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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壁材我心中的骄傲

一一为《砖壁村志》出版而作

李锐，锋

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是大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小村庄。它普

通的再不能普通。但是， 1937 年爆发的伟大的抗日战争使它成为

国内外闻名，人民景仰，敌人闻之胆寒的革命圣地。八路军总部进

驻砖壁村后，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陆定一、罗瑞卿、

杨尚昆都曾先后在村里居住。一时间，巨星云集，光芒四射，砖壁

村爆发出巨大的能量。由这里发出的命令，传达到前线，指挥着华

北抗战，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志气，取得了

抗日战争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我父亲李纪明， 1925 年 1 月 15 日出生在砖壁村。我祖父李纯

细是个抗战前在太原读过师范的教书先生，饱读诗书，又对现代文

明略知一二。记得 1964 年我读初中时刚开英语课，爷爷居然能辅

导我。一个穷乡僻壤的乡村教书先生竟然会英语，令我惊诧不已。

父亲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本是个天生的好教书匠材料，因读书

时较早接触革命真理，受教师、同学中抗日思想的影响，于 1937 年

夏天毅然投笔从戎，以 12 岁的小小年纪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牺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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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同盟会，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从参加革命开始，父亲基本上离开了砖壁村。现在真不可想

象，一个 12 岁的孩子，怎么在队伍里坚持下来?武乡革命老前辈

魏名扬对我多次说过，你爹那时又瘦又小，脚又不好，身体又弱，敌

人"扫荡"时他跑不动，年纪大些的就连拉带拖，有时还让他拽着马

尾巴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地几次精兵简政，领导上几

次动员他回家，在家乡参加些力所能及的革命活动，待年纪大些再

出来参加咱的队伍，但父亲坚决不回家。由于他会写文章，写的一

笔好字，就在武乡县委机关报《大众导报》当编辑、刻蜡版，这也正

发挥了他的特长。那时斗争环境非常险恶，县委机关是敌人的重

要打击目标，经常得转移，能跑会跑是每个人必须具备的本事。父

亲写文章刻蜡版是好把式，但反"扫荡"就很麻烦，他跑不快。郭忠

(原山西省农业厅副厅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对我说有一次

敌人追得很紧，情况万分危急，裁让他扔了蜡版、油印机，轻装跑快

些。但他就是不听，舍不得扔了。眼看不行了，我就甩了他一耳

光，他还不扔，几个大人强行夺下扔掉，又让杨尚枫(原山西日报副

总编)连背带拖跑了一段，才逃脱险境。"这确实很像我的父亲，他

貌似文弱书生，内心却很坚强，默默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困难。十年

浩劫的"文革"中，他面对残酷的折磨和苦难，绝不动摇共产主义的

理想信念，绝不揭发省委和老领导，也绝不承认造反派强加给自己

的罪名。我想，这正是家乡一一砖壁村的水土赋予他的秉性。

老实、本分、正直、深明大义，正是我们全家的基本特征和传

统。奶奶跳悬崖的事从小就听说过，但过去没有在我心中引起过

大的震动。 2005 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我有机会

回到了老家砖壁村。乡亲们把我领到了奶奶跳悬崖的地方。站在

悬崖边上，我的心灵被震撼了。崖底是百丈深渊，跳下去粉身碎

骨，必死无疑，站在边上也是心惊胆战。面对日寇的追杀，已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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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奶奶领着姑姑李华芳、父亲的前妻三人纵身跳下悬崖。奶奶及

父亲前妻当即殉难。姑姑李华芳被山中大树挂住，后来被乡亲们

救下，以后也参加了八路军。站在悬崖边才能感受到奶奶三人纵

身跳悬崖是何等的壮烈!这壮举表现了我们中国人、我们武乡人、

我们砖壁人宁死不屈的伟大情怀。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毛主席心系老区群众，派出慰问团

到井冈山、延安、太行山慰问老区人民群众。太行慰问团团长是当

时的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副团长是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史

