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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县张鲁回族镇南1000米处，有座占地
面积6670平方米的烈士陵园。该园位于一条
南北中轴线上，由一条通道贯穿其中。整
个陵园由红砖花墙围合，融合古代建筑与
阿拉伯建筑风格于一体，园内翠柏掩映，
绿草如茵，显得庄严、典雅、肃穆。这里
长眠着冀鲁豫军区第三分区司令员兼回民
支队司令员、著名的回族抗日英雄马本
斋。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马本斋，回族，1901年出生于河北省献
县东辛庄。父亲马永长，母亲白文冠。马
母生三子，长子马进坡、次子马守清(经名
尤素夫·马本斋)、三子马守朋。由于家境贫
困，父亲马永长常年带着三个儿子流浪口
外为人牧马，家中生计都是靠马母一人操
持。

马本斋自幼聪颖，也曾读过几年私
塾，粗通文墨，后来因生活所迫，只得跟
随父亲流浪东北。之后投身奉军(东北军)。
1924年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历
任士兵、排长、连长、营长，直至升任奉
军独立21师第四团团长。之后因不满蒋介石
的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返乡务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
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眼看国家惨遭蹂
躏，马本斋心急如焚。当闻听吕正操率领
东北军两个营和部分群众武装，在河北开
展游击战争，开创了冀中抗日的新局面
时，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马本斋挺身而出，
率领弟弟和几十名群众在家乡揭竿而起，
组织了“回民抗日义勇队”。面对强敌日
寇，马本斋深感势单力薄，在征得大家同
意后，便派三弟去找共产党游击军。1938年
2月的一天，冀中抗日名将孟庆山把马本斋
接到司令部，马握住孟的手激动地说：
“我可找到你们了！”从此，这支回民抗
日武装接受了党的领导，被编入河北游击
军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

在与众多的共产党人和八路军的密切
接触中，马本斋深深地被我军旺盛的革命

斗志、平等的官兵关系、血肉相连的军民
关系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所感动，思想历
程也随之发生重大的转变。通过认真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核心宗旨，他切
身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广大
人民群众的意志，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
救中国。1938年，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道：“我决心为
回民族的解放奋斗到底，而回民族的解放
只有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实现。”

岂容日寇践中华

1939年日寇扫荡华北，马本斋率领的回
民支队在河间、青县、沧县地区转战，并
在各大清真寺帮助“回民抗战建国会”组
织伊斯兰小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日
寇对冀中根据地的扫荡中，与八路军主力
纵队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120师协同作
战，消灭土匪武装第六路。回民支队威震
冀中平原，有“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
不垮、拖不烂的铁军”之誉。

1940年，马本斋指挥部队使用围点打援
战法，取得衡水康庄战争的胜利，又组织
精干的小分队巧取深县榆科伪军据点，巩
固了队伍。1941年，为了招降马本斋，消灭
回民支队，日军血洗东辛庄后，抓走了马
本斋的母亲。日军对马母威逼利诱，让她
写劝降信说服儿子“归顺皇军”，享受
“荣华富贵”，但马母坚贞不屈，为了不
让敌人利用自己牵制儿子，马母痛骂汉
奸，并以绝食的方式进行抗争，最后光荣
牺牲。得知母亲牺牲的消息，马本斋强忍
悲痛写下“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定继承
母志，与日本人血战到底！”“宁为玉碎
洁无瑕，烽火辉映丹心花。贤母魂归浩气
在，岂容日寇践中华！”的壮语。

1942年6月，马本斋率回民支队转移到
冀鲁豫边区。后任八路军冀鲁豫第三军分
区兼回民支队司令员，采用游击战术，率部
在冀鲁豫平原上进行了大小数百次的战斗，
取得了“反扫荡”战斗的多次胜利。他勇谋兼
备，注意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族平等
政策，在冀鲁豫地区为粉碎日军扫荡、建立
巩固抗日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后起的天才军事家

从1937年至1944年，马本斋率领回民支
队，不惧牺牲，浴血作战，奋勇杀敌，经
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 . 6万余
人，在广阔的冀中平原和冀鲁豫边区，所
向披靡，屡建战功，打得日本侵略军闻风
丧胆。这支部队屡建战功，威震敌胆，被
八路军冀中军区誉为“攻无不克，无坚不
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称
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1943年7月，马本斋率回民支队参加朝
南战役之后，即调往濮阳东部昆吾、尚和
一带，开辟新区，建立根据地。11月，他指
挥回民支队参加了由杨得志司令员亲自组
织的濮阳八公桥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攻打八公桥的作战会议上，马本斋分析
了伪二方面军孙良诚部的情况，建议采用

