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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平均海拔超 1500米，其山纵贯南北，峭壁

如林，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历代为兵家必争之

地。山西武乡就在太行之巅。

抗日战争为太行山留下了诸多红色遗存。如

今，这些见证了历史的遗迹正成为人们感受红色

记忆的圣地。近年来，武乡县紧紧围绕红色主题

及全域旅游发展契机，打造红色旅游品牌，构建起

以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为代表的红色景区，以文化

旅游产业为支柱，为老区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蹚出路子。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于 1988 年 9 月开馆，由

邓小平同志题写馆名，是国内唯一全面反映八路

军八年抗战史实的大型革命纪念馆。2009年9月，

名为《太行山》的八路军将领组雕落成，再现了朱

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将领的光辉风采，在全国人民

心中矗立起一座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也成为红

色旅游的网红打卡地标。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部队东渡黄

河，毅然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

献。”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宣教部主任田悦慧讲

解道。

武乡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红色景点遍布

当地。许多观众选择红色旅游专线。专线将八路

军太行纪念馆等革命遗址、红色景点连成一线，堪

称山西最“红”旅游专线。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主展馆的展厅里，有这样一件

珍贵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华北《新华日报》社使用过

的铸字机。铸字机为铁质，长 50厘米，宽 44厘米，高 57.5

厘米，由炉口、炉腔、传动杆等部位组成。这台铸字机铸

出的铅字就像一颗颗正义的子弹射向敌人，它见证了抗

战时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的文化宣传阵地《新华日

报》的光辉历史，见证了报社社长何云带领新闻战士与敌

斗争的峥嵘岁月。

《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也

是华北敌后第一份铅印报纸。报社初创时期走过了一条

艰辛之路。日寇重重封锁下物资万分匮乏，没有纸，何云

就带领报社人员收集破布、烂鞋，用小毛驴推磨碾纸浆制

成麻纸；没有油墨，就从山上砍来松枝，烧出油墨。这台

珍贵的铸字机，就是当时为保证报纸的印刷，工作人员历

经千辛万苦，几经辗转从中共南方局背到了沁县后沟村

报社印刷厂。

1939 年 1 月 1 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沁县后

沟村创刊。何云带领报社人员，在极其艰苦的战斗环境

中，一边打游击，一边出版报纸。报社先后经历了 6次反

“扫荡”，7次搬家，在行军转移中，不能出铅印版，就出油

印号和战时电讯版。尽管转战频繁炮火连天，这份日刊

两万多字的报纸却始终坚持出版。何云风趣地说他们

是“背着报馆打游击”。

在百团大战中，为及时报道胜利的消息，何云带

着部分记者和油印机，跟随部队日夜战斗在火线上，

即审即刻、即校即印，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战斗英

雄人物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光荣事迹，极大地鼓

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和夺取胜利的信心。

《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发展壮大，引起了敌人

的关注和恐慌。1942 年 5 月，日军调集 3 万余兵

力，企图摧毁八路军总部，并把摧毁《新华日报》

华北版作为第二个作战目标。何云率报社机关

在转移途中，不顾个人安危，沉着冷静地将重

要文件销毁，并将这台铸字机掩埋于武乡县

大坪村的一处房屋下。危急时刻，他跟身边

的报社人员说：“不要把子弹打光了，留下最

后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决不

当俘虏。”5 月 28 日晨，何云在大羊角村附近

不幸被敌人子弹击中，献出了年仅 37 岁的

生命。

“文章浩荡卫神州，血溅太行志亦酬！”

虽然何云倒下了，但是《新华日报》华北版

这个浸染着烈士鲜血的党的宣传阵地并没

有垮。正当敌人在北平、东京的报纸上大吹

“华北共产党最大的报纸被彻底粉碎”的时

候，《新华日报》华北版于 1942 年 7 月 1 日复

刊 ，后 来 又 改 为《新 华 日 报》太 行 版 、华 中

版。它继承着烈士的遗志，又一次吹响了华

北人民抗战的号角，谱写了一曲曲抗日救国

的不朽赞歌。

“背着报馆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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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游客岳海江：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

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山西临汾游客崔亚军：太行巍巍中华尊，英雄

浴血逐战神。子孙不忘先贤志，初心当报故土恩。

山西长治游客范绍锋：学习八路军精神，努力

提高工作水平，敬业、爱岗、为人民立功。

山西黎城游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奋

斗，向革命先烈致敬！

贵州游客：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展厅的内

容很震撼，非常感动，先辈们真不容易！

山西游客郝宇晨：红色故事令人震撼，文物、

历史讲解都很好，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了解八路

军历史，弘扬太行精神。

太原市民郝爱文：抗日英雄感人，英魂永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前仆后继，保家卫国。

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扫荡和

屠杀，太行军民紧密团结，以惊人的

胆略和无穷的智慧，机智灵活地创造

了地雷战、地道战、窑洞战等多种神

奇而巧妙的游击战术，堪称世界战争

史上的奇观。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里

“窑洞战景观”的景点，生动地再现了

根据地军民利用窑洞与敌斗争的场

面。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讲解员董文

滨告诉记者，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不仅

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还是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除主展馆、八路军将领组

雕外，还有八路雄风碑林公园、八路

军将领馆等。许多本地居民闲暇时

也会来馆参观学习。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馆长史永平

说：“八路军将士以其独特贡献彪炳史

册，矗立起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他

们的伟大精神和革命风范，将永远激

励着我们团结奋斗、艰苦创业，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

斗！”

“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

就要他在哪里灭亡……”雄壮浑厚的

抗战名曲《在太行山上》，是八路军和

太行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写照，激励

着 一 代 又 一 代 人 不 忘 初 心 、砥 砺

前行。

革命风范永传承

武乡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也是英

雄的土地。抗日战争时期，武乡曾是

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

地，也是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指挥中

枢之一。

80 多年前，洛川会议召开，这是

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

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了党

的全面抗战路线，体现了党的人民战

争思想，成为八路军等抗日武装战胜

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

“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先

后5次进驻武乡，共驻扎536天。当时

仅有约 13.5 万人的小县，就有 9 万余

人参加了各种抗日团体，被誉为‘抗日

模范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讲解员

魏巍说，长乐村战斗、关家垴歼灭战等

著名战役发生在这里，抗日军政大学

总校、鲁迅艺术学校、华北《新华日报》

社、柳沟兵工厂等机构也长期在此驻

扎。太行精神在这里孕育、八路军文

化在这里形成、民族脊梁在这里挺起，

人民军队在这块红色的热土上不断

壮大。

“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村村

住过八路军、户户出过子弟兵”，整个

武乡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

博物馆，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

的 一 页 ，被 誉 为 太 行 山 上 的“ 小 延

安”。

烽火岁月，八路军与太行人民

鱼水情深，血肉相连，生死与共，共

赴国难。战争锤炼了八路军，人民

养育了子弟兵。抗战胜利时，八路

军发展成为强大的武装力量。太行

山是哺育这支英雄部队的摇篮。武

乡对中国革命作出的特殊贡献始终

被铭记。

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

丰富的红色资源见证厚重历史

华北《新华日报》社使用过的铸字机。

（资料图片）

图①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外

景。 （资料图片）

图② 如今的山西省左权县

麻田镇泽城村经济社会发展蒸蒸

日上。 本报记者 梁 婧摄

图③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窑

洞战外景。

本报记者 梁 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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