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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将至，选了
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笔者重访了山西
省灵丘县的平型关烈士陵园。去陵园的
路途并不远，它就位于唐河北岸，从县城
出发，驱车十几分钟就到。

这座烈士陵园，是为了缅怀平型关
大捷和抗日战争期间在灵丘抗日战场上
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而修建的。1962
年 7月始，灵丘县调集全县的能工巧匠
历时三年建设，于 1965 年 9 月 25 日竣
工。烈士陵园修建期间，灵丘县发动群
众，将平型关大捷中牺牲的埋葬在乔沟、
驿马岭、冉庄一带的烈士遗骨，以及在抗
战时期各个战斗中牺牲的烈士遗骨迁回
了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 556 位平型
关大捷及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遗
骨，其中平型关大捷牺牲的烈士264位。

平型关烈士陵园是山西省晋北地区
规模最大的烈士陵园。1987年 10月 20
日，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列为山西省重点

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2001年，杨
成武将军为烈士陵园题写园名——平型
关烈士陵园。2009年，该陵园被公布为
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5年 8月
24日，国务院公布“平型关烈士陵园”为
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之一。2016年 12月，平型关烈士陵园入
选《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

走进园内，只见松柏掩映下的烈士陵
园庄严肃穆，白色的墓丘与纪念碑静静地
矗立着。80余年的风雨洗礼，当年的战场
风貌不再，但站在这里，空气中依然嗅得
到当年那场战斗的悲壮气息。英烈古关
血溅处，凛然正气慑敌魂。多年来，我们
纪念胜利，更缅怀英烈，平型关大捷中英
勇牺牲的烈士们，也成为我们民族永远的
记忆。墓碑上，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他们
的英雄事迹曾在革命老前辈的回忆录或
者访谈录中出现过。他们中，有“猛子”连
长奋战群敌的故事，更有“英雄喋血老爷
庙”“秦二愣视死如归”“‘麻排长’勇捣敌
营”等撼动人心的传奇。

八路军第115师第 343旅第 685团第
2营第 5连的“猛子”连长真名叫曾贤生，
因作战勇猛被战友们称作“猛子”。 第5
连是南昌起义后随朱德上井冈山的老红

军连队。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时曾贤生是
刘亚楼同志的警卫员。当年平型关战斗
中，按照师首长的作战部署，杨得志的第
685团埋伏在乔沟西侧关沟与辛庄之间
公路两侧的丘陵山地上，负责截击日军的
先头部队。第 2营第 5连埋伏在最西端，
任务是截断日军前进的道路，不能放过一
个敌人。否则让敌军的先头部队与已在
长城脚下东跑池地区的日军汇合，就打乱
了我军平型关伏击战的作战计划。

为了打好八路军出师抗日第一仗，
战斗开始前，曾贤生就挑选出 20名骁勇
善战的战士，每人配备一把大刀，作为冲
锋陷阵的突击队。

战斗打响后，战士们看着钻进包围
圈的敌人，兴奋得像看见猎物的豹子一
样，只等着一声令下，扑向猎物。

团长下达攻击命令后，第 5连的步
枪、机枪一齐向最先进入伏击圈的日军
车队开火，并甩出一批手榴弹，顿时敌人
20多辆汽车被炸毁在公路上，几十名敌
人被炸伤，其余的敌人跳下汽车在一名
军官的指挥下进行反击。眼看时机成
熟，“猛子”连长拔出大刀怒吼一声：“大
刀队，上！”顷刻间，20名大刀队员如猛虎
一般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杀。
只见得刀光闪处，敌人鬼哭狼嚎，第 5连
的其余战士也冲上公路加入肉搏战。
“猛子”连长冲到公路上，大刀一晃，

一名敌人应声倒地。他从受伤的敌人手
中夺过一支带着刺刀的三八式步枪，冲入
敌群拼杀起来。几名敌人将他包围起来，
嘴里“嗷嗷”叫着围着转，连长大吼一声，
左右连刺，刺倒了两名敌人。他刚抹了一
把脸上带血的汗水，后面又有3名敌人端
着刺刀向他逼近，曾贤生临危不惧，一咬
牙拨开敌人的刺刀，猛地一下刺倒了右边
的敌人，反手又把刺刀扎进了左边敌人的
胸膛。第 3个敌人闪到他的身后准备偷
袭，机警的“猛子”连长急忙猫腰转身，正
要向敌人刺去，不料因身上多处受伤，脚
未站稳摔倒在地，被敌人趁机刺中小腹，
鲜血泉涌，瞬间浸透了军装。他凭着坚强
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忍着剧痛，挣扎着
站了起来，要与敌人血拼到底。这时，又
有五六个敌人向他包抄过来，等敌人靠近
他时，他毅然拉响了身上仅有的一颗手榴
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连长的壮举鼓舞了第 5连的其他战
士，指导员杨俊生不顾自己身负重伤，指
挥战士们继续与敌人拼杀。排长牺牲
了，班长主动接替指挥，班长牺牲了，老
战士带领大家往前冲……

