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英雄的故事
李晋华　 主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革命英雄的故事 ／ 李晋华主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４
　 （中小学生必读红色经典故事丛书）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２１２－０４９７３－７

　 Ⅰ．①革…　 Ⅱ．①李…　 　 Ⅲ．①革命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Ｉ２４７．
８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 数据核字（２０１２）第 ０６０５６４ 号



革命英雄的故事
李晋华　 主编

出 版 人：胡正义

责任编辑：张　 旻　 郑世彦

封面设计：旭日金榜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ｒｅｓ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

安徽人民出版社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ｈ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１１１８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２３００７１
营销部电话：０５５１－３５３３２５８　 ０５５１－３５３３２９２（传真）

印 制：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７００×１０００　 　 １ ／ １６　 　 　 　 印张：９　 　 　 　 字数：２３０ 千字

版次：２０１２ 年 ４ 月第 １ 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第 １ 次印刷


标准书号：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２１２－０４９７３－７　 　 　 　 　 定价：２６ ８０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秋　 瑾 （１）……………………………………………………………………
　 　 邹　 容 （５）……………………………………………………………………
　 　 杨靖宇 （８）……………………………………………………………………
　 　 李兆麟 （１３）…………………………………………………………………
　 　 赵一曼 （１８）…………………………………………………………………
　 　 八女投江 （２６）………………………………………………………………
　 　 江姐 （２９）……………………………………………………………………
　 　 刘胡兰 （３３）…………………………………………………………………
　 　 王若飞 （３７）…………………………………………………………………
　 　 董存瑞 （４１）…………………………………………………………………
　 　 杨子荣 （４５）…………………………………………………………………
　 　 邱少云 （４８）…………………………………………………………………
　 　 罗盛教 （５６）…………………………………………………………………
　 　 黄继光 （６０）…………………………………………………………………

·１·



秋　 瑾

秋瑾，字璇卿，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原籍浙江绍兴。 她祖父和父亲在厦

门做官时，将全家迁居到了厦门，１８７９ 年秋瑾就出生在那里。 秋瑾从小就聪明

伶俐，非常讨人喜欢。 在她 ７ 岁的时候，有一次，她路过书房，被哥哥们朗朗的

读书声所吸引，她倚门观望，一时竟挪不开步了。 教书先生看到她有如此强烈

的求知欲望，便心生怜爱，也教她识字。 秋瑾在家塾里，几年工夫就读完了好

几部古书和许多古词。 １１ 岁时，她就学会了做诗。 在这以后的几年中，她又读

了不少经书和史书；所做的诗词刚劲高亢，令人振奋，在当地颇有一些名气。
一时间，只要提起秋瑾，人们就都知道，这是一个聪明好学，喜爱填词作诗，还
擅长骑马、打拳、击剑，文武双全的“名门闺秀”。

然而，秋瑾并没有因为她的多才多艺而获得更多的自由。 在当时，妇女身

上套着许多封建枷锁，尤其像秋家这样的官宦人家，封建意识就更为浓厚了。
父母不肯放秋瑾到社会上参加活动，让她在家中做闺阁小姐，这与秋瑾豪放直

爽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 对家庭的这种束缚，秋瑾很不满意，所以经常向那些

平常有来往的姐妹们诉苦，抱怨社会太不平等，妇女的社会地位太低贱。 当秋

瑾看到那些“洋人”耀武扬威地进出她祖父的办事机构，说话办事都极不讲理

的情景时，就更激起她的愤怒，使她越发感到社会的黑暗。 她曾写诗描述了妇

女所处的“日月无光天地昏，沉沉女界有谁援”的悲惨境地。 她认为，“人权天

赋原无别”，女子的聪明才智不一定比男子差。 而且，她还认识到，如果女子不

读书，没有独立谋生的本领，靠男人吃饭，就只能处在受压迫的地位；妇女只有

读书，学本领，才能争取自由。 她表示，要用自己的“热血”，唤醒千百万妇女的

灵魂，冲破“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争
取妇女以及整个社会的解放。

在以后的日子里，秋瑾又经历了许多事，严酷的事实使她深深地认识到，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不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中国人

民就不会自由幸福。 １９ 岁那年，秋瑾依父母之命嫁给了大官僚财主的儿子王

廷钧。 结婚以后，她决定到日本去，以探索救国的真理。 王廷钧是个趋炎附势

的■子弟，本来对秋瑾的言行就不满意，一听秋瑾要去日本，更是火冒三丈，坚
决反对。 他竟用卑劣手段，窃取秋瑾积蓄的金银首饰和银圆，以达到阻止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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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东京的目的。 然而王廷钧怎么也想不到，他的这些做法更坚定了秋瑾离家

