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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军史顾问：褚 银

战 将

新中国的开国将帅们无一不是从硝

烟中走来，无一不是经过战火的淬炼。

在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中，仅独臂将军便

有九位。他们身经百战，九死一生。这

其中就有晏福生。

革命生涯从安源开始

晏福生（原名晏国金），1904 年出生

于湖南省醴陵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7

岁时，因家中生活实在难以为继，他背井

离乡来到江西安源煤矿。1923 年，晏福

生参加了安源工人俱乐部和工会。当接

触到马列主义时，他就像在茫茫黑夜中

看到了曙光。不久，他被选为工人代表，

投入同路矿当局的斗争中。

1925 年 9 月，安源路矿当局勾结军

阀制造了“九月惨案”，晏福生被迫离开

安源回到醴陵。当时醴陵农民运动开展

得如火如荼，他立即投身农民运动，参加

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1927 年 7 月，他

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开始

后，晏福生回到安源担任工人纠察队队

长。他和大家一起积极维持路矿生产，

挫败了买办资本家停工停产、阻挠革命

的阴谋，有力支援了北伐战争。

1927 年，长沙因“马日事变”陷入白

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卫革命成果，晏福

生带领安源工人纠察队和萍乡农军 1000

余人参加了围攻长沙的战斗。随后，敌

人围攻安源，他和纠察队队员奋起反击，

同敌人顽强周旋 10 多天。湘赣边界秋

收起义后，党组织决定让他参加红军。

1928 年 11 月，晏福生回到安源担任秘密

交通员，为湘东特委和井冈山根据地递

送情报，护送来往同志。1933 年 6 月中

旬，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中国工农红军第

6 军团在永新县沙市成立，下辖第 17、第

18师。晏福生任第 17师第 49团特派员。

在红 6 军团西进途中，第 49 团作为

前锋，折回湘西，西进贵州，迂回北上，打

破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1934 年 10

月 24 日，红 6 军团与红 3 军在贵州省印

江县木黄会师。会合后，红 3 军恢复红 2

军团番号。此后，红 2、红 6 军团统一行

动，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长征途中的两次追悼会

11 月，红 2、红 6 军团发起湘西攻势，

占领永顺县城。接着，国民党军以新编

第 34 师 3 个 旅 共 1 万 余 人 ，逼 近 永 顺

城。红军主动弃城北移，诱敌深入。贺

龙等决定在龙家寨以北的十万坪谷地设

伏歼敌。晏福生与团长吴正卿率第 49

团作为主力参加了战斗。晏福生在指挥

第 2 营冲进寨头时，发现一股敌人突破

红军包围往西逃窜。晏福生来不及调动

部队，立即带着警卫员急追。

战斗结束后，晏福生和警卫员下落

不明，大家都以为他们牺牲了。当时战

况紧急，部队要马上转移，吴正卿将全团

指战员集合在一起，决定举行一个简短

的追悼会。就在追悼会进行之时，晏福

生和警卫员扛着缴获的枪支，押着几个

俘虏进入会场。大家都愣在那里，晏福

生看着战友们窘迫的样子，自己先乐了：

“敌人还没有消灭，革命还没有成功，阎

王爷不愿意收我呢！”一场虚惊之后，大

家禁不住开怀大笑。

紧接着，“死而复生”的晏福生率第

49团，协同其他部队连克桑植、大庸等县

城。1935 年 2 月底，第 6 军团重建第 18

师，晏福生任政委。11月，晏福生又调任

新组建的第 16 师政委。这时，蒋介石集

结重兵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起猛攻，

