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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京昆高速山西段，从太原向西

南 70 余公里，便来到文水县刘胡兰纪

念馆。今年夏天，正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太原市小学生郭晋甫与妈妈

梁雅琦将红色之旅的首站选在这里。

刘胡兰纪念馆里人流不断。在烈

士纪念碑前，郭晋甫学着妈妈的样子，

低头默哀，行三鞠躬礼，然后将一束鲜

花敬献在烈士墓前。

纪念馆所在的刘胡兰村也正是梁

雅琦的故乡，她自小听着刘胡兰的革命

故事长大。英雄故事，代代相传。如

今，刘胡兰也成为儿子心中的偶像。

74 载岁月流逝，却冲不淡英雄的光

芒。这位少女英雄的背影依然清晰，精

神依然光彩夺目。

巍巍吕梁山，滔滔汾河水。脚下厚

实的黄土地印刻着她奔赴革命的足迹，

她面向铡刀坚贞不屈的铿锵话语，至今

仍激励着后来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不懈奋斗。

“姐姐那种敢想敢
干、沉稳大气、心胸开阔的
个性在童年就早已形成”

刘胡兰，1932 年 10 月 8 日出生在山

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

她一生短暂，甚至没来得及留下一

张照片。如今，我们可以从其胞妹刘爱

兰年轻时的照片中，寻到她的模样。

姐妹俩的姨妈王改卿曾回忆道：“胡

兰子是双眼皮、厚嘴巴、圆脸盘，比爱兰

子高出大半个头，但没爱兰子皮肤白。

姐妹俩很像，就是妹妹比姐姐年龄小，还

没有长成熟，没有姐姐稳重、大气。”在妹

妹刘爱兰心中，自己模样虽然与姐姐酷

似，但姐姐比自己要大方、开朗、硬气得

多。“姐姐那种敢想敢干、沉稳大气、心胸

开阔的个性在童年就早已形成。”

刘爱兰在《我的胞姐刘胡兰》一书

中回忆道：“在 1939 年那个寒冷刺骨的

冬天，我们的母亲怀着对我们姐妹俩的

不舍去世了。那时我刚 4 岁，姐姐也只

有 7 岁。幼小的我只会哭泣，家人为了

生计操劳哪能顾得上我，而姐姐却变得

坚强起来，也更加懂事了，她走到哪里

带我到哪里，给了我母爱般的关爱。”

就在刘胡兰母亲去世的前一年，日

本侵略者占领了文水县城，刘胡兰的童

年一直生活在日寇的屠刀下。1941 年

起，日寇在华北先后 5 次进行“强化治

安”运动，抗日战争进入极端艰苦的阶

段。驻文水敌人先后在平川几个村镇扎

下据点，云周西村一带也成了敌占区。

不幸中的万幸是，奶奶承担起了抚

养两姐妹长大的责任。刘胡兰也迅速

成长起来，10 岁时，已经学会了纺棉花，

家里大大小小的家务活她都干得利利

索索。提起孙女，奶奶总是非常自豪，

逢人便夸：“我家胡兰子这点像我，放得

下这个，就能拿得起那个。”

此时，山西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的热情日益高涨，文水县也成立了抗日

民主政府。革命斗争总是异常残酷。

常有村民为八路军传送情报，被抓后经

受严刑拷打，最后惨遭杀害。有一回，

刘胡兰的小伙伴金仙的妈妈李玉芳为

了掩护抗日民主政府干部，被敌人的狼

狗咬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可这些，

都没有吓退年幼的刘胡兰。

时任晋绥八地委“抗联”主任米建

书回忆说：“当时刘胡兰只有八九岁，圆

圆的脸，身体很结实，显得既沉着又机

灵。她放哨、送信，积极热情地支持八

路军的工作。刘胡兰特别向往西山抗

日根据地，每当我们驻村工作时，刘胡

兰就缠住我们不放，要我们教她唱抗日

歌曲、讲战斗故事……”

就这样，勇敢机灵的刘胡兰，经常

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

情报，与村里百姓一道掩护抗日民主政

府干部安全脱险。之后，随着斗争形势

的发展，云周西村成为这一带村庄的红

色据点之一，曾一度被称为“小延安”。

“共产党就是无产阶
级的先锋队，是思想最先
进，革命最彻底，最不怕
死的人”

1945 年 9 月 1 日 ，文 水 县 城 解 放 。

仅过了 8 天，文水县城又被国民党军阎

锡山部占领，刚刚见到天日的文水人民

又被笼罩在乌云之下。

为适应斗争形势发展、培养基层妇

女干部，中共文水县委决定，在距云周

西村东北方 8 里外的贯家堡举办妇女

干 部 训 练 班 。 考 虑 到 刘 胡 兰 只 有 13

岁，云周西村上报了 3 名学员，其中没

有刘胡兰的名字。

主持这项工作的县委妇女部长兼

五区“抗联”主任吕雪梅回忆道：“当时

胡兰子急匆匆地来找我，恳求参加训练

班。我反复劝她，以后学习的机会很

多，下次再去吧。可胡兰子态度很坚

决。我问她：‘你家里不同意怎么办？’

