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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郑学富 谢美慈

前不久，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以“烽火家书诵
读会”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展示参战将士遗存的
家书。台儿庄大战参战将领后代等担任“朗读
者”，与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讲解员共同诵读“烽火
家书”，许多观众潸然泪下。透过一封封家书，人
们能够看到中国军人浴血抗日的爱国精神和孝
敬双亲、爱护妻儿的柔情。

邹绍孟关心儿子学业
1937年年底，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一二四

师参谋长邹绍孟接到上级命令，第一二四师全体
将士开赴山东抗日前线。于是，邹绍孟带着几千
名川军从四川老家来到了台儿庄。三月初的台儿
庄春寒料峭，战士们身上穿的仍然是出川前单薄
的衣衫，脚上的草鞋早已在三千里路的徒步行军
中破烂了。战士们的脚上全是一道道深深的血
口，他们就这样一步一个血印，从四川走到了台
儿庄。他们顾不上休整，急匆匆地赶到了滕县，与
日军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滕县保卫战。

1938年3月11日，邹绍孟忙完了一天的军务坐
在桌前，看着桌子上那封老家寄来的信件，他思
绪万千。4个月了，战事紧迫，他几乎顾不上给家
里写上一封信。不知道父母是否安康？不知道妻
儿生活如何？望着窗外的夜空，灯下提笔给大儿
子汝宁写了一封家书：

“宁儿：
我的好儿子，你最近学习可好？爸爸，我在前

线为你担忧着，你要记住邹家的祖训——— 勤奋读
书，学有成就，做事要立志向上，竞争优胜。

爸爸我是一个军人，战场就在眼前，如果我
不幸以身殉战，那是我作为军人的神圣天职。宁
儿，我的好儿子，你要记住爸爸的话，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宁儿，作为中华的热血男儿，一定要担
当起报效国家的大任。

牵挂着你的爷爷、奶奶和全家人，盼望着早
日与你们团聚在一起。”

4月15日，当家书寄到四川老家时，邹绍孟已
在滕县保卫战中以身殉国。17日，成都的报纸刊
登了邹绍孟写给儿子的绝笔家书。

邹绍孟的孙子邹维告诉记者，如今这封家书
的复制件已被装裱并悬挂在邹家的书房，用以激
励家中后辈。

邹绍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邹汝宁，小儿
子邹汝祥在他牺牲两个月后出生。邹维对记者
说：“伯父谨记爷爷的教诲，刻苦学习，高中毕业

后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后来任职绵阳中学校长，
‘文革’时去世。”

黄人钦劝妻子改嫁他人
1937年10月2日，在六十军1082团的军营里，

一场婚礼正在举行。新郎是上尉连长黄人钦，新
娘是毕业于昆明女子中学的学生商幼兰。军营
里，前来参加婚礼的亲友们纷纷送上祝福。

可是两人的婚礼刚刚过去三天，10月5日，
六十军在昆明巫家坝举行誓师大会，挥师北上
抗日。黄人钦没有丝毫犹豫，他要跟随六十军
出滇抗战。当他告诉妻子和家人马上随军出征
时，大家都惊呆了，亲友们劝他说：“你婚假
未满，如果请假，长官会批准的。”

黄人钦慨然答道：“日军侵略中国，多少
个家庭生灵涂炭，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他
对妻子说：“幼兰，保家卫国，好男儿自当投
身沙场！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只有牺
牲我们自己的小家了。”

妻子眼含热泪，久久凝望着丈夫：“你报
效祖国的心情，我懂。你上前线打鬼子，我支
持。可是，你这一走，我们何时能再相见
啊……”望着眼前新婚的妻子，黄人钦千般不
舍，可是，作为军人，他要履行军人的职责
啊！临行前，商幼兰掏出一块儿手帕放到黄人

钦手中：“这是我亲手给你绣制的手帕，上面
绣着你最喜欢的梅花，你带上它，想我的时候
就看看。”

