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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志中

在 87 岁老人范国光记忆里，他只在 5
岁时见过父亲一面，听母亲说得最多的 ：

你父亲是个抗战英雄。

在 一 位 新 华 社 记 者 寄 来 的 范 子 侠 一

次战斗后的合影中，范国光的印象真切起

来：“这个清瘦的，就是我父亲。”

自 1951 年起，范国光用大半生时间，跑

遍整个华北地区，女儿范蔚甚至举家搬迁至

爷爷战死的地方，只为还原范子侠的一生。

时光穿梭。2020 年 4 月，范蔚一家迎来

几 位 特 殊 的 客 人 —— 爷 爷 范 子 侠 曾 经 的

警卫员的后人。他们同去先辈作战遗址走

访，没想到，途中偶遇当年战斗中范子侠

借住过的农家的后人李建江。父辈间结下

的军民情，今天又神奇地系在了一起。

李建江家至今珍存着范子侠牺牲前留

下的遗物，一个瓷碗、一盏油灯和一盏马灯。

这三样物件已在李家存放了 79年，奶奶去世

前一再叮嘱有一天要还给范将军后人。

范 蔚 陪 着 父 亲 到 山 西 阳 泉 找 寻 范 子

侠 的 战 斗 足 迹 ，将 油 灯 捐 赠 给 当 地 纪 念

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亲情寻找，只为 81
年前那场壮怀激烈的百团大战。

放下亲情 舍下生死

关于范子侠比较详细的生活和战斗履

历，在史料馆、档案馆并不多见，很多资料

信息，是范国光和女儿范蔚用腿跑出来的。

1942 年，时任八路军 129 师师长刘伯

承、政委邓小平在《新华日报》撰文纪念范

子侠，称他是“模范的布尔什维克，最忠实

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战士”。同年《解放

日报》发文悼念范子侠。

范子侠牺牲前是八路军 129 师新编 10
旅旅长，曾率部参加百团大战。1940年 10月

30 日，在百团大战关家垴战斗中，范子侠率

部冲锋，左手腕被子弹打穿。时任 386 旅旅

长陈赓到医院看望，嘱咐他好好养伤。

可几天后他就回到前线，自称：“左臂

负伤，虽流血过多，但经（钱）信忠（新中国
成立后任卫生部部长——记者注）圣手医

治，不日即可痊愈，仍无害于执枪前线也。”

范蔚说，爷爷为了革命信念，“放下了

亲情，舍下了生死”。

墓上有碑 却无一字

据范国光老人回忆，他在山东滕县工

作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山东纪念烈士建

筑委员会文件里看到一份烈士名单，其中

就有父亲范子侠的名字。

看着这个名单，范国光差点流泪，“同

事问我你认识范子侠？我说这是我父亲。”

自 那 天 起 ，他 决 定 要 弄 清 父 亲 的 经

历，找到父亲的遗骨。

他给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和山西省民

政厅去信，打听父亲的音讯，一直没有回音。

6 年后的 1957 年，他出乎意料地收到

回复，“内容很简要，说范子侠埋在邯郸市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还有几张烈士陵园大

门的照片。”

1960 年清明节，他从枣庄坐了两天一

夜的火车来到邯郸，第一次给父亲扫墓。

范子侠战死在河北省沙河市，被安葬

在沙河柴关村附近大安山下的封峦寺前。

范国光看见，墓上有碑，却无一字，当时主

要是怕敌人破坏。

上世纪 50 年代，范子侠的遗骨从沙河

迁葬到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墓碑上

才有了姓名。

墓碑由 34 块四方的青石垒成，代表着

他走过 34 年短暂的人生旅程。

你是这样的八路军将领

在山西阳泉，还有一个人也一直在寻

访范子侠的事迹 。他叫姚永田，是当地一

名小学教师。

姚永田家在阳泉郊区旧街乡测石村，

位于当年正太线破袭战的沿线区域。今年

54 岁的姚永田，从小就听老人讲，曾有一

位 不 知 名 的 八 路 军 将 领 率 部 与 侵 华 日 军

在此激战 。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令姚永

田难忘，更让他好奇的是，这个神秘的八

路军将领究竟是谁？

执着于研究当地红色文化的姚永田，

利用业余时间，走村入户，多方搜集史料，

后来在一本名为《平定文史资料》的书中，

看到了范子侠曾率部队攻打测石车站、智

取狼峪草帽山据点的战斗经过。

通过网络，姚永田辗转联系到了范蔚，

陪 他 们 实 地 重 走 范 子 侠 当 年 在 阳 泉 战 斗

过的地方 。2015 年，百团大战纪念馆重新

布展时，范子侠的资料陈列其中，并印上

了范将军生前常说的三句话 ：“ 我前进你

们跟着我 ；我停止你们推动我 ；我后退你

们枪毙我。”