红 2、红 6 军团决定实行战略转移。1936

年 7月，由红 2、红 6军团与红 32军在甘孜

组成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

上。

10月 4日，第 16师作为右纵队前卫，

在师长张辉、政委晏福生带领下，为军团

开辟前进通道。5日，进至天水娘娘坝镇

时，张辉不幸牺牲，晏福生率部继续北

进。7 日，第 6 军团在罗家堡与胡宗南的

主力遭遇，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晏福生

率第 16 师浴血奋战，成功掩护主力转移

到安全地带。就在他指挥部队边打边撤

时，右臂被炸伤。警卫员赶紧把他扶到

隐蔽处包扎伤口。从隐蔽处出来后，他

们才发现与部队失散了。这时追兵将

至，晏福生命令警卫员带着文件包和武

器追赶部队，自己暂时隐蔽起来。

军团政委王震得知晏福生负伤下落

不明的消息后，立即派人返回罗家堡寻

找，但找遍当天同敌激战的每个山头和

土沟，均未见到晏福生的身影。当部队

到达渭河北岸，暂时摆脱了尾追之敌，王

震为晏福生举行了追悼大会。然而，10

月下旬，晏福生居然再次“死而复活”，拖

着断臂追上部队。

原来，警卫员走后，他挣扎着爬到山

下，躲进一座破窑洞里。天黑后，他敲开

一间茅屋的门。房主见晏福生负了伤，

便把他扶进屋。第二天，晏福生将仅有

的两块银圆留给房主，换上一身旧衣，将

右臂用布带吊在胸前，左手拄棍，艰难地

向北追赶部队。

4 天后，晏福生来到渭水河畔的五

十里铺附近。这里被国民党军控制着。

急于追赶部队的他蹚过湍急的河水向对

岸游去。接近北岸时，他被巡逻的敌人

发现。晏福生冒着弹雨，奋力爬上北岸，

摆脱了敌人。

由于伤口化脓溃烂，晏福生当时发

着高烧。经过半个月跋涉，他以惊人的

毅力在通渭县境内追上了红四方面军第

31 军的一支部队。由于他当时身着便

装，拖着断臂，该团官兵无法确认他是第

16师政委。

正当晏福生苦于无法证明自己的身

份时，在该团团部，他遇见了老上级萧

克。两人此时相见，感慨万千。萧克立

即派人将晏福生送往红四方面军总部医

院进行救治。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部长

苏井观和医生刘朋来、陈仁山等人为他

做了截肢手术。

南泥湾的生产英雄

1938 年 3 月，八路军第 359 旅第 717

团政委刘礼年在战斗中牺牲。前方需要

干部，毛泽东想到了正在抗大学习的晏

福生。抗大结业后，晏福生任八路军第

359 旅第 717 团政委。随后，他率部东渡

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1939 年 8 月，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

的保卫，第 359 旅调回延安。晏福生率

部投入保卫边区的战斗。1941 年初，第

717 团 随 第 359 旅 进 驻 南 泥 湾 屯 田 垦

荒。全团机关人员纷纷上了开荒第一

线，一天下来全团就多开荒地 20 多亩。

1942 年春天，朱德、贺龙等来到南

泥湾视察。广大指战员经过一年的奋

战，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开展了手工

业、运输业、商业等服务行业，使南泥湾

面貌焕然一新。朱德称赞南泥湾是“陕

北 好 江 南 ”，贺 龙 欣 然 给 第 717 团 题 词

“铁的七团”，以资鼓励。当时，陕甘宁边

区政府还奖励了 22 名生产英雄，晏福生

名列其中。

浴血黑山阻击战

1947 年 8 月，晏福生任东北野战军

第 10 纵队第 28 师政委。1948 年 10 月 15

日，锦州解放。廖耀湘指挥所辖 5 个军

组成的西进兵团，向关内撤逃。东北野

战军总司令部命令第 10 纵队坚决阻击

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于黑山、大虎山以

北地区，以使攻打锦州的东野主力回师

围歼廖兵团。战斗即将打响。在第 28

师动员会上，晏福生说：“即将到来的战

斗，必然是一场极残酷的浴血战！我 28

师全体指战员誓与阵地共存亡，让敌人

在黑山阵前尸横遍野！”