出走的决心。
她变卖了自己佩戴的首饰，将两个孩子寄养到绍兴娘家，于 １９０４ 年夏天，

冲破封建的牢笼，踏上了留学日本的征途。 当轮船行至黄海时，秋瑾面对波涛

汹涌的大海，心潮起伏，她仿佛看到了当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北洋海军前

仆后继，全军覆没的悲壮场面。 一股复仇的烈火在她胸中熊熊燃烧起来，她当

即挥笔写下了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
闻到当年鏖战地，至今犹带泪痕流；
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
领悔无权悲索莫，磨刀有日快恩仇。
天风吹面冷然过，十万燕云眼底收。
秋瑾到日本以后，既不学医，也不进师范学校，她认为，这些只能解除少数

人的痛苦，而只有研究革命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完成拯救祖国的大业。
因此，她一面学习日语，准备考入正式学校；一面广泛结识爱国志士，进行革命

活动。 她和刘道一等组成了以反抗清廷为宗旨的“十人会”；和陈撷芬等发起

完全由妇女参加的“共爱会”；为提高留日学生的政治觉悟，她又创办了《白话

报》，宣传推翻清朝政府，争取男女平等。 不久，她又加入了秘密的反清会

党———“洪门天地会”，并结识了和蔡元培一起发起光复会的陶成章，以及当时

在日本留学的鲁迅。 秋瑾在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还广施侠义之财。 １９０５ 年

初，她慷慨解囊，资助长沙起义失败后来到东京的同志，以致后来自己经济拮

据，只得回国筹措学费。
回国后，她首先到上海爱国女校访问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之后又到绍兴

热诚小学会见了徐锡麟，并经徐锡麟的介绍，加入了光复会。
１９０５ 年春，秋瑾重返日本，考入“青山女子实践学校”学习。 １９０５ 年 ８ 月，

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组建同盟会。 经黄兴介绍，秋瑾与孙中山见面。 倾谈之

下，她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大为折服，并立即加入同盟会，还被推选为同盟会

浙江分会的会长。
革命思想武装了秋瑾，也改造了秋瑾。 从此以后，她在日本各地四处奔

走，发表演说，宣传革命。 她介绍许多青年加入同盟会，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

路。 就在这个时候，她将名字改为“竞雄”。 她经常穿着男装，佩戴着从日本商

店买来的一柄锋利的“倭刀”，练习武艺。
由于许多开展革命斗争的革命家当时都是在日本留学，一时间，日本就成

了他们在海外的革命策源地。 这令清政府感到十分惶恐。 １９０６ 年，在清政府

的授意下，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则”，严禁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从事革

命活动。 秋瑾对日本政府的无理干涉十分愤慨，她毅然鼓动和带领大批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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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回国，参加直接对抗清政府的革命斗争。
经过几年的革命锻炼，秋瑾已成长为一位坚强的女革命家。 她从对历史

的回顾和对现实的分析中，逐渐得出了“世界革命赖武装”的真理。
回国初期，她住在上海虹口路厚德里。 她在寓所里建立起据点，广泛联系

革命同志。 在这里，她创办了中国妇女的第一份报纸———《中国女报》，在揭露

社会的黑暗，陈述妇女的痛苦，争取妇女解放，宣传男女平等方面都起到了巨

大的启蒙作用。 同时，她积极发展武装斗争，为武装起义积极地做准备。
１９０７ 年春天，她离开上海回到故乡，主持大通学堂的校务，在校内特别增

设了体育专科，借此培养革命军事干部。 为训练学生，她从各地抽来许多干

部，到校担任教官。 秋瑾自己也身先士卒，骑着马，手持武器，亲自指导学生野

外训练。 此外，她还利用当时绍兴知府贵福以前曾与她父亲共过事的便利条

件，取得官府公文，名正言顺地从上海买来了各种枪支弹药。
在革命党人的努力下，大通学堂的学生几乎都成了光复会会员，江浙一带

的革命党人迅速发展到六七千人。 秋瑾把全部革命力量按照“光复汉族、大振

国权”八个字的顺序分别编为八个军，总称为“光复军”，徐锡麟任首领，秋瑾任

协领。 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 徐锡麟和秋瑾决定，７ 月初，徐锡麟在安徽安庆，
秋瑾在浙江金华、绍兴等地同时起义，目的是要消灭清政府在东南沿海的军

队。 计划确定之后，大家兴奋异常。 秋瑾心情激动，当即取出“倭刀”挥舞起

来，高兴地说：“宝刀啊宝刀，用你报仇雪耻的日子到了！”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气势，封建统治者惶恐万分，他们派出大批侦探到处

搜捕革命党人。 这一突然变化的情况，迫使徐锡麟单独于 ７ 月 ６ 日提前起义。
由于准备不足，起义军在杀死安徽巡抚恩铭之后，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徐锡麟不幸被俘。 在安庆，他被反动派施以挖眼剖心的酷刑，最后慷慨就义。

