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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高峰写给家人的5封书信。 制图：梁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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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 4月，河北省龙崇宣抗日民主
联合县在黑土沟召开干部会议。因一伪
乡长向敌告密，600余名日伪军企图偷袭
黑土沟，抓捕开会干部。负责警卫任务的
晋察冀军区第 40团 2连（现为陆军第 81
集团军某旅装步2连）在敌强我弱的情况
下，迅速抢占猴儿山有利地形，与日伪军
展开激烈战斗。

猴儿山位于黑土沟村西南，古长城
即沿其主峰东西方向延伸，是黑土沟附
近山村的天然屏障。4月 7日夜，经侦察
得知敌情后，2连党支部和地方干部召

开紧急会议，决定连队主力迅速撤往霍
家洼，接应开会人员向北转移，如情况
紧急，则迅速抢占并坚守猴儿山。8日
7 时，连队官兵越过霍家洼通过长城
时，发现三面受敌，部队按预定方案迅
速占领了猴儿山，控制各制高点。连长
谢瑞带 1排占领主峰，指导员王建书带
3排占领中峰，其中，8班和 9班位于主
峰东南，7 班前出到作为警戒阵地的
1784.9高地，全连居高临下抗击敌人。

很快，50余名敌人由猴儿山南侧偷
摸而来。当敌人距 7班阵地 40余米时，
我以急促火力一顿猛打，将敌击退，敌伤
亡10余人。8时左右，敌200余人在火力
掩护下，沿长城北侧向我发起冲击。待
敌靠近时，连长谢瑞指挥守卫在主峰的1
排战士集中火力进行射击，一次就杀伤

敌10余人。1排长鲁珍勇敢果断，敌人进
攻到哪个班的前沿阵地，他就跑到哪个班
指挥。中峰上，7班坚守阵地，力战群敌，
在8班和9班机枪火力支援下与敌激战半
小时。敌弃尸20余具，又退缩回去。

12时，张家口方向的日军 100余人
携大炮，沿常峪口、沙坡来援，妄图与两
股伪军三面夹击我 2连。14时左右，敌
在炮火掩护下，发起全面攻击。警戒阵
地立即被炮火淹没。7班长郭凤林左臂
受伤，就用右臂投手榴弹；面部受伤，不
能讲话，就用手比画着指挥战斗，极大
地振奋了战士们的士气。连队又一次
打退了敌人的攻击，毙伤敌 20余人。17
时，敌人久攻不下，气急败坏，集结 600
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同时从三面向我发
起冲击。全连官兵决心同敌人血战到

底。在艰苦奋战 12个小时后，2连胜利
完成掩护突围任务。

此次战斗，连队 7人牺牲，21 人受
伤，击毙敌军170余人。战后，7班荣立大
功，连长谢瑞、1排长鲁珍、7班长郭凤林
荣立特等功，连队被晋察冀军区授予“英
雄长城中队”荣誉称号。徐向前元帅在
鲜红的奖旗上亲笔题写“长城中队”。杨
成武将军为在战斗中牺牲的七勇士题
写“猴儿山英雄七烈士”纪念碑。

数十年来，连队官兵发扬猴儿山战
斗精神，叫响“敢啃硬骨头、敢闯最前
沿、敢打最恶仗”口号，不断取得新成
绩，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 1次、集体二等
功 12次、集体三等功 17次，被原北京军
区树为“基层文化建设的一面红旗”，4
次被原北京军区授予荣誉称号。

“长城中队”战旗—

血战猴儿山 英雄美名传
■罗 群 周格格

1928年 1月 12日，在中共宜章县委
的紧密配合下，朱德指挥南昌起义军余
部智取宜章县城，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
幕。次日，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
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 1师。师长
由朱德担任，陈毅、王尔琢、蔡协民分别
担任党代表、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之
后，朱德和陈毅赶紧着手布置全县各
区、乡的武装起义。朱德回忆说：“那
时，我们的人不到两千，这个时候我们
是下决心要大干一下的。”在朱德、陈毅
和宜章县委的发动和组织下，宜章县各
区、乡的农民革命风暴如火如荼地展
开。萧克有一首诗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农奴聚义起宜章，晃晃梭镖刺大天”。

当时掌管广东军政大权的李济深获
悉农民革命风暴即将席卷宜章全县的消
息后，立即密令曾在1927年5月21日发动
“马日事变”、大量屠杀工农的国民革命军
独立第3师师长许克祥“即日进剿，不得有
误”。本来，在朱德率起义军余部离开犁
铺头进入宜章莽山时，许克祥曾派出1个
团的兵力，从广东乐昌向莽山进犯。朱德
事先获得情报，早有准备，以1个营的兵力
将其打败。这次，一方面为了邀功请赏，
另一方面为了报上次失败之仇，许克祥亲
自带领所部6个团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向
宜章县城扑来。此时的许克祥自以为可
以依仗兵力优势取胜，便夸下海口说：“老
子用六个团同朱德的一个团去较量，吃掉
他绰绰有余！”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自
己竟又败在了朱德手下。