胡兰子爽快地回答：‘不同意，我也要

去，我要学文化，为穷人办事情。’”

1945 年 10 月的一天，刘胡兰瞒着

家人偷偷跑到贯家堡参加了训练班。

但在训练班里，刘胡兰又遇到了新的困

难：由于只在小学念过几天书，听课时，

看到别人都在记笔记，可她听了半天也

写不了几个字。

自觉不如人，刘胡兰一有空就练写

字。吕雪梅说：“胡兰子非常刻苦，倔强

好学。一天深夜，我从外面开会回来，看

见她伏在炕上的小桌上睡着了。手里还

拿着一支铅笔，本子上写着密密麻麻的

小字，最后一个坚决的‘决’字只写了两

个点。我把她唤醒后，叫她躺下睡觉。

她却揉揉眼睛，说不困，继续写字。”

1945 年 11 月底，刘胡兰从训练班

结业。经过革命思想熏陶的她，整个人

焕然一新。此时她已剪掉长发，梳着齐

耳短发，人消瘦了许多，一双大眼睛却

炯炯有神。

返乡后，区委组织委员石世芳看到

刘胡兰，故意考她：“学习结束了？怎么

样，有收获吧？”

刘 胡 兰 开 心 地 说 道 ：“ 收 获 可 大

啦！以前我是个糊涂虫，什么革命道理

都不懂，只知道打鬼子就是干革命……

只当参加工作就是八路军 ，就成了共

产党的人，以前我觉得自己就是共产

党了。”

石世芳问道：“那你说说看，共产党

是怎么回事？”

刘胡兰坚定地说道：“共产党就是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思想最先进，革

命最彻底、最不怕死的人！”

很多年后，80 多岁高龄的吕雪梅老

人，依旧清晰地记得刘胡兰入党时对她

说的一句话：“你放心，入党以后，我保

证经得起考验！”

但在当时，为了确定将刘胡兰发展

为党员，文水县五区委两次开会研究，

大家认为刘胡兰虽然只有 14 岁，但其

表现和觉悟是符合党员条件的，于是批

准刘胡兰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

不承想，入党后不到 7 个月，刘胡

兰就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铮铮誓言。

“如果她不是为了干
革命而牺牲，她也会组建
一个幸福的家庭……”

刘 胡 兰 长 到 十 三 四 岁 时 ，个 头 很

高，亭亭玉立。常有村里的大妈大婶上

门来提亲。

这时，奶奶总推脱说，胡兰子年纪

还小，家里舍不得。

刘爱兰最怕姐姐远嫁，她跟姐姐曾

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姐姐，和你一起

工作的同志那么多，你要是和他们好

了，或者和队伍上的好了，就会离开家

了。”

刘胡兰不假思索地答道：“部队上

有很多同志觉悟高、志向远大，现在我

们解放全中国，将来我们还要建设新中

国。部队上夫妻双方一起参加革命的

同志也不少呢！如果有性格合得来、工

作热情高、为人正直的同志看上我，我

也会考虑……但是这个事不仅要双方

家里同意，还要组织同意，姐姐一个人

决定是不行的。”

1946 年 秋 ，村 里 来 了 一 些 晋 中 军

分区的伤员。伤员里有个清瘦高个的

军人，是第 12 团的一个连长，名叫王本

固。他作战非常勇敢，是一位非常优

秀的基层指挥员。刘胡兰当时刚担任

妇女秘书工作，经常向他请教工作上

的事情。

1957 年，在纪念刘胡兰牺牲 10 周

年之际，王本固深情地回忆道，刘胡兰

在村里做妇女工作，我们去了以后，她

和部队的接触比较多。她经常发动妇

女帮助部队缝补衣服。后来我在这个

村养病，常和刘胡兰在一起讨论工作

上的事……

1964 年 1 月 16 日，王本固在《战友

报》发表了一篇悼念刘胡兰的文章，文

章写道：“当时，我到刘胡兰同志就义前

隐蔽过的草垛旁，在那里找到了她的钢

笔和我以前送给她的一个笔记本。我

看着这些珍贵的遗物，深深地感到，刘

胡兰同志在生死关头，念念不忘的仍然

是工作、斗争、革命！”

正如刘胡兰的妹妹刘爱兰所说，“王

连长和姐姐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革命

者，他们之间已经有了朦胧的爱情，但在

那个年代，那种感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

革命情、战友情。他们没有机会说出对

彼此的爱恋，是革命的滚滚洪流把他们

推到一起。如果她不是为了干革命而牺

牲，她也会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她是

一个有能力、有胆识、有智慧的优秀女

子，她的家庭也一定会温馨、美满……”