纪言。当慰问团来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砖壁村时，工作人员向史

纪言同志报告，纪明同志的老父亲仍在村里。史纪言同志当即向

杨主席介绍父亲、姑姑参加革命及奶奶跳崖殉难的情况。领导同

志快步来到我家老屋，握住爷爷的手一再说，你为革命送出了一个

好儿子、一个好女儿。爷爷得知眼前的同志是儿子的老领导，激动

万分，直搓手不知该说什么好，不由分说就打鸡蛋、烙烙饼，史纪言

等同志只好留下吃饭后才去追赶慰问团。这些情景是前些年看了

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才知道的。

父亲参加革命后先后在中共武乡县委、武乡县抗日政府，大行

三分区，太行三地委组织部、宣传部，中共武乡一区区委，太行新华

日报社工作。全国解放后，长期担任山西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副局

长、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等职。母亲张荷先与父亲结婚后

在砖壁村生活过几年，并在村里上学。抗日战争时期，母亲曾在大

行军区被服厂工作，解放战争时期调入太行新华日报社工作。新

中国成立后大部分时间在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中间有几年在

太原百货公司、太原四中、太原市委办公厅档案室工作。母亲对砖

壁村怀有深厚的感情，经常向李生旺、李克勤、李纯利等砖壁村老

乡了解村里情况，关心村里的变化。

父亲在世时经常教育我们，砖壁村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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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武乡县砖壁村人。我们兄弟姐妹虽未在

砖壁村生活过，但都以砖壁村人自豪。我填的各种表格，在籍贯一

栏都写"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决不马虎。现在我的女儿儿子也

是这样写。

2005 年秋回砖壁村，我才有机会仔细看了砖壁村的地形地

貌，从而深深地理解了八路军总部为什么长期驻扎砖壁村的理由。

砖壁村地形奇特，风水流畅，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进可攻，退可守，

疏散方便，是我军高级统率机关驻地的最佳选择。八路军总部驻

扎砖壁村期间，形势平稳，安全可靠，保障了总部机关的正常指挥。

只是由于缺水，部队机关人员太多难以承受才搬到别处。但在别

处不安全时又转回砖壁村，尤其是左权将军牺牲后，总部处境危

险，又回砖壁村休整，重振旗鼓。所以，说砖壁村在抗日战争中的

地位重要，决不是砖壁村人的虚妄之言，而是无数事实证明了的。

当砖壁村的老前辈提出要编辑出版《砖壁村志》时，我完全拥

护，并按母亲要求，尽自己最大努力给予帮助、支持。现在，经过几

年努力，{砖壁村志》终于得以出版，我写了以上文字，以表达全家

的祝贺之情。

(编者注:作者系砖壁籍人，现任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

200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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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砖壁衬志〉出版

李晋峰

经长辈们倡议，在编委会辛勤工作和各方面大力支持下，{砖

壁村志》现已出版，这是砖壁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作为砖

壁在外一名游子感到由衷高兴，并深情地予以祝贺。

砖壁是一块神圣的土地，是太行山上一颗明珠，是八路军总部

旧址，是中外闻名的"百团大战"指挥部所在地，是朱德总司令、彭

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以及刘伯承、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

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是全国红色旅游景点之一，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的重要基地。据史料考证，早在东晋时期就有砖壁村建置，在唐朝

以及唐朝以后砖壁曾经出过一些杰出人物，但在历史的长河中，砖

壁最为辉煌的年代要算现代史上的抗日战争时期，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中华民族生

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华北战场对日

进行作战，其首脑机关八路军总司令部借助砖壁的天然地理优势，

长期驻扎在这里，成为指挥对日作战的心脏。总部在砖壁期间，八

路军健儿帮助村民修池塘、打水井、春下种、秋收获、送医送药，为

群众排忧解难，村民们为支援部队出人、出粮、出物资，军民在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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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斗争中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动人篇章。在今天我们要牢记这

一段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光荣历史，牢记

抗战时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牢记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并