以逸待劳 相机歼敌

在获悉许克祥部追至岩泉圩、囤粮
坪石镇的情报后，朱德与陈毅、王尔琢等
认真研究了迎敌策略。朱德说：“的确，
敌人有不少优势，我们不能低估。他们
兵力数倍于我，武器装备精良，后方实力
雄厚。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决不
可采取南昌起义后那种死打硬拼的方
法，同敌人拼消耗。应该有勇有谋、灵活
机动、扬长避短，用游击战和正规战结合
的打法，去战胜敌人。”朱德的这些主张
得到了陈毅和王尔琢等人的赞同，部队
决定主动撤退、避敌锐气，“依靠山林和
群众”，以逸待劳、相机作战。接着，部队
又发动军民开控诉会，控诉许克祥屠杀
工农的滔天罪行，激发起军民对来犯之
敌的极大仇恨。很快，就有 2000多名农
民自愿要求参加战斗，广东的皈塘也有
数百名青壮年农民、赤卫队员纷纷要求
到前线与许克祥拼死一战。

1月 21 日，朱德、陈毅率部主动撤
出宜章县城，准备经梅田、浆水、碕石，
转移到离宜章县城西南约 40公里的黄
沙堡、笆篱、圣公坛一带山地。22日，部
队经过碕石村，受到当地村民的热烈欢
迎，并在这里过了一个热闹的春节。朱
德在军民大会上讲话，进一步鼓舞士
气，他说：“我们要干，手里没有枪，可以
用梭镖，五支梭镖可抵一条枪……”他
勉励大家“一切为着穷人翻身而战，一
切为着世界大同而战”。部队在开进黄
沙堡、笆篱、圣公坛一带山地后，一面发
动群众，一面争取时间进行休整，待机
歼敌。就在部队休整期间，朱德还收编
了一支由青年农民王光佑率领的农民

自卫武装，并命其在长岗岭相机行动。
当许克祥部气势汹汹地扑到宜章

时，工农革命军早已退入圣公坛一带大
山中隐蔽起来。许克祥进抵坪石后，设
指挥部，并将教导团和补充团留下，又将
两个团成“一”字形配置在坪石、长岗岭、
武阳司、栗源一线，自己则同另外两个团
进驻岩泉圩。来到岩泉圩后，许克祥派
人四处打听工农革命军的行踪，企图与
之决战。由于从当地群众口中得不到实
情，许克祥根本弄不清朱德的部队究竟
躲在何处。他洋洋得意地说：“自潮汕一
战，朱德成了惊弓之鸟。他在宜章得手，
是由于守兵麻痹受骗之故，非战之罪。
于今我许某大军一到，朱德自知不是敌
手，故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了。”

前后夹击 痛歼敌军

为了进一步摸清敌情，朱德派当地
共产党员、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迫击
炮手谭新去侦察敌情。谭新按照朱德的
安排，化装成一个商人，肩挑一副货郎担，
到敌军驻地走村串户，暗中记下敌人的军
力布置和火力配备等情况。他完成任务
回来后，将侦察到的敌情绘成图，交给朱
德。朱德认为，只要把许克祥在岩泉圩的
两个主力团歼灭，其余在栗源、长岗岭、武
阳司、坪石一线之敌，就不堪一击了。他
与陈毅、王尔琢等人研究后，决定将工农
革命军兵分两路向岩泉圩敌发起进攻。
具体作战方案是：一路由熟悉地形的胡少
海、谭新率领，绕敌侧面由白沙、笆篱、五
拱桥，经姚家村袭敌后背，以截断岩泉圩
之敌后路和阻止北面之敌增援；另一路为
主力，由朱德、陈毅亲自指挥，从敌正面走
大路经圣公坛、百岁亭，直捣岩泉圩。1月
31日拂晓，朱德率领主力部队到达离岩
泉圩只有5里路的柏树亭，做好了战斗准
备。至 8时左右，当敌军正在吃早饭时，
朱德指挥部队对敌军发起进攻。不久，胡
少海率部进入阵地，从敌后背夹击。敌军
仓皇应战，很快溃不成军。许克祥见势不
妙，下令部队向坪石撤退，企图回到坪石
再重整旗鼓，组织反扑。在接下来的战斗
中，许克祥被打得狼狈不堪。

