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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间，留下了

老一辈革命家英勇抗战

的伟大革命实践。如

今，战火硝烟虽已消散

在历史长河中，但在国

家和民族存亡之际，中

国共产党领导太行军民

不畏艰险、浴血奋战凝

聚的伟大太行精神，却

历久弥新，在这片英雄

的土地上代代相传。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

太行山根据地发展壮

大、太行精神发扬光大

的根本所在。踏上这片

红色土地，重温当年的

革命历史，我愈加深刻

地感受到，在太行精神

中，党性和人民性高度

统一，忠诚担当、无私奉

献交汇交融，忠于党和

忠于人民高度契合。

无论是百姓、干部

还是讲解员，讲的最多

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为

人民、人民拥护共产党

的鱼水之情。中国共

产党为了中国人民和

中 华 民 族 的 独 立 、解

放，浴血奋战、无私无

畏、开拓进取，以实际

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

的 真 诚 爱 戴 和 拥 护 。

老百姓发自内心地相

信 共 产 党 ，坚 定 跟 党

走，党政军民共同形成了克服前进道路上艰难

险阻的强大合力。

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

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抗战

时期，在太行山老区这片红色热土上，无论是党

的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党员，无论是军队的高级

将领还是普通士兵，他们都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并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人生

誓言。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也阐明了一个颠扑

不破的真理——信仰、信念、信心是中国共产党

在百年辉煌历程中写下不朽传奇的基因密码。

巍巍太行，民族脊梁。在新时代，我们更应

该继承发扬太行精神。虽然我们已越过一个个

险滩，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我们还肩负着民族复

兴的历史使命，这就需要我们时刻保持昂扬的

斗志和清醒的头脑，不畏艰险，奋力前行。特别

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我们更需要时刻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更需要用民族精神锤炼意志、凝聚民心，汇

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寒冬下的太行大地深沉厚重，犹如那段红

色的革命岁月，历经沧桑，弥足珍贵，更将激励

后人，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

保持赤子之心。

2020年 10月 6日，我接待了一名特殊游客。他姓

李，是山西长治市襄垣县的一名退休干部。李老先生

认真地告诉我，他在八路军将领馆的一块展板上发现

了一处“错误”：开国少将中有两名“李道之”，其中一

名应是“李懋之”才对。

怕 我 不 懂 ，老 先 生 还 讲 起 了 李 懋 之 少 将 的 故

事。李懋之是襄垣五阳村人，是开国少将中唯一一

名长治人。他在抗战时期任太岳纵队第 25 团参谋

长，指挥过著名的沁源围困战。我作为襄垣人，与

有荣焉。

八路军将领馆于 2011年开馆，2017年完成了提升

改造。在提升改造期间，我参与过展览修订大纲的校

对工作，对这位唯一襄垣籍的开国少将是知晓的，展

板不会有错，应该是展板较大，老人家没找到。果然，

我很快便在展板上找到了“李懋之”这个名字。老人

家看到后很高兴，对自己的马虎略显尴尬，和我相视

而笑。他的家属说，老人家在误以为印错名字的时候

情绪是有些激动的。既然找到了，大家都很开心，老

先生高高兴兴回去了。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

回顾自己在纪念馆工作的 5 年，一幕幕往事仿佛

就发生在昨天。征集文物时，许多八路军将领亲属得

知我们来自革命老区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都非常重

视和支持，将他们保存的重要物品无私捐赠给馆里。

李懋之少将的儿子李辉曾把父亲用过的书包、茶

缸、眼镜盒、砚台等物品捐给我们。虽然东西很普通，

却恰恰展示了老一辈革命家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的精神。这些看似“普通”的物件，在展馆的展厅里比

比皆是。守着这些“不普通”的“普通”物件，我更感责

任重大。愿尽所能、尽所有，把太行精神传承好，发

扬好！

行走在深冬的太行山脉，拜

访一个个红色遗迹，记者愈加深刻

地感受到太行山的每一块土地都

流传着军民万众一心、艰苦奋斗

的事迹。

“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

让他在哪里灭亡”！转战太

行 后 ，八 路 军 捷 报 不 断 ：

115 师首战平型关 ，120

师设伏雁门关，129 师

夜袭阳明堡，打出了

八路军的雄威，广

大 人 民 群 众 深

受鼓舞，抗日情绪高涨。1938 年 3 月神头

岭伏击战八路军歼敌 1500人，是抗战初期

歼灭日军最多的一场战斗。4 月，日军派

重兵三万多人向太行根据地发动“九路围

攻”，八路军总部研究制定了整个反围攻作

战计划，对日军分段截击、乘胜追击，相继

收复了辽县、黎城、潞城、襄垣等十八座县

城，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晋东南。

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后，八路军总

部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关于抓住大好时

机，以太行山为支点，迅速分兵，由山地向

平原发展”的指示，飞兵下太行，东出冀鲁

豫，在创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同时，朱德、

彭德怀指挥华北敌后军民创建了晋察冀、

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这几块根据地，

南起陇海线，北至大青山，西临黄河与陕甘

宁边区相望，东到渤海之滨，把广大的华北

敌后变成强大的抗日战略基地。八路军越

战越强，到 1940年 7月，已壮大到 40万人，

共作战1万余次，歼敌10万余人，收复县城

150座，解放敌后人民 4000万人，使日本侵

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太行精神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百

