被
派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随营军政干部
学校第三分校三中队任中队政治指导
员。为了适应与阎锡山部合作抗日，不
暴露自己红军营长的身份，党组织决定
黄定成改名换姓，化名贾定基。黄定成
二话不说，坚决服从组织的需要和决
定。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都以贾定
基的化名指挥所部英勇地抗击日寇和
伪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使敌人一闻
贾定基之名而闻风丧胆。在整个抗日
战争期间，贾定基历任第二战区司令长
官随营军政干部学校第三分校三中队
政治指导员、中队长兼军事教官、山西
青年抗敌决死队第3纵队游击10团 2营
5连连长、2营营长、新编 2团 1营营长、
决 7团参谋长、副团长和决 9团副团长、
团长等职，长期转战于晋南和晋东南地
区、太行山和太岳山之间。在党组织的
培养下，经过抗日战争的磨练，他由一
名红军司号员成长为一位八路军的团
级优秀军事指挥员。他率部先后参加
了粉碎“十二月政变”、百团大战、红土
垴战斗、鲁村伏击战、襄垣战役、黄崖洞
兵工厂保卫战、白庄伏击战、反日伪“扫
荡”战、祁县战役、武乡蟠龙战役、沁
（县）武（乡）战役以及青浮战役等大小
数十次激烈战斗，大量消灭日军的有生
力量，多次受到八路军总部首长、刘邓

首长的表扬和八路军第 129 师通令嘉
奖。《新华日报》头版头条还刊登了贾定
基所部的战斗事迹和先进经验。

贾定基在百团大战中，总是率部与
友邻部队密切协同，身先士卒，冲在最
前面，在前沿阵地靠前沉着指挥，实施
破袭战。在反“蚕食”反“扫荡”的战斗
中，他率部神出鬼没地痛击日伪，机智
灵活地袭击敌人，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
设伏，破坏敌人交通，炸毁敌人的公路、
铁路、桥梁，割断敌人的电话线，捣毁敌
人的白晋铁路南关火车站、分水岭火车
站和洪善火车站，先后拔掉了马牧、榆
社、牛寺、东良、段村、沁县、祁县等敌人
据点，大量杀伤日伪的有生力量，迟滞
敌人的行动，缴获敌人大量的武器弹药

装备自己，以壮大自己的抵抗力量。
在抗日战争经济最困难时期，贾定

基率部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
军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利
用战斗间隙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力更
生，开荒种地，养猪养羊，挖掘野菜，开
办生产合作社，手工编织羊毛衣，组织
生产经营活动，发展手工业，渡过难关，
保证了部队的供给和旺盛的战斗力，彻
底粉碎了日军野蛮的“囚笼”政策。

1945年 2月，在硝烟弥漫的战斗中
奔波忙碌的贾定基已过“而立”之年，在
党组织的关心下，经太行第三军分区司
令员鲁瑞林和决 9团政治处主任张向
善等人的牵线搭桥，他与 19 岁的地方
妇女干部史兰英喜结良缘。

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
国军民经过 14 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战
胜了日本侵略者。1945年 8月 15日，日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宣告了抗日战争的
胜利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最后战
胜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为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历史
性贡献，中国人民为此承受了巨大的民
族牺牲。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自鸦片
战争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
解放战争，结束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屡
遭失败备受屈辱的历史。抗日战争胜
利了，贾定基给晋冀鲁豫军区八路军第
129师领导写报告，请示恢复黄定成的
姓名。刘伯承司令员看了报告以后，认
为贾定基在战场迭挫强敌，影响较大，
因此只同意改一个姓，名为黄定基。自
此以后，黄定成更名黄定基。