“你给我抬一个金人
来，我也不自白”

1946 年 6 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

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

面进攻。9 月，在阎锡山的命令下，第

72 师第 214 团、第 215 团等部气势汹汹

地闯入文水县境，实行“水漫平川”的残

酷“扫荡”政策。当地的地主武装“奋斗

复仇自卫队”也乘机猖狂活动。被划为

“开辟区”的云周西村，更是敌人袭击和

搜捕的目标。

于 是 ，上 级 决 定 把 一 些 身 份 已 公

开、不便于在平川隐蔽的干部，分批转

移上山，刘胡兰的名字也在其中。区委

把这一决定通知她时，她却表示自己人

熟地熟，当地的群众基础好，便于和敌

人展开斗争，要留在平川继续完成党的

工作。

文水县原县委书记石玉曾撰文回

忆了他和刘胡兰的一次谈话：“为了试

探一下她对形势变化后的态度，我说：

‘环境很快就要恶化了，有些同志要转

移到西山上去工作，下边只留少数同志

坚 持 工 作 ，要 你 留 在 村 里 行 不 行 ？’

‘行！’她满怀信心地回答。我说：‘敌人

要来了，留下以后很艰苦，也很危险。’

‘怕什么！’她坚定地回答。”

在这种形势下，刘胡兰和吕雪梅等

留下的干部随时都有被敌人捕杀的危

险。她们几乎每天都要转移，昼伏夜

出，风餐露宿。时值初冬，夜间找不到

可以蔽身的地方，她们就在墓穴里和衣

而眠。面对困难和危险，刘胡兰依旧坚

持斗争，经常在附近村庄隐蔽活动，把

上级的指示、传单等秘密送发给地下党

组织。

当 时 ，敌 人 委 派 的 云 周 西 村 村 长

石 佩 怀 作 恶 多 端 ，群 众 对 他 恨 之 入

骨。刘胡兰通过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

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上级领导，并代表

群众意见要求铲除这个“地头蛇”。在

一个漆黑的夜里，县武工队来到云周

西村，在刘胡兰的配合下，把这个作恶

多端的家伙处决了。云周西村的群众

得知后，大快人心。但这很快引起敌

人的恐惧和仇视，敌人开始了疯狂的

反扑。在严酷的形势下，刘胡兰销毁

了重要文件，并召集村妇女积极分子

秘密开会，安排了有关工作。

刘 胡 兰 的 父 亲 和 继 母 见 形 势 危

急，劝女儿还是上山去。刘胡兰镇定

地安慰二老说：“这些事我都知道，走

与不走要等上级的通知。”此时，党组

织对刘胡兰的处境也极为关注，派地

下交通员通知刘胡兰离开云周西村，1

月 12 日到北齐村村民安常厚家里，由

组织派人接她上山。

12 日拂晓，刘胡兰赶回家中准备行

装，忙碌中就听见锣声由远而近响了起

来。原来是盘踞在大象镇的敌军约 100

余人，突然包围了云周西村。敌军 1 营

特派员“大胡子”张全宝命令庙倌到村

里鸣锣，召集全村群众到庙前开会。

此时，刘胡兰已无法脱身。她做好

了和敌人殊死一搏的准备，随着人群向

观音庙走去。她悄悄从手指上卸下银

戒指，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洗得干干净净

的手帕和一个空万金油小盒，郑重地交

给了继母。很快，刘胡兰被敌人推进庙

里接受审讯。

山西省档案馆目前完好地保存着

这份名为《残害刘胡兰的凶手张匪全宝

供词》的原件。我们从中可以得知刘胡

兰被杀害的经过：

1947 年 1 月 12 日晨，徐得胜、张全

宝和吕德芳 3 个匪徒，带领阎锡山部队

十五团一营二连和奋斗复仇自卫队包

围了云周西村，抓住刘胡兰等 7 人并强

迫群众 200 余人到村南大庙旁广场开

会。匪徒张全宝问群众说：“刘胡兰是

好人还是坏人？”一个老汉说是好人，张

全宝说：“你说是好人先铡你。”当时，全

场群众要求放过刘胡兰等人，张全宝说

决不能饶恕。

接着，匪徒徐得胜宣布刘胡兰等人

的所谓“罪状”。徐得胜问：“刘胡兰，你

们村中还有谁是共产党员？”刘胡兰说：

“再没有，只是我一个。”张全宝又说：

“你自白。”刘胡兰坚决不自白，她说：

“死了没关系。再过十几年我又是这么

大！”匪徒先后铡死 6 个村民，铡死一个

就问她：“你怕不怕？你说出共产党员

来，就不杀你。”刘胡兰大义凛然地说：

“怕死不当共产党！”匪徒又说：“你自白

了，给你家里一份地。”刘胡兰说：“你给

我抬一个金人来，我也不自白。”说完从

容走向铡刀，壮烈牺牲。

供词最后，写着张全宝画押字样，

有红色指印，注明的时间地点为“一九

五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于 文 水 云 周 西

村”，并盖有文水县人民法院印。

漫 天 飞 雪 ，云 周 西 村 笼 罩 在 一 片

阴 霾 中 。 刘 胡 兰 最 后 留 给 这 片 土 地

的，是高昂的头颅和铮铮铁骨。而她

留给历史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

是永远被铭记的崇高精神。

1947 年 2 月 6 日，《晋绥日报》刊登

了关于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报道并发表

