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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枣阳、宜昌地区，扼控长江交通，

是抗战时期沟通大江南北各战区的后勤

补给枢纽。1940 年四五月间，中国军队约

30 万人与日军部署的 20 万兵力，进行了

英勇的抵抗，中国军队伤亡 10 万人，歼敌

2.5万人，是为枣宜会战。

国难当头舍生取义，生死考验更显爱

国之心可贵，是谓“忠”。

1940 年 5 月 1 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

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

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

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

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

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

烂，决不半点改变。”16 日下午，张自忠殉

国前的几个小时，还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

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时说:“我力

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

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据

当时负伤后幸存的张自忠警卫员谷瑞雪

回忆，他见张自忠最后一面时，张自忠已

身负重伤。谷瑞雪忍不住哭出声来，张自

忠却说：你这小子，哭什么？战死沙场，是

军人的本分。随后，他又脸朝着天，异常

平静地喃喃自语道：“我这样死得好，死得

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

安，你们快走！”

国难当头，慷慨赴死，舍生取义的又

岂止张自忠一人。173 师师长钟毅中将率

领 50 余人与 1000 余日本骑兵苦战 3 个多

小时，身负重伤的钟毅却不愿意做俘虏，

他命令将作战资料、信件、日记本及印章

等物包裹好，埋在附近芦苇丛中，然后嘱

咐七八个卫兵，要他们立即分散突围，千

万不要管他的遗体。在卫兵还不明白什

么意思的时候，钟毅突然大喊一声：“中华

民族奋起呀！抗日必胜，建国必成！”随

即，他拔出手枪，对自己的头部就是一枪，

光荣殉国，时年 40岁。

革命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里，无数先

烈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抛

头颅、洒热血，为了胜利一往无前，生死关

头勇于献身。和平时期，每个人的价值实

现同样面临着多种选择，自觉把个人前途

命运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怀揣

着忧患意识前进，迎难而上，奋勇当先，是

当代人的历史使命。

直面强敌不为所惧，战火硝烟催生血

性斗志迸发，是谓“勇”。

虽然枣宜会战中，很多部队成建制被

日军包围，但整个战役被俘官兵不到 1000

人，且大多是重伤，由此可见，中国军人的

血性特质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得很突出。

有血性是强军征程中官兵必备的精神特

质，新一代革命军人同样要有血性，具备

突破“和平积弊”的英雄气概、战胜“致命

诱惑”的清醒自觉、支撑“大国崛起”的使

命担当上，体现为在血与火、苦与累的淬

炼中，激荡起横刀立马的豪气、敢打必胜

的底气、舍我其谁的勇气、赴汤蹈火的胆

气、所向披靡的锐气、宁死不屈的骨气，成

为国家之剑的寒锋利刃。

抛颅洒血痴心追随，士不贪生方见铁

律束军严明，是谓“治”。

就在张自忠亲自渡河指挥的主意已

定时，其属下参谋长李文田、高参张敬、参

谋处长吴光辽等多人自告奋勇，要求跟随

参战。他们说：“总司令亲自到前方和敌

人拼命，我能安安稳稳住在后方无动于衷

吗？”张自忠高兴地说：“好，好，咱们一同

去。”16 日下午两点左右，张自忠已不指望

援军的到来，只希望在死以前指挥这仅有

的一点兵力多杀几个敌人。张敬则像游

龙般矫捷地追随在张自忠左右，一面走，

一面高喊：“总司令在此，谁也不许退！”在

陷入日军重重包围之际，连长王金彪见总

司令不肯撤退，便回身跑过来用脑袋顶住

张自忠的胸脯，一边往后顶，一边噙着眼

泪说：“总司令，我们不怕死，请您先走一

步，我们不打退当面敌人，死在这里也不

下火线！”接着，他示意卫兵将总司令拉

走，自己又举枪挥刀冲到前方。望着王金

彪健壮勇猛的背影，张自忠大吼：“好样

的，不愧是我张自忠的部下！”

