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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锡章出生于 1901 年，河间县 ( 今河间市) 三十里铺

村人。1937 年 9 月，先后参加平型关战役和忻口会战。忻口

战役后，因功升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九军七十师二一五旅

少将旅长，赴晋西防守。1938 年 2 月 21 日下午 2 时，在率

众阻击日军的战斗中，臂膀中弹、头受重伤，壮烈捐躯，时

年 37 岁，后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中将。1978 年，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授予赵锡章以

革命烈士称号。2014 年 9 月 1 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入选由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

体名录”。

“我之衣衾早已备好，此即我葬身之所，今日有死无生。”这是赵锡章
将军用生命谱写的千古绝唱。他自七七事变以来，率部对日作战，身先士
卒，勇猛无比，屡战屡胜，不幸于 1938 年 2 月，在山西隰县川口镇杨村
堡战斗中身受重伤，英勇牺牲，时年 37 岁。他带寿衣上抗日战场、“不成
功，便成仁”、“宁死不穿军装过黄河”等爱国主义精神，为后世所敬仰。

赵锡章，字荣三，生于 1901 年，河间三十里铺人。他 8 岁入本村三
十里铺毛公书院读书，聪明好学、尊敬师长、力求上进，深受老师喜爱。

·1·

赵锡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后又考入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后在清河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步兵科第 9 期学习。他身材魁梧、性情忠厚，颇有燕赵侠士之风度，他学
习军事技术刻苦认真，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深受官兵倚重和同学拥
戴。

赵锡章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敬仰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痛
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赵锡章从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晋军
服役，历任排长、教官、傅作义部参谋、第七十师上校参谋长等职。1935

年赵锡章升任陆军独立第三旅第四团团长。他官职不断升迁，但仍然平易
近人，善于接近下级官兵，带兵有方，赏罚分明，关心士卒疾苦。

赵锡章虽是旧时代军人，但他有强烈的爱国心，痛恨日本帝国主义，

也非常厌恶打内战。因此，他对中国共产党提出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抗日救国”的主张非常赞同和拥护。

赵锡章和妻女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赵锡章义愤填膺，立即请缨上
阵，要到前线杀敌报国。他曾
激动地对妻子张惠如说，日本
帝国主义一定要灭亡，我要与
日寇决一死战，决不能穿着军
装过黄河。不久，晋绥军各部
奉令也开赴抗日战场。赵锡章
在走上战场前，专门给自己准
备了一套寿衣，上面写着 “不
成功，便成仁”六个大字。他
带着寿衣转战各地，表现了誓
与日本侵略军血战到底，把生
死置之度外的英雄气概。

1937 年 9 月，日军侵占平
( 北平) 津 ( 天津) 后，又大
举西进、南下。山西腹地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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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进攻的锋芒所在。日军凭借飞机、大炮的优势，连续突破晋北防线，进
占山西。军事当局组织了平型关战役，给日军以沉重地打击，参战部队有
晋绥军、陕军、豫军及第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赵锡章率部也参加了此次
会战。他率领部队星夜开往前线，于 9 日到达广灵与灵丘交界处构筑阵
地，与南侵日军发生激烈战斗。双方血战了 5 天后，赵锡章奉命转移到平
型关西沟一线构筑工事，在第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的左翼布防。9 月下
旬，日军进抵平型关，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打击入侵日军。赵锡章率部随
同独立第三旅参加了狙击日军的战斗。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亲临前线
指挥部队沉着应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一一五师歼灭日军
精锐主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战斗。

不久，日军主力依仗其优势火力和兵力，继续南下，威逼山西省城太
原。军事当局决心集中全部主力部队在忻口一线与日军决一死战。各路援
军也纷纷入晋参战。中国抗日战争初期著名的四大战役之一的忻口保卫战
开始了。这场战斗双方投入全部主力作战，战斗空前残酷。各路大军 20
余万在忻口一线坚守阵地，浴血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同时抗
战各部也伤亡惨重，许多高级将领壮烈殉国。赵锡章率领部队也参加了忻
口战役，担任中央地区的守备任务，亲临第一线，用抗战必胜、战死光荣
的道理鼓励士兵奋勇作战，杀敌立功，并指挥部队多次反冲击，打退了敌
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日军在阵地面前陈尸累累，中国军队虽损失惨重，但
士气高昂，宁死不退。这场大战共歼敌 2 万余人，成为华北战场歼敌最多
的战役之一，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
志。但由于种种原因，忻口战役最后以国民党部队主动撤退而结束，日军
继续南下，很快攻陷太原城。中国军队退向山区，继续坚持对日作战。

忻口战役后，赵锡章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被提升为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十九军第七十师第二一五旅少将旅长。他在晋西继续严格训练部队，教
育士兵毋忘国难，随时做好与日军决战的准备。

1938 年 2 月，日本侵略者为扫除山西境内的各个根据地，消灭我军主
力后，以利其渡过黄河进攻中原，首先向晋西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日
军集中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步步推进，妄图一举消灭抗日
的中国军队。这时赵锡章率第二一五旅为其所在的七十师左部奉命在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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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狙击日军。
2 月 20 日起，日军开始向阵地发动进攻，赵锡章亲临前线视察阵地，

