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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这是一本讲述英雄楚大 明 一 生 主要战斗 事迹的 书 。 共 分三

部 : 第 一部 《 五 起五 落 》 , 讲他在 红 军 时 期 曲 折 的 战 斗历 程 。

第 二部 《 逐鹿冀 南 》 , 讲他指挥部 队在 冀 南 战场 上 , 八年抗 日

战 争中 英 勇 杀敌的故 事 。 第 三部 《 汾水长 流 》 , 讲抗 日 战 争胜

利后 , 蒋介石 反动集 团 撕毁 《 双 十协 定》 , 悍 然 发动 内 战 , 在美

帝 国 主 义 支持下 , 调集几百 万 军 队 , 向 解放 区发动全 面进攻 。

我人 民解放 军奋起反击 。 在 太岳 区 战场 上 , 在 陈 赓等 指挥 下 ,

楚 大明 领导部 队 同敌人进行 了 顽强 的生 死搏斗 , 取得节 节胜利 。

1 9 4 7 年 1 月 2 3 日 , 他 不幸在汾孝战役中街战斗 中 壮烈 牺牲 。    

本书 以 时 间 为 序 , 用 纪实 手 法 , 从一 个 角 度 , 记 录 了 中 国

共产 党 、 毛主席领导 中 国人 民 , 在 2 0 世纪 2 0 —4 0 年代 的 旧 中

国进行的 革命与 反革命大搏斗的 史 实 。 思想 深邃 ,  内 容丰 富 ,

场 面 宏 大 , 气 势 恢 弘 、 故事 生动 , 语言 朴 实 , 既有 波澜壮 阔 的

战 争场 景 , 又有怀抱理想 , 生机蓬 勃 , 充 满 革命乐 观主义 的 部

队生活 。    

本书 由成都军 区 原副 司 令 员 陈 世俊 中将 、 成都 军 区 政治 部

原副 主任袁明 作序 。    

全书 七 十余万 字 , 分上 、 下 两 集 出 版 。



序  一

陈世俊    

《 战将楚 大 明 》 是一部讲述楚 大 明 同 志 一 生主要事 迹的 长

篇 纪 实 文学作 品 。    

我是战将 楚大 明 同 志 所在 部 队成 长 起来 的后 来人 , 通过革

命前辈 的介绍 , 阅读相 关 历 史 资料和 书 刊 , 以 及在 同 一个部 队

多 年的 感受 , 特别 是看 了 《 战将楚 大 明 》 这本 纪实 文学 作品 的

书稿 , 对战 将楚 大明 的 事迹有 了 比 较 多 的 了 解 , 深感 《 战将楚

大明 》 这本纪实 文学 作品 是一本有利 于继 承部 队优 良传统 , 激

发革命英雄主义 , 完成 军队 当 代职能 、 使命的好书 。    

楚 大 明 , 原八路军晋 冀鲁豫 军 区 ( 一二九 师 ) 太岳 军 区 第

十旅 ( 三八六旅 ) 副 旅长 。 1 9 1 8 年 7 月 生 于 大 别 山 腹心 地 区属

河 南 省 商城县河凤桥 乡 楚 家湾 的一 个贫苦农 民 家庭 。 大 别 山 地

势雄伟 , 握鄂豫皖三省要冲 , 融 汇 中 原 和楚 吴 文 化 , 战略地位

十分重要 ,  自 古乃 兵 家 必 争之地 。 大革命时期 , 毛泽 东 、 董 必

武 、 陈潭秋等人在武汉创 办农 民运动讲 习 所 , 宣 传共产 党 的 主