一份资料记录了范将军年轻的一生：

1908 年，范子侠出生在江苏丰县大史

楼村一个佃农家庭，在族人的帮助下上完

小学，投笔从戎被选送军校 。“九一八 ”事

变爆发，因拒绝围剿红军辞职，在河北地

区组建义勇军抗战；

1939 年 6 月，范子侠应邀在八路军 129
师师部与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见面 。

同年 11 月，范子侠所部被改编为 129 师平

汉抗日游击纵队，范子侠任司令员 。同年

年底，范子侠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 年范子侠任八路军 129 师新编 10
旅 旅 长 兼 太 行 军 区 第 六 分 区 司 令 员 ， 率

部 参 加 百 团 大 战 、 黄 崖 洞 保 卫 战 等 战 役

战斗。

1942 年 2 月，日军对太行、太岳抗日根

据地发动“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2 月

12 日，范子侠在沙河展开反“扫荡”激战时

中弹牺牲，时年 34 岁。

2014 年，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 名

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范子侠名

列其中。

2015 年 范 子 侠 后 代 范 国 光 受 邀 参 加

“9·3”阅兵式。

寻找范将军

彭德怀一拍大腿，“干脆就叫百团大战好了”

2015 年 9 月 3 日，北京天安门广
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
上，范子侠将军的儿子范国光作为英烈
子女代表和抗战老兵等乘车行进在受阅
方队中，接受祖国和人民最崇高的敬
意。范国光特意将父亲的存照一同带在
身上，让父亲看看他们舍生忘死换来的
今天和平盛世。

“能和父亲参加阅兵是我这辈子最
自豪的事。”威武雄壮的阅兵场面令范
蔚至今难忘：“当车队护卫着我们经过
天安门广场时，我非常激动，这是对像
我爷爷一样献出宝贵生命的千万抗战烈
士最崇高的致敬！”

此次阅兵共编 50个方（梯）队，其中
抗战老同志乘车方队由抗战老兵和英烈
子女代表、抗战支前模范组成。

在范蔚心里，爷爷范子侠是一个传
奇英雄。2009 年，她和丈夫辞去在山东
枣庄的工作，来到爷爷牺牲的地方河北
省邢台市沙河市工作，每年为爷爷扫墓
祭奠。

范蔚开始了对爷爷战斗过的地方寻
访。2012 年，在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她重温爷爷率部转战至八路军总部的足
迹；2014 年，在左权县麻田镇晋冀鲁豫

临时参会会址，她想象着当年爷爷出席
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的情
景；2015 年 3 月初，在阳泉，她走遍范子
侠战斗过的桑掌桥、坡头车站、测石车站
等地，并到百团大战纪念碑、纪念馆、南
沟村草帽山抗战遗址祭拜先烈⋯⋯

每到一处纪念馆，每发现一个纪念
物，范蔚都如获至宝，拍照留存。让她
感动的是，在与阳泉市党史研究室一位
同志攀谈时，老人把收藏多年的平定县
志、烈士名录等书籍悉数捐出，其中包
括《忆范子侠将军》《碧血丹心》《邯郸
抗战英烈传》等记载烈士事迹的著作。

如今范蔚的 90 后女儿来到阳泉工
作。范蔚说，“家风
作为一种无形力
量在潜移默化地
影 响 着 我 们 全
家，我们的命运
与国家命运紧
紧 相 连 ，有 义
务 将 爷 爷 的
精 神 延 续 传
承下去。”

（中青报·中
青 网 记 者
胡志中）

这威武盛世 如您所愿

范子侠生前常说的三句话：“我前进你们跟着

我；我停止你们推动我；我后退你们枪毙我。”