经过 3个多小时的血战，第 5连将阵
地前近百名敌人全部消灭，没有放过一
车一卒，光荣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但是
第 5连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连 3个排
近 150人，战斗结束时，包括炊事员在内
只剩下了30人。

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第 115 师第
343旅的政治部和司令部颁发给战功卓
著的第 685 团第 2营第 5连“平型关大
战突击连”的奖旗。

“英雄喋血老爷庙”，讲述的是八路
军第686团第 3营第9连的战斗事迹。在
平型关大捷的乔沟伏击战中，被围困在
公路西段的日军抢先占领了老爷庙高
地，并居高临下向沟底公路上的我军发
起攻击，对我军造成很大的威胁。第3营
为夺回高地，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白刃
战。营长邓克明身负重伤，但他仍然不
下火线，大喊着：“12连跟我冲，誓死夺回
老爷庙！”转眼间，冲上了老爷庙北侧制
高点，边射击边向老爷庙顽敌冲击。隐
蔽在山坡上的第 9连战士们，冲锋号一
响，从10多米高的悬崖上纵身而跃，猛虎
般扑向敌人。连长刘炳才高声喊道：“同
志们，靠我们打近战、夜战的老传统，用
刺刀、手榴弹和鬼子干！”在第10连、第11
连火力掩护下，第 9连官兵冲上公路，将
大批手榴弹掷向敌群，随着爆炸声，敌人
军车上的物资碎片飞向空中，敌人成群
地倒下。未死的敌人，有的端着枪，有的
挥舞着战刀，向我方扑来，双方展开了肉
搏战。敌人一个个倒下去了，第9连也伤
亡惨重，但官兵们继续顽强地与敌拼杀，
前面的战友倒下了，后面的战士更加勇
猛地冲上来。没有子弹就用刺刀，刺刀
断了就用枪托，枪托断了就和敌人抱成
一团扭打。第3排赵排长身上多处负伤，
当他用刺刀连续刺死两名日军后，一个
日军军官突然把指挥刀刺进他的腹部，
他拼着一口气迅速将刺刀刺入了敌人的
前胸，最后咬着敌人的耳朵与敌同归于
尽。

战斗到最后，第 9连干部全部牺牲，
全连只剩下十几人仍在坚持战斗。在第
685 团、第 687 团的配合下，经过 3个多
小时的血战，终将老爷庙地区的 400 多
名敌人全部歼灭。
“秦二愣视死如归”，讲述的是八路军

第687团第 9连第2排排长秦二愣的战斗
事迹。当年的战斗中，日军步兵和辎重车
队基本进入乔沟后，埋伏在乔沟东出口的
第687团第3营向沟内敌人发动了猛烈攻
击，截断了日军退路。敌人队伍被打乱
后，沟内40余名日军冲上沟口西北山地，
占据山包向我军射击。第 9连向敌人反
击，第2排排长秦二愣带领13名战士冲上
去，炸掉了敌人的一挺重机枪，他又扔出
一颗手榴弹，炸死炸伤五六名敌人，然后
冲上去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连续刺倒了
两名敌人。这时，有四名敌人“嗷嗷”叫着
向他扑上来，四把刺刀在他的前胸后背闪
动着，可他面不改色，转着圈抵挡着敌人
的刺刀。当他拨开前面的两把刺刀，后面
敌人的刺刀猛地刺进了他的腰部，他痛苦
地皱了一下眉头。紧接着，他用尽全部的
力气，侧身猛地还了敌人一刺刀，这才摇
摆着身躯同敌人一起倒在了地上，英勇的
秦二愣排长牺牲了！

平型关战斗中，杨成武率独立团在
驿马岭成功地阻击涞源方向的增援日
军，保障了师主力乔沟伏击战的顺利进
行。因此，在驿马岭阻击战中也有许多
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在杨成武将军