解放战争的临汾战役中，黄定基抱
病率太岳军区第 8纵队第 23旅奉命担
任主攻突击任务，连续两次以坑道爆破
的方式实施攻坚，为临汾战役的胜利发
挥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
献。1948年 6月 4日，华北军区副司令
员兼第一野战兵团司令员和政委的徐
向前，宣读了中央军委批准授予第 23
旅为“临汾旅”的决定，并将一面写有
“光荣的临汾旅”的荣誉锦旗亲手授予
旅长黄定基和政委肖新春。由此，第 23
旅成为全军著名的旅（师）级英雄战斗
集体，“临汾旅”的光辉旗帜在军中高高
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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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历史深处的精彩

在抗日战争中，戎冠秀是一个刚刚
四十多岁的普普通通的山村小脚女人。
她肤色黝黑，脸上布满皱纹，经常在脖子
上围着一条白毛巾。她连续六年担任河
北省平山县下盘松村妇救会主任。同时，
她还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她带头将
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部队；动员村里的
妇女支持丈夫、儿子参加八路军；鼓励全
村多交、交好的公粮；积极带头为子弟兵
做军鞋；组织妇女将负伤的八路军从战
场上用担架抬到后方医院……一切支援

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后方保障工作，她
都是积极主动，尽心尽力。

1943年秋天，日本鬼子对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发动了长达三个月的秋季大
“扫荡”。这期间，戎冠秀又是带领村民们
在大山里跑反“扫荡”，又是支援八路军
的作战行动，还克服重重困难，直接将一
个“打摆子”（疟疾）掉了队的八路军伤
员，藏到鬼子搜不到的石崖上。

一名和日本鬼子拼刺刀、身负六七
处伤的伤员，由于伤势太重，一动不动地
待在兵站里，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

天黑下来了，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
过眼的戎冠秀，主动找到兵站站长，要求
照顾这个素不相识、已经处于生死边缘
的八路军战士。

山区的秋夜已经是凉意很重了。当
戎冠秀看到那个伤员一只脚上既没穿
鞋也没穿袜子时，就一路小跑着折回
家，翻箱倒柜，最后从她女儿的棉衣襟
里撕下一大块棉花，又抱上一床被子，
回来给伤员盖上被子，用棉花给伤员裹
好光着的脚。

待了好一会儿，伤员仍是奄奄一息
地躺在那里丝毫也不动弹。戎冠秀琢磨
光这么着不是办法，伤员很可能就慢慢
地死去。于是，她烧了些开水，用嘴慢慢

地吹温，给人事不省的伤员喂水。可水都
顺着毫无反应的伤员的嘴角流走了。她
知道，伤员已经处于生死边缘了，如果再
喂不进水，肯定是救不过来了。于是，她
叫来一个叫生生子的媳妇帮忙，一起将
伤员的身子和头扶了起来，靠在自己的
怀中，像照顾自己的亲生孩子那样，继续
耐心地、慢慢地给伤员喂水……费了很
大的劲，两个人才将小半碗温水给伤员
喂了进去……

等到温水都进了伤员的肚子里后，
戎冠秀贴着伤员的耳边轻声问道：“你还
喝吗？”

紧闭双眼的伤员没有回答。可是，细
心的戎冠秀却发现，伤员的嘴角微微地
动了一下。

戎冠秀心中一喜，赶紧又烧了一碗
水，慢慢地给伤员喂了下去。然后，又热
了一碗豆浆，也慢慢地给伤员喂了下去
……

几分钟后，当戎冠秀再次问伤员“还
喝不喝”时，依然紧闭双眼的伤员，竟然
能嚅动着双唇，声音微弱地说出一个
“喝”字了。

就这样，经过大半夜的抢救与精心护
理，伤员终于慢慢苏醒过来。戎冠秀也才知
道：这名英雄的八路军战士，由于连续战斗

11天，已经整整五天五夜没吃没喝了。
听到来自基层的有关戎冠秀的事迹

汇报后，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的
朱良才，先是派专人去调查核实，然后又
下决心要把戎冠秀树立为全根据地的拥
军模范和人民子弟兵的母亲，号召全根
据地的军民向她学习，以此来推动全根
据地的拥军爱民工作和政治建设、政权
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以促进早日
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4 年 2 月，在边区群英大会上，
朱良才亲自将写有“子弟兵的母亲”、
贴着戎冠秀半身像的大红光荣旗赠给
戎冠秀，还在大会上号召边区全体女
同胞、全体人民向她看齐，广泛开展戎
冠秀拥军运动。