７ 月 ９ 日，秋瑾等人在绍兴指挥部里焦急地等待安庆方面的消息，当得知

徐锡麟壮烈牺牲的噩耗时，她悲痛欲绝。 她极力抑制住悲恸，向桌上猛击一

掌，说：“革命未成死不休，得拼下去。”
安庆起义的失败，严重破坏了整个行动计划。 敌人对此也有所察觉，他们

从杭州派出大量兵丁前往绍兴，这样，形势就更加危急了。 ７ 月 １３ 日，革命党

人王金发从嵊州秘密来到绍兴，会见秋瑾。 王金发力劝秋瑾立即撤往安全地

带。 他恳切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秋瑾对战友的劝告非常感激，但
她哪肯只身出走。 她将重要文件交与王金发，毅然表示：“我决定留在这里和

敌人决一死战。 革命是要流血的，没有鲜血，挽救不了民族危亡。 希望你再接

再厉，重新组织那些失散的同志，努力地干下去”之后，秋瑾将一部分学生疏

散，使他们免于不幸，自己却留在了大通学堂。
这天下午，杭州的清兵果然赶到，并团团包围了大通学堂。 秋瑾下令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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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一时学堂内枪声大作。 秋瑾手持六轮手枪，英勇搏斗。 学生们以校门、墙
壁为掩护，英勇阻击清军，当场击毙击伤清军数十人。 经过近一小时的激战，
清军冲进了大通学堂，秋瑾和其他六人不幸被捕。

秋瑾领导的武装斗争，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清政府对此“谋反朝廷”的
案件极为重视。 他们准备连夜对秋瑾进行严酷审讯，同时，派出了大批军队和

爪牙四处搜捕其他逃走的爱国学生，妄想一网打尽。 当晚 ６ 时整，秋瑾被带到

阴森凶险的法堂。 敌人责令她跪下，她昂首挺胸地回答，“革命党人没有这个

习惯！”尽管敌人千方百计地，对秋瑾进行威胁利诱、严刑拷打，但她始终坚贞

不屈，誓不做革命的叛徒。 当敌人逼她写供词时，秋瑾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眼
望着法庭门外连绵的凄风苦雨，她牵挂着阴雾笼罩下的中华民族，思念着惨遭

摧残的革命事业。 她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借此来表达她

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前途的担忧和对革命暂受挫折的悲愤。
面对钢铁铸就、威武不屈的英雄，敌人无计可施，只得伪造供词，捏造罪

证，强按手印，草草定案。 清政府害怕光复军前来劫狱，下令于 １９０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在绍兴轩亭口将秋瑾处决。 当敌人宣布将她就地处决时，秋瑾视死如归，昂
首大笑，声震天宇。

那一日，秋瑾身穿白布衫、黑纱裤，从容镇定地走向刑场。 这时东方已经

发白，秋瑾无限深情地举目四望，向祖国的美丽河山，向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

同胞，向可爱的家乡鞠躬告别……秋瑾虽然英勇地牺牲了，但她的光辉形象，
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落落何人报大仇，
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
几个男儿非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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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容

这是年仅 １６ 岁的邹容（１８８５—１９０５）在面对祖国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

义宰割、凌辱时抄录下的一首悲凉慷慨的诗篇。 正是对祖国怀有如此深情的

邹容，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成为一名真正的“革
命军中马前卒”。

邹容，原名绍陶，又名佳文，字蔚丹，后来在留学日本的时候，改名邹容。
父亲是四川巴县一位富裕的民族工商业者。 邹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嘉

陵江畔这座山城里度过的。 他 ６ 岁进私塾。 在他快满 １３ 岁的时候，他的父亲

望子成龙心切，硬逼着他去参加科举“童子试”。 邹容一看发下来的试题中尽

是些生僻晦涩的偏题、难题便十分反感，他当场质问考官：“这不成意思的几个

字，叫人怎么做文章？ 如果非按朱熹的解释去写，那我们岂不成了经书的奴

婢？”考官正要发作，邹容已愤然离开了考场。 回到家里，父亲恨子不成钢，狠
揍了他一顿。 之后，他问邹容是否愿意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谁料邹容却理直

气壮地回答：“我不愿学那些臭八股文，考场不爱惜人才，就算得到功名又有什

么用？”
就在这一年，戊戌维新运动爆发了。 邹容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对革命

者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他尤其敬仰谭嗣同那种不怕流血牺牲的战斗精神。 他

阅读了《天演论》、《时务报》等大量新学书刊，由此也产生了民主革新的思想。
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资产阶级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 宣布变法

１０３ 天之后，就传来了谭嗣同等人在北京菜市口慷慨就义的消息。 年幼的邹容

异常悲愤，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谭嗣同的遗像悬挂在自己的座位旁，并且写下

“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 推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的诗句，以表明其决心