黄人钦接过手帕，紧紧地攥在手里，流下
了热泪。

1938年4月23日拂晓，日军的炮弹就像暴雨
一样向台儿庄凤凰桥一带阵地覆盖而来，顿时
阵地上成了一片火海。日军在十多辆坦克的掩
护下开始了进攻，战士们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敌
人坦克，轻重机枪密集开火射向敌人。面对拥
向阵地前的日军，黄人钦率队奋勇冲杀，与敌
人肉搏，在冲锋时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战友们整理黄人钦遗物时，在他的贴身衣
袋里发现了那块儿绣着梅花的手帕，洁白的手
帕已经被鲜血浸透，手帕里面是一页被染红了
的信纸，这是他写给新婚妻子却还未来得及寄
出的信。“幼兰爱妻：倭寇深入国土，民族危
在旦夕。身为军人，义当报国，万一不幸，希
汝另嫁，幸勿自误。”

黄人钦牺牲后，他所在的部队将他的血衣
和遗书寄回了他的家乡。乡亲们在其祖坟地
里，为他建了一座衣冠冢，以示悼念。

赵克牺牲时揣着给父母的信
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展柜中，陈列着一张珍

贵的照片和一封还未寄出的信。
照片的主人叫赵克。他和三哥赵继昌同在

1084团当连长。在1938年4月22日的战斗中，1084团
与日军突然遭遇，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从上午到
晚上，杀得敌人尸横遍野，鲜血浸透了黄土。当时
部队的建制已经完全打乱，战场上官找不到兵，
兵找不到官，赵继昌只好在战场上一遍又一遍的
呼喊着弟弟的名字，但是没有回应。

赵继昌忘不了出征时母亲含泪拉着他兄弟
二人的手说：“你们兄弟俩这次出征打鬼子，娘同
意、支持！可一定都要活着回来。三儿啊，你是哥
哥，可要照顾好弟弟啊。”赵继昌看着母亲殷切的
泪光，点了点头说：“娘，你放心，我一定把弟弟带
回来。”可如今弟弟不见了，如何向娘交代啊？赵
继昌发疯般地在死人堆里找弟弟，他东一头西一
头，扒拉来扒拉去，手都划破了，几次滑倒在血泥
里，终于找到了弟弟的遗体。在弟弟衣袋里发现
了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亲爱的双亲，现在我们已
经加入台儿庄战场了，儿已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
决心，去和敌人肉搏。此后战场上的消息，请您老
人家别担心。飞机不停地抛炸弹，大炮不住地咚
咚响。不写了。敬祝福安。不肖儿师韩跪禀。”赵克
又名赵师韩。

看完信后，赵继昌悲痛欲绝，暗下决心：一定
要把弟弟背回家！就是骨灰也让俺爹俺娘看一
眼。他把木头架在一起，火化了弟弟的遗体，用干
粮袋装好了弟弟的骨灰背在肩上，带着仇恨继续
与日军战斗。他开枪击灭了探照灯，在夜色中冲
出了敌人的封锁线，找到了自己的部队。在后来
的战斗中赵继昌自己也负了重伤，但他都顽强地
支撑着，因为他一定要把弟弟背回家。当他看见
爹娘，手捧着骨灰，扑通跪在地上：“爹，娘，我和
弟弟回来了。娘啊，弟弟战死沙场，没给您老人家
丢脸！”

尹国华望妻节省捐钱抗日
1938年4月，日军在台儿庄溃败以后，恼羞成

怒，迅速调集30余万兵力向徐州迂回，企图歼灭
中国军队的主力。第六十军将士奉命开赴台儿庄
前线增援。

4月22日清晨，尹国华所在部队与日军遭遇，
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尹国
华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他的带动鼓舞下，全营
官兵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打退了日军多
次进攻，从清晨一直战斗到傍晚，都没有后退一
步。最终因敌众我寡，年仅30岁的尹国华及全营
500多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当丈夫牺牲的消息，
传到妻子的耳中，她强忍着泪水，颤巍巍的从书

