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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辈出的中华大地，曾上演多少
“我死国存”的壮举。烽火硝烟中，父送
子、妻送夫、兄携弟，争相奔赴战场的故事
不胜枚举，其中有许多人再未归来。虽然
我们无法亲见他们浴血拼杀时的英勇，但

他们甘为祖国而牺牲的悲壮，早已铸成民
族记忆的丰碑。本文所讲述的四个故事，
每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同胞三兄弟，他们
都将热血赤忱和宝贵生命无私地奉献给
了伟大的祖国。 ——编 者

提起彭雪枫指挥的新四军游击支
队，了解抗战史的人都知道，这是纵横
江淮的“红色劲旅”，尤以骑兵彪悍见
长，而杀敌英雄谢氏三兄弟正是其中
的楷模。

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都是皖北
涡阳县谢庄人。日军侵入家乡后，大哥
谢继书第一个投奔了彭雪枫领导的新
四军游击支队，任第 1总队第 3营副营
长，率部多次痛击敌军。彭雪枫钦佩谢
继书娴熟的马上功夫，更欣赏他的个
性。一次，两人比骑射，落了下风的彭
雪枫对谢继书赞赏有加，豪爽的谢继书
将坐骑大白马送给彭雪枫，彭给大白马
起了个响亮的名字“火车头”，寓意在抗
战中一马当先。此后的日子，“火车头”
伴随彭雪枫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

1940年 4月的一天，谢继书从游击
支队司令部开会回来，途中被国民党第
5战区第 11游击总队头目耿大炮设伏
逮捕。耿大炮因其当伪军的拜把子兄
弟被新四军消灭，怀恨在心，抓到谢继

书后，对其百般折磨，最后将其杀害。
谢继书牺牲后，全国舆论哗然，在舆论
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向新四军游击支队
致信道歉。

谢继书的大弟谢继祥于 1939年参
加新四军，在永城县北三座楼的战斗中，
他不仅击毙多名日军，还活捉一名日军
小队长，受到嘉奖。1940年 6月 1日，皖
北日伪军兵分三路，合击游击支队驻地
新兴集。战斗中，谢继祥率警卫连阻击，
因敌众我寡，队伍被日伪军分割。为掩
护战友撤退，谢继祥跳出掩体，连续向敌
人投掷手榴弹。最终，谢继祥身负重伤，
倒在地上，包围上来的日伪军对受伤的

谢继祥疯狂刺杀，他用尽力气拉响最后
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两位哥哥捐躯后不久，同样参加新
四军的谢家小儿子谢继良也面临生死
考验。1940年 7月，日伪军袭击新四军
游击支队第 1 总队，谢继良奉命打阻
击。在子弹、手榴弹都打光扔尽时，他
端起刺刀与日军展开肉搏，在杀死两名
日军后，献出了19岁的生命。

短短四个月内，谢氏三兄弟先后牺
牲。他们的母亲深明大义地说：“为国
而死，死得值得！我老了，不能为国尽
忠，但我和儿媳要把孙子培养成人，让
他们长大后精忠报国！”

三兄弟四个月内先后牺牲

华北抗战战场上，八路军队伍里的徐宝珊、
徐宝璧、徐宝珍三兄弟可谓名声显赫。

大哥徐宝珊是八路军第 129师新编第 7旅第
24团团长。因在百团大战中战功卓著，他指挥的
团被授予“模范战斗团”称号。战斗中，徐宝珊总
是身先士卒。1941 年春节，第 24团突遭日军袭
击，副团长万德坤立即指挥反击，徐宝珊也赶到
前线，万德坤急得直跺脚：“我牺牲了不要紧，你
出了危险谁来领导部队？”徐宝珊笑笑说：“不要
紧。”像这样的情景不是第一次，每次他都冲在最
前头，撤退在最后边。1942年 5月中旬，日军为消
灭太行区的八路军总部和第 129师领导机关，出
动万余兵力实行“铁壁合围”。25日，徐宝珊在山
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麻田地区突围战斗中牺牲，时年34岁。