救国救民，“虽粉身碎骨而不计”的壮志豪情。
１９０１ 年，邹容的父亲把他送进了专门学习儒学经典的重庆经学书院。 想

不到，邹容却在书院里大胆抨击儒学，结果，不久便被开除了。 于是，忧国忧民

的邹容决定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寻求革命真理。 这年深秋的一个早上，他冲破

重重障碍，终于踏上了一条开往日本的柏木船。 他乘风穿雾，过三峡，经上海，
在第二年春末，抵达日本东京。 从此，他投身到了留日学生爱国民主斗争的激

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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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２ 年春天，邹容进入东京同文书院补习日文和初级课程。 他怀抱着拯

救祖国的大志，刻苦学习，如饥似渴地阅读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

精理》和《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 中国留日学生有 ２０００ 人之多，
邹容在他们之中结识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爱国青年，并和他们一起积极参

加留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第二年春节，在东京留日学生会馆举行了有 １０００
多人参加的团拜大会。 邹容再也按捺不住在他胸中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他
坚定地步上讲台，目光炯炯，慷慨陈词，控诉了清政府对外惧怕帝国主义，对内

压迫人民的种种罪行，并且激动地提出了推翻清政府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正义

主张。 顿时，从会场各个角落迸发出一片赞扬声：“说得太好了”，“邹容说出了

我们要说的话！”此后，留日学生集会，邹容必定争着演说。 他词锋犀利，情绪

激昂，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弦。 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唤起国人的觉醒，邹容

还开始了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通俗读物《革命军》的写作。 这时，邹容已在斗

争实践中逐步锻炼成为一名宣传革命、反对清廷的激进分子。
邹容留日期间，清政府派到东京的南洋学生监督姚文甫不断地破坏学生

运动，迫害留日学生。 三月末的一天晚上，邹容和几位同学出其不意地出现在

姚文甫面前，将他痛打了一顿。 面对姚文甫的不断求饶，邹容怒不可遏地说：
“既然饶你的狗头，就不能饶过你的辫子。”说罢，亮出快剪，咔嚓一声，将姚文

甫脑后拖着的长辫子剪掉。 第二天，这条肮脏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的正

梁上，旁边写着：“禽兽姚文甫之辫”。 当时留辫是清朝专制统治的象征。 姚文

甫被剪辫示众的消息震动了东京，很快便传到了国内。 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

气急败坏，亲自出马，诬蔑邹容是犯上作乱的“祸首”，并对他加以迫害。 邹容

被迫于 １９０３ 年 ４ 月横渡东海，回到阔别了一年多的祖国。 回到上海后，邹容满

怀着战斗激情，急切地奔向爱国学社去会晤革命家章太炎等人。 虽然章太炎

比邹容大 １５ 岁，两人却一见如故。 此后，他们经常在一起滔滔不绝地畅谈国家

大事，由此也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沙皇俄国进一步

对我国进行侵略扩张，妄图将我国东北变为“黄俄罗斯”，这一行径立刻就激起

了全国人民强烈的愤怒和谴责。 １９０３ 年 ４ 月，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召开“拒俄

大会”，邹容在会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 他还报名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并
发动组织了中国学生同盟会。

在章太炎的影响下，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邹容的革命民主思想日渐成熟

了。
就在这紧张、激烈的战斗环境里，邹容完成了《革命军》的写作。 《革命军》

全书分为七章，约两万多字，语言通俗流畅，充满着爱国主义豪情。 它指出中

华民族已被帝国主义和清政府推到了“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险恶境地；强烈

要求用暴力推翻清王朝，驱逐帝国主义这个“外来之恶魔”，争取祖国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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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主动为《革命军》写了一篇序言，称赞它是“雷霆之声”。 《革命军》自

１９０３ 年出版以后，短短的几年就重印了 ２０ 多次，销售 １００ 多万册，居清朝末年

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 年方十九、风华正茂的邹容写的《革命军》是中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军鼓点，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起到“发聋振聩”的作

用，教育和鼓舞着整整一代资产阶级革命者勇往直前。
“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换沉沦。”，《革命军》出版后，上海的《苏报》

接连发表文章，赞美它是“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希望将它借及于四万万

人之脑海”。 清朝统治者对此惊恐万状，恨之入骨，便肆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苏报案”。 他们以“劝动天下造反”的罪名，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叫嚷

“巴县邹容最为凶险，非拿办不可。”
１９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气势汹汹的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闯进爱国学社，悍然

逮捕了章太炎。 听到这个消息后，邹容十分愤慨，毅然于第二天凌晨“投案”，
被敌人关进了帝国主义者设在租界里的监狱。

在敌人的法庭上邹容坚强不屈，据理力驳，会审官瞠目结舌，束手无策。
但是，中外反动派强装镇静，无理宣判邹容“永远监禁”。 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抨