的回忆录中有不少描述片段。
“醴陵拐子”张德仁是独立团第 1营

第 1连连长，湖南醴陵人。他不但不拐，
还有一双快腿，爬山涉水总走在别人前
头。他个子不高，非常机灵，活泼好动，爱
和同志们开玩笑。别人常常对付不了他
的那股子“刁劲”，就戏称他“醴陵拐子”。
驿马岭阻击战中，日军占据有利地形和火
力优势顽抗，使得第1营负责的正面阻击
战打得十分艰苦。为了钳制敌人，张德仁
从第1连阵地忽然站起，挥动着驳壳枪率
领战士们冲锋，他健步如飞，帽子都跑掉
了。半道上，他把驳壳枪往腰上一插，弯
腰顺手拾起敌人尸体旁的一支三八枪，打
开枪刺，领着战士们高呼着“杀啊！”迅猛
地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刹那
间，刀光闪处，血肉横飞……很快，公路上
的敌人被消灭了。张德仁从倒毙的敌人
手里换了一支枪，抬手擦了擦脸上的血
水，沙哑着嗓子吼道：“上啊！”又朝隘口冲
去。他像只松鼠一样，又蹦又跳，紧追着
溃退之敌，一股劲地往山上冲，敌人的火
力根本无法阻拦。不料他冲到半山腰时，
隘口两翼突然喷出七八条机枪火舌，张德
仁同志身子晃了晃倒下了，他身后的十几
名战士也纷纷中弹牺牲。
“麻排长”是独立团第1营第 2连第 1

排排长，因脸上的麻子被战友们称作“麻
排长”，至今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当
年的战斗中，第2连奉命从左翼冲击，第1
排的“麻排长”带领战士们秘密地攀上一
座悬崖，发现隘口东侧的一个山洼里密密
麻麻地支满了帐篷，有几百名日军正在吃
干粮。“麻排长”明知敌众我寡，但为了多
消灭敌人，配合正面阻击的营主力，破坏
日军的增援计划，他大胆地决定冲进敌
营。他和战士们向敌群甩出一批手榴弹，
炸得敌营大乱，几十名敌人被炸死炸伤。
紧接着“麻排长”和战士们跳下隘口，扑入
混乱的敌群，和敌人拼起刺刀来。但因寡
不敌众，第1排战士们陷入了敌人的重重

包围之中。“麻排长”腹部和腿上多处负
伤，仍和战士们死战不退，结果大部牺牲，
只有几个战士带伤撤下来。在“麻排长”
和第1排战士与敌人混战之际，杨成武团
长指挥第 1营、第 3营从南北两侧向隘口
敌人发动攻击，敌军指挥官摸不清我军有
多少兵力，无心恋战，丢下 300多具尸体
向涞源方向溃逃而去。

平型关大捷在抗日战争史上意义重
大，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八路军出师抗
日，首战大捷。胜利是辉煌的，更是来之
不易的。在当年这场战斗中，600 多名
八路军将士英勇牺牲或光荣负伤，其中
200 多位长眠在了这片土地上。然而，
由于战争年代条件所限，英雄的故事无
法一一赘述，有些无名英雄如何战斗到
生命的最后一刻至今也无人知晓。

今天，战火硝烟早已散去，但是当我
们翻开 14年厚重的抗战历史，总是会一
次次被革命先烈为民族独立解放而无私
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什么是伟大抗战精
神？82 年前在平型关战斗过的英雄们
已经用生命与鲜血作了最好的诠释。

清明：寻访平型关大捷烈士英灵
■毛春桃 吕民忠

记 史

沧桑岁月里的那道彩虹

日寇在 1941 年冬季和 1943 年的春
季、秋冬季三次对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河北省平山县进行了残酷的毁灭式扫
荡。每一次扫荡，日寇都不忘到平山县小
觉镇的小觉村，把全村烧一遍，同时，也要
把矗立在小觉村半山腰的一座烈士陵墓
炸毁一次。但每次日寇扫荡过后，小觉村
群众自己被烧毁的家园没有马上去修复，
却首先把这座陵墓重新修建好，留下了
“三毁三建”烈士陵墓的传奇故事。这座
烈士陵墓的主人是谁？原来，他就是小觉
村群众心中永远的英雄，人们口口相传的

“我们的周司令”——周建屏烈士。
周建屏，1892年 8月出生，祖籍江西

金溪，生于云南宣威。1909年考入云南讲
武堂，并加入云南新军，先后参加了护国
运动、护法运动以及讨伐陈炯明叛乱。
1926年经周恩来推荐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春经朱德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并转入朱德军官教育团。

大革命失败后，周建屏参加南昌起
义。1929年，被党派遣到方志敏领导的
赣东北根据地工作，先后被任命为红军
团长、师长。1934年 2月，周建屏参加第
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
执行委员。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周
建屏率红 7军团第 24师掩护主力红军离
开苏区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1936年 12月“西安事变”后到达延安。

1937 年 8月，周建屏出席了中共中
央在陕北洛川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任八路军第
115师第 343旅副旅长，率部开赴晋东北
抗日前线，参加平型关大捷。

1937年 10月 23日，周建屏和刘道生
率工作团和部队来到河北省平山县小觉
镇，沿滹沱河东进，到了平山县的洪子店
镇，以这里为立脚点，进行抗日宣传动员，
建立抗日救国会等各种抗日组织，开展群