百团大战纪念馆供图

“ 当 时 范 子 侠 作 为 八 路 军 129 师 新

编 10 旅旅长率部参战，第一阶段的主

战场就在山西阳泉。”阳泉市委党史研

究室副主任苏小平介绍，1940 年 8 月 20
日百团大战打响后，范子侠身先士卒，

率部开展正太铁路阳泉至寿阳段的破袭

任务。在攻克桑掌桥、坡头火车站、智

取狼峪火车站 （测石站） 等战斗中，拔

掉了日军多个据点，屡立战功。此后率

部队转战太行根据地任太行军区第六军

分区司令员。

八路军总部发动这次进攻战，主要

是由于当时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投降危险

与抗战困难。一方面日本加紧诱迫国民

党蒋介石集团投降；另一方面，日军对

敌 后 抗 日 根 据 地 加 紧 推 行 “ 囚 笼 政

策”，利用重要交通线对各抗日根据地

进 行 分 割 和 “ 扫 荡 ”。 在 这 样 的 情 况

下 ， 八 路 军 总 部 认 为 ， 为 坚 决 反 对 投

降，振奋抗战军民，锻炼自身的力量，

应当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

线为主要目的的战斗。

阳泉市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主战

场，其地理位置正处于正太铁路中点，

日军第四混成旅团司令部设立在此，是

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

“抗战初期日军在华北部署了很多

混 成 旅 团 ， 但 是 整 个 华 北 有 两 个 （日

军） 中 将 ， 一 个 在 张 家 口 ， 一 个 就 在 阳

泉。”苏小平说，阳泉煤、铁矿产资源丰

富，无论地理位置、交通、资源都具有其

独特的战略重要性。

八路军对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华北交

通线发起破袭战，各参战部队、地方武装

和人民群众英勇奋战。沉寂了 3 年的中国

华 北 战 场 ， 战 局 出 人 意 料 ： 在 长 达 2500
余公里的华北主要交通线上，出现了数十

万大军，他们炸铁路、毁桥梁、攻厂矿、

拔据点。顷刻间，日本在华北的交通网、

通 信 网 全 面 瘫 痪 。 在 接 下 来 的 5 个 多 月

里，八路军共作战 2174 次，歼灭日、伪

军 50967 人。

百 团 大 战 给 日 军 的 “ 囚 笼 政 策 ” 以

沉 重 打 击 ， 钳 制 了 日 军 大 量 兵 力 ， 打 击

了 日 军 侵 略 气 焰 。 百 团 大 战 既 锻 炼 了 人

民 军 队 ， 提 高 了 共 产 党 和 八 路 军 的 威

望 ， 又 在 抗 日 局 面 比 较 低 沉 时 振 奋 了 全

国民心。

“百团大战背后，是百万民众。仅吃

一项，100 多个团 20 多万人，一天就需口

粮 30 万斤。再加上各种支前工作、破路

工作及后方保障，在当时肩挑手提为主，

辅以骡马、手推车的条件下，不组织动员

100 万以上的民众，根本无法打一场百团

大战！”《1940：大破袭》 作者刘强伦如此

感叹。

太行山脚下有个村庄叫谭村。

1940 年春，这个原本荒凉的村落突

然热闹起来。

《湘潮》杂志中《陈赓在太行抗日的经

典传奇》一文记录，当年 4月 11日，中共中

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

区的高干会议。陈赓骑马赶到，一时间，太

行山里名将云集。他们之中有刘伯承、邓

小平、聂荣臻、吕正操、陈锡联等人。会上，

大家纷纷就破袭任务出谋划策。

抗战中，更有一批年轻的将帅抛头

颅、洒热血。

4 月 末 的 一天，时年 35 岁的八路军

副参谋长左权受彭德怀委托，来到黎城

县谭村 129师师部与大家共商破袭方案。

无疑，“百团大战”是左权短暂一生

中的大手笔，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

总部参谋长，左权协助指挥作战，粉碎日

伪军“扫荡”，取得战役胜利。

百团大战的胜利让华北日军恼怒，

百团大战中受重创的日军败将多田骏被

调回国内后，“中国通”冈村宁次被派到

华北前线。1942 年春，为了报复“百团大

战”，侵华日军 3 万多人加剧了对太行、

太岳山区根据地的“蚕食”。

1942 年 5 月 25 日，为掩护八路军总

部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左权率部在辽县

十字岭遭到 1 万余名敌人的两翼包抄，头

上还有敌机轰炸。艰难突围中，一颗炮弹在

左权身旁爆炸，弹片打在他的头上，左权壮

烈牺牲，年仅 37 岁。

左权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

级别将领。周恩来扼腕：“左权壮烈牺牲，对于

抗战事业，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朱德

赋诗悼念：“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吾

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1942 年 9 月 8 日 ，晋 冀 鲁 豫 边 区 政 府