徐宝珊牺牲后，三弟徐宝璧、五弟徐宝珍继续浴血杀
敌。1944年，齐禹战役打响，齐禹大队和各区中队负责袭击

伪军团部，徐宝珍最先冲进敌团部，亲手击毙
伪军团长。但之后不久，徐宝珍便在齐河华店
范庄的战斗中光荣牺牲。据战友回忆，徐宝珍
主动要求留下来阻击敌人，子弹打光了，就和
敌人拼刺刀，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和大哥及五弟相比，倒在抗战胜利时刻的
徐宝璧更让人扼腕。1945年 9月 18日，已是八
路军泰运军分区主力第 5团第 1营营长的徐宝
璧率部攻击茌平县城，消灭不肯放下武器的日
伪军。战斗中，徐宝璧为摸清敌情，带着通信员
赶到城东观察地形，被碉堡里的敌人用枪打中
腹部。军分区司令员刘致远火速赶来，徐宝璧
用手捂着腹部，微微睁开双眼对刘致远说：“革

命到底，攻城要紧。”他还对守候自己的通信员说：“别伤心，告
诉同志们，家里人……”话没说完，徐宝璧便停止了呼吸。
（由于战争年代缘故，徐宝璧、徐宝珍兄弟未能留下影像资料）

三豪杰浴血抗战留美名

抗战时期，八路军山东纵队第 3支
队司令员马耀南、渤海军区第 6分区副
司令员马晓云和山东抗日救国军第 5军
第 1支队司令员马天民是一母同胞。

大哥马耀南原是白面书生，后来举
起抗日义旗，加入共产党的抗战队伍。
在大哥影响下，二弟马晓云、三弟马天
民也纷纷走上革命道路。兄弟三人带
领八路军攻据点，打伏击，破铁路，屡屡
重创日军。敌人将他们视为“眼中钉”，
四处张贴布告，悬重赏捉拿。

1939 年 7 月 22 日拂晓，马耀南率
部开入桓台县牛王庄，打算与另一支
部队汇合。日军获悉后，立即将牛王
庄包围，一番激战，部队成功突围，但
不幸的是，身先士卒的马耀南被一颗
子弹穿透胸膛，牺牲时年仅 37 岁。得
知大哥牺牲的消息，马天民万分悲痛，
国仇家恨交织在一起，使他更加坚定
地要像大哥一样去战斗。同年 10月 13
日，有人送来情报：长山县城西大辛庄
有户人家存有一支枪，别的同志曾去
要过，但没要来。马天民得到情报后，
决定亲自去要枪，壮大队伍。随后，他

带着两个警卫员来到大辛庄。次日拂
晓，突然枪声大作，日伪军向这里扑
来。原来，马天民被叛徒出卖，这一切
都是敌人精心策划的阴谋。29 岁的马
天民一边射击，一边撤退，最后身中数
弹，倒在血泊中。

大哥、三弟牺牲的消息传来，马晓
云悲痛万分，他擦干眼泪，继续战斗。
1944年 8月 10日，攻打日伪据点王家庄
时，据点内的四座炮楼被攻下三个，残
敌龟缩在西南角一个炮楼中负隅顽抗，

我军几次强攻均未拿下。马晓云决定
用大型炸药包将其炸毁。他怕现有炸
药受潮，爆破时会出问题，便专门派人
弄来 60斤新的炸药。马晓云从指挥所
出来，想检查一下炸药质量，就在这时，
敌人一发炮弹落在炸药上。冲天的爆
炸气浪把马晓云推出五六米远，等到战
友赶来时，他已停止呼吸，时年38岁。
“一马三司令”均血洒疆场，没能

看到抗战胜利，但他们的英名却永载
史册。

“一马三司令”血洒疆场

同样在山东，潍坊出了为革命而献
身的庄家三兄弟。

抗战时期，大哥庄升明担任北掖第
12区区长，带领全区军民与日伪斗争。
1944 年 8 月 11 日，日伪军到第 12 区扫
荡，为保护群众，庄升明不顾安危向敌人
猛烈还击。枪声一响，敌人的注意力从
群众身上全转到庄升明那里，对他展开
围攻。受伤倒地后，敌人用刺刀猛刺庄
升明，他宁死不屈，高呼着“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

二弟庄跃天是八路军潍南独立营
第 1 连政治指导员。抗战刚胜利不
久，国民党就蓄意挑起内战。1946 年，
由青岛登陆的国民党军不断进犯解放
区,激起了解放区军民的奋力反抗。
梨园战斗中，庄跃天带领一个排攻克
敌连部，烧毁敌碉堡，打退两百余敌军
的进攻。战斗中，庄跃天左臂受伤，被
西海军分区评为战斗模范。同年 6
月，正值麦收时节，国民党军一部窜至
东西曹庄一带，妄图抢粮，庄跃天带领
第 1 连迅速出击，占领东曹庄西南角
的墓地做掩护，从敌人侧翼展开进
攻。战斗激烈时，庄跃天头部中弹牺
牲，年仅 20岁。

