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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今日聊城

抗日英雄马本斋———

莘县张鲁镇的“红色名片”
本报见习记者 谢晓丽 马蕴

65年前抗日英雄马本斋病逝，遵其遗嘱

葬于莘县张鲁镇。马本斋将军虽英年早逝，但

他那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战功却彪炳史册。半

个多世纪过去了，在英雄战斗过的地方，提起

马本斋，莘县张鲁镇的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张鲁镇的学校都更名为“本斋小学、本斋

初中、本斋高中”，镇上最重要的一条路叫本

斋路，正如张鲁镇镇长马阳所说“马本斋的血

肉和精神都已经和张鲁融为一体了”。

电影《回民支队》剧照中的
马本斋（中）。（资料图）

马本斋：回族，河北省献县人，中共
党员。马本斋早年投身奉军当兵，逐级
升至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国
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
返乡。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在
家乡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奋起抵抗
日本侵略军。1938年4月率队参加八路
军，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
队，任总队长。1939年，回民教导总队改
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回民支队，任司令
员。1942年8月，回民支队奉命到达冀
鲁豫抗日根据地，被任命为冀鲁豫军
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
员。他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回民支队
和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回民支
队在他率领下，战斗力不断提高，队伍
发展到2000多人，成为一支能征善战
的抗日劲旅。从1937年至1944年，他率
回民支队奋勇杀敌，经历大小战斗870
余次，歼灭日伪军3 . 6万余人，屡建战
功。1943年底，在率部参加冀鲁豫抗日
根据地反蚕食战斗中，颈后长了毒疮。
由于战事繁忙，加之缺医少药，不久病
情加重。1944年1月底，回民支队奉命
开赴延安。出发前，他抱病为部队作了
最后一次动员，叮嘱指战员：“要跟着
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同年2月7
日，在山东莘县不幸病逝。

“马本斋真是神，一战两
伏灭日军，回民支队打得好，
保住军粮保住民。”这是马本
斋当年在张鲁集抗击日军时
被张鲁人民广为流传的顺口
溜。1942年，民族英雄马本
斋率回民支队由冀中转战鲁
西北，进驻当时的张鲁集。此
后，回民支队以张鲁为基地，
在周边地区打了一系列胜
仗，打得敌人闻风丧胆。据张
鲁镇的老人介绍，张鲁镇因
为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是
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东大
门，在张鲁的周边有很多的
日伪军炮楼，被当地百姓称
为“钉子”。“有这么多钉子，
老百姓心里都不踏实。但是
马本斋打仗很厉害，自从他
打了几次胜仗以后，鬼子都
怕了，平时都不敢出来活动。
马司令一到，我们就可以睡
个安稳觉。”80岁的老人何
玉祥对马本斋的事迹赞不绝
口。

今年 70多岁的杨青振

是张鲁镇史志编写者之一，
据其介绍，1943年秋正逢灾
荒年，日本鬼子想来张鲁抢
粮食，马本斋事先预料到了
鬼子的目的，就在韩庄和张
端两个村庄设下埋伏，等到
鬼子进了埋伏圈，枪一响，马
本斋就率领回民支队将敌人
一网打尽，大获全胜。除了张
鲁保卫战，至今仍被张鲁人
常常提起的还有华营战斗。
杨青振告诉记者，当时的张
鲁集除了马本斋的正规部
队——— 回民支队，还有莘县
组织的回民游击队。有一次
回民游击队在华营执行任务
时被敌人包围，形势十分严
峻，游击队派人冲出包围圈
向马本斋求救。马本斋知晓
后命令部队火速前往救人，
解救过程中部队始终打不进
包围圈。马本斋很是着急，看
到自己的弟弟带队动作稍稍
慢了点，就一马鞭抽在弟弟
身上，“你不冲，我就枪毙你，
救人如救火啊。”