橱里拿出几天前收到的家书。
“爱妻：到信阳后寄出三次信，都收到了吗？

儿子已在呀呀学语了吧……两个女儿也开始上
学了吗？这虽是她们的爱好，同时也是环境允许
她们，不然，如在战区的孩子，逃亡之暇，哪能有
机会上学呀。希望你能带着他们去拍一张照片寄
来，想念你们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一看……你
要勤俭持家，用一分钱要有一分钱的价值，同时，
省下一分钱，捐助国家，也就是增进一分的抗战
力量……而我，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很兴奋这
一次能有机会去和敌人周旋，为了我们国家的存
亡，我很愿意与日本鬼子拼命到底，即使不幸而
战死，也算是我平生的夙愿了。”

尹国华全营英勇阵亡的消息传遍全国，受到
各界人士的敬重。《云南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予
以报道：“为国捐躯，尹营长精神不死；战死沙场，
足了平生之愿；浩气长存，堪与日月增光。”

何信让儿说话先学会“抗日”两字
抗日烈士何信的儿子何平接受记者采访时，

向记者讲述了父亲的抗日故事。
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打响。空军上尉副中

队长何信奉命参加台儿庄保卫战。22日，出征前，
他给母亲和妻子写下了一封家书。

“亲爱的母亲：你老人家安好，明天一早，我
们就要出发飞到徐州参加战斗了!在那儿信回家
是寄不通了。当然，很快就会南返的，但是一定会
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我是抱着必胜的决心去
的，很快就会平安归来。我要用子弹射向敌人的
脑海和心窝中去 !但如果我牺牲了，您也不要难
过，因为儿是为国家而牺牲的 !你应该感到高兴
和自豪！”

“亲爱的云妹，想念你!我们的儿子球球已经
八个月大了，要学着说话了，不要教他说爸爸、妈
妈，一定让他先学会‘抗日’两个字 !日寇一天不
打倒，就没有国，也就没有家 !云妹，别时容易见
时难，母亲、儿子都交给你了，嫁给我真是苦了你
了，此去如不能如期归来，你不要悲伤，不要难
过，好男儿战死沙场，马革裹尸骨也香。”

3月25日凌晨，何信率14架战机与17架日机
交锋于临(沂)枣(庄)上空,击落日机6架。当回航
至牧马集上空时,遭到埋伏在云层中日军18架驱
逐机的截击。此时,何信所驾飞机油弹两缺。敌
机发现何信的飞机是主机，纷纷围了上来，何
信胸部连中三弹，血流如注。他没有选择跳伞
逃生，而是拼上最后一点力气，驾机向日机迎
头撞去，利用日机躲闪的机会，射出最后一排
子弹，中弹敌机冒着黑烟坠向大地。何信继而
操控伤机,就近撞上另一架敌机，与日机同归于
尽。

何信牺牲时才25岁,台儿庄当地一名大财主
捐出了自己的棺材收敛烈士的遗体,后来遗体运
至武汉又换成了楠木棺材。运回故乡桂林安葬
时,公祭三天三夜,万人空巷。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授予何信“空军烈士”称
号。新中国成立后 ,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
烈士。

何平半岁时，父子曾见过一面。至今何平还
珍藏着父亲当时穿的航空服，前后洞穿了6个孔。
何平退休后创办了桂林“何信烈士纪念馆”,向人
们讲述父亲的抗日爱国故事。

■ 烽火八年 山河壮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刀蹬

浴血台儿庄的英雄也是一个个孝敬双亲、爱护妻儿的好男人：赵继昌扒出弟弟赵克的遗体，架木头火化了，用干粮袋装装好骨灰背在肩上，

继续与日军作战……见到爹娘时，他手捧骨灰，扑通跪下：“爹，娘，弟弟战死沙场，没给您老人家丢脸！”

英雄家书演绎动人故事

□ 本报记者 鲍青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张帆

1933年春，一封火急火燎的联名信，送到了
南通纺织工学院教授马耀南的案头。

信函来自他的故乡长山县。士绅们恳请他回
乡，执掌长山中学校印，言辞之中颇见拳拳盛意。

“马耀南以桑梓为重，向纺织工学院递交了
辞呈，转陈了家乡父老的深情厚望，接着返回故
里任教。这不仅揭开了长山中学历史的新页，也
为黑铁山抗日起义埋下了宝贵的火种。”《马耀南
传》作者高元盛说。