将死之际，士不贪生。明知前面是一

条不归路，张自忠部属官兵仍然痴心追

随，这其中既有同张自忠一样尽忠报国的

大节大义，也得益于张自忠将军铁律治军

的长期养成使然。张自忠两次枪毙救过

自己的忠勇部下，便是其从严治军铁证。

“令严方可以肃兵威，命重始足以整

纲纪。”战场上的令行禁止，须由平日依法

从严治军作为坚强保证。一支能打仗、打

胜 仗 的 军 队 ，必 然 军 令 如 山 、军 法 如

“刀”。严治之军，所向披靡；无治之兵，百

万无益。

阴森森的炮楼高耸，山脚下的采金洞依稀可见；
明晃晃的探照灯刺破黑暗，幽灵般地在旷野里荡来
荡去。趁着鬼子巡逻兵的皮靴声渐远，几个黑影匍匐
而来，“咔咔”几下剪开铁丝网，快速潜入金矿开采
区。时候不大，矿区中警报声、枪声响成一片，映着身
后熊熊的火光，几名身背黄金的八路军踏上归途、悄
然转移⋯⋯

渡口边，运金小分队遭遇日寇追击。他们兵分两
路，一路狙击敌人，一路带上全部黄金，跳入湍急的
河中，冒着枪林弹雨强行渡河。最后，任务圆满完成，
但出发时的 26人只剩下了 6人。

这不是电影里的镜头，而是抗战时期发生在山
东招远的真实场景。

招远盛产黄金，后来不幸沦陷在日寇手中。据招
远市《黄金志》记载：七七事变发生后，侵华日军小川
支队，于 1939 年 2 月 27 日武装占领了招远城，翌日
又占领了玲珑金矿，之后成立了“北支那开发公司”，
开始了对黄金资源的疯狂掠夺。据当地老人回忆，在
占领招远的 6 年多中，日军共疯狂掠夺黄金 54 万多
两，相当于 17 吨，其中来自玲珑金矿的就有 52 万多
两。

为加强对玲珑金矿的封锁，在方圆不到五华里
的矿区范围内，日军驻扎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在四周
山上修筑了七座炮楼，在中心矿区围架起三层电网
和铁蒺藜，在矿区唯一的通道上设立了三道岗哨。金
矿驻地的大、小蒋家村，许多百姓被逐出家园，一个
伪军连和一个机枪连进村占驻。周边的大园、九曲、
台上和欧家夼等村，均设立了日、伪军据点。玲珑金
矿，被日寇围守得水泄不通。

1941 年 7 月，日寇在玲珑金矿修建了一座日产
150 吨的木结构选矿厂，雇佣人员达 1200 余人，加
紧对黄金资源的掠夺。为防止八路军渗入，日寇对成
品金全面实行管制并成立黄金稽管大队，对私卖黄
金者一律没收；对亲近共产党八路军者，格杀勿论。

抗战时期，我党的经费极端匮乏，尤其是对黄金
的需求特别大。据时任总供给部副部长邱会作的《回
忆录》记载：1939 年 11 月，中央初拟李富春、邱会作
和邓洁到山东筹款。毛泽东说：“把票子搞到延安什
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即黄金）比较好。”
其时，东北、华北的黄金矿区皆被日本占据，山东是
抗日前线和根据地，黄金主产地集中在胶东和鲁中，
而胶东地区的招远则占据其中的绝大部分。想方设
法在胶东等地筹集黄金送延安。这不仅是一项急迫
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

胶东军民是如何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把黄金搞到
手的呢？经过多方查证，记者了解到组织采金、虎口
夺金、秘密购金是三条最主要的筹金渠道。

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常设机
构——“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1938 年 7 月，中共
胶东特委成立了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1940 年 8
月，中共胶东区委撤销采金管委会成立玲珑采金局，
9 月胶东区党委又成立采金委员会，带领抗日群众
同日本侵略者展开多种形式的反掠夺斗争。矿工们
机智灵活，有的用普通石头换下高品位金矿石，有的
把金粉藏在头发里、鞋底里、饭篮里带出来，甚至出
现同一座矿山，鬼子在南边掘进，我党在北边挖洞的
状况。