众性的抗日斗争。10月下旬，日本侵略军
南进到平山县，在王母村驻扎了一个后方
医院。周建屏侦察后，决定奔袭王母村，
打击敌人，给鬼子一个下马威。他派人通
知附近的几个工作队，马上集中起来合成
一个排，同时挑选了 30名骁勇体壮的自
卫队员协同作战。同志们都劝他留在岭
上指挥，谁知他却来到村前，这是他的老
习惯，常在战斗部署完了以后，便到前沿
去指挥，和战士们一起战斗。

第二天，鬼子援兵赶来时，除了 30
多具尸体和一些断腿缺胳膊的伤员，别
的什么也没有看见，八路军和自卫队早
无踪影。从此，八路军转战太行的消息
在晋察冀传开了。

1937年 11月 7日，以聂荣臻为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成立。11
月 13日，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成立，
周建屏任司令员，并奉聂荣臻司令员的
命令，扩大与整编部队，在平山组建了晋
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八大队。

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在洪子店镇
成立的同时，在周建屏的指导下，平山县相
继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日本侵略军听
到这个消息，立即由石太线调来 1000多
人，企图袭击洪子店镇，一举消灭四分区机
关。周建屏立即请示上级，调来第343旅

两个团，由他统一指挥，埋伏在平山县辛庄
西的西凉山上，教导营也趁着黑夜，悄悄地
开上了辛庄东山。骄横的鬼子挺着胸脯，
扛着枪，朝洪子店镇扑来。当日军全部进
入两山之间的一个谷地时，周建屏一声令
下，霎时，响起急风暴雨般的枪声和手榴弹
爆炸声，打得鬼子人仰马翻，鬼哭狼嚎。
1000多鬼子除小部分逃跑外，其余被消
灭，取得了四分区建立后的第一个胜利。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在四分区管辖
的范围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群众抗日
的热情十分高涨，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加
八路军，到处打击敌人。各村的自卫队、
儿童团也很活跃，站岗放哨，骚扰敌人，
抗日力量在敌后的太行山区、滹沱河两
岸得到迅猛发展。进犯洪子店镇的日
军，连遭八路军的袭击，日夜提心吊胆，
没几天就撤回了平山城。

日军为消除后顾之忧，于 1937年 11
月下旬以其第 5、第 14、第 109师团及关
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万余人，
从平绥、平汉、正太和同蒲铁路沿线，分
8路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企图消灭
这一地区的八路军，摧毁共产党刚刚建
立不久的抗日根据地，以确保其后方和
交通线的安全。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虽然已经建立起

来，但实力弱小，经验不足，而它面对的
敌人却十分强大。为此，晋察冀抗日根
据地面临着第一次严峻的考验。12月中
旬，沿正太铁路进攻的日军第 5、第 109
师团各一部共 4000 余人，分别向平山、
盂县进犯，在晋察冀第三支队与群众武
装连续打击之下，日军十分疲惫。周建
屏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有利战机，会同徐
海东、黄克诚的第 344 旅由五台西南的
东冶镇进至平山以西的洪子店镇地区，
协同第三支队伺机打击进犯平山之敌。

15日，西路日军第109师团1500余人
分别由平定、寿阳出发，拟合击盂县后，东
下洪子店镇。晋察冀第三支队以有限兵
力，在盂县城南之清城镇歼敌200余人，迫
敌退回；南线，第344旅第687团一个营，于
井陉矿区北部紧靠平山边界的小寨地区设
伏，歼敌100余人，击退由井陉北犯之敌。
21日，日军第5师团第21联队千余人，由平
山出动，向洪子店镇西犯，第344旅主力与
由西线返回的第三支队一部，在温塘地区
设伏，痛歼日军400余人，迫其狼狈逃回平
山城，战役的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气急败坏的日军经过一天休整之后，
又纠集重兵，重新从井陉、平山两个方向
向洪子店镇扑来，并于 23日一度攻入镇
内。但时隔不到两个小时，八路军就将其

反击出镇外，并一直追赶到石家庄近郊，
胜利粉碎了敌人对洪子店镇的进攻。

周建屏率领军分区机关和部队，在日
伪军残酷的“封锁”“分割”“扫荡”和“蚕食”
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不忘宣传群众，支持群
众开展减租减息，帮助地方发展生产，建立
抗日民主政权，动员群众踊跃参军，建立地
方抗日武装，开创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周建屏戎马倥偬 30年，先后七次负
伤。由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和频繁的转
战，1938 年 6 月 13 日，周建屏旧伤复发
不治在小觉村去世。弥留之际，他留下
了最后的遗言：“你们替我转告官兵和民
众，要抗日到底……”。周建屏逝世后，
小觉村群众主动捐钱、出动人力用石头
修筑了烈士墓和烈士纪念塔，塔上的题
词“精神永生”昭示后人永远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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