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河北唐山迁西县喜峰
雄关大刀园内，一口钢筋水
泥浇筑的“红缨大刀”横
立。“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把
大刀背后的故事吗？”暑假
伊始，一群小学生来到这
里，他们整齐列队，抬头仰
望大刀雕塑，胸前的红领巾
格外鲜艳。迎着孩子们好
奇的目光，志愿者讲起国民

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抗
战故事。

喜峰口位于唐山迁西
县和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
交界处，是东北联通华北的
咽喉要道。明代民族英雄
戚继光曾在此修筑长城并
建喜峰口关城。这里燕山
耸立、滦水奔流、险要天成，
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在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东
城街道窦家洼村，“武林将军”窦
来庚的抗日事迹可谓家喻户晓，
并被载入《临朐县志》。窦来庚
的遗骨安葬在庄严肃穆的临朐
烈士陵园，常有群众自发前来缅
怀。其英勇报国的精神，激励着
一代代沂蒙老区人。

这位“武林将军”的一生富
有传奇色彩。窦来庚，字峰山，
1900年出生于窦家洼村。他自
幼尚武，19岁考入济南一中，当
年转入山东省武术传习所学习，
毕业后任临朐县高等小学国术
教员，后去镇江任江苏省立第九
师范国术教员，不久到南京中央
保健司任职。其间，在全国武术
考试中夺得特优第一名。

1931年，他任济南民众体
育场场长，次年任山东省国术馆
副馆长，1935年承办“志成国术
研究社”，还兼任过济南一中和
齐鲁大学的武术教员。

七七事变后，窦来庚任国民
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司令部警卫
武士队队长。同年10月，济南
失守，武士队被改编为国民军义
勇队，他任队长，率120人来到
临朐。此后，他多方筹集装备，
很多爱国人士仰慕他的豪情，纷
纷加入义勇队。这支队伍不断
壮大，扩充到2000多人。

“生逢乱世，窦来庚敢于带
领队伍与日军周旋奋战，书写了
一段英勇悲壮的战斗史。”原临
朐县文化局退休干部冯益汉说，
他研究窦来庚生平40多年。

1938年1月，日军侵占临朐
城。4月12日，窦来庚率部与30
多名日军、50多名伪军激战两个

多小时，收复临朐城。同年5月
24日，七八百名日军、3000多名
伪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犯
临朐城，窦来庚率队防守。因寡
不敌众、装备落后，义勇队被迫突
围出城。这次战斗击毙日军指挥
官1人，击毙日伪军70多人。

1938年秋，国民军义勇队
改编为山东省保安第十七旅，任
命窦来庚为旅长。

临朐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主
任张孝友说，窦来庚武艺高强，
他主张“为国习武，报效国家”，
支持“国共合作”“枪口对外”“中
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主张，同共
产党员马保三领导的部队保持
联系，还曾亲自掩护过中共地下
党员任铭剑。

1938年至1942年，窦来庚
率十七旅官兵袭击日伪军据点、
破坏敌人铁路运输线、截击敌军
运粮队，与日伪军作战20余次，
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1942年 7月 18日，穷凶极

恶的日军调集十几个县的日伪
军3000多人包抄十七旅。窦来
庚得知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
议研究对策。会上很多人主张
避敌主力、暂时转移，但他决心
抵抗，命令部队坚守阵地，与日
军决一死战。

7月19日凌晨，十七旅遭到
日伪军多路进攻，窦来庚率部
奋起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终因
武器装备悬殊，节节失利。激
战到下午4点，十七旅只剩不足
百人，窦来庚亦中弹负伤。但
他誓死不当俘虏，慷慨自戕，时
年42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感其忠烈，追晋窦
来庚为陆军少将。1988年，山
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窦来庚为革
命烈士。

窦来庚之孙、今年73岁的
窦硕强说：“我常听父亲说起
爷爷，说他带领队伍保卫家
乡，使临朐百姓少受日军的侵
略残害。”

窦来庚英勇的抗日事迹一
直在临朐县传颂。“英烈故事承
载着革命先辈们的热血与奋斗，
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
英烈故事进校园等活动，可以让
孩子们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激励他们好好学习，成
长为社会栋梁。”临朐县龙岗小
学教师周展说。

尚武从军、报效国家，成为
窦家洼村人的精神传承。窦家
洼村村委委员窦丰硕说，新中国
成立后，村里先后有80余人参
军入伍。如今，村民们生活富
裕、安居乐业，但大家始终不忘
英烈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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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成都市人民公园，草
木葱茏，树影婆娑。

许国璋将军遗像前，石室联
合中学蜀华分校的20余名孩子
安静站立。由四川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组织的抗战英烈事迹宣
讲活动在此拉开帷幕，那热血沸
腾、光照千秋的抗日烽火，再次
在孩子们眼前燃起。

许国璋出生于1897年，四
川省成都市人，1938年任67军
161师483旅少将旅长，随部出
川抗日。许国璋战绩甚佳，9月
初奉命进攻黄梅（今湖北黄冈黄
梅县）等地的日军，他率483旅
官兵与敌人激战两日，起初因缺
乏火炮、高射炮支援，伤亡重大；
后改强攻为夜间奇袭，与敌相持
达月余之久。