为尽快筹集抗日资金，中共胶东特委在解放区
和敌占区秘密筹建金矿，领导群众采金。罗山一带的
九曲、欧家夼和蚕庄的金钱沟、虎头沟等地，都曾有
我党创办的秘密金矿。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胶东党组
织对招远金矿的领导和管理逐渐由秘密、半公开到
公开。1945 年 8 月 21 日，周恩来副主席通过延安新
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华北第一大金矿——玲
珑金矿，解放了！”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夺金大战”中，苏继光无疑
是关键人物之一。1939年冬，中共胶东区委书记王文
特地交给胶东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建
国后调国家民政部工作，先后任司长、副部长、顾问等
职，1993年病逝）一项任务：到招远筹集黄金，要求其

“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
苏继光化装成矿工融入到蚕庄金矿矿工队伍，

并逐渐成为了矿工的主心骨。苏继光把矿工团结起
来以后，就开始做矿主的工作，赢得当地最大的矿主

“许小眼”的信任，利用“许小眼”私藏的几十条枪，组
建起 8 支工人护矿队，由苏继光领导。从此，蚕庄金
矿归我抗日人民政府所属。

同时，胶东党组织还通过秘道潜入金矿，带领矿
工智取黄金，伏击敌人运金车队等方式，既筹集了大
量的黄金，又阻滞了日寇的掠夺。

为了扩大黄金筹集数量，胶东的党组织专门建
立了负责收购黄金的地下收购站，利用地下收购站
从群众手中收金这种形式，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党筹
集黄金的数量十分可观，仅在玲珑一带每周便可收
购黄金 50—60两。

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胶东地区共向延安的
党中央、中央军委密送黄金 13 万两。仅 1940 年，工
会书记苏继光和陈文其等人，就密送黄金至延安达
2 万多两。当时，这些黄金并不直接到达延安，而是
通过“渤海走廊”和“滨海通道”，秘密送到中共山东
分局、山东军区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及鲁
南区委，再由鲁南区委的领导同志送往延安。这些
宝贵的物资为打破封锁、解决抗战经费起到了重要
作用，成为党领导抗战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解放
战争时期，胶东又向党中央及其根据地和解放区密
送黄金 30 万两，从经济上保障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胶东儿女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许多人成为无名
英雄。

在胜利的纪念日缅怀先烈，用文字来追忆那段峥嵘
岁月，成为许多作者和读者的共同选择。今年以来，不少
抗战主题的优秀图书纷纷问世，它们或用翔实的史料、或
用珍贵的照片、或用精彩的叙述再现了 14 年艰苦的抗战
征程，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抗战图书成热点

一名八路军战士与一名苏联红军战士共同托起展翅
欲飞的和平鸽，在图书《共抗法西斯》鲜红色的封面上，这
尊雕塑格外醒目。8月27日，第一部由中国和俄罗斯共同
编写的抗战史图书《共抗法西斯》在京发布，该书采用大量
珍贵历史资料，生动展现二战期间中苏两国人民相互支
持，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真实历史。

书中收录的大量由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提供的苏
联援华资料和图片，很多都是首次在中国出版。据悉，该
书中文版、俄文版于 8 月底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俄罗斯
维切出版社出版。

“在 70 年多前，中苏两国相互支持、同仇敌忾、并肩
战斗。在 70 年后的今天，中俄两国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
的决心没有动摇，坚决反对任何篡改和歪曲二战历史的
图谋，这次中俄两国共同举办纪念活动就充分证明了这
一点。”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说道。

与《共抗法西斯》同期上市的数百种抗战题材图书，
都被实体书店、图书网站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上。