90岁的老人蔡喜鹏当
年是游击队员，曾为马本斋
的回民支队运送过粮食，他
的弟弟也跟着马本斋打过
仗。蔡喜鹏老人回忆说，马本
斋脾气暴躁，打敌人特别狠，
对自己的兵和老百姓却特别
爱护，当时回民支队里也有
很多的汉族士兵，每次打了
胜仗，马本斋都会分给士兵
吃油香（回族的一种传统食
品）。“油香在当时可是个稀
罕物，回族百姓只有逢年过
节或有喜事的时候才会炸油
香。但马本斋体贴士兵，他说
回汉人民是一家，不管回民
兵汉民兵，咱打了胜仗都吃
油香。”在蔡喜鹏老人的眼
里，马本斋是一个体贴士兵
关心百姓的好司令。

1943年灾荒时，马本斋
得知张鲁的老百姓都缺粮食
吃，就决定把部队的粮食分
给老百姓，为此他还从济南
等地调运粮食准备运送给缺
粮挨饿的老百姓。但当时张

鲁周边鬼子的碉堡、据点太
多，封锁严密，粮食不好运
送，马本斋就带领部队连夜
拔“钉子”。“一夜之间拔了
12个碉堡、据点，太厉害了！
这一下子就让我们这些挨饿
的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何玉
祥说，灾荒年要不是马本斋，
张鲁镇会饿死很多人，马本
斋在张鲁期间老百姓有了自
己的保护神。

据杨青振介绍，马本斋
是个很谦虚的人，他有著名
的“三不”原则。马本斋是回
民，经常去张鲁的清真寺做
礼拜，去清真寺的时候从不
带卫兵；每次做礼拜时只坐
一般的凳子，从不坐椅子，不
坐正座；打仗时免不了在百
姓家中住宿，但他从不住正
屋，都是住百姓家里的偏房。
正是因为这些平常的小事，
马本斋给张鲁人民留下了深
深的印象。现在张鲁镇清真
寺的老人们，提起马本斋依
然有说不完的话。

蔡喜鹏老人仍然清
楚地记得 1 9 4 4年马本斋
安葬仪式的情景：“当时
是冬天天气很冷，但很多
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和张
鲁集的百姓都来给马本
斋送行，上百名干部群众
按 照 回 族 的 最 高 葬
礼———‘高抬’，将马本斋
的遗体高高举过头顶，送
往墓地。看着马司令落入
土中，在场的人都哭得鼻
涕一把泪一把的。”1 9 4 4
年 3月 1 5日，鲁西北地区
各界群众在张鲁集联合
举行追悼马本斋大会，并
决定筹办本斋小学，本斋
合作社，本斋游击大队，
修建烈士祠堂，以永久纪
念这位英雄。毛泽东、周
恩 来 、朱 德 分 别 题 写 挽
联，对英雄的一生给予了
肯定。毛泽东题写的挽联
是“马本斋同志不死”，周
恩 来 的 题 词 是“ 民 族 英
雄，吾党战士”，朱德的挽

联是“壮志难移，汉回各
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
两代英雄。”

马本斋烈士陵园建
在张鲁镇韩庄村，是聊城
市 爱 国 教 育 示 范 基 地 ，
1985年曾进行了重修，并
由马国超亲笔题写了园
名。据张鲁镇的蔡恩坤介
绍，他在马本斋烈士陵园
守园已经 20多年了，平时
经常有人来参观马本斋
烈士陵园，每逢清明节，
来扫墓的更是多达 2 0 0 0
多人。在本斋小学，学校
专门设置了马本斋资料
展板。12岁的小学生李彤
骄傲地告诉记者，“马本
斋烈士是我们张鲁的骄
傲。”张鲁镇镇长马阳介
绍说，马本斋已经成为张
鲁的一张名片了，下一步
将在镇上建一个本斋广
场，并希望能将马本斋烈
士陵园打造成红色旅游
基地。”

着急救援

一马鞭就抽在弟弟身上

心系群众

部队粮食分给老百姓

万众景仰

本斋已成张鲁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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