张 , 发展党组织 , 进行 革命活动 。 在 武汉读 书 的 许 多 大 别 山 区

青年学生 , 如麻城 的蔡济璜 、 王 幼安 、 刘 文蔚 、 桂步 蟾 ; 商城

周 维炯 、 陈 兴 朗 ; 金寨县梅少 乡 、 赵瑞祥等参加学 习 后 , 被派

回 家 乡 宣传 中 国共 产 党 的 主 张 , 宣 传反帝反封建思 想 , 积极开

展农民运动 , 建立农会组 织 。 1 9 2 6 年 , 我党 又派 曹 学楷 、 吴 光

洁 、 陈 宗 贤 、 徐朋人 、 王 秀松等 同 志 赴黄安 、 麻城 、 商城和金

寨搞农 民 运 动 。 王树声 、 徐子 清 同 志 在麻城 建 立 了 党 支 部 。

1 9 2 7 年春 , 鄂豫皖地 区 农民运动 形 成 高 潮 。 楚 大 明 十 一 岁 时 ,

在商城共产党人周 维炯 、 陈兴 朗 教育 引 导 下 , 参加农会 , 任 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童 团 长 、 乡 苏维埃常委 、 商 北赤卫军 大队长 , 并于 1 9 2 9 年参加

商 南暴动 , 1 9 3 2 年元 月 率 领 赤卫 军 大 队升 级 当 红 军 。 1 9 3 3 年

( 十 五岁 ) 加入 中 国 共产 党 。    

楚 大 明在 中 国 共产 党领 导 下 , 先后在 陈 兴 朗 、 周 维 炯 、 刘

英 、 徐向 前 、 王树声 、 许世友 、 王 近 山 、 刘 伯 承 、 邓 小 平 、 陈

再道 、 刘 志 坚 、  卜 盛光 、 易 良 品 、 陈赓 、 王 新 亭 、 周 希汉 、 刘

忠 、 张祖谅等 同 志 直接领 导和教育 下 , 经 历 了 第 二 次 国 内 革命

战争 、 抗 日 战 争和 解放战 争 , 历 任 战 士 , 班 、 排 、 连 、 营 、 团

长 , 三八六旅副 旅 长 。 在鄂 豫皖 、 川 陕 、 长征 、 冀 南 、 太岳 战

场上 , 参与 和指挥 了 许 多 最关键 、 最激烈 、 最残酷 的 战役和战

斗 , 同 敌人进行 了 殊死搏斗 , 取得 了 一个接一 个的 胜利 。 不 幸

于 1 9 4 7 年 1 月 2 3 日 , 在 解放战 争汾孝战役的 中 街战 斗 中 壮烈

牺牲 。    

楚大 明 同 志一 生只 活 了 二 十九岁 , 但战绩辉煌 , 光彩照人 。

他 身 经百战 , 受伤 二十八次 , 四十 六 处 , 屡立 战功 。 任 团 长 时 ,

被纵队授予特等战斗英雄 ; 任 副 旅长 时 , 再次被纵 队授 予 特等

战 斗英雄 。 这在我 军 的 中 高 级指挥 员 中 是不 多 见 的 。 他 由 一 名

普通农 民成长 为 无产 阶级革命者 , 由 普通 一兵成长 为人 民 军队

的 一 员 战将 , 英年早逝 , 是我 军 的 一 大损 失 , 我 们 应认 真 向 他

学 习 。    

他对共产 主义事业 无限 忠诚 。 他 出 身 贫苦农 民 , 在 共产 党

人的教育和 影 响 下 , 接 受共 产 主 义 思想和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主张 ,

