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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

士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手枪，美国

造，马牌，枪号 80292。这是著名抗日

英雄赵尚志将军牺牲前使用过的手

枪。纪念馆内，参观的人们驻足于此，

细细端详。透过斑斑锈迹的手枪，穿

越时空，感知英雄的力量。

“这把手枪是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见证了这位将军艰难和不屈的抗日传

奇。”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佟国波说。

赵尚志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

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08 年，赵尚志

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县的一个农村家

庭，在兄弟姊妹十一人中，他排行第

六，男孩中排行第三。父亲为他取名

“尚志”，希望他有鸿鹄之志。

1925 年，17 岁的赵尚志加入中国

共产党，并考入黄埔军校，立志救国。

九一八事变后，他全力投身抗日，后被

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

随后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领

导者之一。

在抗日战场上，有着“南杨北赵”

之说，“南杨”指的是杨靖宇，“北赵”就

是赵尚志。他们共同领导着一支英雄

的队伍——东北抗日联军。

1933年 10月，赵尚志组建珠河反

日游击队，点燃了东北的抗日烽火。

1935年，他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次年部队

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发展至 6000余人。

作为中国最早对日作战、历时最长而且条件最为

艰苦的一支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抵御着难以想象

的严寒和饥饿，与数十倍于己的强大日军顽强鏖战。

东北气候非常寒冷，冬天长达 5个多月时间，如

果身处深山老林，不用说打仗，光是生存就足以挑战

一个人的生命极限。在零下 20 摄氏度的室外，冻

死、饿死时刻都会发生。就是在这样极其艰难困苦

的险恶环境中，赵尚志率领抗联部队对日伪军进行

了难以想象的艰苦战斗，远征松嫩平原，爬冰卧雪，

风餐露宿，作战百余次，打破了日伪军一次次的重兵

“讨伐”和“清剿”。

“赵尚志”这三个字曾让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

当时有一句话，“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1939年之后，日伪军曾悬赏 1万元通缉赵尚志。

1942年 2月 12日，34岁的赵尚志在战斗中受重

伤被俘，宁死不屈，最终壮烈牺牲。赵尚志牺牲后，

日军残忍地割下了他的头颅，运到长春庆功，把他的

躯体扔进了松花江的冰窟中。直至 2008年，在赵尚

志将军 100周年诞辰时，失踪了 60多年的将军颅骨

才得以安葬于家乡赵尚志烈士陵园，魂归故里。

生长在英雄的故里，讲述英雄的故事，已经成为

赵尚志侄女赵淑红生活的一部分。“我从小就听爷爷

讲伯父的英雄传奇。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尚志乡，在

赵尚志烈士陵园当讲解员。那时的史实资料有限，

为了丰富讲解内容，我四处搜集资料，走访伯父曾经

的战友，听亲戚们讲伯父的故事。我想通过我的讲

解，还原一个真实的赵尚志。”提起伯父，赵淑红难掩

满脸的骄傲。

后来因工作调动，赵淑红离开了赵尚志烈士陵

园，但她口中的英雄故事却没有停止。只要一有空，

她就会回到烈士陵园，扫扫纪念堂前的落叶，为前来

参观的人们讲述英雄的故事。

如今，早已退休的她，经常吟诵起赵尚志将军写

的《黑水白山·调寄满江红》：“争自由，誓抗战。效马

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矢壮

志，霜夜凄雨勇倍添。待光复东北凯旋日，慰轩辕。”

“讲述是对英雄最好的纪念，伯父的那份豪情壮

志令我们永远感佩。”赵淑红说。

新华社沈阳6月27日电

爱国将领滕久寿：甘将热血洒淞沪
新华社记者 李凡

在贵州省三都县烈士陵园

的山顶上，苍翠松柏间，一座纪

念雕像巍然矗立，目视远方。他

是为保卫中华民族而牺牲的爱国

将领滕久寿。1932 年，日本侵略

军进攻上海，在淞沪抗战中，他

在牺牲前的最后一刻发出指令：

“我辈军人，负有保国卫民之责，

速还炮杀敌，后退者枪毙！”