在黑铁山起义爆发即将80周年之际，轻轻拨
动历史的齿轮，回溯渐行渐远的往昔，体味这个
节点的历史意义。

不顾一切促成民众武力
马耀南请辞高校教授，出任中学校长，除了

心中桑梓之情的驱使，也有教育救国理想的悸
动。

马耀南自执掌教鞭，便将“教育救国”的匾额
悬挂于校门之上。他一边延聘人才，一边筹资建
设，学校面貌气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34年—1936年，长山中学连续三年会考成
绩在全省名列前茅。不同寻常的迹象，引起了教
育厅长何思源的好奇。他到这里蹲点调研，了解
办学奥秘。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随后莅临，对马耀
南大加赞赏。有了何思源和韩复榘的肯定，长山
中学和马耀南一时名声大噪。

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马耀南并未牵挂在
心，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去了解和关注。当时中日
关系紧张，马耀南随时注意着瞬息变幻的形势。
他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常在课堂上
抨击，“不打日本，打内战算什么英雄”。

七七事变爆发后，马耀南组织师生募捐，悉
数寄往前线，鼓励将士奋勇杀敌。“马耀南还组织
师生演唱爱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和《满江红》，
鼓舞抗日士气。”高元盛告诉记者。

眼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接连沦
丧，马耀南在积极支持抗日的同时，萌生了组织
抗日武装的念头。

这种应时而生的想法，恰好和“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传统理念一脉相承。也正是它，支撑着
我们这个古老多难的民族依旧傲然屹立。细读马
耀南的笔记，这个念头的悄然萌发和渐次成形跃
然纸上。他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后的第三天，颇
为自省地写道：“上海炮火异常凶猛，全国已进入
血战状态，自顾在此安逸消闲，能不愧死！……自

即日起应特别振奋，求有所报命国家，获取较大
代价之牺牲，方不愧生于此世间。”

如何“报命国家”的忧虑，萦绕于他心头数
日。到了8月20日，他终于思绪清明，将决心毅力
诉诸笔端：“此时不便只身避难，只有不顾一切进
行民众武力之促成。任何困难，准备忍耐下去。”

马耀南不愿“只身避难”，为的是“不顾一
切”，促成“民众武力”。此种信念，他虽是书于日
记，却时刻牢记在心。后来他毁家纾难，筹募物
资，献身疆场。

拉队伍上山打游击
马耀南组织抗日武装之际，两年前曾在长山

中学任教员的林一山突然前来拜访。
林一山是带着秘密任务来的。当时中共中央

北方局针对严峻的抗日形势，发出“脱下长衫，参
加游击队去”的号召，制定分区武装起义的计划。
可当时鲁北的起义中心，却一直是个难以填补的
空白。

省委书记黎玉询问林一山：“发动敌后游击
战，鲁北还没有中心点，你能不能找一个？”林一
山稍加思索，便想到了马耀南。马耀南人品颇好，
爱国心切，如今国难当前，争取他很有可能。为了
解马耀南的意愿，林一山特意前来拜会。

林一山曾和马耀南共事半年，也算相知相
交。林一山没有透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但马
耀南却开诚布公，亲自带林一山去乡间参观枪
支，告诉他：“鬼子来了，我拉队伍上山打游击。”

韩复榘知晓马耀南在拉队伍，便建议派李耀
亭去当司令。林一山提醒道：“如果部队被李耀亭
控制了去，你辛辛苦苦搞的武装支持了军阀，而
你却达不到抗日的目的。”马耀南本来就对腐败
无能的军阀素无好感，便委婉拒绝了韩复榘的建
议。

林一山在长山一共逗留二十余日。临别之
际，马耀南请求林一山推荐人才来长山中学帮助
自己。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耳目，马耀南要求来
者必须是大学毕业生。