“牛刀子钻心”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
突然袭击，首先打掉敌人的总指挥部，再
回过头来清扫外围据点。他说：“孙良诚
自恃兵多势众，装备精良，见我军主力跳
到外线，远在二三百里之外，公然率其指
挥部进驻我纵深之地八公桥。八公桥四周
有高墙深沟，外围有层层据点保护，敌人
是不会预料我军敢对其攻击的。利用敌人
的麻痹心理，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出奇
兵直捣心脏，攻克八公桥是有把握的。”
杨得志司令员肯定了这个大胆的计划，指
出：“奇袭八公桥，是摆脱被动、争取主
动、破其一点、牵动全局的一着好棋。”

战斗的顺利进行证明了马本斋对敌情
的分析和“牛刀子钻心”战术的正确。我
军攻克八公桥伪军二方面军孙良诚总指挥
部，毙伤数百名，俘伪二方面军参谋长以下
官兵1600余名，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战后，黄
敬高兴地称马本斋是“后起的天才军事家”。

大节不死，为冀鲁豫河山增色
——— 民族英雄马本斋纪事（上） □ 杨秀萍 刘明明

“谭大姐，收被子……”3月23日一早，在茌平县
温陈街道临街一个不起眼的“被子加工”店里，正在
吃早饭的女主人听到招呼声赶紧从楼上快步下来。

她叫谭玉芳，今年43岁，身材瘦小、头发花白，来
温陈街上大半年了。去年5月，她用“债主”七拼八凑
借给她的5万块钱开了这家店。

收下两床被子，客人扔下50块钱转身走了，谭
大姐慌忙找10块钱追出门，客人只剩背影。

“加工被子多少钱一床？”“20块钱一床。”
谭大姐说，“好多人经常来照顾生意，25、30地
给，找钱硬塞也不要。”

谭大姐略略择择袖头上的棉花毛，坐下来继续
喝白粥，“结婚18年，月峰一病回到解放前。”谭
大姐看着窗外感叹一声，但她依然笑着。“我和月
峰现在开了这家店，供儿子上学，儿子读高一
了。”提到儿子，谭大姐眼里泛着泪光。

“俺两口子卖菜、当司机、加工绒绣、厂里打
工，活干到哪里家搬到哪里，攒了小十万，盘算好
到县城买房安家。”2012年3月，丈夫李月峰查出
肝硬化晚期，除换肝外无更好的办法治疗，谭玉芳
和婆婆张首兰每人捐了一部分肝给李月峰，经过三
次手术终于成功。但40万元的手术费，经新农合报
销及大病救助后，让谭玉芳一家仍欠了6 . 7万元的
外债，加上李月峰每月需要3000多元的免疫抑制类
药物，把谭玉芳压得喘不过气来。“俺这些账，都
是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借给的，人家借给咱的是
‘钱’和‘义’，咱欠下的是‘账’和‘情’，一
定要还，这是俺的责任。”

想起自己曾经在被服厂打过工，谭玉芳决定开
一家家庭被服加工厂，向“债主”们一一解释，
“债主”们都十分支持谭玉芳的想法，七拼八凑又
借给谭玉芳5万元，支持她的家庭工厂计划。这
样，谭玉芳“被子加工”店正式开张。

被子加工店开工，乡亲们主动帮着谭玉芳打广
告、拉活，现加上谭玉芳店里的电脑设备比较先
进，做出来的东西花样多、效率高、边平整，很快
就在十里八乡打出了“名气”，如今，买卖已辐射
方圆7 . 5公里。谭玉芳的“故事”也感动了同行，
同在茌平县的金宝服饰公司，去年4月将省妇联的
700床裤子订单转送给谭玉芳，7月份，又向谭玉芳
委托了1300件儿童棉衣的加工订单。

业务多了，谭玉芳搞起了给料加工，将一些活分
给有特长的姊妹、婶子一起做。她说：“乡亲们关照了
我，我也尽点儿力回报一下乡亲们。”现在，为谭玉芳
服务搞来料加工的“女工”们遍及周边9个乡镇，常年
与谭玉芳合作的就有100余人。

谈起未来，谭玉芳说：“月峰吃药是笔大费用，俺
争取再过两年把所有的账都还清，然后继续还情。”

用债主的钱

开起被子加工店
人家借给“钱”和“义”

咱们还给“账”和“情”

.□王兆锋 报道
纪念堂内安放着烈士的半身汉白玉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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