评论：“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同志，威武不

屈，慷慨就义，表现了崇高的无产阶级

品质。”“为表示对这位中国人民最勇敢

的女儿的崇敬，全村决定为她立碑永远

纪念。”

“你的凯歌声已传遍
了大地，铡刀已被震落了
它的牙齿，你永远是十五
岁的同志”

1947 年 3 月，在听取了任弼时汇报

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后，毛主席深

为感动，挥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

荣”。同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晋绥分

局决定，追认刘胡兰同志为中国共产

党正式党员。

刘 胡 兰 牺 牲 1 个 月 后 ，解 放 军 西

北战斗剧社编排的话剧《刘胡兰》在晋

南上演，随后刘胡兰的英雄事迹传遍

了各个解放区。广大军民被刘胡兰的

精神所鼓舞，人们化悲痛为力量，誓为

刘胡兰报仇，为解放全中国英勇战斗。

1948 年 10 月，13 岁的刘爱兰参军

入伍，进入西北战斗剧社。为充实排演

话剧《刘胡兰》，西北战斗剧社首长让刘

爱兰饰演姐姐刘胡兰。首长告诉她：

“打仗杀敌是为姐姐报仇，演戏宣传姐

姐的英雄事迹也是为姐姐报仇。我们

要解放全中国，让受苦的老百姓都过上

好日子。”每次演出，刘爱兰都会回忆起

姐姐牺牲的场景，她把自己当成真正的

刘胡兰，用剧情表现那悲壮的一幕。她

每一次出现，都会令全场群情激昂。有

的战士跳上舞台对她说，我们一定要为

你姐姐报仇；有的战士甚至要枪毙扮演

“大胡子”的演员……

运城地委党校离休干部陈荣光在

回忆文章《在西北军大的日子》中写道：

“1948 年的一天，正在陕甘宁边区指挥

作战的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看了

歌剧《刘胡兰》的演出。彭老总平时不

爱看戏，但这部戏，他从头看到尾，脸色

凝重、严肃。演出结束时，他走上舞台，

眼睛含着泪花和演员们一一握手，当即

指示：‘这个戏要在全军演出。’彭德怀

在第二天散步时还专门把几个主创人

员叫过去，对他们说：‘昨晚这个戏很

好，就是要排这种鼓舞战士士气、增加

战斗力的好戏，这就是文艺工作者对解

放战争最大的贡献。’”

74 年时光荏苒 ，在当年刘胡兰被

捕、就义的文水县云周西村观音庙附

近，已建成刘胡兰纪念馆。这里，是“全

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全

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和“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高大雄伟的纪念碑矗

立在广场花坛中央，纪念碑正面镌刻着

毛泽东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背

面镌刻着《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于追认

刘胡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

决定》。翠柏环绕间，汉白玉重塑的刘

胡兰雕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1964 年，文水县成立了一支继承刘

胡兰精神的女子民兵队伍——刘胡兰

英雄民兵班。如今，民兵班在市消防支

队的支持指导下，成立了全国首支 24

小时执勤备战的民间消防队伍——刘

胡兰女子消防队。

今 天 ，云 周 西 村 已 更 名 为 刘 胡 兰

村，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还会哼唱那首歌

谣：“文水平川平又平，出了个年轻的女

英雄！她的名字叫刘胡兰，她是咱们共

产党的优秀党员……”

有一首诗这样称赞刘胡兰：“你是

中华民族的好女儿，你是党所培植的

好女儿，革命信念超越了生和死。你

的凯歌声已传遍了大地，铡刀已被震

落了它的牙齿，你永远是十五岁的同

志！十五岁的青春是万古长青，五星

红 旗 上 有 你 的 血 痕 ，你 真 是‘ 生 的 伟

大，死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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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天飞雪，云周西村笼罩在一片阴霾中。刘胡兰最后留给这片土地的，是高昂的头颅和铮铮铁骨。

而她留给历史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是永远被铭记的崇高精神

“怕死不当共产党”
■梁 捷

刘胡兰的胞妹刘爱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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