开展农 民运动 。 十 一 岁 任儿 童 团 长 , 十 二 岁 任 乡 苏 维埃 常 委 ,

十 三岁任 商北 地区 赤 卫 军 大队长 , 率领赤卫军 大 队升级 当 红 军 。

十 五岁加入 中 国 共产 党 , 逐步树立 共产 主 义人 生观 、 价值观 ,

决 心 为 共产 主义 事业 的 实 现奋斗终生 。 他对阶级敌人刻 骨仇恨 ,

决 心 为 打败帝 国 主义 的 侵略 , 推翻封建主义 、 官僚资本主 义压

在 中 国 人民 头上的 “ 三座 大 山 ” 而 冲锋陷 阵 , 抛 头 颅 、 洒 热 血

在所不 惜 。    

他作战 勇 敢 , 敢打 恶 战 。 当 战士 时 , 他敢于 同 敌人拼刺 刀 ,

刺 刀 折了 , 就用 钢 刀 砍 ; 刀 刃 卷 了 , 就 用 手榴 弹 、 枪托 、 石 头



砸 。 还能与 敌人徒 手格斗 , 抱成 一 团 , 滚 下 山 坡 , 你 翻 过来 ,

我翻过去 , 用 拳击 、 脚踢 、 牙咬 , 消 灭敌人 。 战 斗 中 , 有 时嘴

里 吐 出 鬼子 的耳朵 , 手 里 还攥着 鬼子 的 眼珠子 。 当 指挥 员 , 他

总是到 第 一线 , 了 解判 断敌情 , 带领部队冲锋在前 , 奋勇 作战 。

他的 座右铭是 : 二十 团 不 要怕 死鬼 , 想 当 官 不 要到 二 十 团 来 !