要把这些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转化为巨大力量，为建设美好家园，

为建设小康社会，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我虽然生长在异乡，工作在外地，但根在砖壁，情系砖壁，愿砖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新的成绩，愿砖壁父老乡亲生活幸福安康。

(编者注:作者系砖壁籍人，现任山西省商务厅副厅长、

全国政协委员)

200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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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记兴衰，家乘溯源流，村志昭后世，但唯独村志，千百年来

不为历代所重视。殊不知编好村志，也可为国史贡献一分珍贵的

资料。武乡-县砖壁村是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又是"百团大战"指

挥部。 1939 年至 1942 年，八路军总司令部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

怀副总司令的率领下，三次进驻砖壁村，在此领导了华北地区的抗

日战争，部署指挥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飞粉碎了日军的"清剿"

"扫荡....三光"政策和"囚笼"政策，解救了华北人民的危难，奠定了

抗日战争取胜的基础，这段珍贵的红色历史，和国运紧密相连，这

又为砖壁村的悠久历史增添了革命光彩和灿烂的光辉。所以编集

《砖壁村志》是件重要的大事，必须努力写好。 2∞4 年 2 月，组建

了村志编委会，大家经两年时间的艰苦工作，(砖壁村志》今天终于

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件功德无量、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砖壁，村靠冀山，脉连大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东晋置村

1500 多年以来，勤劳朴实的先辈们在这块厚土上为开创新生活而

不懈奋斗，聪明有为的后世子孙，继往开来，踏着前人的足迹在孜

不倦，谋求更幸福的生活。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日救亡。砖壁人民在共产党

的英明领导和八路军的教育感召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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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于度外，参军参战，积极支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间有 39

名青年踊跃参加了八路军， 50 余名有识之士参加了革命，从事抗

日工作， 15 名干部和民兵为因为民光荣牺牲。他们的名字和业绩

永垂青史，为后世子补所敬仰。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

社会主义建设中，我村各项工作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村各项事业更充满

了生机，经济收入大幅度增长。 2004 年，全村粮食总产量达到

23.9 万公斤，人均收入 1050 元，为有史以来所未有。

《砖壁村志》为我村第一部综合性志书，从地理、经济、政治、文

化、军事、社会、人物诸方面反映了砖壁村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

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将来的

镜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家乡发生的沧桑变化，激发我们热爱家

乡、为家乡做贡献的情感。

村志编寨，历时两年，其间编辑人员马名峰风尘仆仆奔波于长

治、砖壁之间;肖江河年逾古稀，壮心不已;李治国废寝忘食，一丝

不苟;李炳珍不顾病痛，收集资料:李希玉忙里抽闲，点灯夜书。他

们在砖壁籍在外老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帮助及全体村民

的积极配合下，使村志编篡工作得以圆满完成。今天，借助《砖壁

村志》出版之机，特向各位参与、支持、帮助村志编篡工作的同志表

示最诚挚的感谢!

过去的砖壁人，为我村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今后的砖壁

人，一定会在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再创辉煌。

党支部
砖璧村

村委会

200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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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为通志，上限东晋，下限至 2005 年 10 月。

二、本志的编篡坚持"尊重历史，求真务实，详今略古，去粗存

精"的原则。

三、本志分概述、建置、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人

物、大事记述、附录共 11 卷，41 章，98 节。

四、历次政治运动散记于有关章节和大事中，不另立章节。

五、本志现代人物中在外工作人员传、简介、学历系本人或家

属提供，入志时稍作删改，未有核实。

六、 1965 年以前，安冀盘、榆树埔和砖壁为一个大队。为尊重

历史，本志中除涉及上述村的有关人以外，其余内容均未包括。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村政资料、知情者口碑调查搜集、《武乡县

志》、《璐安府志上《沁州志》及族谱、碑文、契约等。

八、为了使数字统一规范，本志内容中除科学用语外，一律使

用阿拉伯数字记数。

九、历史纪年统一采用公历纪年。凡年代前不注明世纪者，均

指 20 世纪。

十、本志中入选的诗文，均为砖壁籍作者所写砖壁人和事的优

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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