击下，才于 １９０４ 年 ５ 月改判“监禁二年”。
囚禁，扑灭不了民主先驱心中燃起的革命烈火，阻挡不住革命志士的顽强

战斗。 在敌人的铁窗后面，邹容一边向同时被押的章太炎学习篆书，一边创作

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怀的诗篇来表达自己的革命志向和美好情怀。 他曾在一首

题为《狱中答西狩》的诗中写道：“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

革命军。”在敌人阴暗恐怖的监狱里，邹容日夜盼望着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从四

方兴起，以解救苦难的祖国。
“人间活地狱”，这就是反动派监牢的真实写照。 邹容在被关押期间，每餐

只能吃到“粥一盖，豆三粒”；北风怒号的严冬，晚上也仅有一条毡子用来御寒；
此外他还经常被罚做苦工，遭受毒打。 非人的折磨无情地吞噬着邹容年轻的

生命。 １９０５ 年 ２ 月，在离刑满出狱只有几个月的时候，邹容病倒了。 然而，反
动派并没有停止对邹容的迫害，相反，他们对他的摧残一天比一天更狠毒了，
邹容的病情也因此一天比一天地恶化，终于发展到难以挽救的地步。 １９０５ 年 ４
月 ３ 日凌晨，邹容突然口吐鲜血，悲愤地离开了人世，他的遗体被反动派残忍

地弃置在监狱墙外。 这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死时才 ２１ 岁，这正是为革命

做出贡献的青春年华啊！
“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

“巍巍哉，革命也！ 皇皇哉，革命也！”邹容生前雄壮的呐喊，一直回荡在神州大

地；他的革命精神，一直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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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宇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下午，长白山的慷江县（今为靖宇县）山区，松涛呼啸，漫
天雪海，零下 ３０ 多度的气温简直要把人的血液都冻结起来。 而位于该县保安

村西南约 ６ 里左右的三道威子处，此时却是枪声大作，炮火轰鸣。 只见一位身

穿破皮大衣、满脸络腮胡子的抗联战士正手持双抢边跑边往后开枪。 在他身

后，一群敌人像恶狼一样紧追不舍。 一阵激战后，这个战士在枪声中倒下了。
敌人胆战心惊地走近他，确定他已经死了以后才把他抬上担架，簇拥着直奔蒙

江县城。
敌人不明白：为什么在衣着单薄、粮食断绝的情况下，这个战士仍然能顽

强地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到了医院后，敌人把尸体抬到手术室，残暴地割开他的腹部，发现“胃里连

粒米都没有”，只有野草、树皮和棉絮。 这时敌人的猜测终于得到了证实，这个

战士就是关东军悬赏一万元要捉拿的杨靖宇将军。
敌人照例“欢庆胜利”，但他们的内心却无法摆脱恐惧，害怕杨靖宇的精神

不死。 因此，他们在报纸上用大号字写下醒目的标题：“怨敌杨靖宇被射杀！”，
并把他的头颅割下四处悬挂，向日本天皇“遥拜”。 后来，他们又把这颗头颅送

到新京———伪满洲国首都长春市，报功请赏。 但尽管如此，在一些敌人的内心

深处，不得不承认杨靖宇有壮志凌云的豪气，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
杨靖宇将军牺牲的消息传开后，中国人民无不痛心疾首。 正如原东北抗

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的题词所说的：
“满腹棉絮枯草，战斗到最后一人。 共产党员以身殉国，永示典范。”
杨靖宇的故乡是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 １９２９ 年春，杨靖宇来到东北参加

革命斗争后，便和故乡的亲人失去了联系。 要不是杨靖宇的老战友杨一辰在

淮海战役后到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工作，碰巧找到了杨靖宇的儿子马从云和

女儿马锦云，河南人民还不知道声震东北的杨靖宇将军就是本省尽人皆知的

马尚德。
在大革命时期，杨靖宇在河南确山和刘庄领导农民运动，建立了革命政

权。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他离开家的这一天，正是女儿刚出生的第五天，他为女

儿取了个名叫“躲”，就是“在李湾村住不了，躲到杨桥姥姥家去”的意思。 ７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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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反动派抄了杨靖宇的家。 他的妻子郭莲把杨靖宇在开封读书时照的一张

相片缝进女儿马躲的棉衣里，声泪俱下地说：“躲儿，等革命成功，红军回来了，
拿着相片去认你爸爸吧！”

杨靖宇是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离开家乡后，杨靖宇到上海党

中央举办的训练班学习，后奉命到东北抚顺从事地下工作，协助白区工人进行

革命运动。 煤矿工人把这位自称籍贯是山东的张贵一看做自己的贴心人，大
伙儿亲切地称他为“山东张”。 就是这位行装俭朴，夏穿旧长衫，冬着薄棉袄，
鞋子常“张嘴”的“山东张”，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 ３ 年多来，曾三次被捕又安全

