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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宛平城东

侧不远处，有一座烈士墓，这里长眠着

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位师长

——赵登禹。80 多年前，为抵御日军

侵略，他奋勇杀敌，壮烈牺牲。

生于 1898年的赵登禹，1914年加

入冯玉祥的部队，转战各省。

1933 年 3 月 11 日夜，赵登禹带伤

率领将士，翻山越岭，在火力掩护下突

袭日军。将士们抽出红缨大刀英勇杀

敌，摧毁敌炮 18 门，取得了自九一八

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打击了日军的

嚣张气焰。自此，“ 大刀队 ”名震

天下。

远在上海的音乐家麦新深受鼓

舞，1937 年，他以大刀队的事迹为原

型谱写了著名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

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

遍了全国，成为振奋民族精神、争取民

族解放的号角。

七七事变后，日军向北平、天津

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犯。赵登

禹率部顽强抵抗，守卫北平城外的南

苑。在日军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

下，赵登禹部损失惨重，但仍誓死坚守

阵地。

1937 年 7 月 28 日，在南苑阵地失

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 29 军 132 师

师长的赵登禹奉命带领部队后撤，途

中遭到日军伏击，壮烈殉国，年仅

39岁。

赵登禹与同在南苑战斗中牺牲

的第 29军副军长佟麟阁，是全民族抗

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最早战死疆场的两

位高级将领，他们的壮烈牺牲，在全国

引起了巨大震动，各地都举行了悼念

两位抗日英烈的活动。

抗战胜利后，赵登禹被追认为陆

军上将，其遗骨重新安葬在卢沟桥

畔。而后，北平市将北沟沿改名为赵

登禹路，通县（今北京通州）古运河西

岸的东大街更名为赵登禹大街，以彰

忠烈。

1952 年 6 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为

赵登禹等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

书。1980 年 7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对

赵登禹将军墓修葺一新，并重立墓碑，

墓碑正面镌刻着“抗日烈士赵登禹将

军之墓”，其墓被公布为丰台区级文物

保护单位，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

命文物，第二批 100 处国家级抗战纪

念设施、遗址。

在赵登禹牺牲的如今丰台区大

红门地区，为了铭记历史、缅怀英雄，

大红门中学在 1997 年改名为“北京市

赵登禹中学”，2003 年改为“北京市赵

登禹学校”。

为了更好地弘扬赵登禹将军的

爱国精神，学校建立了赵登禹将军生

平事迹陈列馆，通过丰富的史料和展

品，深切缅怀赵登禹将军的英雄事迹，

追思他的卓越功勋，为青少年学生搭

建起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平台。

“赵登禹学校的开学第一课和教

师培训第一课都是对赵登禹将军精神

和事迹的宣讲，就是为了将赵登禹将

军的精神和事迹与学生的养成教育紧

密融合，让赵登禹将军的精神不断弘

扬。”学校负责人说。

每年清明时节，来自四面八方的

群众会聚集在赵登禹将军墓前缅怀

追思。青山不语，却见证着“天地正

气铸英魂”的壮烈篇章，赵登禹将军

的名字如同一面旗帜，在历史长空高

高飘扬。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大刀将军”赵登禹：天地正气铸英魂
新华社记者 侠克

上海苏州河北岸，光复路 1 号至

21 号，肃穆的混凝土建筑外墙上，悬

挂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

行仓库抗战旧址”的铭牌。向西数十

步开外，纪念广场上瞻仰者众多，人们

仰望四行仓库西墙在抗日战争期间留

下的累累弹痕，立正、鞠躬、献花，向

抗战英雄致敬。

88 年前，这里是淞沪会战四行仓

库保卫战的硝烟阵地，谢晋元等“八百

壮士”临危受命，与日本侵略者在此进

行了长达四昼夜的激烈攻防战，留下可

歌可泣的“八百壮士”英雄事迹，鼓舞全

民族抗战斗志。当时有歌传唱“中国不

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

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

八百壮士孤军奋斗守战场。”

谢晋元，广东省蕉岭县人，1905年
生。1922 年考入广州国立高等师范。

1925年底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
年 10月毕业，参加北伐战争。1934年
9 月于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二期毕业。