曾参加过坪石战斗的赵镕在《跟随
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一文中写

道：“攻下岩泉后，朱德同志下令，‘决不
能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立刻乘胜追
击!’我军两路汇成一路，以最快的速度
向坪石攻击前进。当敌人跑到栗源时，
正好被又宽又深的乐水河拦住。面临
这前有大河，后有追兵的绝境，匪众叫
苦不迭。敌人两个团的残匪，除少数跑
得快的、会凫水的侥幸渡河逃命外，其
余大部连中弹带水淹，全部丧命在河
里。我军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迅速渡
河，继续向长岗岭、坪石追击。坪石是
粤北的一个重镇，约有三百多户人家，
是湘粤两省水陆交通的门户，南北往来
商贾多在这里汇集，所以历来兵家都把
它作为囤积物资的重地。本来许克祥
有 3个团的兵力在这一带防守，只因长
官们傲气冲天、骄焰十足，下面官兵自
然也就毫不在乎，只顾寻欢作乐，全无
应急准备。我军迅速追到坪石时，立即
占领四面高地。敌人仓促应战，已是措
手不及。八角楼方向枪声大作，炮声隆
隆，吓得敌军心惊胆战，飞快逃命。我
军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高呼为‘马日
事变’中死难烈士复仇的口号，冲入敌
阵。敌人只顾夺路逃命，自相践踏；有
的被踩死，有的跳河被淹死，还有不少
人跪在路旁哀求饶命。许克祥狼狈不
堪地脱下将官服，换上便衣，混入乱军
人群，跳上一只小木船，顺着武水逃往
韶关去了。战士们赶到渡口码头时，急
得跺脚：‘只怪老子晚来一步，早来一步
就活捉他了!’朱德同志正好来到渡口，
听了哈哈大笑，他风趣地说：‘我劝同志
哥莫着急、莫生气，恶人自有恶报，躲过
初一逃不过十五，刽子手终究逃不脱人
民的惩罚。’接着，他命令王尔琢、胡少
海同志率领部队继续追击，他们一口气
追到九峰脚下才返回坪石。”

战果辉煌 意义深远

就这样，坪石战斗取得了胜利。在
这次战斗中，主力人数不足两千的工农革
命军，不仅打垮了许克祥的一个整师，俘
虏敌官兵1000余人，还缴获步枪1500余
支、重机枪10余挺、各式手枪100余支、迫
击炮和过山炮30余门、子弹200多担、马
13匹。宜章农军在帮助工农革命军打扫
战场时，都戏称许克祥为“许送枪”。朱德

曾回忆说：“这一仗打得很好，我们抓了很
多俘虏，其中有一部分补充了我们的部
队。特别是在坪石，把许克祥的后方仓库
全部缴获了，补充和武装了自己，不仅得
到了机关枪，而且得到了迫击炮和大炮。
可以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

坪石战斗的胜利，在人民军队战争
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是朱德
领导部队从打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初
期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粟裕曾回
忆说：“打垮了许克祥之后，我们又重新
占领了宜章县城。这是潮汕失败之后
我军改变作战方法，首次获得重大成
功，并创造了以少胜多的优秀战例。”

这次战斗是如何运用游击战战术
取得胜利的呢？朱德曾回忆说：“开始
打游击，不打硬仗，打一仗就退几十里，
退到一个比较有利的地方，有机会就可
以休息几天……许克祥把他的 6个团摆
成长蛇阵，这就便于我们各个击破。所
以，战斗一打响，我们很快就把他先头
的一个团打垮，紧跟着追击下去，一路
走、一路打，把他的 6个团一个一个地都
打烂了。我们追到坪石时，敌人已溃不
成军，乱作一团。坪石是一条峡谷，且
无交叉道路，敌人只能沿这条峡谷逃
窜，我们就一直追下去，追到乐昌河边，
再不能追了才停止下来。”

以少胜多的坪石战斗
■庹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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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例

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会议纪念馆
里，珍藏着 5封尘封已久的家书。“烽火
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些写于 1937年
7月至 1938年 10月的烽火家书，承载着
绵长而醇厚的骨肉亲情，字里行间闪耀
着一位革命战士的拳拳赤子之心。

这些家书是由一位名叫林高峰的革
命军人写给家人的。林高峰于1917年出
生在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一户贫农家里。
1930年 3月，林高峰在校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在组织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
下，他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对党和革命
事业更加热爱。小学毕业后，他来到红军
药材合作社学医，为劳苦群众服务。

1932年，林高峰在蓬勃发展的革命
形势的鼓舞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
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最初，他在福建
军区政治部任宣传员，后到汀连独立营
任文书。不久后，林高峰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4年，林高峰调至福建军区第二
分区政治部任干事，同年 10月随军分区
转入根据地打游击。主力红军长征后，
林高峰坚持参加闽西南游击战争，历任
组织干事、宣传干事等职。在抗日战争
中，他先后任新四军第2支队第3团、第4
团政治宣传教育股长，第2支队政治部宣
传教育科长、政治部青年科长，新3团第3
营政治委员等职。1941年 1月，林高峰在
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