接下来，赵明新、廖容标、姚仲明等分两批应
聘进入长山中学担任教员。

廖容标早先任过红军团长，此时化名廖之秀
来到长山中学担任体育教员。

不过，廖容标很快就露出了“马脚”。有次打
篮球缺人，学生非拉廖容标来凑数，他只好硬着
头皮上场。为了不让别人抢到篮球，廖容标竟抱
球跑了起来，场上球员和围观师生一片哗然。后
来“体育教员抱球跑”的笑谈，便传到了校长马耀
南的耳中。

马耀南改让廖容标课堂教授体育课。课上学
生要求廖容标写板书。廖容标拿枪上阵是当仁不
让的好手，提起粉笔却好似千斤沉重。他铆足力
气，才歪歪扭扭写下一行粉笔字，这字迹不仅不
规整，还掺杂了红军才用的简体字。满堂学生又
是目瞪口呆。

廖容标只得向马耀南坦言自己的真实身份。
马耀南非但没有任何责备，反而异常欣喜。他和
廖容标商议，迅速开办一期抗日游击训练班，培
养能打游击战的军事人才。

当时学校内有国民党特务活动，马耀南为掩
人耳目，便将“抗日游击训练班”对外宣称为“长
山中学民众夜校”。廖容标主讲游击战术，姚仲明
主讲统一战线，赵明新主讲发动民众，其实和“扫
盲识字”一点关系也没有。

1937年12月17日，日寇的7架飞机轰炸了长山
周村镇。长山内的国民党军队自知难敌，准备随
时撤离。马耀南闻讯后，和廖容标商议，决定趁国
军准备撤退、日军尚未抵达的机会，发动起义，组
建抗日队伍。

在起义地点选择上，马耀南和廖容标等人发
生了分歧。马耀南主张将起义师生拉到长山的长
白山一带。那里峰峦连绵，沟壑纵横，大小山头利
于隐蔽。而且有愿意加入队伍的联庄会接应，可
以解决队伍的吃饭、住宿、武器问题。

但廖容标主张队伍东上黑铁山，在那里驻扎
起义。不久前建立的中共花山党支部，可以帮助
起义队伍立足稳固，而且周围群众基础较好。

起初双方陷入了僵局。马耀南为顾全大局，
同意了起义队伍开往黑铁山的建议，但他也进行
了一些后续的补救工作。

后来的形势证明，马耀南的“补救”对游击队
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

大褂子队行军起义
12月24日，战争的阴云笼罩长山大地。不过

纵使形势再恶劣，老百姓依旧要为衣食住行奔波
劳累。这天恰逢长山大集，十里八乡的百姓为了
应对可能到来的物资紧缺，纷纷赶集囤货，狭窄
的街巷拥挤不堪。赶集正热闹时，天空突然有日
机飞临，先后投下12枚炸弹，躲闪不及的百姓死
伤惨重。爆炸声浪还将长山中学“教育救国”的匾
额震落，有些教室玻璃也被震碎。

马耀南在校园里，认定轰炸是日军的先期
试探。一旦城内的国民党军队逃跑，日军将很
快发动进攻。他一边指挥师生疏散隐蔽，一边
和廖容标决定迅速起义。起义教员学生于当夜
汇集完毕，悉数前往易守难攻的黑铁山驻扎待

命。
马耀南接着约姚仲明、廖容标到文庙开会，

讨论起义的细节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马耀南审时度势地提出，可先由姚、廖带领

师生出发，自己回家筹备钱粮物资。但姚、廖觉得
自己在校内缺乏威望，危机关头难以稳定军心，
最好还是由马耀南亲自带领上山。马耀南多次解
释称，筹备起义除了有生力量外，物资钱粮供应
同样重要。

夜色朦胧中，60多名师生陆续集中到城南的
南神坛村。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冒着冬日严寒，
朝东边的黑铁山行去。