24 日，廖耀湘集中 7 个师（旅）兵力，

在 200 余门重炮和 200 余架次飞机的火

力支援下，向黑山、大虎山发动全线攻

击。我军伤亡惨重，101 高地等相继失

守，形势非常严峻。晏福生与师长贺庆

积研究决定，在高地设立一线指挥所。

全师指战员士气昂扬，打退敌人连续发

起的 3 次冲锋。随着战局越来越紧张，

黑山防线危如累卵。第 10 纵队司令员

梁兴初直接来到第 28 师前线。晏福生

对梁兴初说：“我们立军令状，一定把阵

地夺回来！”梁兴初放下手中的望远镜，

目光转向晏福生：“军中无戏言！我调 1

个营来增援你们。”

晏福生把师部非战斗人员组织起

来，编成两个连，配合第 30 师的 1 个营火

速增援前线。18 时 50 分，丢失的阵地又

被英勇的第 28 师第 3 次夺了回来。26

日凌晨 5 时，第 10 纵队接到东总电报：

“东进主力已到达，敌已向东溃退，望即

协同主力动作，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

至此，第 28 师黑山阻击任务胜利完成。

战后，政委晏福生和师长贺庆积来

到 101 高地。此时的 101 高地已被炮火

硬生生地削去 2 米，山上的树木和石头

都被硝烟熏染得漆黑，还有遍布的烧焦

的尸体，成了名副其实的黑山。两人摘

下军帽，久久地站在高地上，向牺牲的战

友们致哀。

1955 年，晏福生被授予中将军衔，

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毛泽东曾感慨道：“中国

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

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

这样的独特人才！”

独臂将军晏福生
■孙 彤

1929 年 1 月 14 日 ，为 打 破 湘 赣

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的“会剿”，以解决严重的经济给养

困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

4 军 主 力 3600 多 人 离 开 井 冈 山 ，踏

上 转 战 赣 南 的 艰 难 行 程 。 2 月 13

日 ，在 大 柏 地 消 灭 了 尾 追 之 敌 后 ，

毛 泽 东 、朱 德 指 挥 红 4 军 主 力 乘 胜

进占宁都县城。国民党守军慑于红

军在大柏地胜利的声威，不战而弃

城逃窜。

2 月 13 日上午，红 4 军整齐列队

进入县城。此时，街道两旁静悄悄

的，不熟悉红军队伍的老百姓都躲了

起来，店铺也都关着。

红 4 军入城后，毛泽东、朱德、陈

毅及司令部、政治部机关驻在城西

温屋。在这里，毛泽东、朱德接见了

中共宁都县委和赤卫队的负责人，向

他们介绍了红 4 军进军赣南的目的，

并对宁都今后的革命斗争作了指示，

还要求他们发动群众做好帮助红 4

军筹措款物的工作。

遵 照 指 示 ，中 共 宁 都 县 委 和 赤

卫队的负责同志组织人员上街宣传

红军政策，张贴安民告示。不少商

铺老板看见红军进城后秩序井然，

便纷纷打开了原本紧闭的店门。

当 天 午 后 ，由 当 地 商 家 临 时 成

立的“宁都县招待处”的几名执事先

生 ，来 到 红 4 军 军 部 。 陈 毅 在 厅 堂

对他们说：“本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第

四军，是共产党、毛委员领导的工农

武装，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对于

商 人 极 力 保 护 、纪 律 森 严 ，毫 无 侵

犯。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已致

信宁都商界，请你们代筹军饷和军

需品。”

陈 毅 的 一 席 话 ，赢 得 了 各 位 执

事先生的称赞。他们纷纷表示，将

立刻分头到各商家做好筹款政策宣

传，保证顺利完成筹款任务。

红军的筹款政策获得了中小商

人的真诚拥护。当时只有四五千人

的宁都城，不到一天工夫，就筹得白

布 300 匹，草鞋、袜子各 7000 多双和

5500 块银圆，由执事先生邱宝泉带

人送到红 4 军军需处。

红军也开具了“筹款收据”：

“兹收到宁都招待处交来军款大

洋伍千伍佰元此据。

红军第四军军需处长范树德

2/14”