8月 26日，青年作家程雪莉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寻
找平山团》一书正式首发。为了还原历史，作者历时 5
年，从平山县开始沿着当年平山团的足迹，辗转寻访 1 万
多公里，足迹遍及平山县村村落落以及华北、西北、华南
等地，并远赴日本，走访平山团老战士及其亲属和烈士后
代 160多人，收获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程雪莉说：“了解历史、了解英雄，书籍的作用不可取
代。我想通过走访、写书，把真实的历史故事传递给更多
的人，告诉他们平山团为什么会被聂荣臻元帅嘉奖为‘太

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平山团为什么会有王二小、铁军五
团、回舍大枪班的故事；在八年抗战中，为什么平山一个
仅有 25 万人口的太行山区县，就有七万人参军参战，五
千名烈士为国捐躯，一万四千多无辜同胞惨遭杀害。”

图博会上抗战热

在刚刚开始的 22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日
本支那画报》、日军部队遗留的防毒面具、日军军用手票
等珍贵的民间收藏赫然陈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
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铁证：日军侵华罪证自录》《铁
证：王艾甫抗日藏品精选》《1937·南京记忆》《东方主战
场》等图书也被一一展示。

在新世界出版社策划的“铁证:不能忘却的记忆——
纪念抗日战争暨二战胜利七十周年主题展”前，读者可以
通过实物展示、图片展示与图书展示相配合的方式，唤起
了现场观众的历史回忆、反思以及对和平的向往。

“我的家乡山西省左权县，是八路军华北抗战的前线
指挥中心。”在展览现场，《铁证：日军侵华罪证自录》的作
者张基祥告诉观众，左权这个当时仅有七万多人的山区
小县，在抗战中就牺牲了一万多人。

“只有让世界观众都了解这段历史，才对得起 70 年
前 3500 万中国同胞的伤亡。”拍摄纪录片《东方主战场》

《1937·南京记忆》的导演闫东在展览现场说。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主题图书已经成为本届图博会的一大亮点。不
少参展商都在醒目位置隆重推出了抗战图书，相关的展
览、新书首发、作家见面会等活动丰富多彩。

与此同时，本届图博会还首设了中国图书专题展，作
为 3 大专题之一，抗战专题精选展出了 800 多册图书，内
容精彩、形式多样。其中，“老版连环画”吸引了不少观众
驻足观看，一册册珍贵的、泛黄的连环画讲述了《小英雄
雨来》、《地雷战》、《百团大战》等故事。

读者重温抗战史

历史不光被人记录在纸上，还被人铭刻在心中。
“谢谢中国！”中岛幼八深深地鞠了一躬。8月 1日在

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何有此生》举行的共读会上，中岛幼
八讲述几了位中国养父母抚育他成长的经历，回报中国
的养育之恩，让日本人重温历史，了解中国人的善良。

与中岛幼八一样，许多人从日本平民沦为了战争遗
孤，又由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养大成人。据悉，今年 4
月，中岛幼八在日本自费出版回忆录《何有此生》，他用自
己的特别经历为读者带来了一场全新的战争反思。

读书大讲堂里，历史被不断追忆。8月 14日，北京市
直机关青年公务员读书大讲堂第 10 讲《东京审判的伟大
贡献与若干遗憾》开讲，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何勤华深度剖
析了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带领听众重温那段历史。

读书会、主题讲座、沙龙对谈⋯⋯今年以来，第五届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精选了出版机构、阅读组织、国内
国际知名作家，走进家庭、社区、校园，推出了众多丰富鲜
活的抗战主题阅读活动。其中，仅 8 月份就开展了近百
场。这些阅读活动将原本淹没于书海和历史尘埃中的细
节再现，通过主讲嘉宾生动的面孔，鲜活的语言，让读者
在获得难得阅读体验的同时，得以“直视”历史真容。

今年 8 月 15 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
革命烈士赵继全的墓碑前，一位白发苍苍
的老者双手抚摸着墓碑，老泪纵横。“二哥，
我的亲哥哥，我的好战友，我看你来啦。”