滕久寿，1899 年出生，贵州

省都江县（今三都水族自治县）

人。滕久寿出生在书香门第，他

为人正直，刚正不阿，从小就以

精忠报国自励。

1917 年，他考取贵州陆军讲

武学校炮兵科，学习刻苦认真，

精益求精。1919 年毕业后，他历

任黔军排、连、营、团长等职务，

军事才能初露头角，并且颇有抱

负，对当时贵州军阀间的争权夺

利、互相倾轧等现象极为不满。

时值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

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中国共产

党的帮助下建立国民革命军。滕

久寿看到报国有门，于 1926 年离

开贵州奔赴广州，投奔国民革命

军，先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官、潮梅

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后又调

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二师及第

十军二十九师参谋长。1930年任

吴淞要塞司令部参谋长。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悍然

进攻上海，派重兵围攻吴淞要

塞。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

九路军和上海人民同仇敌忾，面

对日军的猖狂进攻，滕久寿下令

修整炮台防御工事，带领官兵积

极备战。

2 月 3 日，日军向炮台阵地

开炮挑衅，滕久寿奉命指挥炮台

官兵向位于吴淞口的日舰发炮还

击，击沉一艘、击伤三艘，并击落

敌机一架。

2 月 4 日上午，日军派出军

舰 10 余艘、飞机 20 余架，对吴淞

炮台进行了开战以来最猛烈的轰

炸，企图摧毁炮台，占领要塞。

在这紧急时刻，滕久寿奉命督

战，经过数小时的激战，吴淞要

塞火光冲天，烟尘弥漫，炮台内

到处是丈许深的弹坑。滕久寿临

危不惧，继续指挥炮台官兵进行

还击。

在激战中，敌人的弹片击中

了他的左臂，鲜血染红了衣裳。

随身护兵请他暂时退避，但滕久

寿坚决地说：“我辈军人，负有保

国卫民之责，速还炮杀敌，后退者

枪毙！”话音未落，他的右腋又中

敌弹，右手被炸断。接着，胸腹又

被弹片穿透，顿时血流如注。最

终壮烈殉国，时年 33岁。战火中，

属下将他的遗体用棉絮包裹好，

就地掩埋。3月中旬，他的遗体被

安葬在上海当时的永安公墓。

滕久寿为国捐躯后，十九路

军军长蔡廷锴写下“血洒淞沪”

条幅以慰英灵，并为之治丧。宋

庆龄也发表演说，赞扬十九路军

和滕久寿奋勇抗敌的爱国精神。

上海的多家报纸都争先报道了滕

久寿的英勇事迹。

1984 年 6 月 26 日，北京市人

民政府批准滕久寿为革命烈士。

同年 7 月 6 日，民政部为滕久寿

正式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2014 年，滕久寿被民政部列入全

国首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

雄群体名录。

如今，三都县在重新规划建

设的革命烈士陵园里，为他修建

了一座纪念雕像。三都县的博物

馆里还陈列展示了他生前仅存不

多的肖像照片。

“我们将继续传承滕久寿的

英雄精神，教导大家珍惜当今来

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三都县烈

士陵园管理中心主任吴秀梅说，

烈士陵园为前来缅怀滕久寿的市

民提供讲解服务。同时，当地多

年来通过开展讲英烈故事进社

区、进校园等“六进”活动，以传

承爱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我的爷爷在抗日战场上英

勇无畏，他的精神和爱国情怀一

直激励着我们。”滕久寿之孙滕

建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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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侨英烈陈琴：海外奋起 故土浴血
新华社记者 刘博

1940年 8月，一位精忠报国、

奔波在抗日救亡一线的琼侨青

年，倒在日寇的枪口下，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今天，他离开我们

已 85年，然而，党没有忘记他，琼

崖人民没有忘记他。

琼籍华侨英烈陈琴原名陈

继猷，又名陈奋，广东文昌县（今

海南文昌市）人。1928 年，他流

落漂泊到新加坡谋生，其间接受

了革命思想的熏陶；1929 年，参

加南洋共产党领导的南洋赤色工

会组织，参与领导工人运动；1930
年 2月，参加南洋共产党（后改名

为马来亚共产党）。他积极发动

工人群众参加工会，向工人群众

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陈琴积极动

员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先后组织

成立“星洲洋务工人抗敌后援

会”“星洲洋业工人筹账分会”

“星洲洋业工人互助社”等抗日

团体，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发动侨胞踊跃捐款筹募物资。

1939 年 2 月，日军侵占海南

岛。陈琴遥望故土，痛心疾首，

义愤填膺，大声疾呼广大琼侨团

结起来，“拯救被日本人蹂躏的

同胞，保卫我们国家的领土，维

护祖先们留给我们的田园”。他

发动琼侨同胞成立“琼侨救乡

会”“琼侨救济难民联合会”等团

体。同年 5月，“星洲琼侨回乡服

务团”正式成立，陈琴任团长。

朝战火纷飞的家乡——琼

崖驶去。1939 年 7 月的一天，陈

琴带领服务团渡海，为了渡过日

军海上封锁线，服务团决定采取

“捉迷藏”的行动方针。日军只

是截获了前面出发的六艘难民

船，以为已全歼服务团，收兵返

航。拂晓前，陈琴团长带领的第

一批团员已登陆海南文昌七星

岭海岸。

在抗日前线，陈琴冒着枪林

弹雨，在战斗中抢救护理伤员，

给战地和后方的伤兵难民送医送

药，为家乡抗日作出积极贡献。

1940 年 8 月，为了向在香港

的琼崖华侨联合总会汇报琼侨回

乡服务团的工作和总团长符克被

害等情况，主持总团工作的副团

长陈琴挺身而出，决定冒险渡海

赴香港，然而在海上遭遇日军军

舰不幸遇害，牺牲时年仅 29岁。

在陈琴英烈的精神影响下，

更多海外侨胞爱乡为乡作贡献。

文昌市华侨中学创办于 1956 年，

由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及侨眷

集资建成。校园里，一面刻有

“赤子情深，功在桑梓”的纪念墙

格外醒目。墙上的一个个名字及

其事迹，记录着众多侨胞对家乡

教育事业发展的贡献。

据文昌市政府统计，从 1987
年至 2024 年，文昌海外乡亲、港

澳台同胞的捐资办学金额已超过

5 亿元，新建扩建教学楼、图书

馆、科学馆、师生宿舍楼 500 多

幢，并添置大量教学仪器设备，

为文昌学子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生

活环境。

文昌市昌洒镇华侨小学学

生韩丹说：“我以后也要像这些

侨胞一样，学有所成后回到家

乡，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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