这是红 4 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以

来，第一次得到这样充裕的军需补

充，极大地振奋了军心士气。第二

天拂晓，百姓们都还没起床，红军指

战员就轻手轻脚地把借来的门板上

还 各 家 ，又 把 借 的 各 件 东 西 如 数

放 到各家各户门前。随后，部队在

毛泽东、朱德率领下向黄陂、小布、

东固进发。

如 今 ，这 张 见 证 了 宁 都 人 民 与

红 军 鱼 水 情 深 的 筹 款 收 据 ，作 为

国 家 一 级 文 物 ，被 珍 藏 在 宁 都 县

博物馆。

红4军在宁都的筹款收据
■曾庆圭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

着一张浸染鲜血的珍贵党证。这张

党 证 四 寸 见 方 ，白 布 黑 字 ，平 平 展

展。经历了悠长的时光洗礼，党证上

列宁、斯大林的石印头像及书写的文

字，仍清晰可辨。

党 证 的 主 人 陈 波 ，原 名 陈 汉

清 ，于 1929 年 参 加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

同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他 先 后 任

红 1 军 第 1 师 第 2 团 某 连 政 治 指 导

员 ，第 1 团 副 营 长 、营 长 ，红 四 方 面

军司令部参谋。

1933 年 12 月，红四方面军进行

反川军“六路围攻”的战斗。为激励

广大党员在战斗中殊死拼搏，红四方

面军党组织决定给优秀党员发放党

证。经过会议讨论，支部同意为陈波

发放党证。材料报给红四方面军总

政治部后，很快获得了批准。

陈波领取党证后，缝制了一只小

皮囊，别在腰带上，专置党证及用作

党费的钱币。

1938 年 起 ，陈 波 历 任 八 路 军 总

部 特 务 团 参 谋 、参 谋 长 、副 团 长 。

1940 年底，太行山区反扫荡刚刚结

束，黄崖洞兵工厂遭敌严重破坏，只

能 勉 强 生 产 一 些 质 量 不 稳 定 的 滚

雷。如何用这些滚雷投入战斗，需要

部队在试爆训练中积累经验。

1941 年 3 月的一天，陈波为全团

官兵示范滚雷的使用方法。在操作

过程中，只听“嘣”的一声，滚雷一触

即发。顷刻间，硝烟弥漫，陈波倒在

血泊里。当剧烈的疼痛把他从昏迷

中唤醒时，他已经躺在八路军医院的

手术台上。经过奋力抢救，他奇迹般

地活了下来，但失去了一条胳臂。

手术后醒来，他用残留的右手摸

到裤带上，发现少了什么，便焦急地

问道：“小皮囊呢？”护士将他的血衣

翻了个遍，终于找到那个火柴盒大小

的小皮囊，从中掏出一张被鲜血浸染

的党证。

无 论 是 在 艰 难 漫 长 的 长 征 路

上 ，还 是 在 后 来 百 团 大 战 及 辽 沈 、

平津战役的战场上，这张党证一直

被 陈 波 贴 身 带 着 。 它 是 陈 波 一 心

向党的历史见证，更是他坚定信念

的生动写照。新中国成立后，陈波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

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及一级红星功

勋荣誉章。

一
张
珍
贵
的
党
证

■
李

伶

1947 年 8 月，中原野战军第 4 纵队

突破黄河天险挺进豫西地区后，国民党

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急调整编第

76 师新编第 1 旅、整编第 13 师第 135 旅

等部进至灵宝、陕县，企图配合洛阳之敌

夹击我军。

为粉碎敌人企图，第 4 纵队首先以

第 11、第 13 旅攻击灵宝守敌。第 11 旅

第 33 团为左翼，奉命隐蔽奔袭，攻占灵

宝城，以切断敌之退路，保障主力歼敌。

函谷关，位于河南省灵宝县（现已改

市）城西南。西据高原，东临涧河，北塞

黄河，是洛阳、潼关间的交通咽喉，战略