为纪念左权，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八路军

总部在河北涉县莲花山下为左权修墓，彭

德怀撰写墓志铭。1942 年 10 月 10 日，5000
军民为左权下葬 。1946 年，河北邯郸一解

放，毛泽东批准建立以左权墓和左权纪念

馆为中心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1982年，左权将军牺牲 40周年之际，42
岁的左太北收到母亲刘志兰寄来的信和一

个包裹，里面保存着左

权从太行山抗日前线写

给她的 11封家书。“第一

次读到父亲的信，哭了

好几天。”左太北说，“直

到这时我才知道有一个

多么疼爱我的父亲。”

范蔚的爷爷范子侠曾在山西阳泉率部作战。站在阳泉草帽山抗战遗址，当年的
战斗遗迹依稀可见，范蔚眼泪止不住地流：“爷爷一生都在炮火和硝烟中度过，他
为了自己的信念，放下了亲情，舍下了生死。”

那场令爷爷“舍下了生死”的战争就是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冲破日军“囚笼”围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志中

百团大战背后是百万民众

“愿将热血卫吾华”

走进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的百团大战纪

念馆，一组气势磅礴、恢弘壮观的雕像展

现在眼前，“百团大战 光耀千秋”八个大

字格外醒目，这组群雕以娘子关战斗、狮

脑山战斗、正太铁路破袭等为依托，生动

再 现 了 八 路 军 指 战 员 和 人 民 群 众 同 仇 敌

忾、英勇抗敌的激烈战斗场景。

1937 年 ， 日 军 发 动 全 面 侵 华 战 争 。

华北日军攻占了北平、天津后，投入 30
万兵力向华北腹地展开进攻，扬言“一个

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全中国”。

在此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提出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主力改编为

八路军。八路军 115 师、120 师、129 师东

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9 月 25 日，

八路军 115 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

敌 1000 余人，击毁汽车 100 余辆。

平型关大捷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

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打 破 了 侵 华 日 军 所 谓 “ 不 可 战 胜 ” 的 神

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1938 年 9 月 29 日 至 11 月 6 日 ， 中 国

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全面分析抗日战争形

势，提出党在相持阶段的任务，制定“巩

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为实现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全面战

略规划。

敌后战场上，随着人民武装和抗日根

据地迅速发展，八路军总部决定以破袭正

太铁路为重点，对华北日军的主要交通线

进行总破袭。自此，八路军总部作战室，

多了一幅军事地图——正太铁路地形图。

1940 年 ， 日 军 在 华 北 推 行 “ 铁 路 为

柱 ， 公 路 为 链 ， 碉 堡 为 锁 ” 的 “ 囚 笼 政

策 ”， 企 图 把 华 北 各 抗 日 根 据 地 分 开 来 ，

使八路军“游”不了，“击”不成。

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

长左权等决定，打一场大仗——直接参加

正太路破袭战的兵力不少于 22 个团。

1940 年 7 月 22 日和 8 月 8 日，八路军

总部先后下达 《战役预备命令》 和 《战役

行动命令》，并上报中央军委。参战部队

晋察冀军区、129 师、120 师随即投入大

战前各项准备工作。

1940 年 8 月 20 日 至 翌 年 1 月 24 日 ，

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大规模的对日军进

攻。在战斗部署前，彭德怀并没有对出动

兵力的数量作出具体要求。战役打响后，

听到作战科长王政柱汇报这次战役有相当

于 105 个团兵力参战，彭德怀一拍大腿，

“干脆就叫百团大战好了”。

百团大战是全国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

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带 战 略 性 进 攻 的 战 役 。

1937 年始，3 万八路军初

入 山 西 。 短 短 3 年 ， 到

1940 年 ， 共 产 党 部 队 已

经有了大发展，其中参战

兵 力 达 20 余 万 ， 另 有 民

众不计其数。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

中 这 样 记 述 百 团 大 战 ：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时刻的情景，真是

壮观得很啊！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

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

如同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

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

太路全线⋯⋯”

百团大战纪念馆大厅中的浮雕 百团大战纪念馆供图

1937 年 8 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产生了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主席毛泽东，军委副主

席朱德、周恩来。 百团大战纪念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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