严加布置，指挥部队利用有利地形打退了日军一次次进攻。挫败的日军恼
羞成怒，集中大量飞机火炮狂轰滥炸，并指挥步兵发起集团冲锋，凶残的
日本兵排成密集队形，端着闪亮的刺刀，像恶狼一样嚎叫着，冲上阵地，

双方拼死战斗，死伤惨重。下午 4 时，日军突破阵地，双方在川口展开肉
搏血战，只听喊杀震天，刀光闪闪，血肉横飞。川口镇南北山头也同时展
开激烈的争夺战。因有被包围的威胁，赵锡章奉命撤至孔家庄、东沟至任
家岭一线的新阵地，继续顽强抗击敌人。21 日，日军主力乘中国军队阵
地未固，于拂晓时分发动猛烈攻击。经拼死抵抗，虽然日军遗尸累累，但
阵地全部被日军炮弹炸毁，中国军队也损伤惨重。

下午 2 时，在日军数次攻击后，二一五旅数处阵地被日军突破，大批
日军涌入突破口，双方陷入混战状态，在杨村堡内的二一五旅旅部也被日
军三面包围。在这紧急时刻，赵锡章亲自率领预备队一连及旅部其他官兵
向敌人猛冲，想消灭敌人，堵住突破口，以挽回战局。在与敌人战斗中，

赵锡章臂膀中弹。官兵们都力劝他撤退，他厉声喝道: “我之衣衾早已备
好，此即我葬身之所，今日有死无生。”他裹伤再战，督率部队拼死冲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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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敌我兵力悬殊，敌人将我军压回村内，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喊杀动
天，赵锡章头部又受重伤，壮烈殉国，其部队也伤亡殆尽，战死沙场。

为表彰赵锡章将军英勇杀敌、以身殉国的英雄壮举，国民政府追赠赵
锡章为陆军中将。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授予
赵锡章以革命烈士称号，颁发了 “革命烈士”证书。现在，北京卢沟桥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纪念碑上，均铭刻着赵
锡章烈士的名字。2014 年 9 月 1 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赵锡章入选
由民政部公布的 “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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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彬出生于 1916 年。河南省息县人。1936 年 4 月，

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1936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

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干事。1937 年 10 月，参与组建鲁北特

委并任书记。1938 年 2 月 9 日，在守卫盐山县城的战斗中，

因手枪走火负伤。同年 3 月初，因伤势恶化，逝世于盐山县

崔口村 ( 现属庆云县) 医院，光荣殉国，年仅 22 岁。

他宁可为抗日抛头颅、洒热血，也 “决不当封建地主的孝子贤孙”。

他就是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冀鲁边党组织创建人之一于文彬。他
为发展冀鲁边抗日武装力量、开辟和建立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功绩。

于文彬，原名余士珍，化名余振芳、于启明。于文彬是其在冀鲁边区
工作时的化名。1916 年 10 月，于文彬出生于河南省息县临河乡一个地主
兼商人的家庭，先后就读于家乡私塾、临河乡高小、开封省立一中。1927

年，临河大集发生了共产党领导的抗税斗争，这是他首次受到革命思想的
熏陶。

1932 年初中毕业后，于文彬考入焦作中学高中部。由于他待人诚恳、

成绩优秀，在同学中威信较高，被选为焦作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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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于文彬国文课的老师李常青，是中共焦作中心县委书记。他经常向同
学们讲授抗日救国道理，介绍一些进步读物和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作
品。由于受到老师的感染，于文彬常向李常青借书求教，从中寻求革命真
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有一定认识，

曾对同学说: “如果红军打土豪打到我家门口，我会站在红军一边，决不
当地主的孝子贤孙”。他在作文中曾吐露出爱国激情。李常青发现后，便
决定将他作为共青团的发展对象，并派焦作工学院学生、共青团员张滨黄
与他联系。在党团组织帮助下，于文彬等人很快发起成立了读书会，利用
该会传播抗日救国思想，组织阅读进步书刊，如 《铁流》、《毁灭》、《母
亲》和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通过这些活动，于文彬思想觉悟迅速提
高。1934 年 6 月，于文彬经焦作地下党支部书记陈荻罗介绍加入共青团。

党团组织为了提高他们的思想，带领他们到煤矿实地考察，了解矿工的生
活和工作，适逢一家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伤了许多工人。他们目睹了工
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毫无人身安全保障的地狱生活，受到了强烈的教
育，决心为受压迫者的解放而奋斗终生。为了扩大革命影响，于文彬利用
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领导和组织各班同学出墙报、演话剧、散传单、

写标语，宣传抗日救国，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通过这些活动，使许多
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1934 年 10 月，焦作地下党遭到破坏，陈荻罗被捕，

一二九运动中，东北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在前列

李常青脱险到了北平。11 月，于文斌也离开焦作到了北平，与李常青共
同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
于文彬按照党组织决定，
参加了东北大学的游行
队伍，高呼 “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 “武装保卫
华北”、 “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等口号。当游行
队伍到达王府井时，遇
到了反动军警的竭力阻
拦，受到高压水龙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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