脱险。
“九·一八”事变后，他调到哈尔滨，在铁路工人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工

人们又亲切地称他“张大个子”。
１９３２ 年春，他被调到新的战斗岗位，从事军事斗争。 因斗争需要，他又将

自己的名字从张贯一改为杨靖宇。 从此，杨靖宇的英名威震林海雪原。
在东北战场上，“杨靖宇”这三个字，使得日伪军闻之丧胆，而在东北人民

群众中，这三个字却又成了抗日的旗帜。 老乡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我们的杨司

令”，并把抗联一路军称作是“杨司令的队伍”。 他的英雄壮举至今还铭刻在东

北父老乡亲的脑海里。
杨靖宇司令领导的队伍，经常在檬江一带活动。 檬江境内有个仁义村，这

个村前有大江、后有群山，是一个能进能退、能攻能守的好地方，杨司令常带领

队伍到这儿落脚。 村里的十几户庄稼人把战士们视为亲人，要是部队有十天

半个月不来，一个个就都急得坐立不安，到处打听。 战士们到村里也像是到了

家一样，常常忙着帮大伙种地、砍柴……部队与老百姓的关系就好比鱼和水、
血和肉。 乡亲们对杨司令也格外地敬重。 一有空，大伙便凑在一块讲杨司令：
有的说杨司令是个“飞毛腿”，来无影去无踪，鬼子坐电驴子也撵不上；有的说

杨司令撒豆成兵，不管来了多少鬼子，只要他手一摆，立刻东南西北，天上地下

全是兵，一下就能把鬼子打个稀巴烂；还有的说，杨司令会“分身法”，鬼子明明

把他围住了，打了一阵，到跟前一看，原来是棵红松村。 一次，一位老乡绘声绘

色地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次，正是腊月三九天，滴水成冰。 杨司令带着队伍在前面走，鬼子汉

奸在后面追。 鬼子说：“这回非把杨靖宇撵死不可。”杨司令说：“非把鬼子拖死

不可。”抗联战土又累又冻又饿，鬼子追得又饥又渴。 鬼子说：“快点赶，不让杨

靖宇吃上饭、睡上觉。”杨司令说：“快点走，不让鬼子歇口气、喝口水。”杨司令

带着队伍在山里整整转了五天五夜，与鬼子老是隔着 ５ 里远。 杨司令也不甩

下鬼子，鬼子也撵不上杨司令。
到了第六天，杨司令带着队伍下了山，出其不意地转到鬼子的后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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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遇上鬼子的后勤队，１２ 辆大车上全是鬼子的给养，什么大米啦、白面啦、猪
肉啦……还有两大车烧酒。 杨司令带着队伍截住大车，缴了后勤队的枪械，然
后命令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收藏好，只留下两车烧酒，并把酒篓盖打开放在车

的两旁。 战士们又饥又冷，都想喝点酒暖和暖和身子，可杨司令偏偏不让大家

喝。 他说：“大米、白面和罐头大家尽管吃，这酒谁也别想喝一口，这是给鬼子

留的。”当时谁也不明白杨司令又要使什么新招。 接着，杨司令又把抓到的汉

奸运输兵放了，并对他们说：“你们赶快回去报告鬼子，说我们准备好了酒和

肉，欢迎他们来！”
运输兵马上跑回去报告了鬼子队长。 鬼子队长一听，肺都气炸了，立即命

汉奸队加快步伐追赶，说千万不能让杨靖宇的队伍吃上这顿饭。
不到一个钟头，鬼子汉奸队果真追上来了。 杨司令见鬼子上来了，马上命

令队伍扔下两车烧酒就走了。 鬼子汉奸兵饿了几天几夜，一见抗联队伍跑了，
便一窝蜂似的扑上来抢吃的。 不见米面，只见烧酒，他们便不顾一切地捧起就

喝，鬼子队长大声制止也无济于事。 一会儿工夫，鬼子汉奸们就喝得东倒西

歪，有的竟倒在雪地上睡起来。
这时候，正面山上突然响起了枪声。 原来是杨司令率领着队伍又杀了个

回马枪！ 醉鬼们一下乱了阵脚，站也站不住，跑也跑不动，鬼子队长连声叫苦：
“我的，大大的上当！”不一会儿，３００ 多个鬼子汉奸就全成了俘虏。 这时大家才

明白：原来杨司令摆的是酒肉阵。
人们都说杨司令能掐会算，这一点儿也不假。
有一年，杨司令率抗联一军来到桓仁地区，鬼子被我军打得晕头转向，白

天、夜里都不敢出来。 日军立即撤换了这里的指挥官，派龟田来指挥“讨伐”抗
联一军。

没等龟田上火车，这事就让杨司令知道了。 鱼来下饵，鸟来张网，杨司令

从来不打糊涂仗，他马上派侦察班长金凤下山去打探。
金凤是个朝鲜族姑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她是在深山老林里长大的，