一

1937年 7月 7日，日本侵略者挑起卢
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则展
开全面抗战。得知此消息，随军驻扎在龙
岩白砂的红军战士林高峰，于7月29日给
父亲写了一封信：“近者国共合作已告成
功，全面抗战已将开始，中华民族解放的
曙光正向着大道迈进，尤其是在最近，为
了抗日救国实行全国征兵，何况我们已身
为军人，岂能落人之后乎。”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林高峰坚定地
向父亲表明自己身为军人的职责和使命，
表示自己决心参加抗战、誓死报国，同时
也劝慰家人要做好应对困难的准备。
“前时外祖父给我的信已收到，内容

知悉，但家中一切情形不大清楚，只知道
你那时发寒热病是滋养不外的原因，其
他都不了解，今年的粮食及收冬成绩如
何？我弟有读书么？进步怎样呢？近来
母亲身体如何？家中叔伯平安么？姊姊
身体如何？有帮助家中劳动么？常伯身
体还强健么？以上情形望详细告我。”

这封家书是林高峰在 11月 30日写
给双亲的。此前，林高峰收到外祖父写
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提及父母身患寒热
病，希望他回家看看。但此时，他身在部
队，而且马上要投入一场大战，回不了
家，只能给家里去信询问。这封家书虽
然只是一封普通的平安家信，但通篇充
满念家思亲之情。

二

1938年春，根据国共两党关于编组
新四军的协议，原活动在闽西、闽粤边、
闽赣边和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
为新四军第 2支队，下辖第 3、第 4团，全
支队共 1800余人。林高峰任第 3团政治
宣传教育股长，随军奔赴苏皖抗日前
线。2月 14日，在队伍开拔前夕，他给家
里寄去书信：“本军为要杀尽日奴，应时
刻准备上前线杀敌，以最后战胜日本，取
得最后胜利。”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林高
峰，就此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

1938年 6月，张鼎丞率领新四军第 2
支队机关和第 3团、第 4团，先后由泾县
田坊出发，穿过宣湾封锁线，进入江南敌
后地区，在京杭国道以西的江宁、溧水、
芜湖、当涂、宣城、高淳、句容等县开展抗
日活动。为配合各兄弟支队继续深入敌
后，钳制进犯华中之敌，配合正面战场作
战，新四军第 2支队在宁沪、宁芜铁路及
公路干线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战。8月 22
日，日军为维护其京沪、京芜铁路沿线的
交通安全，配合其主力进攻武汉，调集了
4500 余人，在 2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向
第 2支队的活动地区安徽当涂小丹阳进
行“扫荡”。林高峰所在的第 2支队在第
1支队的配合下，顽强奋战，击毙日军 50
余人，最终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在异

常频繁的战斗中，年轻的林高峰始终坚
持革命信念，英勇作战，在炮火中得到锤
炼，一步步成长起来。

三

在抗战过程中，身为政治宣传教育
股长的林高峰还积极动员家乡父老支持
前线抗战。9月 4日，他在苏南前线写信
给子崑外祖父、家琪大伯等人。信中写
道：“诸君，我们眼光要看得远，光明的日
子正在前面等着我们，因此希望你们做
事妥为慎重。”林高峰敦促亲友在后方必
须维护国共合作的协议，保护红军家属
生命财产的安全，携手同心共图抗战胜
利之大业。

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
上，林高峰深深明白家人心中的担忧和
挂念，为了宽慰亲人，他及时将前方的胜
利佳音转报给家中。10月 3日，他写信
给双亲报告近来部队在前线英勇杀敌取
得胜利的消息，信中写道：“本军在江南
地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天天与敌人
打仗，不断牵制敌人，且取得很大胜利。”
同时，他请父母一定要及时转告与自己
同时参军的同乡王胜、王集成、王直、王
荣光等人的家属，“均在一块，身体平
安”，并再三嘱托父母“请走他家”问候。

四

1941年 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
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刚升任新3团3营政
治委员的林高峰面对顽军，身先士卒，在
安徽泾县章家渡壮烈牺牲。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
山。林高峰从军 9年，与战友们同仇敌
忾，坚持抗战，最终血洒皖南大地，用生
命诠释了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用行动
践行了他在家书中的诺言，“身为军人，
岂能落人之后乎”。

今天，打开这些尘封的家书，我们依
然能读到思念和牵挂，读到忠勇和孝悌，
更能读到一位革命军人舍家卫国的炽热
情怀。林高峰留下的 5封家书，浸染着
亲人的泪痕，饱含了赤胆忠心，闪耀着优
秀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勇于牺牲的精神
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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