他带过的 部 队 , 无论打 日 本还是与 国 民 党 军 队作 战 , 无论是平

原 作战还是山 地作 战 , 都是敢打硬仗 、 打恶仗 、 打胜仗的 部 队 。    

在战争中 学 习 战争 , 消 灭敌人 。 他说 , 一切对革命战 争有

用 的 东 西他都学 。 刚 当 兵时 , 他看见 战友们 在 慷慨激 昂 的 军号

声 中 冲锋陷 阵 , 奋 勇 杀敌 , 他也被激励得 浑 身 是劲 , 跟着冲 上

去 。 从此 , 他迷上 了 军号 , 有 空就借军 号吹 。 后 来 , 他在战 斗

中 缴获 了 一把军号 , 慢慢学会 了 吹 军 号 。 为 了 精益 求精 , 他甚

至找到 了 四方面 军 总 司 号 官求教 ,  当 上 了 营 司 号班 长 。 在一 次

战 斗中 , 营 、 团 首 长全部牺牲 , 部 队伤 亡 过半 , 敌人抢 占 阵 地

时 , 他 紧急召 集全 团 的 司 号 员 , 集 体吹 冲锋号 , 持枪向敌人冲

锋 。 同 时 , 师政委陈海松带领 的 支援部 队也 冲 上来 , 打垮 了 敌

人收复 了 阵地 。 陈 海松立 即 决定 , 宣布任命楚大 明 为 代理 团 长 ,

及 时调整组织 , 补 充弹药 坚 守阵地 。    

他善于抓部 队战斗力 的 生成 和提高 。 他善 于利 用 部 队休整

和作战 间 隙 , 组织有技术和战术特长 的 指 战 员 临 时集 训 , 学 习

掌握一 两 项 管 用 的 战术 、 技术 , 回去再教部 队 。 所 以 , 他所在

的 部 队 , 各连都有一批狙击 手 、 投弹手 、 爆破手 和 土 工 作业能

人 。 他总 结 的 平原村落攻坚战 中 的 “ 掏墙打洞 ” 经验 , 也 实 用

于 山 区作战 。 他 的 口 号是向 一切有战争特长 的人学 习 。 一 次夜

间 进攻战斗 中 , 他发现敌阁 楼上机枪 火 力 阻 止进攻部 队 前进 ,

而 我军十 多 名 战士 负 伤 均在 小腿以 下 。 楚 大 明 即 令部 队停 止进

攻 , 叫 赵桂海亲 率一 个班摸上阁 楼 , 把名 叫 贾 玉章 的射手擒 来 ,

问 清情况 , 加强教育 。 后 来这 名 射手 当 了 解放军 之后 , 表现很

好 , 当 了 机枪教 员 , 排 长 。 一次对 日 作 战 中 , 部 队冲 上去 , 打

死 了 敌人机枪射手 , 副射 手 既不 射击 , 也 不跑 , 我 军 一 名 战 士

正要举枪刺死他 时 , 楚 大 明 阻止 了 。 被俘 的 日 本 鬼子 叫 秋山 良



照 , 经过教育 , 表现很好 。 楚大 明 问 他 : 我军 拼刺 刀 , 为 什 么

个对个拼 不过 日 本人 ? 秋山 说 : 八路 军战 士体 力 差 , 技术不 过

硬 。 他下 来狠抓这两 方 面 的 训 练 , 后 来再 与 鬼子拼刺 刀 时 , 就

能 个对个 了 。 秋山 做 了 反战 战士 ,  日 共党 员 ,  日 本反 战 同 盟领

导人之一 。 他 总结 战士发 明 的 土坦克 、 手 雷 炮 、 滚水浇 头 、 霹

雳 战 术 、 掏 墙 打 洞 、 平原 村落进攻 战 术 等 , 对战 胜敌人 十 分

有效 。    

他领 导的 部队攻无 不 克 , 守如 泰 山 。 他是八路军 的 优 秀指

挥 员 , 每战他都以 大无 畏 的 战 斗勇 气带 领部 队消 灭敌人 , 完成

任务 。 1 9 4 5 年 1 0 月 , 阎 锡 山 为 解上 党 之 围 , 派 第 七 集 团 军 副

总 司 令彭毓斌率八个师 又 两 个炮 兵 团 共两 万余人来援 。 刘 、 邓

首 长 决 定 “ 围 城 打援 ” , 将敌 包 围 于五攒山 、 磨盘垴 、 老爷 山

地 区 。 太岳部 队 负 责老 爷山 战 场 ,  当 时 四 纵只 有三八六旅 四 个

团 , 老爷 山 的敌人也是 四 个 团 。 敌人装备精 良 , 抢险据 守 , 易

守难攻。 打 了 两 天 , 七 七 二 团 一 营 五百 多 人 , 伤 亡三 百 多 , 只

剩一 百 多 人 , 还没 攻上老 爷 山 主 阵 地 。 其他三 个 团 ( 含二 十

团 ) 也伤 亡较 大 , 敌人也伤 亡惨重 , 敌我 形成 对峙状态 。 陈赓

司 令 员 一会研究地图 , 一会来回 走动 ; 一 会勘察地 形 , 一会开

会 , 为 战 事 焦 急不 安 。 因 为 开完 “ 七 大 ” 后 , 毛主席 亲 自 接见

他 , 已得知毛主席 将亲赴重 庆与 蒋介石 谈判 。 当 时 毛主席微笑

着对他说 , 你 们上党战 役打得越好 , 我在 重庆 就越安全 , 恶狗

就怕 枣木棒啊 ! 毛主席 对 陈赓开玩 笑说 : 小 陈赓哪 ! 你要打不

好 , 我就可能 真的 回 不 来 了 啊 ! 说完 哈哈大 笑起来 。 陈 赓说 :