即聪明又漂亮。 鬼子一听见“金凤”二字就头痛，同志们一提起“金凤”，一个个

都会伸出大拇指。
金凤接受任务后，化装成走亲戚的小媳妇下了山，摸进了靠山屯一户农民

家里。 这家姓郭，老两口领着一个独生女过日子。 女儿叫玉兰，１７ 岁了，出落

得水灵灵的，十里八村都夸她是“九天仙女”。 正巧，金凤与玉兰的身材，样貌

长得一模一样，活像一对孪生姐妹，老两口见了金凤像见到自己的亲闺女一

样，十分亲热。
金凤进屋后吃过饭，大娘就开始抽抽噎噎地对她说：“闺女，你来得正好。

５ 天前，桓仁县的警察署长魏胖子到靠山屯来巡查，这个色鬼硬逼着俺把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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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给他做小老婆，说 １０ 天后来接‘太太’过门，如果反抗，就要把我们全家斩尽

杀绝。 你帮俺想想法子吧！”
金凤听后，一边琢磨杨司令交给她的任务，一边安慰大娘说：“大娘，你们

不要着急，我一定想办法帮助玉兰逃出虎口。”
大娘担心地问：“人家拔下根汗毛都比咱的腰粗，胳膊能扭过大腿吗？”
金凤思索了一会儿，笑着说：“放心吧，大娘！ 妹子的事全包在我身上了。

打今个起，你们就高高兴兴地置办嫁妆，越多越好，没钱就找魏胖子要，３ 天以

内，我一定回来。”
当天晚上，金凤回山报告了杨司令，把她的点子也说了。 杨司令听了，挺

赞成：“你同那姑娘长得一样，这个机会难得。 好！ 这任务就交给你吧！”
转眼间，１０ 天过去了。
这天，副署长“独眼龙”领着警察马队，吹着号，一个个耀武扬威，神气十足

地来迎亲。 新娘这边，送亲的人也请了不少，箱箱柜柜，足足摆了半里路远。
老奸巨猾的“独眼龙”把伪村长找来，挨个检查了送亲的人。 伪村长见立柜前

站着的十几个小伙子全是陌生人，便赶忙向“独眼龙”报告。 独眼龙瞪着一只

眼睛说：“你们是什么人？”郭大爷忙上前引见：“这是她的大表哥，这是她的三

表哥……请来帮帮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亲戚！”那位大表哥这下也被惹火了，袖
子一摆，骂道：去他妈的！ 他当署长的就可以六亲不认啦？ “独眼龙”讨了没

趣，只好手一甩：“起轿！”喇叭呜呜地吹起来，这伙送亲的人，也都跟着动身了。
到了城里，太阳已经下山了。 警察署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全副武装的警

察里里外外站了两屋。 什么县长啦，城防司令啦……还有鬼子、汉奸等大小头

目都来了，连龟田也亲自来道贺。
鞭炮响过，魏胖子挺着大肚子出来迎接，可是等了半天也不见新娘下轿。

这时，有话传过来，说新娘子怕枪。 当着众人的面，魏胖子气得脸都绿了，无
奈，只好命令把抢卸下来，放到一边。 新娘子这才下轿和魏胖子拜了天地。

随后酒筵开始。 新娘子一边挨着魏胖子，一边扶着龟田。 她饶有兴趣地

不断给龟田敬酒。 龟田开始时还紧绷着脸装假正经，几杯酒下肚后，下流相就

露出来了。 他推开桌子，一歪一扭地跳起日本舞来。 于是，其他人也随着他放

开胆子借酒助兴，猜拳行令，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
这时，两名喝得醉醺醺的“警察”，骂骂咧咧地扭打着进来，屋里人都拥上

去看热闹。 新娘趁机一个箭步跳到桌子上，从腰间拔出两支手枪，大喝一声：
“要命的都举起手！ 我就是抗联战士金凤！ 现在外面已被我们包围了。 警察

已全被缴械，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两名厮打的“警察”也同时抽出手榴弹，举过

头顶：“谁敢动一下，我就炸了他！”随后，又有两个人打开房门，架上了两挺机

枪。 见此情景，魏胖子早已吓得瘫坐在地，龟田正要掏枪，只见金凤手一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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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就从他的手腕穿了过去。 其余的鬼子、汉奸见状，马上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战士们用绳子把他们挨个捆了起来。