三弟庄龙震追随两位哥哥参加革
命时，年仅 13 岁。 1946 年 10 月，他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64 师司令部做
机要译电工作。 1950 年朝鲜战争爆
发， 22 岁的庄龙震随中国人民志愿
军跨过鸭绿江。到朝鲜后不久，庄龙
震便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他强忍伤痛
继续工作。由于环境艰苦，医疗条件
差，最后伤情恶化，庄龙震牺牲在朝
鲜战场。

以上披露的历史故事令后人感
叹，多少同胞忠烈，兄前赴，弟后继，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不顾身地投入
到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新中
国正是在先烈英勇无畏的牺牲中屹立
东方。

三次战争三人献身

追忆为国捐躯的同胞兄弟
■罗小柔

军史珍闻

发掘，历史深处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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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位于江苏省西南部，北临长
江，与扬州、常州、南京毗邻，1928年至
1949 年为民国江苏省省会。1949 年 4
月 23日，镇江解放。

生于1882年、逝于1973年的陆小波
先生，镇江人，解放前担任过中央银行镇
江支行经理、镇江水电公司经理、茅麓公
司董事长、南京大同面粉厂董事长、镇江
市商会会长兼商团团长、江苏省商会联
合会理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镇

江市工商联筹委会主委、全国工商联常
委、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工商
联副主委、江苏省政协副主席。1951年
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任民建江苏工委
副主委、民建镇江市委主委。

陆小波先生是著名的民族工商业
者、实业家，是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
作共事的真挚朋友。荣毅仁称：“陆小波
先生爱国爱乡，是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

1949年春节期间，国民党政府代总
统李宗仁派特派员李明扬秘密来到镇
江，与陆小波会晤。得知李明扬是衔李
宗仁之命前往江北秘密会晤陈毅言谈
国是，陆小波即安排李明扬过江。当时
镇江至江北渡船只有一艘，国民党盘查
甚严。陆小波与渡船负责人周密安排，
亲自护送李明扬登船并请他向陈毅致
意。李明扬南返时，口传了陈毅要陆小
波“勿离镇，不久就要相见”的嘱咐。

陈毅与陆小波的交往很深，且相互敬
重。1938年夏，陈毅率新四军第1支队进
抵苏南，陆小波多次与陈毅会晤，并为其
介绍引见各方代表人士，协助金坛县茅麓
农林场老板纪振纲为新四军募集寒衣和
粮食医药等物资,将茅麓农林场自卫团近
300人武装的枪支弹药悉数交给新四军，
其中迫击炮、轻重机枪就达40多门（挺），
为当时装备简陋的新四军雪中送炭。
1940年春，他还主动派人函请北洋时期曾
任江苏省省长的韩国钧支持新四军抗日，
并请其多次出面调停国民党顽军韩德勤
部与新四军的摩擦，为新四军争取主动。

1949 年初，长江北岸的扬州解放
后，解放军的电台广播：要陆小波留在
镇江等待解放，要商会的商团保卫好工
厂、商店。共产党的公开“劝告”，引起
了国民党当局的不安，“把陆小波带走，
不要被共产党利用”成了当时国民党江
苏省政府的一致意见。一些要撤走的
国民党上层人士也劝陆小波不要抱“幻

想”，赶快准备撤走。
陆小波牢记陈毅“勿离镇”的嘱咐，

仅 1949 年 4 月 22 日当天，就四拒国民
党各方面人士要其到台湾去的劝说。

江苏省参议员、老友包明叔劝说陆
小波去台湾，陆小波婉拒并劝包也留在
镇江。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丁治磐，
在午宴中宣布江苏省政府迁往松江，并
派建设厅厅长于当日下午 4时邀陆小
波同车去沪。陆小波以“购好次晨车
票，明晚上海相会”为由，把建设厅厅长
哄走。晚间，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部第四军军长王作华派副官驱车来接，
陆小波称病不见，由家人待以烟茶，赠
以钞票，告之“正准备走，就等钱，钱一
到就走”。事前，他还叫人替他打了一
个铺盖卷，与一只小手提箱一起摆在沙
发上，做出要走的样子。副官见此情
景，也就复命交差了。深夜，镇江县县
长谢泌来电话，说是奉军长命，邀其同
行。陆小波直言相告，绝不离镇，并劝
谢留下来共同维持好地方秩序。