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不怕牺牲、不

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长治市党史

研究室工作人员张佳佳告诉记者，在抗日

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党领导广大军民开

展生产自救和互助运动，使太行山区成为

党领导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成为中国革

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前进基地。从历史走到

今天，抗日战争艰苦环境中产生和形成的

太行精神将与新时代同行。

太 行 浩 气 传 千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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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

本由此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山西成为日

本侵略者抢夺华北进而占领全中国的首攻

目标。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和

毛泽东沉着部署，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

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

军，由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强渡黄

河，挺进太行。

“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八路军

总 部 几 经 转 战 ，先 后 5 次 进 驻 武

乡。在王家峪驻扎时，朱德、彭德

怀、左权等八路军首长指挥太行军民抗击

日寇，在巍巍太行中建立了晋绥、晋察冀、

晋西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进行艰苦

卓绝的斗争。”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纪念

馆副馆长常芳说。

“捐躯赴国难啊！八路军将士在战场

上奋勇杀敌，以血肉之躯孕育和铸就了伟

大的太行精神，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常

芳指着展馆墙上的照片说，他们当中有八

路军的普通士兵，也有共产党的高级将领，

有投笔从戎的大学教授，还有爱国归侨、巾

帼英雄……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是

朱德为悼念左权壮烈殉国而写的一首挽

诗。1942 年 5 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

“铁壁合围”大“扫荡”，为掩护机关突围，八

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率部出征，在突

破敌人最后一道防线时不幸牺牲。太行军

民为了纪念左权将军，将他的牺牲之地辽

县改名为左权县。

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为己任，领导八路军和太行儿女和敌

人进行殊死斗争，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朽

的民族之魂，在人民心中树立起永恒丰碑。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

略者狂妄叫嚣“一个月拿下山

西，三个月灭亡中国”，先后发

动了“三路围攻”“八路围攻”

“九路围攻”，实施“囚笼政策”

“蚕食政策”“三光政策”，发动

“百万大战”“铁壁合围”，对根

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和反

复“围剿”。日本侵略者所到之

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许多村

庄被洗劫，无数民众被害，粮食

被抢，庄稼被毁，日军凶狠残暴，

令人发指。

在 抗 日 战 争 最 艰 苦 的 岁 月

里，中国共产党冷静部署：以八路军的 3

个师分别控制吕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

为广泛开展华北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积

蓄力量，准备长期斗争。同时，一边战斗，

一边生产，开展了生产运动和纺织竞赛等

后勤补给工作。

“从总司令、部队首长、地方干部到普

通士兵，我们八路军和老百姓一道开荒种

地、纺线织布，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

情。”94 岁的李金水是武乡县下北漳村

人，更是抗战老兵、老党员。他回忆说，八

路军将士勒紧裤带，把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粮食拿出来救济群众，甚至冒着生命危

险，把最后的粮食送给最需要的老人和儿

童。“可亲可敬的太行人民宁可自己挨饿，

也要把粮食源源不断地送给八路军。”李

金水说。

在反“扫荡”作战和反“蚕食”斗争中，

太行人民创造出许多战术，如伏击战、麻雀

战、破袭战、围困战、窑洞战、地雷战等，使

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广大

群众组织起担架队、运输队、警戒队，运送

物资、救治伤员、打扫战场、维持治安，使战

争的军需供应和战勤服务得到了充分保

障。妇女和儿童也纷纷组织起妇救会和儿

童团。整个太行山区“村村像军营，人人都

是兵，抗日根据地，一片练武声”。

一场场浴血奋战的激荡传奇、一个个

军民同心的感人故事，汇聚成太行精神永

放光芒。后来，这些传奇汇成一首气势豪

壮、慷慨激昂的抗日歌曲《在太行山上》，至

今仍在三晋大地回响。

英勇捐躯赴国难

同仇敌忾筑堡垒

万众一心夺胜利 “不普通”的“普通”捐赠物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馆员 赵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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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岁尾，天寒地冻，心却澎湃火热。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记者

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位于山西省长治

市武乡县的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纪念馆。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重要指示、

重大决策通过电波、信函从这里发往各个

根据地；八路军总部的首长们在这里运筹

帷幄，挥师鏖战，决胜千里；太行精神在这

里孕育铸就，光耀千秋，彪炳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