这就是杨司令同金凤在山上定的“偷梁换柱计”。 姑娘的大表哥、三表哥

是侦察班的战士，机枪就藏在作陪嫁的红立柜里。 趁鬼子汉奸们饮酒作乐时，
他们先缴了外边警察的枪，然后乔装成“警察”。 “警察”打架是报告一切都已

准备妥当的暗号。 就这样，没伤一根汗毛，抗联战士就俘虏了龟田和几十名鬼

子、汉奸。
当鬼子大队追来时，杨司令的队伍已带着战利品，接了郭家老少三人，押

着俘虏上山了。
杨靖宇是一位善于打游击战的将才。 即使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面

对敌人的重重包围，他也能将队伍化整为零，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扰得日军

惶惶不可终日。
不幸的是，１９４０ 年 １ 月，由于抗联警卫旅第 １ 团参谋丁守龙负伤后被捕叛

变，杨靖宇的行动计划彻底暴露。 之后，日军便派出了几万人的守备队来进行

围攻。
面对险境，杨靖宇依然坚定沉着。 他让部队分散活动，以迷惑敌入。 但终

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 杨靖宇带的一支 ６０ 多人的小

分队，最后只剩下 ６ 个人了，而且警卫员黄生发等 ４ 人还受了伤。 杨靖宇深知

情况严重，便决定让黄生发率 ４ 人往回走。 因为当时敌人正集中兵力在往前

走，黄生发等不愿离去，杨靖宇便严肃地说：
“别傻了，多活一个人就多一份抗日力量。 你们要战胜困难，坚持到底。”
无奈之下，黄生发只好带着 ３ 名受伤的战士，流着眼泪离开了杨靖宇。 他

们经过几天几夜的爬行，终于突出重围，找到了部队。
２ 月 ２３ 日，杨靖宇身边只剩两名战士了。 这两名战士来到大东沟找群众

买干粮、衣服时，不幸被敌人发现，在激战中牺牲。
杨靖宇一人在饥寒、疲劳和伤病中又坚持了 ５ 天后，不幸牺牲。 他牺牲时

年仅 ３５ 岁。
杨靖宇没有死！ 东北的老百姓都不相信他会死，人们一直企盼着有一天

又能看见他带着部队冲锋陷阵打鬼子。 于是，在长白山地区流传开了这样一

首民歌：
十月腊月天，松柏枝叶鲜。
英雄杨靖宇，长活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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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麟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震惊中外的消

息：“反动派暗了杀北满人民领袖，李兆麟同志遇害”。 噩耗传开，东北人民以

及一切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都对反动派这种卑鄙无耻的暗杀行为感到异常的

愤慨。 人们对杰出的共产党人、民族英雄李兆麟的不幸遇难深表哀悼。
李兆麟原名李超兰，１９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生于辽宁省辽阳县铧子乡小荣官屯

一个农民家庭。 １９２２ 年毕业于辽阳县吕方寺高小，又在大荣官屯上了两年私

塾。 他勤奋好学，而且能写一手好毛笔字，十五六岁就成为乡里公认的“小秀

才”。 １９２５ 年，由于父亲去世，家境日渐窘困，他只好辍学务农，但在劳动之余，
他仍孜孜不倦地坚持苦读。

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后，年轻的李兆麟目睹了神圣的国土惨遭日本侵

略者的践踏，３０００ 万骨肉同胞被任意蹂躏的悲惨情景，不禁使他怒火中烧。 当

时，李兆麟的姨父张一吼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并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

会。 张一吼知道李兆麟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便写信邀他到北平参加

抗日救国活动。 李兆麟在接信后的当天夜里便向母亲讲述了自己的心事，并
讲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抗日救国的道理。 李兆麟的母亲不仅同意了儿

子的要求，还帮他一起说服了李兆麟的祖父。 于是，李兆麟卖了家里的一车大

豆作为路费，于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离家奔赴北平。 到北平后，经张一吼介绍，李
兆麟向担任救国会常委的地下党员冯基平报告了辽阳一带人民抗日救国活动

的情况，并请求派人去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冯基平吸收李兆麟加入了东

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１９３２ 年初，李兆麟随冯基平等来到辽阳县铧子乡小堡一带组织抗日武装。

李兆麟是当地人，熟悉情况，他利用同乡、同学关系，做了许多抗日武装的工

作。 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将辽阳、奉天、本溪一带的“长江队”、“燕子队”、
“平日队”、“天地荣”等组织的 １０００ 多人联合起来，在这年的农历 ２ 月，成立了

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 这支军队在辽阳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给敌人

以很大打击。 那年的春天，义勇军攻打铧子沟矿井，活捉了日本矿长久留岛；
又在辽西地区以优势兵力围歼了日本关东军所属的一支 ３００ 多人的土匪队。

李兆麟等在组织抗日义勇军的同时，还在辽阳小堡一带建立了“反帝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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