同时，朱良才还代表军区和边区政
府，向她赠送了银牌、布、铁锨、犁、镐、奖
金和一头栗色大骡子。在所有参加大会
代表的热烈欢呼声和掌声中，朱良才亲
自将骡子的缰绳递到戎冠秀的手上，让
戎冠秀骑到骡子上，由他亲自牵着骡子
的缰绳，接受全副武装的八路军指战员
的夹道欢呼。

群英大会后，戎冠秀的模范事迹迅
速传遍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全国各个
抗日根据地。由沙飞、石少华、汪洋、周郁

文等人拍摄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朱
良才向“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赠送光荣
旗与骡子、敬酒、敬礼、握手、牵骡子和戎
冠秀为伤员喂水的照片，也成为抗日战
争中的经典照片。如今，这几张照片依然
被许多纪念馆、博物馆和纪念画册上广

泛使用和刊登。这些照片，既印证着抗日
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
众的鱼水之情，也继续教育和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1949 年，戎冠秀作为英模代表，出
席了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还于 10
月 1日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
典。时任华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全国政协代表的朱良才，在这期间，专程
看望和再次鼓励了拥军模范戎冠秀。而
戎冠秀，也不负重托，在以后几十年的拥
军道路上，始终给全国人民做着光辉的
表率，还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
执委。

朱良才与“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的故事
■朱新春

阳会崖位于山西吕梁兴县东北，
地形狭长以山地为主，扼守兴县东大
门。1943 年 10月，日军集结近千人，企
图兵分两路，对我兴县进行报复性“扫
荡”。我晋绥军区特务团准备在此地
设伏并用地雷打击该敌，打破敌之合
围计划。

兵法有云：“隘形者，我先居之，必
盈之以待敌。”我参战部队提前对“附
近二十里以内皆作详细的调查与绘图
工作”，三次实施演习，最终选择地势
险要的阳会崖至明通沟段设伏。据解
放军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我部 4 个
连，于大路两侧高地构筑工事，布置伪

装，划分射击区域和突击路线，特别是
在敌必经之路埋设“蛇形式地雷”“地
雷及绳皆编好号码，每一雷皆有一个
投弹小组及干部”“阵地前密布了快火
手榴弹防敌突击我阵地”。16 日上午
敌出动，向我伏击区方向前进。10 时
许，敌前队进入我伏击区约 150 米，我
一处地雷绳索隐蔽不良被其发现，敌
慌乱四散。投弹组当机立断迅速拉响
地雷，“机枪火力、手榴弹一齐开火，敌
受地形之限制两面皆是断壁向后拥作
数团，敌本队向我七连处沟内跑又被
机枪火力封锁，无奈即堆在七连阵地
前山脚下”。敌拥挤之地正是我埋雷
之处，投弹组抓住机会拉响地雷，“这
一杀伤敌死与伤者达四十余人”“战约
四十分钟敌全无抵抗能力”。尔后，敌
增援部队赶到，我接到号令主动撤出
战斗，“此次战斗敌伤亡约百余”。

是役，敌人“受我地雷杀伤及威胁以

后，当日即不敢大胆前进占领兴县，皆是
走小路走河滩，至敌返回仍走山路及地
里面，在路上只要遇到可疑的地方即写
一条子贴上‘此处有地雷’”“在敌之精
神上已有了大的威胁，使敌再也不敢自
由走来走去”。