地位十分重要。

国民党军极为重视函谷关，特派一

副团长率 1 个加强营防守函谷关东侧的

两个高地，另以部分兵力控制高地东侧

的孟村砦，并以城内的榴弹炮连支援其

守备。防守函谷关之敌利用日伪军留下

的旧有工事，改造构筑了 3 条堑壕，每条

堑壕均筑有暗堡，并以交通壕相连接，构

成了环形野战防御阵地。

第 33 团受领任务后，详细研究了函

谷关的敌情和地形，认为攻占函谷关是

歼灭灵宝守敌的关键，但此地地形狭窄，

不便我军展开较大兵力。因此决定以第

1 营担任主攻，于 9 月 12 日拂晓前攻歼

函谷关守敌；第 2、第 3 营为二梯队，在战

斗打响前，部队进至灵宝城西隐蔽集结，

视情况发展投入战斗。

第 1 营接到命令后立即召开党委扩

大会议，根据任务要求和敌情、地形特

点，决定按第 1、第 2、第 3连顺序组成 3个

梯队，利用夜暗突入敌人阵地。出发前，

营党委和各连党支部对部队进行了战斗

动员，广大指战员战斗热情十分高昂。

9 月 11 日 20 时，第 33 团第 1 营轻装

后 隐 蔽 急 进 。 第 1 连 以 第 1、第 2 排 在

前，分两路跨过公路，搭人梯翻越塄坎，

逐层搜索前进。

12日凌晨 3时 30分许，左翼第 1排前

进到距敌两米处时被敌哨兵发现，副排长

段栓玲率 2班与敌展开搏斗，很快将敌人

一个班歼灭。在右翼的第 2 排也消灭了

敌人另一个班，占领了敌前沿部分阵地。

在我军歼灭敌人 2 个班时，因夜暗

视线模糊，一名守敌逃跑，边喊边鸣枪，

惊动了纵深内的敌人。敌人一面以各种

火器向我猛烈射击，一面以约 1 个连的

兵力向我反扑。第 1、第 2 排指战员奋勇

抗击，利用敌人脱离工事之际，与敌展开

近战，以刺刀、手榴弹大量杀伤敌人，将

敌击退。但因伤亡较大，又受敌火力拦

阻，他们无法向敌纵深攻击。

此时，第 1 连第 3 排及第 2 连也投入

战斗，在火力掩护下向敌纵深进攻。在

战斗中，突击分队发扬勇敢顽强、不怕牺

牲的战斗作风，用刺刀、手榴弹很快将敌

歼灭，攻占了敌阵地。

敌在炮火掩护下，又以 1个连的兵力

对我第 2 连阵地实施反扑。我先用火力

杀伤敌人，随即以第 1 连第 3 排及第 2 连

第 2 排由左右两翼，向敌侧后实施反冲

击，将敌队形割裂，并包围其大部。我各

反击分队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激战 20 余

分钟，将反扑之敌大部歼灭，残敌溃逃。

为做好继续抗击敌人反扑的准备，

第 1 营立即调整部署，后送伤员。不久，

敌 人 又 以 1 个 多 连 的 兵 力 再 次 向 我 反

扑。我指战员与敌顽强战斗，将敌步步

向后压缩，并乘胜逼近函谷关，迅速切断

了函谷关与孟村砦间的联系，为而后全

歼函谷关守敌创造了良好条件。

天近拂晓，第 1 营第 3 连也投入战

斗，协同第 1、第 2 连合围函谷关，全歼守

敌。营长熊广木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第

1 连连长立即代理营长指挥战斗，继续

向函谷关猛攻。第 1 连 9 班在冲击中，发

现函谷关南侧一工事内发出指挥敌人行

动的信号，班长判断这是敌人的指挥所，

立即一面攻击，一面报告连长。第 1 连

连长迅速带队歼灭了指挥所内的敌人。

敌 人 失 去 指 挥 后 ，仍 各 自 负 隅 顽

抗。参战部队继续分路向函谷关猛攻，

迅速将敌大部歼灭。6 时许，第 1 营占领

函谷关，毙伤敌 300余人，俘敌 110余人。

函谷关战斗，第 33 团第 1 营先以偷

袭动作突入敌人阵地，后又灵活使用预

备队发展进攻，经 3 小时激战，将敌 1 个

营全部歼灭。

奔袭函谷关
■魏一哲 王 宁

战 例

陈 列 在 甘

肃 省 礼 县 龙 池

湾 战 役 纪 念 馆

里 的 晏 福 生 塑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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