次年任第 88师补充团中校营长。

1937 年，侵华日军将魔爪伸向上

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方增

援部队源源不断自长江口登陆上海，

中方军民死伤惨重。战事持续两个多

月后，上海北部战略要地大场失守，第

88师 262旅 524团团附谢晋元受命，率

官兵 420 余人于 10 月 26 日深夜进驻

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88 师师部所

在地），掩护主力撤退，同时尽力争取

国际舆论支持。为了迷惑敌人，四行

守军对外宣称“建筑内有八百人”，故

外界敬之为“八百壮士”。

10月 27日清晨，日军发现四行仓

库内仍有中国守军，立刻发动进攻，遭

到“八百壮士”勇猛阻击。10 月 28 日

晚，谢晋元向官兵传达了“与最后阵地

共存亡”的命令，表达了与全体官兵同

坚守共存亡的决心，并勉励他们要展

现不怕流血牺牲的军人气概和挽救国

家民族危亡的精神。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馆长

马幼炯介绍，谢晋元以卓越胆识和机

敏指挥，率部在弹丸之地与穷凶极恶

的日军激战四昼夜，打退敌人 10余次

疯狂进攻，毙伤日军 200余人，用生命

和鲜血奏响了一曲抗击侵略的凯歌。

当时，苏州河南岸各界声援不断，

百姓自发为守军运送旗帜、食物、药品

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八

百壮士”孤军奋战的事迹，借助当时上

海发达的传媒力量声名远扬，不仅为中

国军队后撤赢得时间，更进一步激发了

各行各业的抗战斗志，向世界表明了全

体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勇气和决心。

2015 年 8 月，上海四行仓库抗战

纪念馆正式开馆，包括仓库西墙等建

筑主体在内“修旧如故”。近十年来，

到此瞻仰者众多，累计人次已逾 610
万。谢晋元之子谢继民、孙女谢骏等

相继加入志愿讲解行列。

今天的苏州河两岸高楼林立、生

态宜居。谢骏说：“通过千百次的讲

述，我们将先辈的抗战精神传承下去，

铭记历史，才能珍惜当下，创造出更美

好的未来。” 新华社上海6月24日电

孤军浴血守四行“八百壮士”远名扬
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在天津市蓟州区盘山的岩石上，

很多抗日标语清晰可见。这是王少奇

当年带领当地军民在这片地区坚持抗

日斗争的痕迹。

王少奇，原名王毓琨，字季如。

1912 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 1926
年，他考入河北省立通县师范学校，在

校期间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

与抗日宣传活动。1935 年，王少奇参

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 年 3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 年，王少奇受党组织派遣到

蓟县（今天津市蓟州区）开展抗日救亡

工作。王少奇拿出全部积蓄开办了一

家诊所，每日身背药箱，一边给群众看

病，一边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仅半年

多时间，他就发展了大批抗日救国会

会员，并在板桥镇周围的 20多个村庄

建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

中共蓟县县委成立后，王少奇担

任了县委委员、蓟县抗日救国总会宣

传部长等职务。

1940 年，包森、李子光和王少奇

等人以盘山为依托开辟建立了盘山抗

日根据地。随后，日本侵略军在华北

地区共实行了五次惨绝人寰的“治安

强化运动”，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

抢光“三光”政策。日军宣称，“要搞

垮冀东，首先要搞垮蓟县，要搞垮蓟

县，就必须搞垮盘山”。

盘山是敌人“扫荡”的重点地

区。时任蓟（县）宝（坻）三（河）联合

县县长的王少奇组织建立了盘山联合

村民兵班，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日军

扫荡时，他就组织群众一起藏山洞、睡

山沟。他常教育民兵：“搞革命就不能

怕死、怕吃苦，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

要坚持到底。任何时候都不能泄露党

的秘密。”

1943 年年底，王少奇调任冀东军

区卫生部部长兼政委。为了解决部队

医疗问题，他组织开办卫生训练班，还

秘密潜入北平、香河等地筹措资金、药

品和医疗器械。“王少奇和战友们的不

懈努力，为冀热辽军区奠定了卫生工

作基础。”天津市盘山烈士陵园主任郑

辉说。

1944 年 10 月 17 日，王少奇在丰

润县杨家铺参加区党委扩大会议时，

遭数路日伪军包围。王少奇尽力冲出

敌人火力网后，看到战友负伤，于是果

断返回，为战友包扎时不幸胸部中

弹。为了保守党的机密，他艰难撑起

身体，烧毁了身上携带的文件后继续

向敌人射击，并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

了自己。

每年清明，王少奇之孙王继烈都

会带着孩子到盘山烈士陵园祭奠，在

王少奇的墓碑前，讲讲这一年取得的新

成绩。“自爷爷起，我们家四代人都是共

产党员，这份红色基因一直激励着我，

我也会继续担负起属于我们的责任，

传承好这份红色家风。”王继烈说。

新华社天津6月25日电

王少奇：搞革命就不能怕死
新华社记者 尹思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