但队伍在途中马上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大家行军50余里，已经饥寒交迫，疲惫虚弱。可到
了黑铁山附近的村庄，队伍没看到热忱欢迎的群
众，反而是杀气腾腾的抬枪土炮给了他们“下马
威”。姚仲明后来回忆说：“村庄的联庄会，夜间常
以土炮防我们接近村庄，有时给夜行军造成阻
碍……队伍吃饭困难，群众也不愿意送给养。”姚
仲明只好派出宣传队，请村里闾长领着在村间劝
募早饭。可他们跑遍全村，募来的只有糠菜窝窝
和玉米饼，数量还不够一半人吃饱肚子。后来队
伍给养更加难以为继，干粮又少又孬，一天两顿
只能吃个半饱。第三餐一点吃的没有，只能饿肚
子。

没有了物资给养，队伍何谈战斗力，别人望
去不像游击队，更似难民营。因为还穿着学生的
长衫装扮，老百姓看到他们，便叫他们“大褂子
队”。

千钧一发之际，马耀南亲上黑铁山，被推举
为起义部队司令。

东上黑铁山
姚仲明、廖容标带领师生东进之际，马耀南

马不停蹄地返乡筹措钱粮。马耀南此前为起义部
队选中的安营地点是长白山，他便嘱托弟弟晓
云、天民，将之前自己拉起的队伍带到长白山去，
从西翼策应黑铁山起义队伍。马晓云还将筹集到
的三支手枪，让马耀南带着上阵打鬼子。

兄弟三人来到母亲房中，长跪不起，哭泣禀
告：为不当亡国奴，儿子将离家上战场，去打日本
鬼子。此去九死一生，便不能在膝下侍母尽孝。儿
子恳请老母保重身体，勿以我们为念。母亲安氏
见母子骨肉即将分离，自然痛彻肝肠，眼泪止不
住流淌。她见儿子意志坚定，只能含泪答应了请
求。为支持儿子打鬼子，她还把多年积攒的私房
钱交给马耀南，让他带到部队充作军费。马耀南
将母亲和家中女人、孩子，改名换姓后分散安置

到临近的亲戚家。
12月26日，马耀南作东上黑铁山的最后准

备。他先请家里负责种菜的雇工安海鲁，把他多
年来带点“书生气质”的偏背头剃成干练爽快的
光头，又向本村财主购买一匹良驹，作日后驰骋
疆场之用。

27日清晨，马耀南拜别家人，孤身东上黑铁
山，与自己牵肠挂肚的教员学生会合。

已经“前胸贴后背”的师生一见到马耀南，如
见救星降临，立刻有了精神。他们兴奋地接过行
李并大声欢呼：“马校长来了！马校长来了！”姚仲
明、廖容标也高兴地说：“我们会师了！会师了！”

在队伍缺乏给养之际，马耀南带来了极为珍
贵的500块大洋。按当时每人每月3元的伙食费计
算，500块大洋可以吃喝两个半月。姚仲明情不自
禁地说：“马校长这500块大洋是咱们最大的财
富！”

当晚马耀南决定和当地乡绅座谈，争取他们
的物资支援。得益于马耀南在当地的崇高威望，
大家纷纷慷慨解囊，队伍的给养问题圆满解决。

后来地方武装长山保安大队长张殿臣率200
多人投奔黑铁山，起义队伍也由原先的“长山县
抗日游击大队”改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独立
团”。

但马耀南深知，百姓节衣缩食供养军队，是
为了让他们消灭敌人。如果队伍光吃饭不打仗，
很快就会失去百姓的拥护。所以在一个月内，这
支“大褂子队”先后发动了“夜袭长山城维持会”

“小清河伏击战”“三官庙战斗”等大小战役，取得
了振奋人心的胜利。小清河伏击战中，他们全歼
日军12名，其中有１名旅团长、１名联队长、一名高
级参谋，并击沉日军汽艇一艘。

此后黑铁山上的起义队伍日渐壮大，鲁中抗
日烽火燎原。

■ 烽火八年 山河壮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刀灯

日寇入侵，国土沦丧，百姓蒙难。危难在前，他由教书的“校长”变为抗日的“司令”，与共产党员廖容标等人，

组织长山中学师生发动起义，开展游击战争，点燃了鲁中抗日燎原之火。

黑铁山起义：马耀南毁家纾难

马耀南

赵克家书 尹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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