我们 一 定打好 , 保证打好 。 在毛 主席 和刘 、 邓 首 长 面 前 立 下 了

军令状 。 陈 赓在会上说 , 现在 谁能 在彭 毓斌的铁筒 式 防御上戳

个窟 窿 , 这个 防御体 系 就会动 摇 、 瓦 解 、 垮 台 ! 刚 走进掩蔽部

门 口 的 楚 大明 坚 定有 力 地回 答 :  “ 我 能 ! ” 原 来 , 他 费 了 九牛二

虎之力 , 终 于找到 了 老 爷 山 脚 下 茶棚村 民兵王 玉 莲 , 这位 青年

给他指 引 了 一条通 向老 爷 山 的秘 密 小 道 。 他和侦 察人 员 亲 自 勘

察后 , 才 同 旅长刘 忠一 同 来向 陈 司 令 员 汇报的 。 陈赓批 准 了 这

个报告 , 并按这个方 案攻 占 了 老 爷山 , 全歼 了 敌四 十 七 师 。 彭



毓斌率部 向 北溃 逃 , 二 十 团 受领 土 落村堵击 任务 , 陈赓 用 红铅

笔在土 落村画 了 个 圆 圈 , 说 :  “ 楚 大 明 同 志 , 敌人是你 团 几十

倍 , 他们 成师 成 团 地拥来 , 等 于是泰山 压顶 , 沧海横流 , 泰 山

压顶 不 弯腰 , 沧海横流方 显英雄本 色 , 你们 团 要顶 着敌人 的进

攻 , 迫使敌人滞留 在 这一 带 , 以 利 我 军集 中 兵 力 把两 万 多 敌人

全部吃掉 。 ” 结 果 , 楚大 明 团 堵住 了 敌人 , 我军全歼敌援兵 , 解

放 长治 , 实 现上党 大捷 。    

他关心 群众 疾苦 , 爱护 部属 。 二打赵城 时 , 楚 大 明 躺在担

架上指挥战 斗 , 党委决 定他住 院 , 临 下 火 线 时他对政委吴 效闵

说 : “ 过去部 队战场 纪律不好 , 这次入城后 , 要对部队进行纪律

教育 。 ” 部队按三大 纪律 、 八项 注 意 的要求关心 爱 护群众 , 为 老

百姓做好事 , 结果 受到 群众好评 。 他住 院 养伤 期 间 , 发现一 战

士情绪不 高 , 一 问 原 来是接到 家信 , 母 亲 卧病在床 , 无人照顾 ,

故而 落泪 。 战士就是医 院 附近 的人 , 精神 好一点 时 , 他拄着 拐

杖和战士 一块 家访 , 见他母 亲 卧 病在床 , 父 亲 抗 战牺 牲 , 生 活

十分 困 难 。 他叫 随去的 医 生认真 给老人看病 , 好 言安慰 , 把 自

己分的伙食尾子 留 给老人 , 嘱村干 部 多 关 心 照顾 。 回 来 , 把领

的 伤 残补助金 交给这个 战 士 。 对他说 : 为 了 很好地 解决你 家 困

难 , 领导决 定你 回 家吧 ! 战 士收下钱 , 死活要留在部队干革命 。    

他 十分注 重培养指 挥人 才 。 他 以 共产 党 人推 翻 “ 三 座 大

山 ” , 解放全 中 国 , 解放全人类 为 大 目 标 , 善于在战争中 发现人

才 , 培养人才 。 在他的教育 培养和 影 响 下 , 他所在 的部 队一 大

批作战 勇 敢 、 善于指挥 打仗 的基层 指挥 员 很快成长 起来 , 逐渐

成为 作战 和部 队 建设的 优 秀 指挥 员 。 吴 效闽 是知识 分子 干 部 ,

来 团 任政治 处主任时 , 楚 大 明 见他文 质彬彬 , 身 体瘦弱 , 高度

近视 , 轻视地 问 : 你 能 打仗吗 ? 打仗 怕 死 吗 ? 吴 答 : 能 打仗 、

不 怕 死 。 后 来他便让他指挥打 两仗 , 收 集 同 去干 部 的 反映 。 大

家说 , 主任打仗不 怕 死 , 指挥 还行 。 从此 , 每次作战 , 他都把

吴 带在身 边 , 亲 自 传帮 带 。 后 来 , 吴 先后做 了 团 长 、 师 长 、 军

长 , 昆 明 、 济 南 军 区 副 司 令员 , 不 幸 因 病 英年早 逝 。 连 长安玉

峰先后 当 了 营 长 、 团 长 、 师 长 、 军 长 。 李 金桥 当 了 云 南 省 军 区



司 令员 。 还有 一 大 批优 秀基层指挥 员 走上 了 中 高 级 干 部 队伍 ,


成 了 我军 建设的 骨干 。
    

楚大 明 同 志一 生的 丰功 伟绩 , 充 分反映 了 中 国 人 民 不 屈 不


挠 、 英 勇 奋斗的革命精神 , 充分反映 了 他是我 党 我军 的优 秀儿


女和优 秀指挥 员 。 今天 , 我们 怀着 追思革命先烈 的 丰 功 伟 绩 ,


学 习 前辈 的优 秀品格和革命精神 , 继 承先烈 遗 志 , 激励 后人为


实现我 军革命化 、 现代化 、 正规化 建设 , 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伟 大


复兴而 不 懈努力 奋斗 的 使命感和 责任感 。 我们 决 心在 以 胡 锦涛


同 志 为 总 书 记的 党 中 央 坚 强领导下 , 奋力 开创 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


义 事业新局 面 。
    

( 作者系成都军区原副 司 令员 、 中 将 , 在楚大明 所在部 队任


过连长 、 营长 、 团参谋长 、 师副参谋长 、 参谋长 、 师长 , 集团军


军长 。 )