1949年4月22日夜，作为镇江市商会
会长的陆小波动员商店照常营业，指挥商
团荷枪登车维持秩序，制止地痞借机为非
作歹。

4月 23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侦
察分队到达镇江城。陆小波联络接待
军管会先遣代表，赶往商会要求轮船公
司立即放船迎接解放军渡江，并亲自到
江边指挥船只往返接送解放大军过
江。镇江联和轮船公司驾驶员夏阿毛
率先驾驶“协平轮”至六圩迎接解放军
渡江。随后，大批解放军相继渡江进入
镇江城内，镇江宣告解放。

4月 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
区镇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陆小波
迎接军管会代表接管镇江水电公司。
接管过程中，镇江城内商店照常营业，
水电供应正常，电话畅通，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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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史人物

亮相在历史的紧要关头

“七七事变”后，国外华侨和国际友
人纷纷来到延安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敌
后抗战，外语人才的缺乏日益凸显出
来。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抗战进入相
持阶段后，中共中央就把培养外语干部
列入议事日程。

1941年 3月，为了加强与苏联的交流
合作，中央军委指示，设在延安的中国人
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成立俄文队。
不久，俄文队发展为俄文大队，下设一、
二、三队。1941年 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
抗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12月，
俄文大队转为延安军事学院俄文科。

1942 年 6月，延安军事学院俄文科
调整为军委俄文学校。两年后，学校增
设了英文科，因此不能再用俄文学校的
名称，于是更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延
安外国语学校培养了一批军事翻译干
部和外语师资力量，为创办正规化的外
语学校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1946 年 1月，延安外国语学校部分
师生到达张家口市，在华北联合大学文
艺学院内成立外语系。6月，晋察冀军政
干部学校的外语干部训练班师生转入华
北联合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的外语系
合并成立外国语学院。1948 年 5月，学
院迁至河北省正定县城天主教堂。同年
8月，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改

名为华北大学，校址仍设在正定。华北
联合大学的外国语学院与北方大学的外
文班合并为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

此时，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面对新的形势，中共中央敏锐地意识到，
我党的外交人手远远不能够满足现实需
要，要成立新中国，并走上国际舞台，必须
培养一支属于自己的外事干部队伍。

其实早在 1947年 3月中共中央撤离
延安前，周恩来就亲自组织安排，把从南
京、重庆和北平撤回的外事干部编成一支
队伍，于3月9日离开延安向东进发，东渡
黄河来到晋绥解放区。5月 1日，根据中
共中央指示，将原军委外事组改组为中央
外事组，叶剑英兼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
马海德任顾问。下设三个处，即研究处、
编译处和新闻处。中央外事组成为新中
国外交部的前身。

1948 年 4月，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
后，中央外事组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筹建中央外事学校。1948年 6月，
经过紧张筹备，以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
学院英语系师生为基础，中央外事学
校成立。中央外事学校属部队编制，实
行军事化管理。从一开始，中央对学校
的建设就提出了很高的标准，要求办成
一所正规化的外语专科学校。

1948 年 11 月 29 日 ，平津战役打
响。随着平津战役的节节胜利，国民党
部队退缩到北平城内，北平成为一座孤
城。12月 15日，中央外事学校师生奉中
央外事组指示随军北上。由于当时北
平尚未解放，学校先迁到良乡县城。学

校很快恢复上课，除业务学习外，还进
一步加强政治学习，重点开展入城纪律
教育，有些学生还将参加北平、天津等
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
随后，外事学校搬迁到北平东郊南巷御
河桥。为了满足新中国成立后外事工作
之急需，中央指示扩校招生。6月，华北
大学二部外语系 30多名学生并入中央
外事学校，改称为外国语学校，仍隶属中
央外事组领导。到 9月份，全校师生已
达到1000多名，学校规模迅速扩大。

1949年 11月 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交部正式成立，外国语学校隶属外交
部领导。1953年夏季，学校第一次参加
全国统一招生，学制由 3年改为 4年。外
事专业属绝密专业，学校招生按国防军
工院校标准，提前到中学选拔学生。这
一届共招新生94人。

1954 年 8月，外国语学校经高教部
呈国务院批准，改称北京外国语学院，
行政领导关系由外交部转隶高教部。
这一时期，北京外国语学院与北京俄文
专修学院、北京俄语学院并行发展。

1959 年 2月，中央决定北京外国语
学院与北京俄语学院合并为新的北京
外国语学院，设有 6个系 8个专业和一个
留苏预备部。1960 年 9月，留苏预备部
撤销，成立外国留学生办公室。1994年
4月，学院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据
不完全统计，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走出驻
外大使 400多名，出任参赞的有 1000多
名，被誉为“新中国外交官摇篮”。

从延安走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
■杨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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