老人名叫赵继盈，今年 87 岁，是一位
抗战老兵。他的二哥叫赵继全，是一位战
死在抗日战场的革命烈士。1943 年，兄
弟俩同日参军，并肩作战。1945 年 7 月，
在一场战斗中，亲哥俩齐上阵与日军殊死
搏斗，但二哥赵继全不幸牺牲，从此兄弟
俩阴阳相隔 70 年，成为弟弟赵继盈心中
永远的痛。

赵继盈回忆说：“14岁那年，我同二哥
赵继全一起参军，当时部队番号是淮北军
区第三军分区独立一团。二哥分配在一
连，自己分配在三连。他在一连 3 个月后
就当上了班长，我在三连当通讯员。我们
打了很多次仗，打的都是日军和伪军，日
本人 20多个据点都是我们扒掉的。”

老人回忆说，1945 年夏天，我们所在
的部队奉命攻打睢宁县城。日伪在睢宁
县城经营长达 7 年，是伪淮海省东门户，
也是其企图统治两淮及沭灌东南沿海的
主要节点。在我军以摧枯拉朽的强大攻
势下，连克四周据点，迫使各区伪军退缩
县城，而在 6 月 18 日，日军收缩退守新安
镇（今江苏省新沂市区）之际，徐州伪军派
出一个营“皇协军”进驻睢城，加强守备力
量。睢城伪军兵力达 2000 余人，且装备
日式武器，据守六个据点和部分战略要
地，易守难攻。

我军一路攻打到睢宁城内，敌伪县
长、保安总队司令从慌乱中清醒后，迅速
组织部队顽抗。特别是他们了解到我攻
城部队不是新四军主力而是地方部队时
更加顽固了，组织了强大火力向我军一次
又一次地疯狂反扑。赵继盈的部队很少
经历过这样异常激烈的巷战，上级命令部

队以班、排为作战单位与敌巷战，灵活机
动地歼灭敌人力量。有时，一个要点要和
敌人反复争夺后才能占领。敌人明暗工
事火力交叉，子弹像蝗虫一样在眼前飞
舞，打到墙上扑扑拍拍直响，压得战士们
抬不起头来，我军伤亡较大。

“在攻打县城南门时，已经是排长的
二哥带领一个班去炸碉堡，当时都是抱着
炸药包爬着前进的。”赵继盈说，二哥抱着
炸药包到碉堡跟前，敌人的机枪还在响，
他就冲上去，两只手将机枪管往外拽，使
劲把枪口转向一边，他向外拽，敌人就向
里拽。争夺当中，另外一个碉堡里的机枪
扫射过来，打到他二哥的肚子上，肠子都
出来了，作战现场非常惨烈。“我二哥牺牲
后，部队里给他编写了一首歌，就是歌颂
他的战斗事迹，当时战士们都会唱。我记
得开头是这样的：‘一营第一连排长赵继
全，他领一个排牵敌一个连’。最后一句

是：‘他的事迹人民永怀念。’”
赵继盈说，睢宁战役中，穷凶极恶的

敌人组织了小股敢死队与我军周旋，敢死
队被消灭后，敌人纷纷退回县政府及伪保
安司令部，凭借原有的坚固工事，固守待
援。我军部队趁敌撤退时的混乱时机，继
续进攻，同时抽调力量增援，很快攻占了
伪县政府和伪保安总队。至此，从 6 月 19
日开始到 7 月 8 日结束，历时 20 天的睢宁
战役胜利结束，共俘虏敌人 3000 多人，毙
伤敌人 200余人。

赵继盈至今依然会背诵出新四军四
师师长张爱萍获悉睢宁战役胜利结束时，
即兴填词吟唱《渔歌子·解放睢宁》：“淮北
区中敌垒坚，围攻奋勇夺城垣。歼倭寇，
整家园，军民祝捷光河山。”

每每回忆当年，赵继盈老人依旧神情
激昂，尤其是想起哥哥赵继全烈士的阵
亡情景，总会热泪盈眶。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抗战老兵赵继盈——

亲哥俩一齐上战场
戚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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