序  二

袁  明    

早就该 出 一本 楚 大 明 的 书 了 。    

三八六旅是由徐向前 、 王树 声 等 同 志领 导的 红四 方 面 军七

十三师 、 三 十 一 军 , 于 1 9 3 7 年 8 月 改 编 而 来 。 在 陈 赓 的 领 导

下 , 1 9 3 8 年秋 , 东 渡黄 河 , 参加伟 大 的 抗 日 战 争 。 七 七 一 团 ,

七 七二团 , 新 一 团  ( 后 来 叫 十 六 团 ) , 补 充 团  ( 后 来 叫 十 七

团 ) , 独立 大队 ( 后 来叫 十八 团 ) , 二 十 团 , 士敏独立 团 等 先后

隶属该旅 ; 七七 一 团 和 十 六 团 后 来 离 开 三八 六旅 去延安保 卫毛

主 席 了 ; 十 八 团 去豫西 归入 中 原 解放 军 序列 。 红军 时 期参加创

建鄂豫皖 、 川 陕 苏 区 , 粉碎敌人第 一 、 二 、 三 、 四 次 围 剿 和六

路 围 攻 , 在双桥镇 、 苏 家 埠 、 漫川 关 、 夜袭青龙观 、 强 渡嘉陵

江 、 攻克剑 门 关 、 名 雅邛 战役 、 两 过雪 山 、 三过草 地 、 奋战 山

城堡 等战役 、 战斗 中 , 表现英 勇 顽 强 、 艰苦卓绝 。 抗 日 战 争 中

的 七 亘村伏击 战 、 黄崖 底袭击 战 、 百 团 大 战 中 的 大破击 、 神头

岭和响 堂铺伏击 战 、 奔袭 长 乐 村和榆社歼 灭战 等 打得鬼子 闻 风

丧胆 , 鬼哭狼嚎 。 1 9 4 5 年改 为 十旅 , 1 9 4 9 年春改为 师 。 在解放

战 争上党 、 闻 夏 、 同 蒲 、 临 浮 、  吕 粱 、 晋 南 战役 、 强 渡黄 河 、

郏县 、 祝王 寨 、 洛 阳 、 宛 西宛 东 、 淮 海 、 渡江 攻克八 宝 洲 、 解

放南 昌 、 粤桂边和滇南等战役中 , 和 兄弟 部队一起 , 所向 彼靡 ,

红旗直插祖 国 的 西 南边疆 。    

楚 大 明 同 志 1 9 2 9 年 参加革命 , 1 9 3 2 年 参加 红军 , 1 9 3 3 年

入党 , 参加鄂豫皖 、 川 陕 苏 区 与 敌人进行英 勇 的 斗争 。 经 历 两

过雪山 、 三过草地 。 抗 日 战争初 , 参加八路军 一二九 师抗 日 先

锋队奔赴冀 南 , 初任连政 治指 导 员 , 后 与 地 下 党领 导的 游击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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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革命武装组 建二十 团 , 任二 营 营 长 、 副 团 长 、 团 长 兼政委 。