阳会崖巧布雷阵
■刘志翔

军史人物

亮相在历史紧要关头

图文军史馆

这片纸，托起历史的厚重

刘卫宁家在雄安新区安新县最北边
的于庄村。他是一个农民，院子里停着
一辆农用车。干完地里的活儿，他开着
车收购玉米，偶尔打打零工。跟普通农
家有些不一样的是，刘卫宁家的堂屋里
挂着“晴耕雨读”的一幅字，卧室里有不
少书，一台电脑看上去有些年头了。闲
下来的时候，刘卫宁就在这儿写文章。
他还有一个身份，文学爱好者。

今年 48 岁的刘卫宁只有初中文
化。上学时很喜欢读书，梦想是成为
一名作家。毕业后种地、打工，后来在
白沟卖服装 10 多年，手里的书始终没
有放下。那年夏天，刘卫宁的一篇小
说获得征文一等奖，之后又在报纸杂
志陆续发表作品，成为保定市作协、安
新县作协会员。

2015 年夏天，他写了一篇散文《于
庄村的八路坟》。文中写到：于庄村南边
有一排坟头，村里人称之为八路坟。他
记得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每年清明节
学生们都要到这里扫墓。后来，由于久
没人祭扫，这一排坟丘风吹雨淋，甚至分
辨不出到底是几座坟头。由于记忆久
远，很多人只知道这排坟头里埋葬的是
13个阵亡的八路军官兵。他们叫什么、
哪儿的人，在哪一场战斗中牺牲？时隔
多年，虽然八路坟在于庄村妇孺皆知，但
当年的战斗几乎没人说得清了。

村里 80 多岁的老八路刘同喜告诉
他，那是 1941 年麦收前，容城县马庄村
方向来了一股日军，从村西北进入于庄

村。战斗中，13 名八路军官兵壮烈牺
牲。鬼子撤出后，村里人把牺牲的八路
军官兵埋葬。第二年，12岁的刘同喜加
入了八路军，听战友讲述过那场战斗。

刘卫宁的文章在贴吧发表后引发很
多网友共鸣。2015 年 9月，安新县文广
新局、安新县作家协会在于庄村八路坟
举行了缅怀先烈的纪念活动。安新县民
政局还拨专款修建了于庄村八路军烈士
陵园。这件事让刘卫宁深有感触：“快要
被遗忘的八路坟，在大家的共同关注下
变成了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文学
创作是有使命感的。”

关于这些烈士所在部队的隶属，听
现在村里的老人讲，抗战时期，此地属于
冀中九分区，这支部队该是冀中军区的
部队。关于这场战斗，当年参与组建安
新县抗日武装的贾桂荣将军的后人提供
了一些情况。当时参战部队有三支武装
力量。一支部队打主攻，另外两支部队

负责外围阻击掩护。因力量悬殊无法有
效阻击敌人，一支队伍撤退至大王淀，另
一支队伍撤退到容城县留通村外的大
堤，进入白洋淀。为了掩护大部队，冀中
军区第18团 10多名官兵在这里牺牲。

在当地作协的一次活动中，作家郭
亚军告诉刘卫宁，自己查到资料，与发生
在于庄村的这次战斗有关，与贾桂荣将
军后人的回忆讲述相印证。于庄村八路
军烈士所属部队为冀中军区第 18团，战
斗中 14名八路军官兵阻击敌人，仅一人
受伤幸存，其他人都壮烈牺牲。其中一
人叫吴步云，山西人，是率部作战的营
长。
“郭亚军是雄县人，他查找资料查出

来是冀中军区第 18团。搞完那次活动
感触特别深，一个外县作家给我们考证
这件事，咱们自己也应该再做点儿什
么。”由此，刘卫宁更加关注当地抗战史
的收集和整理。

农民作家刘卫宁—

一篇散文与一座八路军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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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岁月里的那道彩虹

第4392期 边区群英大会上，朱良才（端碗者）向戎冠秀（中间坐者）热情敬酒。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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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冬，“雄安作家看雄安采风团”来到于庄村八路军烈士陵园聆

听烈士事迹介绍。 资料照片

临汾战役胜利后，第23旅被授予“光荣的临汾旅”荣誉锦旗。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