10月中旬，在鄂东上巴河战
斗中，日军动用飞机、大炮狂轰
许国璋所部前沿阵地，日军步兵
配合骑兵向前推进。许国璋早
将部队藏于侧翼，待时机成熟全
线猛烈开火，一举击溃敌人。

483旅转战各地。1941年
秋，许国璋因战功晋升150师副
师长。翌年7月，升任师长。鄂西

会战中，他奉命固守津市、澧县。
11月，常德会战打响，这是正面战
场大规模的会战之一，十余万日
军一次次发起进攻，许国璋亲临
一线指挥部队顽强反击，坚守阵
地，150师毙伤敌军2000余人。

然而，局部胜利难以改变残
酷的战争走向。日寇主力部队
继续猛攻，战况极端危急，转移
过程中，许国璋师部被敌人分割
包围，他身边仅有参谋、警卫等
300余人，而凶残的日军步、骑

兵有1000余人。
11月20日夜，日军向陬市

（今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陬市镇）
发起进攻。许国璋手持步枪亲自
抗击日军，身边官兵仅存200余
人，他将人员编为两队，他和副师
长杨自立各带一队，准备趁夜色
突围。突围中，许国璋意外中弹
晕死过去，警卫将他抢救回来。

次日凌晨4时左右，许国璋
苏醒，得知日军已占领陬市，又
昏了过去。待他再次苏醒过来，
摸到睡在身边警卫的手枪，举枪
自杀殉国。

许国璋将军殉国后，被追赠
中将。遗体由150师副官主任
王禹城护送回成都，成都各界人
士在忠烈祠为许将军举行悼念
仪式。2014年，许国璋将军被
民政部列入第一批著名抗日英
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许国璋将军宁死不退，表现
出气壮山河的民族气节，他用自
己的生命，向日寇宣示了中国军
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听着四川省
英烈精神宣讲团成员阴启昕的讲
解，孩子们眼里闪动着泪光。

许国璋将军英名永在，与国
同芳！

川军抗日名将许国璋像。
图据四川保路运动史实陈列馆

1933年1月，日军侵占
山海关，悍然进犯长城沿
线，长城抗战由此爆发。

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华
儿女从不退缩。1933年3
月9日，日军袭占长城喜峰
口第一道关口。国民革命
军第29军一部在赵登禹、何
基沣等指挥下，夜袭喜峰口
日军，与敌激战，夺回喜峰
口阵地。喜峰口战役成为
长城抗战的重要一战。

3月10日，双方爆发了
争夺关口的战斗。日军在
炮火掩护下向喜峰口及其
两翼阵地猛攻。中国守军
英勇抵抗，但因装备差，虽
给日军以杀伤，自己损失亦
极大。为争取主动、消灭入
侵之敌，决定进行夜袭。

3月12日凌晨，夜袭队
分两路向蔡家峪、小喜峰口
等处日军发起进攻。夜袭
队手持大刀，奋勇冲杀。
当时日军还在梦中，不少
人未及清醒即已身首异
处。次日4时，夜袭队与敌
肉搏十余次，接连攻占小
喜峰口、蔡家峪、西堡子、
后杖子、黑山嘴等十余处
敌据点，摧毁了一处敌军
前线指挥所，缴获了敌作战
地图等重要资料。

一寸山河一寸血。当
时，赵登禹亲选500名精壮
士兵，组成大刀敢死队。将
士们人手一把大刀，刀身
长、刀头阔、刀背厚重、刀锋
锐利、刀柄缠着红布，粗犷
威猛。为争夺一处制高点，
大刀队攀登绝壁，偷袭敌
阵，生死搏杀，战斗异常惨
烈，500名壮士仅二三十人
生还。

“喜峰口主要由峡谷地
带构成，易守难攻，而日军
对于喜峰口的地理位置不

熟悉，这很大程度上有利于
我方作战。白天，大刀基本
派不上用场，29军扬长避
短，利用夜战、近战、奔袭战
的优势，绕攻敌人。”河北民
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院长许可说，喜峰口战役
中，29军及其大刀队血战日
寇。大刀队的英勇表现极
大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
焰，使日军在长城沿线的进
攻受到严重挫折。

1937年，音乐家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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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振奋民族精
神、争取民族解放的号角，
至今传唱不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
砍去！……”今年“七一”这
天，顶着炎炎烈日，来自宽
城满族自治县老区促进会
的20多位老党员，从喜峰
口乘船赶到独石沟乡蓝旗
地村，大家不约而同唱起
《大刀进行曲》，用这种特殊
的方式祭拜埋葬在这里的
29军部分阵亡官兵。

夏日，山花烂漫。站在
喜峰口，眺望长城内外，硝
烟早已散去，但大刀队的精
神永不磨灭。

喜峰雄关大刀园内，喜
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大刀
魂主题雕塑、铜墙铁壁纪念
雕塑、长城血战浮雕、抗日
战争死难者纪念墙巍峨耸
立，静静诉说着那段过往。
园区先后被评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全国中小学生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年均接
待参观者30万人次。园区
负责人张国华说：“大刀队
的故事时刻提醒我们铭记
历史、珍爱和平。抗战精神
筑牢了民族新的长城！”

许国璋：以身许国全气节

窦来庚：“武林将军”展雄风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喜峰口战役：
大刀队的热血传奇

“武林将军”窦来庚像。
新华社发

中国守军在喜峰口至古北口之间的罗文峪布防。
图据河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