于 1 9 4 3 年率二十 团 归 建三八六旅 , 成为 旅主力 团之 一 。 二十 团

楚 大 明 、 蒲 大 义 、 吴 效闵 三任 团 长 , 都是战斗英雄 , 都是革命

烈 士 , 这在全 军也是罕 见的 。    

陈 赓等注意 对干 部 的 培养和使用 , 如对周 希汉 、 陈康 、 张

祖谅 、 程悦长 、 尤 太忠 、 楚 大 明 、 蒲 大 义 等 同 志 。 张祖谅 、 程

悦长原 系 政 治 干部 , 但领导注 意发挥和培养他们 的 军 事 才 能 ,

后来都成为 我 军 的优 秀军事指挥 员 。 1 9 4 3 年 , 邓 小 平 同 志 在三

八六旅领导干部会议上 , 特 别 表扬 张祖谅 同 志 , 希望 大 家 向他

学 习 。 程悦长 同 志在 西 北 战场 作战期 间 , 在兄弟 部队 陷入敌人

大部队重 围 的 时候 , 他 坚 定地亲 率 新四 旅去救援 , 以 自 己 的 巨

大牺牲挽救 了 兄弟 部 队 的 安全转移 。 程 悦 长后 来病重 的 时 候 ,

毛主席 曾 经 三次前去探望 ; 他逝世后 , 人 民 日 报号 召 全 国 人 民

向他 学 习 。 楚大明 同 志 成长 为 我 军 的一 员 战将 , 一位优 秀 的 军

事指挥员 , 他在任 团 长 、 副 旅长 时 , 两 次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 ,

这在我军 中 、 高级干部 中 , 是 不 多 见的 。    

他们还注意培 养 、 团 结 和使用 知识 分子 干部 。 吴 效闵 等 同

志在战 争 中 脱颖 而 出 , 被委以 重任 , 他 以 后 在 团 、 师 、 军 、 军

区 工作 岗 位上 , 工 作都很 出 色 。    

《 战将楚 大 明 》 是一 部歌颂 和怀念楚大 明 同 志 的 书 , 也是

歌颂和怀念 已 牺牲及活 着 的 战友们 的 书 。 它 从一 个侧 面 反映 了

红七 十三师 、 三十一 军 、 三八六旅以及后 来为 师 的这 支英雄部

队 , 在党和毛主席指挥下 , 数 十 年 间 , 同 敌人进行浴血奋战 的

纪实 , 是这支部队和我军 光 荣历 史 的 重要组 成部 分 。 如今 , 这

支英雄部队的 首长 和代表陈赓 、 王树声 、 薄 一波 、 宋任 穷 、 许

世友 、 陈海松 、 刘 英 、 陈再道 、 李 聚奎 、 洪 学智 、 张祖谅 、 易

良品 、 周 希汉 、 陈康 、 雷起云 、 王 近山 、 程悦长 、 楚 大 明 等 同

志早 已 离 开 了 我们 , 但是他们 永远 活在我们 心 中 ! 人 民永远怀

念他们和部队在各个时期牺牲的 战友 。    

《 战将楚大 明 》 一 书 的 面世 , 作 者 以 歌颂 英雄 为 契机 , 他

们 怀着对祖国 母亲 深深 的 爱和对 为 祖 国 独立 、 解放而 流血 、 牺



牲英雄的 敬仰的 所有感 情 , 用 真情和爱 心 以 纪 实 的 态度和手 法 ,

书 写 以 楚 大 明 为 代表的 一 大批华夏优 秀 儿女 , 在 党和毛主席 指

挥 下 , 在 2 0 世纪 , 用 了 近半个世纪的 时 间 ,  同 阶级敌人进行 了

长期 的 、 反复的 肉 血搏斗 , 战友一批批牺牲 了 , 胜利接 着胜利 ,

大部 队浩浩 荡 荡 阔 步 向 前 。 在黎明 前 的 黑 暗里 , 楚 大 明 和一 批

战友 , 又倒在 了敌人的枪 口 之下 。 先烈们 , 你 们 用 血 肉 铺就 了

迎向 新 中 国 的光明 大道 , 谱写 了 胜利 的凯歌 !    

楚大 明 同 志和光荣牺牲的战友永垂不 朽 !    

许 多 首 长 、 老 同 志 、 知情者热 情为 本 书 提供资料 , 一 些 同

志走访调查 ; 宁夏人民 出 版社 , 四 川 省 文联副 主席 、 四 川 省 作

协副 主席 、  《 四 川 文 学 》 主编 、 著 名 藏族作 家 意 西 泽仁 同 志 ,

成都圣立文 化传播有限公 司 总 经理 胡 容 大力 帮 助 和 支持 , 在此

特致感谢 !    

写 书 难免存在 遗 漏 、 不 周 全甚 至错误之 处 , 请来 电 来 信

告之 。    

( 作者系成都军区政治部原副 主任 , 曾任 楚大明生 前所在部

队师政治部主任 、 副 政委 、 政治委员 、 军政治部主任 、 军副 政治

委 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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